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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因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危机与冲突事件接连而起，!直接影响到了基层政权与社会的稳定。另一个发
现是农民市民化后有关新市民群体( 即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群体) 主观幸福感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
有 33% 的新市民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不幸福的，总体幸福感与城市其他群体相比明显偏低，其幸福
感指数仅高于城市贫困群体，远远低于其他群体。"

这两项调查结果促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分
析，理论上讲，从农民到市民应该是中国农民积极主动的理想追求过程，但在现实中，农民对此变得既
“不愿意”，又“不幸福”，农民市民化反而成了一个“问题”了。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问题重
新进行深刻反思: 为什么一定要“农民市民化”(



文军: “被市民化”及其问题

成为农民最根本、最直接和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这为后来征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3． 促进农民的职业转变。农民姓“农”，以农为职业( 是 Farmer，不是 peasant) 。《辞海》中这样解

释农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不包括农奴和农业工人)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

民的劳动形式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从职业上看，农民不再单纯地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转向工业生

产、服务等领域。职业的转变给农民带来了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是在收入来源方面，由原来主要来

源于第一产业转变为主要来源于第二、第三产业; 其二是在市场参与方面，从间接参与市场转变为直接

参与市场。
4． 居住地的变更与劳动力的流动。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场域是“农村”。但随

着城市的扩张，城市与农村的界限开始模糊。另外，人口流动的加快，进城农民工逐年增多，到 2011 年

已经达到了 2． 5 亿。!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趋势: 人空、地空、财空、服务空“四大皆空”。不仅如此，

农村的传统文化也在逐步消解、农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于城市化。今天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是昨天

的农村了，尤其是在社会文化意义上来更是如此。

! 国家统计局 2012 年 4 月 27 日公布了 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11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5 278 万人，
比上年增加 1 055 万人，增长 4． 4% 。其中，外出农民工 15 863 万人，增加 528 万人，增长 3． 4% 。举家外出农民工 3 279 万人，增加 208
万人，增长 6． 8% 。详细报告请参阅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fx / fxbg / t20120427_402801903． htm．

" 由于农民所处的特殊环境，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农民是缺乏“理性”的。但 19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T． W． Schultz) 从理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4 期

口，失地农民根本没有“资格”( ineligible) 享有城市居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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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57: The large-scale aggregation of migrants in metropolitan cities results in 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