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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

广东都市化研究之一
,

周 大 鸣

本文 以三个个案为例
,

探讨 了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及其相关的问题
。

选
一

择的三个个案各具有代表性
:
南基村是亦城亦农的代表

,

鹭江村是漫长的都市化过

程的代表
,

村中之村则是外来人聚居区的代表
。

最后就这一类社区中普遍存在的两

个问题进行讨论
。

其一为什么这类社区是城市综合治理 的关键地 区? 主要原 因是行
-

政管理不统一
,

居民住房面积太大
,

和 由于社区生活方式改变太快而带来的文化适

应问题
。

其二是为什么这类社 区都市化过程特别长 ? 主要原因是户籍管理制度的城

乡分离
,

土地管理制度的城乡差异
,

以及无规划
、

高密集的村落难融入都市之中
。

作者
: 周大鸣

,

男
,

1 , 5 6年生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投
。

本文所指
“
都市边缘农村社区

” ,

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
,

亦

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
、

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
。

这些社区地处城乡结 合 部
,

兼

有城乡生活方式的特征
,

因而不同于一般概念中的郊区或农村
。

比如人口密度高
,

人 口异质

性增强多 仍保留一些农业生产
,

但农业生产已不是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 , 全部的耕地或部分

土地被征用
,

但个人仍拥有住宅地或少量的自留地 ; 社区中一部分人成了城市 人 (城 市 户

口 )
,

一些人仍为农村人 ; 个人的谋生手段开始多样化
。

都市的扩展
,

或新都市的设立都需与这类都市边缘农村社区发生联系 ; 都市的管理和都

市的综会治理更不能忽视这类社区
。

可是
,

过去学术界对这一类社区关注甚少
,

科学系统的

研究更为少见
。

笔者从 1 9 9 0年开始对都市边缘农村社 区进行调查
,

本文是调查的成果之一
,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

都市化的过程一直非常缓慢
。

从 1 9 4 9一 1 9 7 8年
,

一

有关政策主要是

限制城市的发展
,

城市与乡村的界线相对稳定
,

都市边缘农村社 区也不那么引人注 目
。

1 9 7 8

年以后
,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
,

都市化急剧发展
。

如珠江三角洲从 1 9 5 7一 1 9 7 8年的 21 年

间城镇数量保持不变
,

一直是 30 多个 ; 而从 1 9 7 8一 1 9 8 6年底发展到 2 52 个
,

其中中等城 市 以

上城市达 7 个 ; ① 从 1 9 8 7年至今则是城镇普遍扩展的时代
,

中小城市升级
,
县改市

、

集镇普

遍更新
。

一方面是新的城镇建制的不断设立和旧城镇的扩展
,

另一方面是新的工业 区
, .

开发

区
、

厂矿的兴起
,

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处于城市的包围之中
,

并逐渐都市化
。

这些在都市化

直接冲击下的农村社区生活概貌怎样
、

怎样变迁
、

怎样适应呢 ? 下面以广州的几个个案为例
。

本课题得到 w
e n ne

r 一G er 几

究论文之一
。

《广东省小城镇资料汇编 》

加知 da it 姐 oF
r A时h Or oP 拍 ig 伪 ] 双以 ae cr h 资助

,

此为
“

广东都市化比较
”

项目研

1987年
,

广东省统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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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说是农村人又是城市户 口
,

