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

级，在一些大型工业区中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这一新的农民工居

住形态，而且以一个较快的速度不断推广和普及。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

区内，都存在一定形式的社区教育模式，社区教育的开展，无论是对新生代农

民工来说，还是对企业和政府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对于“企业社

区”这一新的农民工居住形态和社区教育模式，目前在我国尚未有专门的研究。

目前存在哪些社区教育模式，社区教育模式存在哪些特点和问题，这些问题的

根源在哪里?在现有的社区教育模式中，当地政府为什么会缺位?企业如何组

织、开展针对员工的社区教育，并通过何种策略使企业自主的社区教育模式服

务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教育场域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他

们可以采取哪些策略和行动参与社区教育模式的建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本

文所要关注的要点。本为以上海市GD社区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

社区教育模式作探索性研究。

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交代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及关键的概念，并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第二章介绍了GD

社区的概况及其社区教育模式实施现状。从多个角度对GD社区作了较为详细

的介绍，并对GD社区现有社区教育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归类，这是研究社区教

育模式和教育场域的基础。第三章论述了GD社区现有社区教育模式存在的问

题并对其原因作了挖掘和分析。借用“场域"的思想分析了政府在社区教育中

的缺位，从制度、企业社区对外界力量的排斥、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三个方面说

明政府缺位的原因。此外，对企业自主社区教育模式所存在“偏差"作了分析，

从社区教育的封闭性、社区教育内容的功利化及企业“依附型”社区教育的打

造三个方面来说明其“偏差一。第四章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教育场域中的角

色定位，以及其对社区教育场域的建构作用。把新生代农民工放在了社区教育

的主体地位，从新生代农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区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分。

析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教育场域中的“能’’与“不能"。第五章为总结与思考。

回应了绪论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对本研究的研究发现作了总结，并指出了本研

究的不足和遗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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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胁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nalizatjOn and u巾anizatiOn。 the

opt．mizat．on of the stmctu陀Of the u巾an indust阱ente币nse CommuniM a

kind 0f new inhabitation foml Of migrant wO水e倦，appea倦and deveIOps in the

Iarge scaIe 0f industriaI pan(，whe陀there must have a klnd 0f∞mmun峙

educational pattem．(沁mmun时education makes a bjg sense for the mig阳nt

wO水e倦，ente巾rlses and the 10caI gOvemment as we|I．HOwever，the陀is linIe

a他ntion on 阳searChing intO the jnhabitation fonn and ∞mmun时
eduCatiOnaI pattem 0f these new wO水e鸭．What kind of eduCatjonaI pattemS

is appIIed nOw and are there SOme p门Dperties and prDbIems insjde?And what

is the maln sOurCe Of these probIemS?Why dOes the IOcaI 90Vemment pIay a

rlcIle of lOOker-On?Besides the above ques埘Ons，the thesis aIsO discusses the

C0巾0陷t-On how ente巾nses 0叼anize and implement empIOyee-ta叼eted

Commun时educatIon and in what way陀production of Iabor forCe can make

fu¨use Of Commun时Education Pattem for Ente巾nses Autonomous．How

dOes the new generatiOn 0If mig陷nt wOrke倦take part in bu¨d—up 0f the

Community educat．on?The author takes the GD Community as an instanCe

and expIo陀s the educat．()nal pattem 0f the new Commun耐acCo喇ing t0 a¨Of

these queSaOn mentioned above．

The thesis COvers five’parts．The fir．St chapter makeS a brief introduCtion

0f the backgrDund Of the study and itS sIgnificance．The methOd0IOgy

cOnceming廿1e issue is introduced and key tenlls are expIained． SOme

preVious阳searChes are Concluded．The se∞nd chapter lays out the gene陷I

snuat．on of the GD∞mmunjty fmm the diffbrent aspec!ts and summarizes itS

cun‘ent educatiOnaI pattemS 0f the GD Community；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study 0f∞mmunity educationaI pattem and educational fieId．Chapter three

anaI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怕nt educatiOnaI pattems of the GD

