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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改 革 开放 以来 ,

以 农 民 出 国 务工 而 兴起的 海外新移 民 湖 在我 国 东 南 沿海 一

带迅速 蔓延
, 并对 当 地农村 社


会 经济发展产 生 巨 大影响
,
成为 当 代新农村建设实 践中 的一 种新模式 。 尽管基于 地域 条件 所限

,

这种新农村建设路


径模 式 并 不能 在其他 区 域 闻 单模仿或复制
,

但其仍 然对我 国 新农村建设模式 的 多 样化理解及其发展 思路设 计具 有


若 干 启 示性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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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


大历史任务
,
是新时期贯彻科学 发展观和解决

“

三


农
”

问题
,
以 及实现统筹城乡 协调发展 、

构建和谐社


会宏伟 目 标的重要战略部署 。
2 0 0 5 年《 中共 中央 关


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的


建议 》指出
,
要按照

“

生产发展
、 生活宽裕 、 乡 风文明 、


村容整洁 、 管理 民主
”

的要求
,
坚持从各地实际出 发

,


尊重农 民的意愿
,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
随后

,
全 国


广泛开始了 新农村建设实践活动
,
各地政府纷纷结


合本地特点 创造出 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
并取得明


显成效 。 其 中
,

集 中反映于东南沿海地区 的海外新


移民侨乡 新农村建设实践亦成为当代新农村建设实


践中的
一

种新模式
。

考察与解读该模式实践 内涵对


于我们进一步透视当代海外新移民现象以及当代新


农村建设路径之讨论均有显著现实意义 。


一

、东 南沿 海农村海外新移民灌的 兴起

“

新移 民
”
一般系 指

“

改革开放 以后移居 国外 的


我国公民
”

。
近 3 0 多年来

,

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加速


与中 国对外开放的深化
,

当代 中 国海外移 民潮也迅


速兴起 。 据有关学者的估算
,

1 9 7 8 年至 2 0 0 3 年
,
中


国 大陆以不同方式 、 不 同途径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海


外移 民
,
约在 2 5 0 万至 2 8 0 万之间

,
其 中来 自 农村地


区尤其是福建 、 浙江
、 广东等沿海侨乡 的 出 国 新移民


?

 4 0  
?


群体占 据了较大规模
,
2 0 0 4 年估测显示仅福建省和


浙江省海外新移民人数已 高达 9 0 余万
,
广东省海外


新移民人数也有 6 0 余万
。 当代农村海外新移民的 出


国动机主要发端于经济原因
。

一般而言
,
在农村海外


新移民迁出 地分布较广的东南沿海地带
,

由于当地


村落发展大都存在土地贫瘠且地少人多的传统 自 然


条件限制
,

因而如何进
一

步转移青壮年剩余劳动力


的 问题突显 。 与此同 时
,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达国家


劳动力 市场需求则 日 益扩大
,

国际人 口 流动 日 益频


繁 。 由此
,
借助于华南传统侨乡 丰富海外华侨华人关


系 网络资源的东南沿海村落最终走上了 出 国务工求


发展的跨境移民历程
。
正如国 内一位学者所言

,
当代


东南沿海侨乡 的新移民潮其实是
“
一种 以 民间方式


运作的跨境劳务输 出
,
从长远看

,
是中 国 自 身极其丰


富却又无法充分消化的人力资源伴随全球化进程而


不可避免地融人世界大市场需求的必然过程
”

。


从迁人地分布 区域来看
,
这些新移民 的流向 范


围跨越世界各大洲
,
显现 出

“

全球化
"

态势
,
尤其是较


为集 中流 向发达国家地区 。 就身份特征与迁移方式


而言
,
与往往凭借资金 、 教育 、 科技 等优势而产生 的


投资移民 、 留学移民 、技术移民等城市
“

精英移民
”

类


型 不同
,
东南沿海农村海外新移民则主要集 中 于文


化水平较低的农民群体
,
大都属于正常或非正常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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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型移民 、家庭团 聚型移民等类型
。 在年龄构成上

,


他们较多属 于青壮年劳动力 。 目前
,
这些农村海外


新移民在国 外的职业构成主要集 中在餐饮 、制 衣 、 销


售 、 贸 易 、建筑等多种行业 , 近年来其 中还不乏出 现


了若干由务工向经商成功转型且 日 渐发达的范例 。


总体而言
,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 国改革开放政策大背


景下
, 当代东南沿海侨乡 出 国新移 民潮已 经形成一


定规模 、特征及移民网络
,
并对当地经济发展以 及新


农村
“

生产发展 、 生活宽裕 、乡 风文明 、 村容整洁 、 管


理民主
”

