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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依据、以珠江三角洲为对象，分析了该地区的城市化特点及其
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市场、制度与网络三个方面讨论了以生产领域为主的企业工作环境和
工资福利，以日常生活领域为主的农民工的消费、居住、闲暇和社会支持，以城市化为主要领域的农
民工的城市认同和户籍迁移意愿，以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和地方政府治理为主要领域的利益关系调整，
以子女教育为主的农民工子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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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港口，甚至一度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有着悠久的对外交流历史。
广东不仅因为毗邻港澳而与港澳同胞有着久远的血缘关系，还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侨乡，尤其是珠江三
角洲地区的人民，与海外有着广泛的联系。
到20世纪80年代，祖籍广东的港澳居民占90％左右，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2000万，占全国的70％。
这些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我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累计6224亿美元，其中67％即4170
亿美元是由华商和华商主导的企业投资的。
而广东作为著名的侨乡，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一大批祖居广东，有着叶落归根思想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本着爱国爱乡的情怀将自己的才智、资
金、技术、管理知识带回家乡，不仅成为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最主要的经济推动力，也一直是广东经济
持续发展的动力源，通过他们也把广东与全球的市场联系了起来。
　　但是，这种独特的血缘关系也使他们的投资向家乡倾斜，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尚未
建立，体制走向尚不确定，政策因地域差异较大，经济交易中的信任感低时，依靠家乡的血缘关系和
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信任来发展企业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
宗族血缘成为最大的投资吸引力。
一大批有海外亲缘的本地农民洗脚上田成为外资企业的管理者，一块块农田迅速改建成厂房，而一个
个侨乡也因此成为最热门的投资区。
同时由于广东展开了市、乡、镇、村各级行政区划全方位的大规模面向海外的招商引资，大量的资金
流向了珠江三角洲的市镇村落，实现了乡乡办企业、镇镇办企业、村村办企业的“遍地放羊”的工业
化发展局面。
这种发展道路迅速推动了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中小企业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较高，而
且相当多的企业是家族式企业。
2006年中型企业产值占珠江三角洲工业总产值的35.37％，小型企业产值占珠江三角洲工业总产值
的28.96％.二者合计占到64％（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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