说是城里人

又不像城里人 ”
一一南基村

南基村属于广州黄埔区南岗镇
,

地处城乡结合都
,

户深公路从北面穿过
,
东面是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
,

南面是黄埔新港
,

西面是黄埔电厂
。

南基村人自称
“
说是农村人又是城市户

口
,

说是城里人又不像城里人
。 ” 这种亦农亦城概括了这一社区的基本特征

。

南基村属下有 10 个经济合作社
,

共 1 7 0 0户
, 4 0 8 0人 , 分为三个自然村

,

由小 河 涌 分 隔

开 , 一为南湾村
,

包括 7 个经济合作社 (习惯称小队 )
,

人 口 2 5 0。人
,

位于北部
,

南基村村

委会设在此
; 一为西基村

,

第八
、

九社 (小队 )
, 1 0 0 0人左右 ; 一为东基村

,
500 人

,

与 西

基隔岸相望
。

从 70 年代起到 1 9 8 8年
,

周围单位开始在南基村大量征地
,

出现了大批农转非
,

1 9 7 8年有 2 50 多人
, 1 , 8 4年转 8 00 多人

,
·

1 9 8 8基本上都转为居民户
。

一方面
,

人们逐渐成为城

市户 口
,

另一方面突然获得了大笔资金
,

代价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

耳
南基村的都市化是突然的

,

面对这种突然的文化变迁
,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都面临着适 f

应的间题
。

南基村委会采取这些办法
: 一是对土地征购费进行合理分配以防止分光用光

,

个人仅得

安置费和青苗费
,

一部分由小队掌管
,

一部分由村委会统管 ; 二是规定了资金的使用方法以

防止挥霍浪费
,

将资金一分为二
,

一部分存入银行作资金 (利息发给个人 )
,

一部分用于投

资 , 三是保留部分土地不准被征用
,

作为自身发展用地 , 四是把投资的利润用于社会福利和

其他公益事业
。

南基村也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
: 一是在三个 自然村分别建起了幼儿 园

,

两 间 小

学
;
二是实行奖教奖学制度

,

学生统考平均 80 分以上对任课教师进行奖励
,

凡考上高中
、

大

学的也给予奖励
,

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 三是与广州工人医院合作办起了南基医院
,

方便村民

就诊 , 四是办起了南湾公园
,

是广州最大的乡村公园
;
五是办老人娱乐院 , 六是按人头发生

活费
,

每人每月有艺00 一 3 00 元 (按工分分配
,

最高为 10 分 )
。

由于南基村的资金雄厚
,

所以其社会保障的福利是相当不错的
。

不劳动生活也不会成问

题
,

但也把村民们牢牢的束缚住
,

怕失去这些福利 (有正式工作的人不能享受这些福利 )
。

现在实行股份制
,
各种收入都按股份分配

。

股份制与工分制略有不同
,

般份制是按年龄配股
,

年龄大股份多 (最多为 8 股
,

5 0一 60 岁 8股
,

60 岁以上 7 股 )
,

因此年青人意见比较大
.

南基村集中了部分土地征购费在广深公路旁边办起了工业屯
。

工业屯内先后投资了 3 0 0 0

业万元兴建标准厂房和仓库
。

已有 14 家企业在这里落户
,

均为
“ 三来一补

”
企业和

“ 三资企

多 ” 。

南基村村委会主要收入就是出租厂房和仓库
,

以及其他管理费
,

村委会把收入都投入

些耀黔橇黯喜
部却比较节俭

,

没有豪华的小汽车和办公室
。

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于各自条件不同
,
所以采取了不 同的适应策略

。

东基村的村民大

部分原为水上居民
,

5 0年代开始定居
,

人平耕地仅一亩
。

平时耕地
,

农闲时出海打渔
,

家家

都有船
,

以渔补农
。

但是由于污染 日益严重
,

珠江中的鱼越来越少
,

渔业占的比重也就越来越

少
。

1 9 8 8年除保留 45 亩耕地外
,

其余的土地全部被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征用
,

每亩征地费 4 万

兀
, 另有安置费和生活过渡费

。

队的经济与村是分开的
,

收入各归各
。

其收入主要来 自这么

几个方面
: 一是利息

,

将部分土地费和安置费作为固定基金存入银行
,

利息分配给个人 ,



是出租上地
,

将 自留土地祖给一家公司
,

每平方米 3 0元
、

每三年递增 5 % ; 三是投资建仓库

出租 (原有的仓库 已彼征购 )
。

这三项收入可分配给社员每年每人 2 0 0 0一 2 5 00 元
,

此外还有

部分收入用于队里的公益事业
,

如幼儿园
、

小学等
。

全队总人 口 4 00 人
,

有劳功力 30 0人
,

,

主

要从事的工作 汀
: 1

.

在开发区做临时工
,

尽管开发区必须优先招聘南基村的人
,

但是一般

不愿意做正式 上
,

因为做正式工要退还安置费
,

这部分人主要为年轻妇女 ; 2
.

做手工业
,

到开发 区的二厂拿零件在家里组装
,

赚点手工费
,

这部分人主要为家庭妇女 ; 3
.