communl乜，． Based on the 们eld theory， the author reveaIs the r．0Ie of

gOVemment and expIOres the陀asons why the gOVemment is ignO陷nt from

the pe惜pectiVeS 0f the system，the ente巾rise and the 90vemment． In

addition， anaIyzIng prObIems embedded ln the educationaI pattem fbr

ente币rise autonomous Communi饥these pmbIems a伧unf0Ided into th陀e

main aspects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c10senes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ut¨lta—an in the cOntents Of C0mmunity educatiOn and build．up Of



ente币nse—a怖Iia例C0mmun时education．Chapter four studies how migrant

won(e惜of new generation participate the 00mmun时eduCation and the巾Ies

they pIay．Mig陷nt wO水e鸭帕nented pattem is put f0Ma一．Fmm the point 0f

the View 0f emigrant wO水e倦，the author anaIyzes the probIems exist．ng in the

cOmmunity educatiOnal pattem and their ab¨ities in the educationaI fieId．The

Iast Chapter is the∞ncIusiOn Of the thesiS，which pOints 0ut the Iimitatjon 0f

the present study and S0me sugges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new gene阳t．on of mig阳nt wo水e悠，ente币nse Commun‰

CommuniⅣeducation，community educat．onaI pattem，们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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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90年代起，农民工问题一直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相关领域内的

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农民工问题，并就农民工问题提出了很多理论架构

和政策建议，使得农民工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

工问题是一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关于农

民工的数量，据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

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

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1

对第一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还方兴未艾，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

工)又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据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显示，全国农民工中16至30岁的占61％。2又据2007年6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1亿人。3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或工或农

的角色定位，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队伍中的主

体，他们更具融入城市和追求平等权益的欲望与追求。4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

中的新生力量，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又是青年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他们既具有农民工的一般特点，

受到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制约，需要帮助和支持，又突显出作为青年的一

般特点，需要引导和扶持。促进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向产业工人和市民转化，无

论对于我国的城市化还是对于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都具有战略性意义。5而在

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也显得尤其重要。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

大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而要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就不能忽视农民工这个日益庞大而重要的群体的继续教育。

农民工教育问题至关重要，忽视了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发展，中国建设人力资源

强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课题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到2020

年，近3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达到城镇人口同等受教育水平并实现就业，将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4页。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4页。

3“新生代农民工已超l亿人”，h鲤；碰幽噬噬型g逝fg墅l鲻圣g型2QQ2竖丝迦2Q丝缢咝殛亟5垒：b焦皿，
2007-06．22

4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5刘建洲：‘农民工阶层的市民化与政治转型》，h鲤；地lQ&§选茧殳Q啦：垡型吐!Qd墨煎兰15鲤!Q鲤墨!选h趣l。
200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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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有效利用的人力资源数量增长一倍，相当于在人力资源上再造一个中国。

o也有学者认为，关于农民工教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已略见雏型，但真正

“农民工教育"问题的提出，却是近几年的事情。2004年在珠三角、长三角地

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促使人们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农民工教育

也从此被纳入了社会学的视野。尤其是2003年9月国家农业部、教育部等六部

门联合发布了《20031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之后，农民工教育问题引
起我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7近年来，国家也充分认识到了农民工教育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国务院在其200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

见》中指出：“完善并认真落实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强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

