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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城市新移民的崛起”为主题，在实地调研、文献研究和政策梳理的基础上，对城市新移民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对我国青年研究和移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书中采用大
量翔实的数据对“蚁族”、“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等青年群体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研究分
析，并从生产、消费、教育、话语权、精神文化、政治参与六个方面分析了城市新移民崛起的形态和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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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特征随着群体数量的增加会更多，课题组按照目前比较一致的研究观点，选择三
个典型新移民群体进行介绍，这三个群体也是目前特征最突出、最容易被识别，同时也是最具有潜力
、最具有社会意义的三大青年群体，力图通过他们来勾勒整个群体的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
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且年满16周岁，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该群体规模庞大，在
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多数（80％）未婚，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工作多集中
在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中，工资收入水平较低。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职业选择
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机会较少。在本书的语境中，尤其在涉及调研结论方面时，新生代农
民工具体是指来京居住一个月以上、不具有北京户籍、从事体力劳动、1980年以后出生且年满16周岁
的青年群体。 “白领”是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通常指不直接从事“物的生产”的
职业劳动者，即非体力劳动者；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技术管理人员、文秘、财会人员及其他自由职业者
统称“白领工人”。这些人员的工作环境比较清洁、舒适，可以穿白色衬衫工作，跟从事体力劳动的
“蓝领工人”相对。由于本书研究的是城市新移民，所以本书中“白领”特指“新生代白领”。尤其
在涉及调研结论时，“白领”具体指的是来京居住一个月以上、不具有北京户籍、从事非体力劳动
、1980年以后出生且年满16周岁的青年群体。 “蚁族”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
。该群体是大学毕业生群体，即该群体成员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该群
体是低收人群体，群体中大多数人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
告营销、餐饮服务为主。群体中甚至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该群体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主要聚
居在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随着社会的发展， “蚁族”
的概念也在不断演进变化，课题组作为“蚁族”概念的提出者，对“蚁族”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具
体可见本书《“蚁族”发展新态势及若干思考》一文）。在本书的具体语境中，尤其在涉及调研结论
时，“蚁族”具体是指来北京居住一个月以上、不具有北京户籍、接受过高等教育（学历为大学专科
及以上）、以聚集形态居住且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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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城市新移民的崛起》围绕当代中国面临的三大转折点，第一次提出“拐点
一代”的时代论断。并以“城市新移民的崛起”为主题，在实地调研、文献研究和政策梳理的基础上
，对城市新移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对我国青年研究和移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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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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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廉思课题组 历时6年， 7个城市 , 行程13420公里 , 发放17300份问卷 , 撰写深度访谈报告141篇，
共130余万字，最终推出这本书，非常接地气的一本书，延续以往对社会青年群体的关注——城市新移
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弱势群体？此书基于大量鲜活的访谈材料，是少见的让人一读边无法放手的
一本书。 这本书为我们刻画了当代典型青年群体像，民工——中国城镇化的主力军，微薄的收入、乡
城的壁垒挡不住他们游走的渴望；蚁族——中国城镇化的先遣队，聚居的环境、结构的固化封不住他
们向上的奋斗；白领——中国城镇化的排头兵，都市的压力、社会的分化阻不住他们涌现的融合。为
我们展开一幅宏阔的画卷—— 1.5亿人的漂泊 4.5亿人的牵挂 13.5亿人的未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的
头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尤其是看到最后一部分，人已经很疲累了，但是最后的100多页令我欲罢不能
——一般而言，读悬念迭起的小说时，才会有这种感觉。蓝皮书的可读性达到这种程度，在我的阅读