摩托车载

客
,

全村有 5 0来邹摩托
一

牟
,

多数去开发 区载客
,

平均每天可以赚 20 一 30 元
,

这部分人为年轻

男 子 ; 4
.

做小生意
,

如开士多
、

小食店等 ; 5
.

种菜
,

开发区征用的地一部分还没有用
,

于是一些年长的人就利用空闲地种菜 ; 6
.

养猪
,

有 20 来户人 (全村 1 50 户 ) 养猪
,

多的一户

养 1 00 多头
,

饲料来自开发区的食堂和酒楼
。

西基村与东基村情况相似
, 1 9 7 8年以前是以农业为主

、

渔业为辅
,

开发区建立之后全部

耕地被征完
,

村民转为城市户 口
。

西基由第八第九社组成
,

人 口 比东基多一半
。

西基的集体

收入有
:

一是投资建了两座厂房
,

有 4 0 0 0平方米
,

出租每平方米每月 7 元
;
二是 投 资 1

.

00 万

(其中集体 占60 % ) 挖沙船
,

每 毕收入超过 1 00 万 ; 三是固定存款吃利息
。

西基人除了 从 事

东基人的那几类工作以外
,

比较多的人买货车 (进口 自卸车
,

每台 10 万元 ) 和货柜车 (一台

车 30 万 )
,

并个人集资购买挖沙般 ( 1 30 万 )
。

南湾村包括七个经济合作社 ( 1一 7 社 )
,

人口 2 0 0 0人
,

此外有户口 迁出还 住 村 里 的

5 00 人
,

外来劳动力 2 6 0。多人
。

南湾人 口多而被征用的土地少
,

因此没有东西基村那么 多 征

购费
,

集体分配的钱也少一些
。

如第二社 1 9 9 1年人均分红 2 0 0 0元左右
。

南湾村的征购费虽少
,

但有土地资源
,

有 40 0多亩耕地和大片的坡地
,

因此南基村的工业屯就建在这里
。

此 外 南湾

村自己搞了工业区
,

建了一些厂房
,

已有n 家企业
,

多为港商投资的
。

村里有 50 多辆汽车
,

2 0%的家庭有摩托车
,

家家建了楼房
。

从三个自然村的适应情况看
,

条件最好的是东基村
,

地处开发区的腹地
,
起 步 资 金 也

多
,

但并没有迅速崛起
,

而条件相对差点的南湾村反而发展最快
。

南基村人的生活方式已有了较大的变化
,

除 了楼房
、

电视
、

冰箱等家 电普及外
,

电话
、

煤气也渐渐被 人接受
。

年轻人变化最快
,

骑摩托
、

着名牌
、

上舞厅
、

唱卡拉 O K
。

年轻 人 结

婚
,

家具全是到商场购买
,

不愿意使用 自己打制的老式家具
。

传统的习俗仍然保存
,

每月的

初一
、

十五要烧香敬神
,

过节要拜神
。

在装饰漂亮为客厅里均设有神完
。

南湾总 计育外来民工 2 3 0 0多人
, 8 0% 以上是女工

,

主要来 自湖南
、

江西
、

四川
、

广西等

她
。 一

也有省内来灼
,

比如有一个厂是汕头人办的
,

它主要招 !}达油头民工进厂做工
,

为的是语言

和通
,

办事方便
。

由于外来人员较多
,

对本地治安情况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

不过有些来
:

自四

川
、

湖南的打工者
,

虽然起初语言不通
,

但慢慢地他们也学会一些本地话
,

与当地居民尤其

是与一些出祖房屋的房东关票比较融洽
。

甫湾村对村容村貌及道洛
、

下水道的
“
市政

”
建设比较重视

。

还投资兴建了幼儿园和村

小学
,

南湾公园
一

也座落在这里
。

南基村的人衣食住行邵达到了
一

泪当的水平
。

生活条件的优越
,

使得他们并不向往居住在

拥挤
、

嘈杂的城市
,

因为比较热悉系泉的生活环境
,

村内人彼 此认识
,

_

及住房又不同于城市
,

这徉一家一幢楼
,

很清静
、

很宽敞
、

很舒适
、

很自在
。

人们手头上有钱
,

交通又很方便
,

只要

愿意
,

随时都可以进城办事和娱乐
,

而 日常用品不出村也可以买到
。

1 9 8 8年农转非时
,

大部

昭片

每
二

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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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不愿意转户
,