的全面建设要求之实现产生巨 大影响 。


二
、 海外新移民与新农村建设关系解析


(

一

) 海外新移 民与农民生 活质 量 改善


作为不断吸引
一

波又一波农村移 民群体纷纷出


国务工的直接 引 力 , 在发达 国家打工获得的 高额劳


动报剩为新移 民村落带来的最大收获便是促使当地


农民收入迅速增多和生活质量的 巨 大改善 。


据 2 0 0 5 年笔者在福建沿海新 移民村落的实地


调查资料显示
,
本世纪初 当地 出 国 新移 民在国 外打


工的收人状况大概有三个层次
:
第一层次是在美国

,


一般月 收人约 2 万元人民币
;
第二层次是在英 、 法 、


意等欧盟国 家
,

一般月 收入约 1 万元人 民币
;
第三个


层 次是在新加坡
,

一般月 收入约 7 千元人民 币 。 依


此推算
,

三个层次下每位务工海外新移 民每年 的 国


外总收人分别为人 民币 2 4 万元 、 1 2 万元和 8 . 4 万


元
,
平均为 1 4 . 8 万元 。 考虑到这些农村 出 国人员 在


国外的 生活 比较节俭
,
以及按照 当地村民 的普遍说


法
:

“

全村
( 国外

)
打工的 7 0 % -

8 0 % 的钱都会寄回


来
”

, 那么每人每年汇 回 国 内家中 的款额平均达到


7 、 8 万元人民币 以上的估算是可信的 。 并且
,
由 于一


个家庭 中还不止一人 出 国
,
所以几年下来

,
当地一个


出 国新移民家庭经济总收人便可 高达数十万元 。 用


当地村民 自 己 的话说
,

“

我们早就小康 了
”

。
迅速增


多 的经济收入为 当地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奠定了坚实


基础 , 促成 了 其家庭生活模式 由
“

温饱型
”

向
“

舒适


型
”

的根本性转变
,

“

吃 、住 、用 、穿
”

的 消费结构迅速


被
“

住 、用 、 吃 、 穿
”

所取代 。 尤其是在住宅建设方面
,


东南沿海的新移 民之村随处可见一

栋栋 三
、 四层 的


“

别墅
”

,
楼内 宽敞明亮

,
房间众多

,
装修豪华

, 这些颇


具欧洲式样的小楼建筑费用往往动辄数十万甚至上


百万人 民币
,
显示 出 当地新移民家庭生活 经济基础


的雄厚 。


另 一方面
,
经济上的家庭富裕不仅体现在物质


生活上
,
还体现在精神生活上 。 由 于新移 民家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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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巨增
,

也使原来整 日 忙于农业劳作 的农 民迅速


从生活压力 的重负 中 解放 出 来 。 于是
,
精神生活需


求 日 益强烈
,
以休 闲娱乐为 中心的 文化生活方式越


来越被更多的 当地村 民所接受和喜爱
,
甚至不少老


人在出 国子女的鼓励下已经先后到过 国 内外多个著


名 旅游景点观光消 费 。


(
二

) 海外新移 民与 农村生产发展


新移民家庭经济收人的迅速增多也直接促成当


地村落侨汇存款规模 日 益庞大
,
从而汇聚成一股巨


额民 间资金
,
为当地农村经济 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 。 9 0 年代后期以来
,
基于祖籍认 同和 乡情纽带的


内 在维系
, 业巳 在国 外打拼发达的海外新移 民纷纷


回 乡 投资兴办乡 镇企业
,
从而有力推进 了原籍地乡


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 具体而言
, 这种影响 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


首先
,
从农业生产发展来看

,
出 国务工潮的迅猛


发展为当地众多农业剩余劳动 力转移创造了新的有


效渠道
,
当地

“地少人多
”