的岗位培训责任，对不履行培训义务的用人单位，应按国家规定强制提取职工教

育培训费，用于政府组织的培训。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

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

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

级，在一些大型工业区中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这一新的农民工居住

形态，而且以一个较快的速度不断推广和普及。从社区居住条件和环境、居住集

中程度、社区管理模式以及“居民"特征等方面来看，它更不同于以前学者集中

研究过的农民工聚居村、棚户区等集中聚居模式，也不同于过去国有和集体企业

所属的职工宿舍，而是一种新型的农民工“企业社区"。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企

业社区内，都会存在一定的社区教育形式，并初步形成了社区教育模式。本文选

取了上海某工业区内一个最大的企业社区——GD社区作为研究的个案，对目前

该“企业社区’’社区教育模式和教育“场域”作一个较为深刻的研究和分析。

目前在GD社区中存在哪些社区教育模式，各有什么特点?GD社区教育模

式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在GD社区现有的社区教育模式中，

当地政府为什么会缺位?企业如何组织、开展针对员工的社区教育，在企业主导

的社区教育模式中，通过何种策略实现企业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社区教育场域

中，社区教育的相关主体有什么利益诉求，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新生代农民工

在社区教育场域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他们可以采取哪些策略和行动参与社区教

育模式的建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本文所要关注的要点。

6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2月版。

7谢建社、黎明泽：‘农民工教育研究综述》，‘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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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对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一教育模式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离不开对相关

关键概念的澄清和说明，下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和“企业社区"、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模式、场域这几个概念作较为明确的界定。

(一)新生代农民工

王春光最早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并从年龄特征、受教育

状况、务农经历和外出动机的变化四个方面归纳了这一群体的特征。按照王春光

研究员的界定， 所谓“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

是他们的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与第一代农村流动

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另一层含义就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

口，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8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的界定，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应的改变，现在

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当一部份出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而在这个世纪初到城市务

工的。出生年代和工作时间并没有改变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特质，而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日益壮大起来，其群体性特征更为明显。

(二)社区和搿企业社区一

要界定“企业社区’’，必须先掌握社区的概念。社区一词是由德国社会学家

腾尼斯提出的，1887年他在其著作《社区与社会》中，将社区解释为一种由同

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

的社会群体。9随着对社区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根据不同社区的特点对社区

进行了分类。1987年，美国心理学和社区教育专家M·斯科特·派克提出了“真

实社区"(True Comm_unj锣)概念，认为一个“虚假社区"，需要通过一个发展过

程，才能经过“混沌”、“纯化一阶段，建设为一个“真实社区"。10借用和延伸

派克的“真实社区"概念，教育学家伍德和朱迪基斯则提出了“真社区"(Real

C伽珊】nj够)、“准社区”和“假社区”概念。“真社区"是具有共同的目的和(或)
利益意识的人群，由此产生相互的责任，明确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尊重成员内

部的个体差异，并致力于相互的福祉以及群体整体性的福祉；而“准社区”指在

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社区特性，但没有达到“完全’’、“彻底"；“假社区"则指群体

成员的行为表面上似乎有一些共同性，但完全达不到以上定义的预期。11还有学

者跨越了现实的社区，从理想主义角度出发把社区看作为所要追求和实现的目

8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7期。

9章人英：《普遍社会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10高鉴国：‘社区的理论概念与研究视角》，‘学习与实践》， 2006年10期。
11 w训，G S，＆Judikis，J．C(2002)．C0lI删伽son c伽m硼时t11e0哆．W致I矗囱婀te，IN：Pu曲e

UniVcrsity P蕾e姆，p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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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1919年，美国著名女社会活动家和社区工作者玛丽·福莱特最早提出“社

区是一个过程"的命题，强调基于共同利益和努力来创造社区。12对社区的“过

程一定位使得社区建设成为一种使命，强调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社区的建设

和发展。正如萨特尔所说：“社区被强调于它应当是什么，而不是它本身或已经

是什么。"13

关于企业社区的界定，《中国企业社区建设》早在1997年就指出：企业社区

以第二、三产业为基础，人口聚集规模较大，社会结构比较复杂的社区。14有

些学者认为：企业社区是在城市中的一定地域内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

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15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的理解和界定，从分类的角度看，由于它和一般

居民小区相比尚不具备“完全"的社区特性(如自治制度、组织等方面的缺失以

及其高流动性)，因此它还不属于“真社区"。但是其社区居民(新生代农民工)

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并由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而产生现实的或潜在的紧密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也不能把它归属为“假社区一，所以我们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企

业社区归为“准社区"。其二，从社区的过程视角出发，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

区”作为一种新的社区形态，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并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些问题需要引起社会的关

注并加以解决，而把这种新的农民工聚居形态称为“企业社区"，就是要以社区

的标准来审视并要求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

(三)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ConlIll啪ny Education)一词最早源于20世纪初美国学者杜威