最后只得以不影响参与社里的分配为前提才转户
。

这样
,

又导致 1 9 8 8年前转

户者的意见
,

有的人宁可放弃正式工作回社
。

因此
,

虽然大部分人已转为城市户口
,

但仍然

是在旧的农村行政组织管理之下
。

也因此
,

南基村人难以彻底的城市化
,

如 1 9 8 8年
,

东西墓

村人已全部转为城市户 口
,

但是 1 9 88 年后又有上百人是农村户口
,

这些人是通过结婚迁移来

的
、

以及新生的小孩 (其母是农村户 口 )
。

由于年龄的不同
,

适应策略也不同
,

中老龄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

因此采取的是求稳

的投资方法
,

如存银行
、

出租土地和厂房 , 年轻人对此很不满
,

认为不要怕担风险
,

要办 自

己的产业
,

但是保守的人多
,

要通过一项新的投资计划相当困难
。

代沟是明显的
,

年轻人与

中老年人相互抱怨
:

年轻人抱怨老一辈人是守财奴
,

制定的分配政策仅对他们有利 , 中老年

人则说年轻人没吃过苦
,

只会吃喝玩乐
,

小事不愿干
,

大事又干不来
。

外来人仅凭穿着就可

分辨
,

中老年人大多还是过去那种农民的打扮
, 更老一点的人还保持着水上居民的习俗 (尤

其是妇女 ) , 年轻人就时髦多了
,

男的穿牛仔裤
、

波鞋
,

女的烫发化妆
。

总的来说
,

南基村的都市化过程是顺利的
,

南基村人对都市化变迁的适应也比较快
。

所

以这些年来多次被评为广州的
“ 文明村

” 、 “
标兵村

” 。

二
、

漫长的都市化过程一一鹭江村

鹭江村
,

隶属于广州海珠区
,

现在 已成为名符其实的
“
都市包围中的村庄

” ,

离广州市

内的两条主干道新港路和广州大道的立交桥仅 20 0米
。

大概是该村距中山大 学 较 近 的 缘 故

l( ” 52 年以前为岭南大学 )
,

从 4 “年代起就有学者对鹭江村进行调查和研究
, 8 ”年代中卑冷

学社会学系又进行了多次追踪调查
。

这既使得鹭江村扬名世界
,

也留下了难得的长达近半世

纪的一个乡村都市化的完整资料
。

① 笔者 自1 9 7 8年进中大以来
,

经常去鹭江村散步
、

购物
,

也

目睹了该村十几年来的变迁
。

综合这些材料
.

可以看到鹭江村所经历的漫长的都市化之路
。

1
.

田园风光—
40 年代的鹭江村

杨庆塑等先生描述的 40 年代的鹭江村
,

虽己受到都市经济文化的影响
,

但仍保留着乡村

特色的田园风光
。 1 9 4 8年时

,

鹭江村距广州市约 8 公里
,

行政归番禺县
,

人口 1 1 0 0人
,

耕地

1 2 0 0亩
,

人均 1
.

08 亩
。

村民以农业为主
,

约有 75 %的家庭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生活
,

还要兼副

业如绣花
、

进城做工
、

作小商贩以补农业收入 之不足
。

当时交通不便
,

只有 1
.

5 米宽的泥泞

小路通广州
,

走水路要多绕 5 一 6 公里
。

不仅在经济上还保持着以土地为生的自给 自足的乡村特色
,

而且在社会制度 中亲属关系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宗族组织是亲属关系的主要形式
,

当时车
、

莫两大姓决定着鹭江村经

济社会的主要方面
。

姓氏决定着一个人的经济
、

社会地位和群体的划分
。

家庭仍然是个人的

经济
、

宗教
、

教育与娱乐的场所
,

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
。

40 年代的鹭江村具有明显的乡村社区特征
,

但由于靠近广州
,

受到了广州都市文化的辐

射
。

村里人可以看到广州当天的报纸
,

进城做工
,

贩运物品
,

种植蔬莱供应市里换取其他消

费品 , 宗族的势力开始削弱
,

政府的权力上升
。

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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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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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城市包围农村— 5 0年代至 7 0年代的鹭江村