的传统生存发展矛盾亦得


到缓解
,
集约化经营可耕地 、 山 林 、 海滩等农业资源


的可能性与 必要性 日 渐增强 。 与 此同时
,
大量的侨


汇资金投人也大大加强 了 当地各种农业基础配套设


施 的建设力 度
,
有效地改善 了 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


基本环境
,
使原有农业经营产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


其次
,
从非农经济发展来看

,
新移民 的投资创业


大大推动了 当地农村二
、
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
调查


资料显示
, 目 前东南沿海地区海外新移民 回乡 投 资


创业的行业颇为广泛
,
涵盖了制造业 、 服务业 、 房地


产业 、 金融业等多个领域
,
并充分运用 自 身熟悉 国 内


外两个市场需求的生活经验积极参与 进出 口 贸易
,


获得显著经济效益
,
带动 了 当地及周边 乡 镇的农村


经济发展 。 例如 ,
在海外新移民输 出 地集中的 浙南


温州地 区
,

截至 2 0 0 8 年
,

当地共引进三资企业 2 5 9 3


家
,
总投资 1 2 5 亿美元

,
其 中海外侨胞 、 港澳台 同胞


投资的企业数 、 投资额均 占 8 0 % 以上 。 而在当地瑞


安市塘下镇
,
全镇侨属企业 3 8 家

,
全年总产值达


1 7 . 8 1 亿元
, 占全镇总 产值的 7 . 2 %

,
创利税达 5 . 9 2 2


亿元
,
占 全镇总利税 的 3

.
2 %

。 这种情况不仅推动着


当地农村产村经济结构 的合理调整
,
也 为当地周 边


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 另 一方面
,


大量 国外侨汇回流 以及新移民 的 回乡 探亲和投资
,


又刺激了 当地的消费
,
扩大 了 内需

,
助推了 当地第三


产业的快速发展 。


当然
,

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

,
当代 出 国移民潮的兴


?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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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也对当地农村生产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

一方面
,
受


国外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较多 的就业机会和高 额劳


动报酬吸引
,
越来越多的 当地村民 出 国 务工求发展

,


这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同时
,

也存在着青壮年


劳动力 过渡流失 的潜在风险
,
从而可能给 当地农村


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冲击 。 另
一

方面
,

虽然大规模的


海外新移民群体带 回 了 巨额的外汇资金
,
但是基于


投资兴业经验不足 等诸多原 因 的限制
,
其 中仍有大


量资金滞留 银行或部分流失于带有
一

定攀 比性的高


档住宅建设消费之中
,

因而亟待 当地有关政府部门


的合理引导和统筹规划 。


(
三

)
海外新移 民 与 乡 风 文明 建 设


出 国移民潮 的兴起和发展
,
还引 领着 当地乡 村


文化建设朝 着 日 渐开放 、
上进与 文明 的总体方向 演


进 。持续 的外汇收入使当地村 民家庭生活更加宽裕
,


而宽裕的经济条件又促使其追求更丰富 多元的文化


生活 。 而新移民在国外生存发展的 工作生活经验也


引 发着当地乡 村社会风气 、
观念的更新

,
并反映在多


个生活侧面 。


例如
,
在生存发展观念上

,
出 国移 民潮 的兴起大


大激发了 当地农 民 的求富意识和竞争意识
, 许多农


民生存观念早 已不再是固守农耕
、 只思温饱的小农


意识状态
, 而是引 发出 诸如

“

他们在国外 能行
,
为什


么 我不行 ?  
”

、

"

别人出 去都富了
,
自 己也要 出 去

”

的


自 我心 理激励
,
迅速树立起 以

“

走出 去 、多赚钱 、 快致


富
”

为导 向 的上进方向
;
又如

,
在婚恋观上

,
由 于许多


青年新移 民大都长期务工于国外
,
无法再接受原有


的
“

相亲
”

习 俗
,

而不得不依靠 自 己 的接触来选择 自


己 的终生伴侣
,
并逐渐被父母所认可 。 正如

一

位村


民所言
:

“

出 不了 国 的在家乡 自 己 找
,
出 国 的让他在


外面 自 己 找
”

,
由 此可见

,
在新移民影响下

,
当地 已从


“

父母之命
,
媒妁之言

”

的束缚 中彻底解放出 来
,
取而


代之 的是现代 自 由恋爱潮迅速涌起
;
再如

,
在新移民


潮发展过程中
,
由 于留 守妇女往往承担了照看老人

、


孩子以及家中 琐事的 责任
,
并且有些新移 民的成功


者本身就是女性
,

因 而促使当地妇女 的家庭与社会


地位 明显提高
,
这既反映 出时代的进步

,

也反映出 新


移民之乡 妇女传统社会角色 的逐渐改变 。 当然
,
新


移民 引 发乡 风观念的最大变化还反映在 当地捐献行


为的 日 益盛行 。 许多 调查研究结果均显示
,
无论是


在福建 、 广东还是浙江的海外新移 民村落
,
对当地公


益事业 的踊跃捐献早已 经蔚成风气
:
从修路 、 建桥 、


安 ( 路 ) 灯 到 捐资助教
,
扶 贫帮 困

,
以及 筹建

“

老人


? 4 2 -


会
”