经历中，是绝少有的。激动，也不仅因为文字的可读性，更在于思想的深度，而这种思想，是从现实
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在行经几万公里、积累数百万字的调查访问资料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这本书
蕴涵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前面大半是概括性极强、深刻的现实问题分析——一些我们司空见惯的
现象，经作者用社会学理论和数据资料一呈现后，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就凸显了。你会意识到，原
来我处在这么一个历史社会转型阶段！我当时的感触是：“有些书看过之后，就像烙铁烙过心灵，它
给了孤独的个体以群体存在感。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会想：原来我不单单是我，而是我们；不属于这个
群体的人则能时时感到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这个群体是如此庞大！”此书中，廉思提出了一些观点
“住房正替代职业成为社会分化，甚至是社会固化的重要因素。”以及提出“在职贫困”概念，他指
出了许多有工作甚至收入中上水平的贫困者的存在，其独特性为代际性贫困、高学历贫困、住房贫困
等。它可能引发三大社会风险：一是社会的”原子化“风险，二是阶层固化风险，三是社会心态弱势
化风险。令人深思。中国人民大学王新清教授点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1 》：抓住了两个当今世人
关注的问题：一是青年问题，二是社会转型。当今青年上大学要交费、毕业要自己找工作、住房又面
临着前几代人不曾遇到的问题，甚至租房需要拿出很多钱，我们很多研究生毕业以后工资全部拿来作
为租房不一定够用，这些问题导致青年是弱势群体。由学人葛剑雄、俞可平、何怀宏，批评家朱大可
、张柠、李静，书评人止庵、唐山、张洪彬，媒体人杨锦麟、吴玮、雷剑峤等组成顾问团队，在《新
京报》上为读者选出了五本社科类好书中，此书赫然在列，它被认为：注重与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连
接，有问题意识，有着严谨、扎实的理论和数据支持，同时又能深入浅出，可读性强。在一本从生活
中长出来的书面前，我觉得自己的语言何等苍白！以下略摘录一些书中的片段，就此结束此评：今天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80、90后，赶上了一个拐点的时代，他们称得上绝无仅有的“拐点一
代”。他们是幸运的。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互渗、价值的并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景观，给
这代青年创造了无数选择的机会和张扬个性的空间。但，这注定也是艰难的一代。一个人成长的孤独
和抑郁，“四二一”家庭 生存的重负，竟争的激烈残酷，前途的叵测茫远⋯⋯他们具有以往任何一代
中国青年不曾有过的成长经历；他们也已分化出不同的亚群体：“蚁族”、“白领”、贫二代、新生
代农民工、海归、富二代⋯⋯青年是创史活动最重要的一支主体力量，一个时代，其青年的生存现状
，是衡量该时代是否具有创史活力的基本尺度之一。转型期的中国，需要一代青年既能仰望星空，又
能脚踏大地。而青年之困厄，就是国之困厄；青年之振作，就是国之振作；青年之希望，就是国之希
望；青年之未来，就是国之未来。时代的火炬已悄无声息地传递到“拐点一代”手中，这是他们必须
承担的历史使命，未来的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2、镜头一。去年在去北京的高铁上，随手翻一本杂志，里面的一篇报道至今记忆犹新。报道讲述了
一家外省人在北京的生活。一家四口生活在一个狭小、局促的空间中，夫妻二人靠打工维持一家人的
开销，他们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有机会在大城市里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租住的是城郊的改造房，小
区里密密麻麻地扯着电线，犹如一张网笼罩在小区上方。艰辛无处可逃，但是孩子们的笑脸依然纯真
；还有一张照片，夫妻两人眺望远方，在遥望家乡还是憧憬未来的生活，不得而知。镜头二。参加了
一个早起的社团群，群中主要分享学习心得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群主的名字叫“蚁族”。他很热
心，积极组织活动，还在微博上分享学习心得，能明显感觉到他是热爱生活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城市新移民。由廉思主编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关注了城市新移民现象，看完整篇报道，内
心久久不能平静。报道用近乎平实的语言客观讲述了 “城市他者”的生存现状，运用了大量详实的数
据，分析了城市新移民的生活、工作、教育、收入状况。他们是城市的一分子，他们努力融入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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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实的差距，和梦想的距离，无时无刻地不在侵蚀和麻木他们的神经。正如报道组所说，这个
群体不容忽视。因为是蓝皮书这样的专业研究报告，本书的结构非常清晰。报告分总报告、群体篇、
专题篇和深访篇，按照总——分的结构谋篇布局，逐层递进，读起来脉络清晰。前三章节，更多以数
据和调查事实来阐明城市新移民的生存状况，从生产、消费、教育、话语权、精神文化、政治参与六
个方面论述了城市新移民的崛起。而深访篇的十篇个人报告，一篇篇鲜活的故事更让人感同身受。那
些在大城市中寻梦的青年人，被现实击碎过梦想，但依然站立在寒风中，等待春天到来的那一天。要
完成这样一部报告，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需要大量数据的调研和案例的研究，正如作者所说，“
从抽样精度与调查资源间的妥协、严谨学术与丰满社会间的平衡，以及价值中立与媒体宣传间的调适
三个维度对自发性社会调查的困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以大量调研和研究为
基础，还要尊重社会现实并保持价值中立，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部客观、
有借鉴意义的作品。
3、读一本好书，可以感受人家的经历，提升自己。为了自己的梦想，要离开家乡，到达远方，有的
人选择留学，有的人选择移民。读一本好书，可以感受人家的经历，提升自己。为了自己的梦想，要
离开家乡，到达远方，有的人选择留学，有的人选择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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