在 5 0年代以前
,

鹭江村与广州之间的交通落后阻碍了鹭江的都市化进程
。

自 60 年 代 开

始
,

交通条件得到改善
,

一条 18 米宽的公路从村中穿过 (新港路 )
。

公共汽车开通了
,

村民

们骑自行车到市区也方便
,

各类企事业单位也陆续迁入
。

鹭江村的都市化进程加快
。

广州解放以来
,

尽管市区人口的机械增长受到严格限制
,

但仍然增长很快
。

为了缓和市

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
,

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开始有计划的向近郊疏散
。
因此从 60 年代开始

,

就有许多单位迁入鹭江村的范围内
,

并逐渐把该村包围起来 (单位仅占用耕地或坡地
,

而保

留了原村民聚居点 )
。

尽管企事业单位与鹭江村在行政
、

户 口管理上是隔离的
,

鹭江村也柑

对独立和封闭
,

但是企事业单位的迁入对鹭江村原有的生活方式有较强的冲击
。

首先
,

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
,

征地主要是用招工和转户来补偿的
,

因此鹭江村一部分人

成了国家职工和城市居民
,

这部分人大多仍住在村里
。

其次
,

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

农业的

比重不断下降
,

工商业比重大幅度增长
。

农业的结构亦发生了变化
,

水稻种植逐 渐 减少 消

失
,

而以蔬菜
、

畜牧
、

养殖为主
。

其三
,

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村民职业结构的变化
,

劳动力

逐渐转移到第二
、

三产业
。

其四
,

生活条件有较大的改善
,

由于有大笔的征地补偿费加上工

副业有较大的发展
,

生活
、

居住
、

医疗
、

教育等方面有较大的改善
。

3
.

是城市还是乡村 ?

— 80 年代以来的鹭江村

自8 0年代开始
,

鹭江村的交通更为发达
,

新港路拓宽为 38 米
,

宽 45 米的广州大道亦兴建

起来
。

又有大量单位迁入
,

可耕的土地已很少
。

在 1 9 8 5年
,

广州行政区划进行调整鹭江村也

由原来的郊 区管辖转为海珠区管辖
,

鹭江成了城市社区
。

鹭江村的变化很大
,

首先由于土地征购费提高
,

也没有了招工
,

集体和个人都有了较多

的起步资金
,

大量的集体企业
、

个体企业兴办起来
。

收入的增多使集体的福利和个人的住房

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

许多家庭都有多栋楼房
,

多余的房就用来出租
。

鹭江村先后办起了刺绣
、

服装
、

铸造
、

塑料
、

针织
、

汽车维修
、

钢窗制造等企业
,

并利用有利地理位置
,

沿公路办起

了百货
、

饮食
、

食品
、

修理等服务行业
。

人口结构有了较大变化
,

除 了征地转户的外
,

还可以用钱买城市户口
,

因此城市户 口者

增加
。

村里的管理机构也发生了变化
,

成立了一个村民委员会和一个居 民委员会
,

分管不同

户 口的人
。

人们的观念亦发生了变化
,

教育水平有了提高
。

总之
,

鹭江村已具有了都市化的基本特征
: 1

。

人口众多
、

密度高
,

现村内住 的 人口有
2 2 0。人

,

密度为 1 3 0 0人 /平方公里 , 2
.