(D洲ay)，他提出了“学校是社会的基础"的思想。16自此以后，关于社区教育
的涵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社区

教育的内涵。如马丁(J．maniIl，1987)认为社区教育是提供教育机会给每一个人，

以便达成更充实更有益的生活；是修正现存的教育系统，以益于一些不利者或被

剥夺者；是社会上一些弱势者的凝聚行动，使他们能分析其情境，并且达成政治

的改变。17

文军认为，对社区教育的理解有教育学和社会学两种角度，而要完整地把握

社区教育的真正内涵与特征，必须把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理解，并由此提出要把

!Follctt，M．P．(1919)，cof啪uni哆is a pm懈s．Philos叩llical R鲥蹦28，p576．
”st帅m，Keim&(1985)，Newsp印谨use锄d co咖munity ti器：toward adyIl撇ic th∞彤Norw∞ld’N．J．：Abl甑
PIlb．Co巾，p18．

14‘中国企业社区建设》课题组：‘中国微型社区建设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工作》，1997年第2期。

16金太军等：《我国企业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3期。

M厉以贤：‘社区教育本土化》，‘中国远程教育》，2004年第2期。

“ManiIl，J．(1987)，C伽曲岫时Educati∞：Tow觚is a m∞fctical 锄alysis，G～l∞et al(eds．)，CommlIfl时
Educatio蕾l Milt∞Keyn铭：op∞UnivefSi哆Pre鹞，P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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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社区教育内涵和特征的五个方面，即社区教育的特色应该是社区化的，社区教

育的对象应该是全民化的，社区教育的方法应该是人本化的，社区教育的内容应

该是系统化的，社区教育的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的。墙熊春文从社会学关于社区的

理论出发，认为社区教育的要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社区教育应该是社区

居民为共同应付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自发、主动参与的学习教育活动，社区居

民是社区教育的主体而不是对象，因此，社区教育是促进社区交往、整合社区力

量的重要途径；第二，通过社区交往，社区居民形成对于共同利益和公共事务的

感知和意识，继而形成对于社区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因此，社区教

育从根本上致力于提高社区认同，让社区居民对于其身处的生活共同体拥有归属

感和身份感(m锄b髓舡p)，从而达到社区和社会整体的和谐与整合；第三，社区
教育可以采取各种组织形式，也不排斥任何有益的政府和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

对于社区教育来说平等主体之间的、辅助性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之的管理和控

制关系。19

本文所指的“社区教育’’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它跟新生代农民工“企业

社区’’的社区建设、社区发展和社区参与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内容不仅包括引导

性教育、职业技能教育、通识教育和学历教育，也包括融入教育和市民化素质养

成教育。具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的社区教育，既是一般意义上的

教育培训，也包括社区内及社区附近组织和开展的各种娱乐和社会实践活动。所

有的教育形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他们的角色转变和

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社区教育模式

“模式’’一词具有较广的应用范围，它是对某个领域内事物实施现状的抽象

概括。一般认为，模式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筒约化的形式，也是某种事物

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模仿的标准方式。20社区教育模式即是对社区教育具体操

作层面的理论性和标准性的再现。从教育社会学角度分析，构成社区教育的主要

因素有社区教育主体、功能、条件、内容和方式方法等，从不同因素着眼，可构

建不同的社区教育模式。21从社区教育主体角度出发，探索各种社区教育主体在

社区教育中的关系以及各个主体的诉求，可以比较深入地解释社区教育实施与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使对社区教育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本文所指的“社区教育模式’’偏重于对社区教育主体的研究，并力图挖掘各

主体在社区教育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具体来说，本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企业

18文军：‘社区教育刍议》，‘社会》，2000年第8期。

19熊春文：‘社区教育及其作为——基于社会学视角对社区建设的思考》，<探索》，2007年第4期。
20杨向群、项复民：《刍议社区教育发展模式之构建》，《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 2003年第19期。

21胥英明：‘中国主要社区教育模式研究》，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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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区教育模式的研究，主要分析现实和可能的社区教育参与主体对新生代