、
腰鼓队 、 戏剧 团

、 文艺队 等不一 而足
,
这些公益


捐 献金额往往高 达数十万元
。


概言之
,
海外新移民 潮 的 兴起有力 推进 了 当地


农村文明价值观的构建步伐 ,
体现 出 农民 由传统

“

保


守型
”

价值观向 现代
“

进取 型 ”

价值 观的 潜在转变 。


不过
,

还有 必要指 出 的是
,
在当代出 国移民潮 兴起过


程 中
,

某些具有一定传统性 的炫耀意识 、 攀比意识也


在 当地村落中 愈发彰显
,
尤其是当地新移 民往往将


数十万元的大笔资金投入到很少甚至无人居住 的豪


华装修别墅型住宅建设中
,

显示出
一

定的浪费与 消


费的非合理性 。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引导和调整 的 。


(
四

) 海外新移 民 与 村容环境 美化


在东南沿海省份
一带

,
走进过新移民之 乡 的 每


个人都会对 当地村落整洁有序 、 洋楼错落 、 绿树成荫


的村容村貌 留下深刻印象 。 而其之所以形成如此靓


丽的 乡 村环境则 与新移民 的大力 支持和捐献直接相


关 。 出 国在外尤其是在发达 国家的 大城市中 打拼多


年 的工作生活经验
,
不仅使这些 自 农村而来 的新移


民 通过劳动和 经营 得以 发家致 富
,
而且还使他们 的


生活观念及对生活 质量 的要求逐渐发生巨 大改变 。


发达国 家城市中 的卫生环境
、
别墅住宅 、 宽敞街道 、


休 闲公园等高质量人居环境不仅令其大开眼界
,
还


令其逐渐产生适应感和追求感
,
并将这种 内 心 想法


和愿望付诸于关爱家乡 和改变家乡 人居环境的建设


实践中
。
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先后参照欧美发达 国


家别墅修建起 自 己 家乡 中
一

栋栋风格各异 、 色彩多


样的小洋楼
,
内 有卫生洗浴器具齐全 的精美装修

,
外


有瓷砖琉璃映衬
,

一派豪华气象 。 另 一方面
,
他们每


次不远万里 回到 家乡 捐献时
,
还总会非常关注修路 、


建桥 、 安 (
路

)
灯 、设置垃圾筒以及修建小公园 的建设


进展 。 总之
,
在当 地村委会的 统筹规划 以 及新移民


大量侨汇资金的支持下
,
数十年以 来

,
东南沿海各地


新移民之乡 正 日 益呈现出
一幅幅环境优美而又充满


现代气息的农村新画 面 。


(
五

) 海外新移 民与基层 民主管理


管理民 主是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重要 内 容
,


是推动农村经济建设 、 政治建设
、
文化建设 、 社会建


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有力保障 。 其在农村


建设实践 中需要努力实现 的基本制 度和机制 主要是


完善村民 自 治运行机制 、村务公开制度 、 管理民主的


监督机制 、培育农村新型社会 化组织 。 在东南沿海


地区
,
随着海外新移民潮的兴起与 发展

,
当地农村民


主管理制 度与机制 建设实践也出 现 了若干新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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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化
,

显示出诸多
“

与众不同
”

的新优势
:

一是新移


民 的海外工作生活经验使其在增长见识的同 时亦激


发了 他们更多关注 、 参与 家乡 基层民 主管理的热情


与积极性
,
甚至有一

些 出 国务工人员 回 乡 后直接到


村委会竞聘上 岗任职
;
二是新移民 的大量侨汇和 捐


献在支援家乡 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 同时还促进


了 当地村务公开 、财务公开制 度建设 的进
一

步深化


和加强 。 在当地
,
村委会对于 每年每季度 村内 各项


收支情况
,
尤其是涉及新移 民 捐建 的项 目 财务 使用


情况均有详细公示或直接向年终回 乡 探亲的新移民


代表说明
;