人 口异质性高
,

除 了原有居民外
,

还有迁入的城市居

民
、

外来人 口 (没有本地户 口 )
。

这部分人来自全国各地
,

使鹭江村成为一个多元的社区
。

3
。

职业的分化程度 已相当高
。 4

。

大众传播已普遍化
。

为什么还要间
“
是城市还是乡村

” 呢 ? 鹭江村里还有部分农村户 口者
,

且而随着婚姻娶

嫁仍会有农村户口的人迁入
,

此为其一 ; 鹭江村原有居民相互的认同感较强
,

与广州大都市

文化相比具有次文化的特色
,

此为其二 ; 鹭江村的建筑基本上是无规划的
,

环境比较差
,

在

短期内无法得以改造
,

此为其三
。

三
、

村中之村一一都市边缘农村社区中的外来人 口聚居区

《广州日报》 曾作过一个题为 《城北正在崛起一座外来人城》 的报导
,

描述了广州城北



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
。

实际上
,

这在都市边缘农村社区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

笔者曾带学生调

查过 一个外来人口聚居区
,

访向了上百人 (详细资料将另文发表 )
。

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
。

这个村位于晓港河边
,

属于联星村
,

交通极为方便
,

海印大桥修通后
,

过桥 就 进 东 山

区
。

晓港河两岸多为建筑材料的码头和仓库
,

需要大量的临时劳动力
,

因此这一 带在 10 年前

就有不少外来劳动力
。

随着码头仓库的增多
,

外来人也越来越多
。

据村里人和住在村里的外

地人说
,

村里有 5 0 0。多外来人口
,

对于这个数我们半信半疑
,

但不知为什么 口径这么一 致
。

看了一些外来人的住处以后
,

想来这个数相差不会太远
。

这个村中村称为
“ 四川村

” ,

自然以四川人为主
。

大部分人是
“ 泥水佬

” ,

从事建筑维

修
、

材料搬运等工作 (实际上雇主请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
。

他们白天出去
,

在 街 头
、

码

头
、

仓库门口等待雇主
,

中午就吃一个盒饭
,

到天黑才回来
。

他们住在河边的临时房中
,

房子

盖在堤上
,

所以都不太宽
,

室内面积不会超过 10 平方米
。

室内就象一个笼子
,

留下的空地不

足一平方米
。 “

笼子峨退星
i鱼星道鑫些

竺壑签木鳖宣火奎卧铺那么本
,

但没璐{)那拓氛 已

般都留两格放行李
,

住 12 一 16 个人
。

笼子是用砖头砌的
,

人睡觉只能从一头爬进
一

去
,

然后用

一块布挡住 沈不用挂蚊帐
。

室内仅一个小窗
,

闷热是可想而知
。

每个人每月还得交 20 元
。

广

东 扮内来灼人住得好一些
,

通常 3 一 4 人合租一室
。

自天在外面找工不容易
,

运气好可以赚点钱
,

运气不好的话一挡事也没有
。

妥拥有一个固

定的地方等工也不那么随便
,

首先是相互之间要协词
,

经常为争地皮
、

抢生意发生打斗
。

其次

要与城管人员搞好关系
,

有些地段的保安人员按月抽钱
,

最少 5 元以上
。

如果不交钱
,

轻者

把人赶走
,

重者打一顿再送盲流遣返所
。

进盲流遣返所至少要罚款 3 00 元
,

没钱就要挨 打
,

然后遣送回去
。

其三要受黑社会组织的欺负
,

一些黑社会成员按月
、

按天来收钱
,

收多少不

等
,

如不交就可能有灭顶之灾
。

住在村里
,

除了交房租
,

还要交临时户口登记费
,

还有治安

人员定期来收
“
保护费

” 。

他们说这些保安人员都不是本地人
,

是从广东其他地方来的
,

他

们不敢欺负本地人就只有拿外省人开刀了
。

村里外来人口中还有从事其他行业的
,

如在集体
、

个体企业中做工的
,

做黑市买卖的
,

做生意的
,

在码头上做老板的
,

以及其他的租房者
。

这部分人一般是租村民的楼房
,

住房条

件就好多了
。

有的一家租一套
,

有的合租一套
。

村里人对外来人部比较同情
,

认为他们出门在外赚钱不容易
。

一些个体老板也反复强调

他们对外来工不错
,

按件给钱
,

还要付医疗保险
、

住宿费
。

外来人对本地人很好
,

按他们的

说法不友好也不行
,

因为 “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 。