农民工教育的建构，而不同参与主体的构建原则和方式是不同的，不同的构建原

则和方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社区教育模式。

(五)场域

“场域"(6eld)既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又是布迪厄

从事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关于“场域"的概念，布迪厄曾这样说过：“我

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

限定的。’’22在布迪厄那里，“场域’’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

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

布迪厄从多个层面对场域的概念进行论述。第一，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

会空间，而不是地理空间。在布迪厄眼里，场域不只是一种社会空间，而且是相

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场域的相对独立性即“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

规则和常规"∞，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

存在的依据。第二，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

看作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

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蛐4第三，场域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充满争

斗的空间。场域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g锄e)不仅使场域充满活力，而且使
一个场域类似于一种“游戏"。第四，场域的边界是经验的，场域间的关联是复

杂的。“场域的界限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确定场域的疆界“不容许

任何先验的回答"。25

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特点，本论文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对新生代农

民工企业社区教育的相关参与主体通过不同的方式开展调查，并在定性研究的基

础上进行一定的定量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问卷调查。定性的研究方法主要

包括文献研究法、半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和专家研讨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是梳理社区教育的理论以及相关学科对农民工教育和培训

所做的研究，从大量的文献中搜索和梳理出对自己论文有价值的资料，对以往的

“L．D．W姻帆吨To啪rds aRenexivc S0ciology：AWDrl随10p谢m Pien℃Bourdieu【J1，sociologicm

The0ⅨVr01．7，1989。

23(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24(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25(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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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行总结和思考，并在总结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就自己的研究内容建立分析框

架，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文献研究。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网络搜

索到一些GD社区的相关材料，如社区居民(即新生代农民工，包括以前在社区

居住过后来离职的员工)在自己的博客和相关论坛上撰写的一些自己在GD社区

居住时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这些都是鲜活、生动的材料，对这些资料经过仔细的

甄别和筛选，也给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半参与式观察法也是本文调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对GD社区进行外

围和内部的观察，了解“企业社区”的地理分布、社区分布特点和社区居民(新

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以及社区居民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并对企业社

区中社区教育的管理模式和特点进行初步的了解。由于GD社区采取了半封闭、

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社区的门禁管理比较严格，所有人员一律凭识别卡进出，

所以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策略"进入GD社区进行调查。此外，

GD社区旁边的商业街、培训学校和网吧也是笔者观察的地点。

半结构式访谈对本文的研究至关重要，就研究需要，对GD社区的居民(新

生代农民工)及社区教育的相关参与主体(包括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企业社区管

理者、培训学校的负责入、网吧的负责人，以及在当地进行教育试验的某课题组

负责人)进行访谈，获取一手的资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都采取了当面访

谈的方式，而对于其他一些相关主体(如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由于各方面

原因不能当面访谈时，就采取电话访谈的方式。新生代农民工是访谈的主要对象，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内容，不仅包括对他们社区教育的参与和认识，还涉及到

社区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工作特点、日常生活、居民的交往和互动、对社区的归

属和认同、未来的规划等几个方面，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深刻认识社区教

育中场域中的各种参与力量、社会关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

而对GD社区现有社区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和社区教育场域的特点作较为深刻

的阐述和原因分析。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根据社区居民的人口分布和特征(如性

别、籍贯、职别、岗位、学历、进厂时间等)来选择访谈对象，以保证自己的访

谈对象有一定的代表性。

专家研讨法也是本论文的研究方法。2006年5月至2006年11月，笔者参

与了某高校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的一个课题组，在参与课题研究期

间，笔者曾多次到GD社区附近进行调查，在课题组开办社区教育实验班期间也

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在此期间，课题组曾经多次策划和组织关于新生代农民

工继续教育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并邀请了一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领导、

社会办学力量负责人、“企业社区"周边网吧负责人等相关方就农民工继续教育

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参与者在研讨会上就农民工社区教育问题进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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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并畅所欲言，这给本研究提供了一些难得的材料，尤其是政府相关部门、社