三是新移 民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中 的重


要角色地位令其在监督村内 民主建设方面作用 日 益


凸显
,
进而推进村委会在实现基层管理过程 中调查


民意 、 尊重 民意 、 采纳民意的 民主化意识逐渐强化 。


笔者实地调查 中发现
,

尽管新移 民本人往往长期滞


留 国外工作生活
,
然而每 当遇有选举或村落重大事


务讨论时
,
当地村委会一定会亲 自 或嘱托其家属 电


话告知远在他 国的 新移民本人知晓
,
征求并考虑其


建议
;
四是 由 于新移 民长期身处异 国他乡 而造成原


乡 留守家人缺乏照料
,
因而潜移默化中 村委会经常


走访 、关照村民的 工作内 容 日 渐增多
,
从而也助 推着


农村基层政府职能 由管理为 主向 服务与管理相结合


的方向 转型 。


三
、 总结与讨论 : 新农村建设的 多样化模式思考


上述 内容表 明
,
东南沿海农村出 国新移民潮 的


兴起为我国新农村建设 目标的实现提供了 一种新模


式 。 尽管基于当地经济 、历史 、 文化 、
地理等条件所


限
,
这种新农村建设路径模式并不能在其他 区域简


单模仿或复制
,
但仍然对我 国 新农村建设模式的 多


样化理解及发展思路设计具有如下 的启 示性意义 。


其
一

,
新农村建设统

一

目 标下 的发展模式多样


化 。 由 于
“

各地农 民居住 的地域不同
,
条件有别

,
所


开辟 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
”

,
进而形成

“

农村经


济发展的不同模式
”

。 新农村建设模式 , 本质上也就


是农村发展模式
,
从现实情况看

,

近年来有关新农村


建设模式的实践考察和讨论颇为热烈
,
工业型新农


村 、特产型新农村 、旅游型新农村 、 郊区 型新农村 、
边


贸型新农村 、 沿海型新农村 、 山 区型新农村 、 牧 区型


新农村 、 生态型新农村等
,
不一而足 。 这些情况表明 ,


由 于各地农村基础条件差异的客观存在
,
因而必然


导致全 国新农村建设发展模式的多样化 。 我们不可


能强求所有地 区都整齐划
一

,
采用同

一

种路径 、 同
一


种模式 ,
而是要从实际出 发

,
因地制宜

、
因势利 导地


V o l . 3 4  N o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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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农村建设 。 本文所述当代东南沿海 出 国移民


潮兴起下的新农村发展实践亦进一步反映出 这种建


设思路 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


其二
,
全球化 、 市场化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多样


化 。 当代东南沿海出 国 新移 民潮是改革开放后我国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劳动力市


场需求对接的时代产物
。

而海外新移 民潮的兴起及


其对东南沿海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成 为当地


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内容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海外新


移 民之乡 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自 然选择亦与当代全球


化 、 市场化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 。 事实上
,
进一步从


更广阔 的范 畴来看
,
我 国新农村建设显然不仅发生


于全球化 、 市场化 、 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
,
还要在其


作用下寻求适应与发展 。 换言之
,

“

当代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是在现代化 、市场化和全球化 的时代背景


以及农村发展滞后的 中 国现实背景和乡 村建设相关


知识背景下提出 的一种发展战咯
”

。 避免机械模仿
,


坚持多样化的路径和发展模式正是这种发展战略下


新农村建设 的必然选择 。


其三
,

“

以人为本
”

、

“

科学引 导
”

与新农村建设模


式的多样化 。 海外新移民潮 的兴起与 发展之所以能


够激发东南沿海农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
其根本动


力源于 跨出 国 门 的农民群体职业技能提升 、 财富与


创业经验积累 以 及生存价值观念更新所带来 的诸多


有力 推动 。 从新农村建设角度看
, 这正凸显 了农 民


在新农村建设中 的主力 军地位 。 由 此可见
,
要最终


实现
‘ ‘

生产 发展 、 生活 宽裕 、 乡 风文明 、 村容整洁 、 管


理 民主
”

的 目 标
,
就必须坚持

“

以人为 本
”

,
充分依靠


农 民 、 发展农 民 、惠泽农 民
, 并通过农民 的集体劳动


推进新农村建设事业 的不断前进 。 另 一方面
,

现实


也表明
,
当代东南沿海

一

带 出 国 移 民潮 的兴起在推


动 当地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 的同时 ,
其 中 部分地区


还较为突 出 地存在着诸如青壮年劳动力过渡流 出 、


巨额 民间资金闲置或流失 以及攀比性非合理性消 费


等问题
,
亟 待当地政府等有关部 门通过科学引 导加


以解决或改善 。 这种情况表明
,
在全 国多样化新农


村建设模式实践过程中
,
尽管各地遇 到 的各种实际


问题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 同
,
但是坚持

“

以人为


本
”

和
“

科学引 导
”

却始终有必要成为解决或改善问


题的基本原则和对策思考出 发点 。 食


参考文献
:


(
下转 5 0 页

)


? 4 3
-




—
o

j

i u i a t L o n

2 0 1 3 年第 5 期 第 3 4 卷


[
1 2

】

对 乃 全
,

对 学 华
,

起面 岗 ? 中
S 城 市体 系规模 结 ft 演 变

:

丨 9 8 5
-

2 0 0 8
[

]
]

■
山 东 经济

,

2 0 1 1
(
2

) :
5
"

1 4
.


