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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民化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过程。本文根据从时间上按照市民化意愿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关系进

行阶段划分的研究视角，基于安徽省 H 市的实地调查经验，通过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推进过程的不同

阶段所面临的障碍，从社会组织赋能的角度提出了匹配不同市民化阶段的对策。研究发现，在农业转移人口

进入城市之前，其农村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城乡文化的差异以及留守人员的民生问题成为阻碍他们进城的主

要障碍。在进入城市之后，首当其冲的是民生问题，另外其社会、人力和心理资本过低也成为阻碍其市民化

的几个障碍。在此期间社会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支持项目匹配不同市民化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可以更加有

针对性地满足诉求、化解矛盾、扩展社会交往并实现基层治理秩序，最终达到“城镇融合”的理想状态，完

成市民化发展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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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tizenization  is not only a result but also a proc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he stage division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mand for citizenization and the system supply in terms of time，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experience of City H in Anhui Provinc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bstacles faced by the rural migra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itizenization 

process，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match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itize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empowerment. It is revealed that before rural migrants enter the city，whether its rural interests are protected，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livelihood of the left behind people become the main obstacles to their city entering. In addition，

the low social，human resource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lso become obstacles to its citizenization. During this period，social 

organizations carry out  targeted support projects  to match  the rural migra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itizenization，which can more 

specifically meet  the demands，resolve contradictions，expand social exchanges and achieve grassroots governance order，and 

furthermore achieve the ideal state of “urban integration”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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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中国城镇化的世纪，具体来说是农

民（包括农民工）市民化的世纪 [1]。城镇化的核心

是人的城镇化，核心关键是人口的生活质量。确保

农业转移人口顺利完成市民化，是保证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圆满收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

支撑。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社会

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能减少社

会不稳定因素，借助社区为平台为农业转移人口提

供服务，解决问题，促进融合，推动公共服务均等

化，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鉴于此，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探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

化的对策显得尤为必要。

1  文献综述

首先，“市民化”（citizenization）是一个中国

特色的概念。谷歌学术的英文文献搜寻结果显示

关键词为“citizenization”的文献作者基本都是中

国学者，而期刊来源也大多是中国学术期刊的英文

版。国外的类似研究主要集中于使用社会融合理

论来解释移民的行为适应、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等

状况。

社会组织在西方国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

目前国外学术界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多集中在非政

府组织（NGO）对国内和国际移民的支持方面。这

类研究多为经验研究和案例研究，从社会文化、社会

关系、社会结构的角度论述了移民的社会融合过程，

对移民的生活和工作现状作了透彻的分析 [2- 4]， 

应予借鉴并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深化发展，形

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赋能理论系统。

国内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已经有

了较为充分和全面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市民化内

涵、市民化进程中的障碍及对策研究等方面。张静

从身份和职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自身素质

和文化心理三个方面归纳了市民化的内涵 [5]。刘

传江认为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经历从市民身份的获

得，到生活方式与自我价值认同两个阶段 [6]。近年

来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做出

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

程中存在户籍制度[7]、合理退出机制的缺乏[8]，社会

成本 [9-10]、消费观念 [11]、社会保障机制严重缺位 [12] 

等多种因素等制约。在市民化路径和对策方面，现

有研究从政府的推进 [13]、制度改革 [14]、市民化成 

本 [15-16]、职业教育机制 [5]、[17]、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讨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主要集中在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

研究方面：社会组织产生的原因、现状和制约因 

素 [18-20]；社会组织为农民工维权以及提供各种帮

助 [21-22]；社会组织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 [23]；

社会组织视角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研 

究 [24-27]。

上述研究从社会组织角度对市民化做了有益

的探讨，拓展了社会组织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赋

能的议题，但是对市民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呈现的

问题针对性不强，对策的提出较为概括，并没有动

态的满足市民化不同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对赋能的

要求。本文基于安徽省 H 市多个农村和城镇社区

的实地调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推进过程

中的诉求、意愿，以及矛盾和障碍都是动态变化的，

因此基于经验调查，从市民化不同阶段的障碍出

发，揭示并总结社会组织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不同阶段的参与实践与经验对策，并探讨其对农业

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功效。

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阶段性障碍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

