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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现实观察和理论思考，本书提出描述和分析流动儿童与城市主体社会问关系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思
路。
在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背景下。
这一关系可用“社会融合”来进行分析，并可从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两个维度对其测量。
研究发现。
这一融合并非单向、静态的，而是双向的、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
城市社会中的社区、学校及家庭中的各种因素，都会作用于作为行动者的流动儿童的生活实践。
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融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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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杰，社会学博士，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
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社会研究方法等领域的研究。
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国家博士后基金“大坝建设项目社会评价研究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流动儿童基础教育公平研究”、团中央规划课题“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现状及其对策”、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在《社会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曾获中国社会学
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2003年、2005年）、省高校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年）
、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优秀论文奖（2006年、2008年）。
高燕，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项目社会评价等领域的研究。
曾主编《社会学概论》及《社会研究方法》，主持和参与多个省部级研究课题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
发银行资助的研究项目。
发表农村社会学领域研究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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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正因有上述因素的多重掣肘，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的入学上依然存在不少障碍，如公办学校的
择校费、借读费（李祎，2004：284）和高门槛（如要求独生子女证等五证齐全）现象，相关政策未有
效执行，使流动儿童教育的总体隔离局面虽被打破，但仍处于一种局部隔离状态（甘满堂、郑燕娜
，2009）。
“初中升普通高中难、初中升重点高中更难、高中升大学难上加难”现象（冯帮，2007），流动儿童
中辍学现象（吕绍青、张守礼，2001）和童工现象（韩嘉玲，2000；段成荣、梁宏，2004）等比比皆
是。
因此，虽然国家现行政策规定流动儿童入学以“流人地政府管理为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
，但由于出台时间较晚（2001年），同时在资源配置、财政支持及政策执行等方面存在问题和限制，
仍有一些流动儿童就读于民工学校或简易学校。
在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中，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是与城市儿童分开，进行单独编班，
还有一种是这所公办学校中城市儿童所占比例不大，多半成为教育部门指定的接受流动儿童的公办学
校。
尽管对民工学校存在的种种问题，学术界和管理界有颇多微词，但基本形成的共识是，开办民工学校
是应对流动儿童入学难的最经济、最快速的解决措施，对它的认识应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
据记载，国内第一所民工学校创办于1993年9月1日，是安徽一位名叫凤良山的小学教师，弃教到上海
打工后，受老乡不断劝说才决意开办的，当年只有28个学生，教室是垃圾山上的两间棚子（马良、孙
宝瑞，2007）。
此后，各类民工学校如雨后春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北京行知民工子弟学校。
这些民工学校由于规模小、成本低，又被学界称为简易学校，因为收费低廉，且部分学校还针对流动
儿童家庭的特点，推出随时入学、分期付款、校车接送等便利措施，受到不少流动儿童家庭的欢迎（
崔传义，2004，312，闫丽君，2007，曾恒，2008）。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

后记

我对流动农民及其子女这一群体的关注，应追溯到在四川大学跟随袁亚愚老师读硕士的时候，他的关
注点一直集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变迁。
在他的带领下，师兄／师姐对农村都情有独钟。
2002年冬月因其他事回成都时，他带我去成都市最大的民工市场：九眼桥劳务市场。
我对那次记忆尤深，因为在这一具体的现场，他告诫我：研究中应关注什么，特别是不要盲从，要多
加思考，而这一点正如他自己的人生经历。
这点对如今的我，依然深有启发：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既有创新又有历史深度12000年我到南京大学随童
星老师读博士。
一个很普通的下午，他告诉我，我的优势是从袁老师那里所学到的经验调查／研究思路。
在他的鼓励下，我选择了一个“老”的学术领域——“流动农民”做博士论文，具体做这一群体的社
会支持网与社会认同。
尽管论文难以说成功，但锻炼了自己的经验研究能力，也奠定了我目前的基本思路——“读万卷书”
，但更要“行万里路”，不管做什么，都先“做调查去”。
也正是这点，他鼓励我到河海去工作，“那里有很多调查机会”。
2004年7月到2006年底，我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做博士后，联系导师是李汉林老师。
我的进站和出站题目并不一样，连研究领域也完全不同。
换做其他老师，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但正是他的宽容和鼓励，促使我走到如今，“对什么感兴趣，就去做什么，不要管它是不是潮流和热
点”，这是2005年合肥社会学年会时他告诉我的，“只要你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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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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