[

1 3 史
油

,
C .  C .  I k  V t

s t i c a l  a n d  H ra is m ta l  E ^ a n
a i o D

s  o f  C h i n a s  C i t

y  
S

y
s t e m

 [

]
]

.U rb a n  G e o
g
ra

p
h

y
,


1
9 9 9

,
2 0

(

6
)  

: 4 9 3
-

5 1 5 .


[

1 4
]

S o ^ t

S
.  a n d  K

.
 H

.
 Z h a n

g
.

 U
i
k m z a t io D  a n d  C

i t

y  
S

i z e  D i s tri b u t i o n  i n  C h
i
n a

 [
]

]

.  U rb a n  S tu d i
e s

,


2 0 0 2
,

3 9
(

1 2
)  :

2 3 1 7
- m


[

1 5 p i e i i

,

Z .
 a n d  F u

,

S
.
 D

y
n a m i

c s  o f  C i
t

y  
G n n r

d u R a n d
o
o

i  o r
 D ri e n n i n i

s t i c ?  E v k J e n c e  F ro m  C b
in a

[
C

]

.


h o c e e d is
g

s
 rf  C E S 2 0 0 6

,
S i a n

g
h a i

 U n ira a t

y  

^ F
i n a D c e  a n d  E c o n o m i

c s
,
 
2 0 0 6

.


[

l fi
j

A i i d e n i o a
.

G .  a o d  Y
.

 G e
.
 H b  S b e  D k M

o o  o f  C h i n e s e  C i
t

i e s
[
]

]
.

R
^

i o n a l  S d e n c e  a n d  U
i
b

a n  E
e o

-


n o m i c
8 ,

2 0 0 5
,
3 5

(
6

) :
7 5 6

"

7 7 6 .


[

1 7
]

C h u n
g , 	J .

 a n d  T .  L a m .  C h i n a 、
‘

C i
t

y  

S
y

s t e m

*

 in  l l
t i x i

E x
p

l a i
i i

i n
g  

P o s t

-

M a o  A d m in i
s tra t

i v e  C h a n
g

e s


[
]

]

. T b e  C h i n a
 Q u a i

te
i

i

y
,

施
.
酬⑵ :

呢~

9 6 4 -


[

1 8
]

A u
’
C 	 C .  a n d

 ]
.  V .  H e n k w n / H o w  M i

g
n d io n  R e s b ic t i

o o s
 l i

m
i t  h ^ m s ^ a a  a n d  M u c

t
i r i

t j  

io


C h
i
n a

"

 
[
] ]

.

 j
o u rn a l  o f  D e v e l o

p
ffi ra t  E c o o o m i e s

,
2 0 0 6

,

8 0
(
2

)  

: 3 5 0
-

3 8 8 .


[

1 9
]

味銘 … t 虎
,
級 中 _ 城

卞
化和城 聿体 系 的M

:
基于 文# 的 评舰* 界经 济

,

2 0
1
0

(
6

) :
3

"

2 5
.


,
 (

1 8 9 0
)

,

ft i n c i

p
l e 8  E c o n o m i

c s
,
她  

E d i
t
i o Q

,

N e w  Y n k
:
H s c

d l l a o
,

 

1 9 4 8
.


[

2 1

]
I
a c o b s

 J .  I I k  E c o n o m
y  

c f  G
t

i
e
s

 [

M
]

.

 N e w  Y o rk : V i n l a
g
e ,

1 9 6 9 .


^ J

F a
j

j t a
^
H ^ K n i

g
m a n  P .  R .  a n d  A .

 J .  V e n a b l e s .  I k  S
p

a t i a l  E c o D o i i i

y :
C i tb

,

R e
g

i o D s  a n d  [ o t e m a tk n a l


Tra d
e d  

C a n t b i id ^ H a^ H n
1

 h e s s
,

 

1 9 9 9
.


[

2 3
]

R e (
ld

i n
g ,

S .  a n d  A J .  V e a a b k s / E c o o o m i c  G e o
g
ra

p
h

y  

a n d  I n l e m a b o n a l  In e
q

u a l i
t

y

"

)
]

]
.  J o u rn a l  o f  In

-


te n s t i
o a B l  E c o D o n B C 8

t
2 0 (H

,
6 2

(
l

)  

:
5 3

-

8 1


{

2 4 P e n n
g ,

L  a n d  S
.  F o o c e t

,  

"

M a i
k e t  A c c e s s  a n d  I n d

i
v

i
d u a l  W a

g
e

;
￡v id e i K e  k m  C h in a

"

 ,
1 1

t e  R e v i e w  o f


E
c o n o m

i
c

s  a n d  S fa d i s t ic s
,

2 0 1 0
,
9 2

(
1

 )
: 1 4 5

-

1 5 9 .