种“结果”。目前研究者们对于市民化的阶段性划

分多从市民化的社会身份和角色转化角度，如划分

为“退出（农业领域）、进入（非农产业领域）、融

合（新市民）”三阶段 [28]。本文认为吴波等学者从

时间上按照市民化意愿需求与制度供给关系进行

阶段划分更符合本文的逻辑结构也易于实践操作。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市民化过程经历了退出农村、进

入城镇、融入城镇、与城镇融合四个阶段 [29]。

2.1 退出农村阶段的主要障碍

在退出农村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经历了生活

和工作场域的转变以及职业与生活心态的转变。

基于安徽省 H 市的调研数据，在退出农村社区阶

段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农村的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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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利益（例如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宅基地和

承包地调整、国家下放资源分配上）得不到保障、

农村社区的留守问题（例如“老、弱、妇、孺、病”的

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对城乡文

化差异的顾虑是弱化他们的进城动机的主要原因，

可能会造就短期化、频繁性的迁移行为，不利于市

民化的完成。

2.2 进城后不同阶段的主要障碍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只能分阶段、分步骤地有序推

进。“进入城镇”可以看作市民化的初级阶段，完成

市民化发展的初级目标即农业转移人口能进城、愿

意留城，并逐渐享有市民化待遇。“融入城镇”可以

看作是市民化进城的高级阶段，是实现农业转移人

口完全市民化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恰恰是社会组

织帮助其增能的关键阶段。社会组织可以从提升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方面着手，帮助

农业转移人口完成市民化的“身心转换”。此外，

农业转移人口的民生问题作为延续其城市生活的

物质保证，也是其市民化的障碍之一。

2.2.1  社会资本障碍

在“进入城镇”之初，农业转移人口曾经依赖

的乡村熟人红利逐渐消失，原有的“熟人社会”解

体，作为社会资本基础的信任关系迅速下降，加之

对城市的陌生感和城市认知不足，大大降低了市民

化效率。

“融入城镇”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参与

意愿以及社交需求逐步提升，但调研发现六成以上

受访对象仍过分依赖地缘关系，局限于同质性的社

会关系网内，不利于更为全面有力的新的社会支持

系统的建立，使其被隔绝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

2.2.2  人力资本障碍

在“进入城镇”阶段，农业转移人口文化水平

较低，就业渠道匮乏，职业素质较低，直接影响其就

业空间、职业选择和工作福利，这是农业转移人口

立足城市并完成经济融合的主要障碍。

到了“融入城镇”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

资本相对提高，但大部分务工人员都是通过传统技

能传承方式来提高职业技能，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

代行业快速发展的要求。而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在

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性和工作稳定性与发展性会

骤减，长此以往会加固“青年外出，老年返乡”的迁

移循环的城乡壁垒，阻碍其市民化的推进。

2.2.3  心理资本障碍

在“进入城镇”阶段初期，农业转移人口的各

方面体验都比较陌生，工作和生活压力陡增，极易

产生不良情绪，形成心理疾病；由于了解和参与活

动的渠道不畅，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无法有效

转化为实际行动，该群体普遍存在“外来客心理”，

成为此阶段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心理障碍。

“融入城镇”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参与意识和

公共意识已经萌发，但和城镇居民在行为习惯和思

想意识等方面的差距更为明显，形成“经济接纳、

社会排斥”的尴尬局面。调查显示，由于年轻的新

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可塑性强，进城后，他们的心理、

文化精神、家庭背景等与市民的差异，使他们的思

想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更容易处于焦虑状态。

2.2.4  民生障碍

在“进入城镇”阶段，就业问题的解决是农业

转移人口城市生活的立足之本，而生活上面临的大

量吃、住、行等民生问题是他们能够顺利市民化的

实际障碍。根据 H 市的调研数据，58.3% 的受访者

表示初入城市最大的障碍仍是住房、看病、交通等

民生问题。

调查显示，“融入城镇”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

随着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增长，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