会办学力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认识和表态，使笔者有机会接触到各方主

体对社区教育的关注点和真正的“兴趣一所在。、

根据研究需要，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在社区教育

中的角色定位，本文也进行了定量的调查和分析。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设计

调查问卷，对社区里的新生代农民工展开问卷调查。26抽样方法上，按照概率抽

样的原则进行抽样。GD社区分为一期和二期，共有17栋公寓，一期社区有11

栋公寓楼，每栋楼有六层，其中有7栋楼的底层是餐厅或者活动室，不住员工；

二期社区有6栋公寓楼，每栋为10层，其中有4栋楼一层为餐厅或活动室，没

有宿舍。一期社区和二期社区的楼层和房间设计都是一样的，每一层都是32个

宿舍，房间内的结构和设施也一样。各个公寓的人口分布上，每一层的员工都是

按照性别、白夜班和职别分布的，相对来说，每一层的员工具有较大的同质性。

所以笔者按照楼层进行抽样，在每一层楼里随机抽取一个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最

后一共获得了115份问卷。

四、既有研究回顾

(一)社区教育模式的研究

有关社区教育模式的研究大都从教育学的角度来阐述的。封喜桃在《试析上

海、天津、重庆的社区教育模式》中对上海、天津、重庆的社区教育模式进行了

比较，提出社区教育一般有五个要素。要素之一是社区教育主体；要素之二是社

区教育的目标；要素之三是社区教育的内容；要素之四是社区教育条件；要素之

五是社区教育方式。z7

厉以贤在其主编的《社区教育的理念与推行》中指出，在终生教育的“大教

育观"的指导下，依照学校的社会工作理念，21世纪中国社区教育发展趋向是

实现非正规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统一。在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下，社区教育模式将由

“学校—行政型”向“社区一社会型"转变，按照终生教育思想构建与学校教育

整合的体系。弱

宣兆凯在《学校社会工作理念与21世纪中国社区教育发展》中认为，随着

网络学院的出现，社区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将与网络紧密结合而发展。社区教育的

26需要指出的是，问卷调查是在确定选题前进行的，主要目的是对GD社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问卷调查在

本研究中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调查方法，问卷的内容设计并非严格针对社区教育范围，而是从新生代农

民工的工作、生活、学习以及对自己未来的规划等方面来把握。笔者认为，对他们各方面特点进行的研究，

有助于了解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各方面情况，从而为挖掘现有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模式的问题作一定的铺

垫，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关系到社区教育模式的特点。

27封喜桃：《试析上海、天津、重庆的社区教育模式》，《河北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8厉以贤：<社区教育的理念与推行》，‘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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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式与机构多样化的趋向将越来越明显：可以是学校型的，也可以是活动型

的；可以是政府行为，也可以是民间行为；可以是固定(长期)的，也可以是临

时的。凹

(二)农民工教育与培训相关研究

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问题是社会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

主题，尤其是近几年，各个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民工教育和培训问题作了大量

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农民工教育和培训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下面几个方

面。

一是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角度来说明农民工教育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张传燧在上个世纪末就指出“民工潮’’对当时成人教育提出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成人教育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以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中心，才

能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30许小青、柳建华认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使农民工产生了教育培训的需求，农民工教育培训来自于内源和外生的双重需

求，低素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相对较高素质民工的需求增加矛盾的日益尖锐，

而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也催生了对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现实紧迫性；并针对目

前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

议。31蔡防指出，“民工荒"标志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已经由“无限供给"向“有

限剩余"转变，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会经常出现，而农民工教育培训一方面可以缩

小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另一方面有助于保持中国经济

增长的潜力。32宋言奇等人指出，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存在“文化冲突"，而城市

适应性教育有助于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为这种“文化冲突"提供缓冲与过渡

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33

二是从农民工教育培训相关责任主体的视角出发来解释农民工教育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刘玉辉、李多全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农民工培训的首要问题是有关

方面对农民工培训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而且政府部门垄断了大部分农民工培训

市场，导致我国培训市场总体上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培训市场比较混乱。并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与建议：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体系；