[

2 5
]

章元 力 鈇絲 鉍鄉]

^ W ?
,
2 0 0 8

(
3

)
: 6 Q

-

7 0


[

2 6
]

范為	料 异
丨p M t

,

2 0 0 6
( l l ) : 7 2

-

8 1


[
Z T

j

G l a s e r
.

E .  L
,

S c l
i e i n i a B a n

,
] .

A
.  a n d  A .  S

i
l e i

fe f .  
“

E
c
o n o n i c  G n n rt h  b  A  C m s s

- S e c ti o n  
o

f  G t i
e s

”

̂


N B E R M i n
g

F^ r
 風隨 3

.


师M M 到 . 域本化
、

城丰鑌 n 经济 政 策与城 乡 收 入差 ft
 

[
J
]

■
经济 研 究

,
2 0 0 4

(
6

)
1 5 8 .


L a b o r  M i g r a ti o n  a n d  C i t y  
S i z e  D i s t r i b u t l m i

 

: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C i t i e s  o f  P e a r l  R i v e r  D e l t a  o f  C h i n a


Y U  J i

-

x i a n g ^ Z H O U  G u a n
g

-

x i a ^ Y A N  F u
-

x i o n g

1


( l . A n h u i  S c i e n c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U n i v e r s i t y  t

B e n
g

b u  A n h u i
 t

2 3 3 1 0 0
;
2

.
N a r

y
in g  

U n i v e r s i ty ,

N a n
j

i n g  

2 1 0 0 9 3
)


A b s t r a c t : I n  t h i s
 p

a p e r
, w e  a n a l

y
z e  t h e  e ff e c t s  o f  l a b o r  m i

g
r a t i o n  o n  c i t

y  
s i z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i n  C h i n a .

 U s i n
g  

c e n s u s  d a t a  t o
 g

e t  re s i

?


d e n ti a l
 p

o
p
u l a t i o n  o f  c i t i e s  i n  P e a r l  R i v e r  D e l t a  o f  C h i n a

,
w i t h  Z i

p
f  I n d e x  t o  m e a s u r e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r a t i o n  o f  c i t y  s i z e  d i s t ri b u t i o n

 ’
w e


fi n d  
t
h a t

 l a b o r  m i

g
r a t

i o n  i
n c r e a s e  t h e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r a t i o .

 F u rt h e r m o re
,
w e  t e s t  t

h e  c i t i e s
 p

o
p

u l a t i o n  a ^ l o m e r a ti o n  a b
i

l i t
y  

w i t h  c i t y


s i z e  a n d  o t
h e r  e c o n o m i c  ￡o c t o r s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t
h a t  c i t

y  
s i z e  i s  t h e  o n l

y  
f a c t o r  w h i c h  a ff e c t s  t

h e  a b i l i t

y  
s i

g
n i fi c a n t l

y
.
 W i t h  

t
h e  re

?


s u l t s  o f  t h i s
 p a p

e r
,

i t  i s  h e l

p
f u l  t o  m a k e  u s e  o f  a b i l i t

y  
o f  l a r

g e  c i t
y

s
 p o

p
u l a t i o n  a ^ l o m e r a d o n  f o r

 p ro m o t i n
g  

u ri > a n i z a t i o n  i n  C h i n a .


K e y  
w o r d s

 
:

 
L a b o r  M i g r a t i o n

 ;  

C i t
y  

S i z e  D i s t ri b u t i o n
 ;  

A ^ l o m e r a t i o n  E c o n o m y


(
上接 4 3 页

)


[
1

]
庄 国 土

.
近 3 0 年 来 的 中 国 海外移 民

:
以 福 州 移 民 为例

[
J ]

.
世


界 民族
,
2 0 0 6 ( 3 )  

: 3 8 一6 .


[
2

]
郭 玉 聪

.
经 济全球 化 浪 湘 下 的 中 国 新 移 民

[ J ] .

当 代 亚 太
,


2 0 0 4
(

9 ) :
5 7

- 6 1
.


[
3

]
李 明 欢 .

“

侨 乡 社会 资 本
”

解读
:

以 当 代福建跨境 移 民湘 为例


[
J

]
? 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

,
2 0 0 5 ( 2 )  

: 3 8 4 9 .