相应增加，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困扰他

们的民生问题更加多元和细化，涉及随迁子女托管

和教育、居住环境、家庭稳定等诸多方面。

2.3 融合阶段是前三个阶段推进之后达到的理想

状态

如果说“融入”是动态性的，那么“融合”就是

动态融入后的理想和谐状态。在与城镇融合这一

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基本达到十八大提

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农业转移人

口和城市居民在生活、就业、娱乐、政治参与等各方

面不再有制度性差异，他们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

利，因此也相应地履行同等的义务。

3  匹配不同市民化阶段的对策

3.1 退出阶段－推动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村富余劳

动力退出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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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完善基层自组织，村务公开透明，保障农业

富余劳动力的利益

在退出阶段，要保障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农村的

各方面应得利益不被剥夺，就要规范农村的基层管

理，要充分发挥带有基层民主性质的自治组织在村

庄事务的管理过程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增加村庄

管理透明度。

案例 1：许某，45 岁，夫妻二人和一个孩子在 H

市务工 8 年，因前年老家有两间房子涉及拆迁，在

老家没有亲戚无人托付的情况下，许某妻子一年前

就不打工了回家等候拆迁并处理相关事宜。成立

了村民拆迁维权小组之后，“专门有在老家的村委

干部和村民代表帮我盯着，有任何问题会打电话跟

我讲，有啥问题也可以大家一起反映，这样就放心

多了，我老婆就可以回来打工了。”

上述案例中的拆迁维权小组是典型的具有自

我发起、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农村基层自组织，可

以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重要补充力量，保障农村

富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后的各项权益不受损害。农

民通过社会组织来进行的利益诉求更具有群体共

性，比原子化的个人利益的诉求更容易得到政府和

有关部门的重视，不易被忽略，有助于其利益的实

现 [30]。

3.1.2  重组农村社区居民，重塑乡村文化

农业人口对于乡村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

感和认同感，也更容易服从以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

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文化，并形成具有制约性和共识

性的社区规范。社会组织作为促进社会管理的第

三方力量在强化原有的有益乡村文化的基础上，可

以引入文化服务、现代生活服务、法律服务等活动，

促进村民接触新理念，了解新领域，不断完善和重

塑乡村文化，在移风易俗的同时，更贴近城市。

3.1.3  为流出人员较多的农村社区提供服务，解决

留守人员民生问题

城镇化的迅猛发展造成农业边缘化明显，并形

成越来越多的“空心村”，留守农村的是名副其实的

“弱势群体”。由于社会组织的自愿性特征，特别

是相当一部分 NGO 的草根性质，它们相对于政府

部门更容易深入农村、维护弱势群体利益。

案例 2：小林，今年 25 岁，随兄嫂来 H 市进入

美容美发行业工作，孩子跟随老人在农村老家生活。

“我看城里的孩子懂得好多，我儿子都快五岁了，

什么都不会，老人没精力照看，一吵就给他看动画

片。”2019 年 P 社会组织开始进入小林老家的农

村社区，开展帮扶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服务项目，

“经常组织小孩儿的活动，还发活动照片给我看，定

期跟我说说小孩儿情况，我就放心多了……想再努

力干两年，到孩子上学时把他接到身边。”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

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相当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异

地城镇化的后顾之忧。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社

会组织通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既能丰富留守儿童

的生活，也能近距离了解留守儿童心理状况，还能

帮助促进父母与子女间的联系。另外，社会组织还

可以指导、监督农村社区寄养家庭的教育与看护，

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帮助留守儿童克服与父

母分离的不安全感，促进他们心理健康发展。

3.2 “进入城镇”－帮助农业转移人口适应进入城

镇的生活

3.2.1  增加社会资本：发挥自组织作用，提升信任

功能

在进入城镇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的自组织是

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社会资本来

源和支持系统。自组织的形式不论正式与否，都

满足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组织需求。在其它正式组

织缺位的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的自组织是其拓

展社会网络和适应城镇生活的最为便捷和实际的

方式。

案例 3：张某，57 岁，江西赣州人，只身一人在

H 市打工，老婆孩子在老家，是全家的主要经济来

源。但他没技术、没文化，人又比较老实。前几年

一直在本地人开的食品厂打工，工资低、工作强度

大、条件差，但为了生存不敢辞职。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在同乡会结识了曲某，因为年纪相仿、话题投