相反
,

外来人之间比较难处
,

不同省的人
、

不同地区的人经常发生矛盾
。

曾亲眼看见一帮四川人之间的群斗
,

动刀
、

动砖打得头破血流
。

他们说四川人与湖南人经常发生群斗
,

主要是竞争生意和地盘
。

村里办了不少工厂
,

有本地人办的
,

也有外来人办的
。

因为是民房作厂房
,

所以工作环

境较差
,

房子的空间太小
。

在厂里工作的人都是外来的女工
。

有家服装厂
,

在室内摆 了几十

台衣车
,

几张裁衣台
,

空余的地方堆放着布料
、

成品
,

人经过都困难
,

室内只有儿个小窗
,

近沁个女工就在这里工作
。

村里沿河的地皮己租出去
,

主要是作建筑材料仓库
,

这些老板在

空地上盖 了不少房子
,

除
一

了自用外就是出租
。

前 l可说的民工住房
,

大都属于这类
。

此外也言

许多房客身份不明
。



四
、

影响都市边缘农村社区都市化的两个问题

都市边缘农村社区既是我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
,

又是问题 比较多的地方
,

在此就

两个主要的问题进行讨论
。

1
.

是城市治安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区

根据北京
、

武汉
、

广州等公安部门统计
,

城乡结合区的犯罪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远高于

城市和乡村地区
。

因此笔者认为城乡结合部 (既都市边缘农村社区 ) 是城市综合治理的关键

地区
,

理由何在呢 ? 其一
,

都市边缘农村社区往往处于
“ 三不管

” 地带
。

在一个村内
,

有数

家甚至数十家国有的企事业单位
,

这些单位分属不同的条条管
,

相互之间联系很少
,

有的甚

至矛盾很大
,

而当地政府也管不了
。

此外
,

村里的原住居民也是半城半农
,

有不少家庭 补有

的转了户
,

有的没转户
,

村里既有村 民委员会又有居 民委员会
。

一个地方多种管理体程而缺

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

变成谁也管不了谁
。

本地人都管不好
,

更不妥说管好外来人 口了
。

其二
,

这类社区原居民的住房面积很大
,

多者 3 一 5 栋
、

少者 2 一 3 栋
,

且多为楼房
,

多的房一般都是出租
。

本来应该这类社区土地缺乏
,

可是闲置土地却很多
,

在村头村尾
,

在

单位之间围墙的夹缝中
,

或者已被征购还没有使用的土地
,

这些地方就成为外来人 口的聚居

地
。

此外
,

一些留下来的 自用地
,

由于没人耕种
,

或者是抛荒
、

或是请外来人承包
。

这些承

包 者往往就在地头搭个棚来住
,

一家老小都住在一起
。

所以这类社区
,

容纳了大 量 外 来人

口
,

而这些人 口成份复杂
,

且移动性大
,

极难管理
。

由于外来人 口
,

多是亲戚
、

同乡聚居在

一起
,

因而形成了
“
村中之村

”
(或称城中之村 )

,

这为管理增添了困难
。

其三
,

这类社区生活方式改变快
,

人们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间题
。

一方面是失

去了土地
,

改变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
,

这种变迁是突然的
,

并不是每个人葡冶抢顺

利的适应 ; 另一方面突然获得了大笔的征地补偿费
,

人们怎样使用这笔钱呢
,

有 的 用 来 投

资
,

有的用来挥霍一空
。

有的社 区成功地运用了这笔资金
,

获得了更多的财宫
,

并且建立了

完善的福利事业
。

但是
,

由于个人不劳动也有生活保障
,

使得一些人变得无所事事
。

由于这

些
,

有些社区生活出现了混乱
,

赌博
、

吸毒
、

漂宿
、

偷盗等越轨行为增多了
。

要综合治理这些社区
,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
,

改变过去多元管理的方法 ; 其次要

加强出租屋的管理
,

对超出规定的住房面积应该征税
、

或建立相应的制度 ; 其三要加强空闲

土地的管理
,

坚决拆除违章的棚户建筑 , 其四加强道德风尚的教育
,

建设文明新村 ; 其五加
.

强投资引导
,

使得人们能尽快地适应新的生活
。

2
.