[
4

】

潮 龙起. 粵闽 浙三 省 新移 民 职业 结 构 的 比较研 究
t J ]

.
八桂侨


刊
,
2 0 0 9 ( 3 )  

: 3 8
二

1 3 .


[
5

]
孟庆梓

.
海 外新移 民与 当 代 乡 村 经 济 变 迁——以 福建省 福


清市 J 村为 个案 的 实证研究
[ J ]

? 南 方人 口
,
2 0 0 7 ( 4 ) :

3 9 ~ 4 4 .


[

6
]

尤 云弟 .
温 州 市重 点侨 乡 玉 壶

、
丽 岙 、

塘 下 三镇移 民 比较研


究
[ J ]

?
八桂侨刊

,
2 0 1 1 ( 2 )  

: 5 2
- 5 9

.


[
7

]
刘 莹 . 浙 南 侨 乡 经 济发 展 的 侨 务资 源 优 势

[
J ] . 华侨 大 学 学


报
,
2 0 0 9 ( 2 ) :

9 3
-

1 0 0 .


[
8

]
刘 莹

. 浙 南侨 乡 社会 的 历 史 变 迁
[
A

] .
钱 江

、
纪 宗安

.
世界华侨


华人研究 ( 第 二辑 ) [
C

] .
广 州

:
曁南 大 学 出 版社

,

2 0 0 9
 :  

2 1 3
- 2 2 4 .


[
9

]

孟庆梓 . 海外新移 民 与 当 代农村 文化变 迁——基 于福建 沿


海 J 村 的调 查 分析
[ J ]

? 南方 人 口
,
2 0 0 8 ( l )

: 1 8
-

2 4 ?


[ 1 0
] 	

吴珍
,  
周 立 新 .

实 现 管 理  民 主
,  为 新农 村建设提供 有力 保


陣一第 三批 保持共 产 党 员 先进性教育 活 动 党 课 引 导之 六


[ J ]
. 党建

,

2 0 0 6 ( 7
) :

2 6 - 2 7
.


[
1 1

]
费 孝通

.
从 实求知录

[
M

]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

,
1 9 9 8

:
2 0 1 .


[
1 2

]
陆 益龙 . 社会 主义新 农村建设 的 背 景

、
模 式 及误 区一一


种社会 学 的理解
[ J ] .

北京 大 学 学报
,

2 0 0 7 ( 5 )  =  
1 3 1

-

1 3 7 .


N e w  M i g r a n t s  a n d  N e w  C o u n t r y s i d e  C o n s t ra c t k m :
A l s o  a  D i s c u s s i o n  o n  I H y e r ^ f l c a t i o n  o f  t h e  N e w  C o u n t r y s i d e


C o n s t r n d to n  M o d e l


M E N G
 Q i

n
g
-

z i


(
S c h o o l  of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P u b li c  P o l i c y  

t
F u d a n  U n w e r s i ty ,  

S h a n g H a i  2 0 0 4 3 3
)


A b s t r a c t : S i n c e  R e f o rm  a n d  O p e u i n g
-

u p ,
t h e  t

r a n s n a t i c m a l  m i
g

r a t i o n  w a v e  h a s  r i s e  q u i c k l y  
i
n  C h i n a

'

s  s o u t h e a s t e r n  c o a s t a l  a r ?


e a s
,

 

I t  h a s
 p

r o d u c e d  i n fl u e n c e  d e e p l

y  t o  s o c i o
-

e c o n o m i c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o s e  e m i

g
r a t i o n a l  r u r a l  a r e a s

,
a n d  h a s  b e c o m e  a  n e w


m o d e l  o f  t h e  n e w  c o u n t r y s i d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D e s p i t e  l im i t e d  b a s e d  o n  t h e
 g

e c ^ ra p h i c a l  c o n d i t i o n s
,

t h i s  n e w  r u r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a t
h  m o d e  a n d  n o t  i n  o t h e r  r ^ i o n s  s i m p

l e  i m i t a t i o n  o r  c o p y
,
b u t  i t s  d i v e r s i f i e d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a n d  d e v e l o

p
i n

g  
w a

y
s  t o  d e s i

g
n


n e w  c o u n t r
y

s i d e  c o n s t r u c ti o n  m o d e  s t i l l  h a s  a  n u m b e r
 o f  a

p
o c a l

y p t i c  s i
g
n i

fi c a n c e .


K e y  
W o r d s

 :
 N e w  m i

g
r a n t s

 ;
 

N e w  C o u n t r
y

s i d e
 ;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M o d e
 

;  

D i v e r s i fi c a t i o n


? 5 0
-
 V o l

. 3 4  N o . 5 ( 1 5 3
)

2 0 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