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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2007年度重点课题“浙江
省城市农民工权利发展状况研究——从国家、市场和公民权的关系看”的最终成果。
全书共分7个章节，主要对   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浙江省农民工的社会权利、加入工会
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织化途径的思考、塑造志愿行动的公共空间——一个农民工草根志
愿组织的实践逻辑、浙江省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以选举权和工会入会权为例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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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农民工研究的视野1  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  1.1  农民工研究的视角
转换：从“生存-经济”叙事到“身份-政治”叙事  1.2  对户籍制度与公民权的进一步检视  1.3  作为承
认的公民权与“农民工”  1.4  市场、国家与农民工的公民权附录Ⅰ：生存及生存之上——杭州市农民
工访谈实录选附录Ⅱ：走向承认——杭州市农民工发展简史  1  1978-1988：从严控到放活  2  1989-1992
：紧缩停滞  3  1993-2000：规范流动、平稳扩张  4  2001年以来：走向城乡统筹、公平流动中篇  浙江省
城市农民工公民权发展状况评估2  浙江省农民工的自由权利——以人身权和财产权为核心  2.1  引言 
2.2  浙江省农民工的自由权：基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实证考察  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农民工的自由
权3  浙江省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以选举权和工会入会权为例  3.1  政治权利与农民工  3.2  浙江农民工
的工会人会权状况  3.3  浙江农民工的选举权状况  3.4  结论4  浙江省农民工的社会权利  4.1  何谓社会权
利  4.2  浙江省农民工的社会权利状况  4.3  结论5  小结下篇  浙江省城市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6  加入工会
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织化途径的思考  6.1  问题的提出：农民工组织权  6.2  农民工组织意
识和组织可能性  6.3  政府、工会、单位及农民工四者对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态度  6.4  农民工之于自组织
——动力及问题7  塑造志愿行动的公共空间——一个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的实践逻辑  7.1  问题的提出 
7.2  相关研究梳理  7.3  草根之家的尝试与实践  7.4  自助与互助：意义的建构与赋予  7.5  承认的政治：
争取合法性认可的行动策略  7.6  讨论：草根志愿组织的困境、出路及展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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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如果进一步对目前那些可归于“身份一政治”叙事模式的农民工研究本身加以认真检视，那么
，可以发现，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关系的本
质化理解和处理有关。
这种将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间的关系本质化的倾向，既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对于作为身份政治问题
之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因应方略的全面认识和取向，也或多或少地体现、甚至影响了研究者们对于“
公民权”的真切理解和把握。
无疑，户籍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十分基本和重要的制度，特别是对于“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和存在，其
影响更是一目了然：如上所说，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农民工”是在我国特定的户籍制度下农村劳
动力转移的产物，“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作为户籍身份的“农民”和作为职业身份的“工人”
的一种混合。
就此而言，目前许多在“身份一政治”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包括上面所引苏黛瑞、陈映芳的
研究——集中从户籍制度人手来考察分析农民工问题，以户口问题为农民工问题的本质与核心，应该
说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种“可以理解”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在复述人所共知的“
常识”。
而与此同时，还应该进一步看到，当研究者把户口问题叙述为“农民工”问题的本质，将户籍制度的
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时，他们实际上在揭示“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面相、一个维
度的同时，也遮蔽了“农民工”问题的其他面相或维度，换言之，从研究的社会建构作用说，他们实
际上也在人为地建构着一个单维视线下的“农民工问题”。
第一，把户口问题看成“农民工”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意味着将户籍身份看作“农民工”的本质性身
份，将“农民工”与城市中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在户籍身份上的差别看作是本质性的差别。
而实际上，除了户籍身份，“农民工”还有其他身份，除了户籍身份差别，还可以从其他维度来书写
“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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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2007年度重点课题“浙江
省城市农民工权利发展状况研究——从国家、市场和公民权的关系看”（批准号：07JDDF003Z）的最
终成果。
作为项目负责人，本人拟定了课题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路径、理论视角和具体内容，但如果没有其
他各位参与者积极、认真、负责的工作投入，课题的最终成果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出现，因此，
本书是各位参与共同努力的产物。
本书各章节的具体执笔者如下：1.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王小章；附
录工：生存及生存之上——杭州市农民工访谈实录选，王小章、朱独逍、陈姣姣、王婷艳；附录Ⅱ：
走向承认——杭州市农民工发展简史，王小章；2.浙江省农民工的自由权利——以人身权和财产权为
核心，晏兴成；3.浙江省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以选举权和工会人会权为例，王小章、朱独逍；4.浙江
省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薛华、王小章；5.小结，王小章；6.加入工会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
织化途径的思考，陈建胜；7.塑造志愿行动的公共空间——一个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的实践逻辑，陈
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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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承认:浙江省城市农民工公民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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