机，曲某偶尔还会请他吃饭。“他家条件比较好，儿

子媳妇都在城市上班，而且在当地认识的人也多一

些。”当曲某了解到张某的情况后，就主动帮他打

听，找一个更自由点的工作。最终介绍他去小区物

业打扫卫生，每月工资两千多元和食品厂差不多，

关键是比较自由，工作也较轻松。

上述案例反映了农业转移人口自组织作为非

正式网络的功能性，增加了该群体中相对弱势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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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在进入城镇阶段，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

可以依靠同质性的老乡自组织进行内部互助，并重

构信任关系，重建“熟人社会”，迈出社会融入第一

步。在城镇生活相对熟悉和适应之后，再以自组织

为跳板与其他各类组织建立间接关联。

3.2.2  增加人力资本：熟悉城市就业环境，提升基

本就业素质，搭建多工种就业平台

社会组织可以从搭建就业平台着手，举办各类

工种的招聘会活动为农民工拓展就业渠道。在此

基础上，广泛开展法律援助维权服务行动，为农民

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劳动纠纷；也

可以和企业联合，向一线的工人或管理人员提供

资料和资讯，根据不同岗位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 

培训。

3.2.3  提升心理资本

（1）关心农业转移人口的精神生活

案例 4：小王，21 岁，随男友来 H 市务工，但进

城不到一年，因为各种原因两人分手，她也换了一

份工作情绪苦闷。不久，小王租住的社区邀请 F 社

会组织举办了一次公益讲座，小王因此了解到了该

社会组织的心理援助公益热线，试着拨打了几次，

觉得非常有帮助，她不再觉得自己“孤苦伶仃”，感

情困扰和生活压力有了排遣的地方。

上述案例反映了社会组织的草根性和专业性，

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心理困扰

多的现象，提供相应的专业化服务，起到心理干预

和社会求助的作用。它更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

口的思想转变，促进其再社会化。

（2）发挥教育培训作用，促进参与，消除农业转

移人口的“外来客心理”

社会组织应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心理减压和

文化融入方面的培训，提升他们适应城市社会的能

力。教育培训可以利用各种方式，使农业转移人

口熟悉城市社会的要求，帮助他们改变价值观念，

树立市民意识，获得适应社会能力、应对工作压力

能力。同时，为他们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信息平台，

消除孤独感和心理压抑感，促进他们与外界交流互

动，加强人际交往，并有效组织他们积极参与维护

自身利益的社区事务。

3.2.4  从民生问题入手，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尽快与

城市生活接轨

就业问题的解决是农业转移人口城市生活的

立足之本，而民生问题的解决是他们能够延续城

市生活的必要条件。社会组织可以依据自身的服

务侧重点不同，以社区为单位，或者以外来务工人

员较多的企业或者行业为单位，联合街道或单位

的工会等基层组织，对不同范围内的服务对象进

行摸底排查，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积极协调帮助

农业转移人口解决各种具有普遍性的现实问题。

在初入城市的适应阶段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这有利于减少他们的边缘化感受，有助于归属

感的产生。

3.3 “融入城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社会、

文化和心理等各方面更好地融合

3.3.1  增加社会资本：多渠道促进组织间互动，促

进交流平台的搭建，拓宽社交范围，建构弱关系 

网络

在“融入城镇”阶段，社会组织可以助力农业

转移人口消除网络建构的内卷化趋势，搭建以弱关

系社会网络（如居住地、趣缘等）为主的新型网络

关系。

案例 5：刘某，今年 49 岁，随丈夫来 H 市打工，

孩子已成年。年轻时就喜欢跳舞，来城市生活后不

久发现小区附近的广场上有跳广场舞的人群，经询

问后发现居住的社区有广场舞协会，她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询问了协会负责人，没想到负责人一口答

