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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新移民运动”——牵动中国社会的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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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身份问题是“新移民运动”给现代社会管理制度提出的一大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大量农民流入城镇，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引发

的矛盾和难题之多，带来社会变化之快，世属罕见。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总是不断地提

出新问题，迫切地需要加以探讨和解答——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流入城镇的农民，国内外学界通常称作“民工”、“农民工”、

“外来工”、“农村劳动力”、“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等等。由于这些进城的农民多数

没有城镇户籍，难以成为永久性城镇居民，因此，鲜有人将他们当作“移民”，并从移民运动

的角度对这一重大社会变迁进行系统研究。我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

民流入城镇的行为称为“新移民运动”，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一个重大社会变

迁。 

  一、“新移民运动”新在何处？ 

  新一轮移民的主体是离乡进城打工的农民。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沿海

地区，一些城市的“新移民”人口甚至大大超过了原居民，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移民城市，如深

圳市。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移民运动相比，“新移民运动”具有以下四个明显特

点。 

  其一，移民具有自愿性。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主要是被迫的，或者是因为战争而

被迫流亡他乡，或者是因为自然灾害无法生存而迁往他乡，或者是因为政府的强制性移民政

策。与此不同的是，“新移民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自发和

自愿进行迁徙的，并没有外部力量强迫他们这样做。 

  其二，移民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古代中国，战争移民、政治移民和灾难移民是历

次移民的主流，其直接的动因是政治的或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改革

开放之后的“新移民运动”，其主要动因是农民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属于经济性移民。 

  其三，“新移民运动”的主要流向是从农村到城镇。中国古代历史上大规模移民，一般都

是区域性的迁徙，从生存条件差的地方流向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多半是从农村到农村，也有一

些是从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城镇地区。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

运动”，则主要是从农村流向生产和贸易活动集中的城镇。 

  其四，“新移民”居住时间的暂时性。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移民一般都会在新的流入地永久

性居住下来，成为当地的永久居民，在迁出地不再保留亲属和住房。与此不同，改革开放之后

的“新移民”中的多数都是临时性迁入，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能够成为迁入地的永久性居民，

大多数人在原居住地保留着房屋和户籍。 

  二、“新移民运动”是怎样形成的？ 

  改革开放后，以农民工进城为主流的新一轮移民浪潮形成的直接动因，是农民为了增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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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但在这一直接动因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系列更深刻的原

因。 

  首先是市场化。中国经济体制最根本的改革，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原先指令性

的计划经济体制。遵循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中国在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后也逐渐形成了两类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即以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为主体的人才市场和以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体

的劳务市场。初级劳务市场实际上就是农村的劳动力市场或农民工市场。这些农村劳动力几乎

没有专门知识和技能，其最大的优势是价格低廉。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发展的是劳动力

密集型工业，大量需要的正是这些价格低廉的简单劳动力。此外，中国的城乡两元体制造成了

城乡居民较大的收入差距，1978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4倍，2008年更升至3.13

倍。可见，市场化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仍然极其明显，这是导致众多中国农民向城

镇迁移、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基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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