加速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过程

这 一类社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市化的过程特别长
。

南基村和鹭江村都很早开始都

市化的过程
,

但直到今天还不能说已真正完成
。

都市化过程太长
,

既不利于城市 的 整 体 规

划
、

有碍城市的景观
,

也不利于城市交通
、

环境
、

治安的综合治理
。

阻碍都市化进程的原 因

主要有三
:

其一是户籍管理制度
,

在我国长期以来户 口是城乡二元分隔的主要屏障
,

采取严

格控制城市户 口的方法来控制城市人 口的膨胀
。

在 1 9 8 0年以前要获得城市户 口
、

吃商品粮是

不容易的
。

通常征地会给予一定数量的招工转户的指标
,

但毕竟量太少
。

80 年代初开始
,

户

口屏障被打开了一些缝隙
,

如允许自带 口粮入城市户 口
、

购商品房可以进户 口
、

甚至还可以

用钱买户 口
。

南基村的东基
、

西基两个自然村在 1 9 8 8年因土地全部被征用
,

村民也全部转为



一

城市户口
,

可是没几年
,

又有了为数不少的农村户口者
。

因为
,

按规定户 口跟母亲走
,

男青

年结婚娶的是外省外地的农村姑娘
,

这样其子女只能是农村户 口
。

加上南基村仍为农村管理体

制
,

上一个农村户口就不难了
。

这样从户 口来看
,

城乡户 口并存的现象仍将继续下去
。

其二是土地管理的问题
,

我国土地政策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
、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二这种

不同的政策影响了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城市化的进程
。

在 1 9 8 5年以前
,

土地征用的补偿费不

高
,

村民还向往转为城市户 口 ; 但此后土地价格不断升值
,

社区和个人的财富增多
,

生活水平

提高
,

村民怕失去参加集体分配的资格
,

就不情愿转户了
。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城市居民没

有住宅地
,

而农村居民有住宅地分配
。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房地产热
,

土地升值拥有数栋 自己

的房屋这可不是笔小财产
。

加上城市户口 已没有粮油供应
,

对于村民们来说转户已没什么意

义
。

迫不得已转户
,

或者在转户之前抢建住房
,

或者以继续参加分配为条件
。

甚至还有些过

去 已经转户
、

被招工的人
,

又辞退工作回村
,

或花钱转为农村户 口
。

从花钱买城市户 口到买

农村户 口
,

这种转变实在令人深思
:

户籍管理制度向何处去呢 ?

其三
,

高度密集的住宅有碍社区融入都市之中
。

都市边缘农村社区一般没有什么规划
,

村

民建房都是见缝插针
,

房屋间的密度超过城市社区
,

房子一般高 2一 5 层
。

这样的村子
,

没

有什么单位
、

公司征购得起
,

即使有钱也没人愿意
。

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片征地
,

可是

西基和东基还是搬不动
。

这样
,

越来越多的都市边缘农村社区变为
“
城 中之村

” ,

要改造更

新只能依靠村 自己的力量
。

这样势必影响城市的整体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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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张琢著 《中国文明与 . 迅的批评》 已由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于 1 9 9 3年 5 月 出

版
。

全书约 25 万字
。

定价 25 。元新台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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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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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荣著 《杜会学导论— 社会单位分析》 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 1 9 9 3年 7

月出版
。

全书 28 万字
,

定价 5
.

80 元
。

△曾钊新
、

涂争鸣等著 ((’ 合灵的碰撞— 伦理社会学的虚与实》 已 由湖南出版

社于 1 9 9 3年 6 月出版
。

全书 2 7
.

2万字
,

定价 10
.

40 元
。

△魏秋玲主编 《国外青少年价值观》 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1 9 9 2 年 9 月

出版
,

全书 2 9
.

8万字
,

定价 6
.

90 元
。

△芳国亮著
、

袁 方审定
:

(( 皇权与中国杜会经济 》 已由新华出版社于 1 9 9 1年
1 2月出版

。

全书 1 1
.

4万字
,

定价 3
.

10 元
。

△由周晓虹著
、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 《走向社会的名片—
公共关系理论与

实务》 一书已出版发行
,

定价 6
.

80 元
。

△冯同庆
、

许晓军主编 《中国职工状况— 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 己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于 1 9 9 3年 8 月出版
。

全书 4 2
.

1万字
,

定价 16
.

20 元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 0 4 8 9课题组著高等学校研究生教材 (( 马克思杜会思

想史纲》 已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1 9 9 3年 4月出版
。

全书 29
.

7万字
,

定价 7
.

40 元
。

△刘崇顺
、

王铁著 《大潮下的情感波动— 变革社会心理透视》 已由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于 1 9 9 3年 4 月出版
。

全书 27
.

7万字
,

定价 .6 6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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