应。现在每天晚上去跳广场舞是她一天辛苦工作

后“最盼望和最开心的时光。认识了两个特别聊

得来的朋友。”借此平台大家彼此更加熟知，并逐

渐建立了信任关系，在生活上可以有所照应，一些

公共议题也自然地出现在大家的讨论中。

该案例表明通过有组织地开展活动，以组织为

载体，对于深度嵌入流入地基层社会内的农业专业

人口而言，有利于增加不同群体间（如城－乡、本

地－外地等）的互动，抛弃原有的对于城乡或地域

不同的偏见，在关系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公共活

动，最终在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中实现彼此的接纳

和认同，最终建立起信任机制。

3.3.2  增加人力资本：通过有针对性的技能提升培

训、职业规划指导，整合社会组织的信息和智力优

势，增加该群体的人力资本

社会组织可以结合自身的信息优势，整合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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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紧跟时代发展、满足市

场需求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

力；还可以组织成人自考培训以提升其学历水平，

以及提供针对性强的咨询服务、就业指导、职场规

划等。

案例 6：小惠，25 岁，安徽宿州人，初二辍学外

出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来厂实习的大

学生，通过交流，她对大学校园生活产生了强烈的

向往。“那几个大学生跟我差不多大，人特别好，

给我找来了很多自考的资料，我于是才下定决心要

自己自学。如果当时没有他们一直鼓励我，我觉得

我不会有今天。”利用工余时间学习了两年，小惠

又说服家人获得了经济支持，并用打工挣得的积蓄

去了 H 市的一个自考培训学校。在完成了高中和

本科的学习后，2017 年她如愿以偿进入校园进行

全日制学习。

上述案例是农业转移人口通过提升学历改变

命运的典型，可以获得的经验和启发是，社会组织

可以利用其组织优势与高校社团、大学生志愿者协

会等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帮助第三代农业转移人

口接触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接受高校文化的熏陶，

触发其学习意愿，也是对其文化素养和精神生活的

有益补给。

3.3.3  提升心理资本：推广城市社区行为准则，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接纳和融入

在这一阶段市民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促进

他们被城镇社区接纳，使他们获得尊重和自信，以

促进其心理和思想上的市民化转变。社会组织在

做好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应向他们讲

解城市精神、文化传统、风俗民情、文明礼仪，提高

他们对城市的认知能力，帮助他们改变不良生活习

惯，调整生活方式，进行积极健康的文娱活动。

3.3.4  促进民生融合，整合资源，提供更加精准的

社区服务

进入 21 世纪以来，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迁移的

趋势愈发明显，随迁子女和家属的城市适应状态也

直接影响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稳定和城市认同。

社会组织可以根据社区人员特点，以社区为平台整

合社会资源，引入志愿者，以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

教育服务为突破口，以女性和家庭为落脚点，有效

切入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社区服务工作。

3.4 融合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的理想阶段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社会融合”与“社会

融入”这两个概念在许多研究中存在界定不明，模

糊使用的现象。本研究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

化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融入”和“融合”是市民

化的两个不同阶段，既存在指向性差别，也有状态

和程度的不同。社会融入是动态的，表现的是外来

群体进入主流群体内部的适应过程，不光是经济层

面，还有文化和心理层面的适应，是一个多层面的

多元的复杂过程。而社会融合是一种不同群体间

关系的和谐，是社会不同群体间、不同文化之间，相

互认同、包含和交融的状态，是社会融入这种行为

和过程最终完成而达到的理想状态。

因此，在“融合”这一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的社

会融入基本达到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他们与城市居民在各方面都不应再有制度性差异，

并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的义务。社会组织不再

有针对性的对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特殊服务，而是把

他们当成城市居民一样，因不同生活和工作需求提

供均等的服务。他们的自组织也不再是基于地缘

建立起来的，而是以业缘或者居住地为基础，或是

以相同的兴趣爱好等建立起来的组织。

4  小结

市民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

市民化程度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诉求也不同，因

此在强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为的过程中需要

针对市民化不同阶段的具体障碍，匹配相应的制度

与服务。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力量，具有政府和市

场所不具备的优势。社会组织的草根性决定了它

更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思想转变，促进他们

市民化；其专业性决定了它能有的放矢提供农业转

移人口需要的各类服务；其组织性决定了其在链接

各类资源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外，社会组织

的公益性和多元化等特点，在引导和帮助农业转移

人口身份认同，促进其社区事务的卷入度，增强城

镇社区认同感和公民意识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政府要给社会组织创造环境，提供政策支持

和部分的经费支持，或者按照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

和质量付费，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赋能的功效，为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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