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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动是历代中国农民生存的策略选择之一。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我国农民在无法生存状况下，无不选择投奔他乡，以求生存。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的流动尽管有求取生存之意，但其目的更趋向于利益的最大化。
无论古代、近代还是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流动，都给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冲击，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不
和谐，历代的执政者无不对农民流动引发的社会问题采取积极对策，以减缓其所带来的社会不良反应
。
《流动与犯罪：转型期中国农民流动的社会秩序研究》正是从历代中国农民由于流动而造成的社会失
稳状况考虑出发，对转型期中国农民进城打工而引发的社会犯罪问题进行反思，以期对和谐社会构建
与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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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农民工犯罪亚文化具有浓厚的流民意识，流民意识是对农民工流民化生存方式的主观反映
和基本态度，这种流民意识是农民工亚群体反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
农民工犯罪亚文化集中体现为流民意识。
转型期中国流民阶层的兴起，根植于流民基本生存方式的流民意识逐渐形成。
失业.的、流浪街头的农民工作为我国最大的流民群体，其流民意识主要来源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
即缺乏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固定的收入来源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上陷入困顿，生活上无以维持，而社会
支持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的缺失，使他们面对生活的困境而孤独无助；政府的管制、城市居民
的歧视，加重了他们对城市社会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因素，与主流社会产生巨大的断裂。
于是，一种不同于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的特殊意识逐渐产生了，这种意识是农民工城市社会生活“边
缘性”生存状况的体现，充满着对现实社会的反叛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处于失业、漂泊不定状态的农
民工的流民意识。
　　最后，流民意识建构了农民工犯罪亚文化，在流民意识的支配下，流民成为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实
施者，对社会秩序形成最大的冲击主要来源于农民工群体的流民化。
　　流民意识的反社会性包括对社会越轨行为的认同和对主流社会文化规范以及法律的漠视和抵制，
这种反社会性构成了农民工犯罪亚文化的本质因素。
农民工犯罪亚文化就是一种流民的亚文化，失业及遭受严重挫折、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参与的缺失使
农民工在生存困境下，受到流民意识的支配而实施了越轨行为。
由于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以及非正规就业、严重失业等状况，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农民工犯罪
必将成为对中国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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