完善培训资金投入机制，使政府、企业、农民工和金融机构四方的资金投入相整

合；健全和规范农民工培训市场，增强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34雷世平

和姜群英认为，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没能制定农民工教

刀宣兆凯：<学校社会工作理念与2l世纪中国社区教育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2期。

30张传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成人教育的改革发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引许小青、柳建华：《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的研究》，《求实》，2005年第5期。

船蔡防：《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与农民工培训的迫切性》，《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年第ll期。

"宋言奇、马乙玉：《城市适应性教育——民工潮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7期。
34刘玉辉、李多全：《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问题》，‘中国党政十部论坛》，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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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的具体计划以及配套的政策，也没有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专门机构；农

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缺乏政府专项经费和社会捐助，招收农民工

的企业也出于利润最大化而削减或不安排培训经费；而培训后的就业服务不到

位，培训与就业服务相脱节，“由一种服务关系沦落为一种经济利益关系"。35朱

建文指出，农民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超强度工作、超时间劳动的背景下还投入学

习是不太可能的，而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常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

拒绝对其招用的农民工实施培训，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作长期投资。36

三是从社会制度和政策的背景来挖掘农民工教育问题的根源。于伟、秦玉友

通过对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社会背景、制度背景和教育背景

三个方面来说明农民工教育和培训问题。37王青、赵民惠从农民工的身份和由身

份所决定的生存状态入手，来探究农民工教育培训失衡的根源，提出农民工教育

培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并提出增进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对策和建议。弼马桂

萍从认识、机制、政策三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培训的制约性因素，首先，农民自身

和政府对农民工培训工作在认识上的不到位；其次，各地方政府正处于落实中央

政策、制定和实施本地政策的初始阶段，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而用人单位、

培训机构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激励功能不强；第三，尚未形成合理的、多元化的资

金投入机制。纠

四是从农民工自身教育需求的角度来评价目前社区教育的实施现状。栗平在

其硕士论文中通过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从成长经历、受教育程

度、进城务工的动因、城市适应等几个方面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状况，并提

出人力资本是这个群体在城市中发展的首要需求，进而重点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

提升其人力资本的最有效途径——教育方面的需求，最后从教育创新的角度出

发，提出了一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问题的对策建议。40李会娟尝试通过

对上海市不同居住点的农民工的教育需求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检验不同居住点的

农民工的教育需求是否存在差异，并尝试挖掘导致这样差异产生的因素，最后提

出了满足农民工具有差异性的教育需求的方法，即整合教育资源，在农民工聚居

区建立学习中心、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和严格控制农民工的

工作时间等建议和措施。41罗忆源以青年农民工的特殊性为出发点，研究青年农

民工个体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认为青年农民工个体教育需求首先受其个体自身

因素的影响，同时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并在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35雷世平、姜群英：‘农民工培训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农业教育》，2005年第l期。

36朱建文：‘进城务工农民岗前培训的制约因素及应对之策》，‘特区经济》，2004年第8期。

卵于伟、秦玉友：‘农民工教育培训状况及对策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弼王青、赵民惠：<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社会学分析》，‘职教论坛》，2005年5月上。

39马桂萍：《农民工培训的制约因素及突破思路》，‘高等农业教育》，2004年第ll期。

40栗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41李会娟：‘不同居住点农民工教育需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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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青年农民工教育需求的特殊性问题。42

以上四个方面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研究所做的一个梳理，值得指出的是，大

多数研究所涉及到的内容都不局限于其中的某一方面，只是各自研究的出发点有

所偏重，其中也不乏深刻的研究和见解。但很多关于农民工教育和培训问题的研

究都局限于表面的论事，而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

样，目前多为社会学者研究农民工现象和问题，他们关注并附带研究他们的再教

育问题，却只能蜻蜒点水般点到为止，同时缺乏教育上的理论内涵与深度。43

(三)农民工社区教育相关研究

目前，对农民工社区教育的专门研究还不是很多，而仅有的研究又大多从公

共管理的视角来阐述以社区为平台对农民工进行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这些研究

对探索农民工社区教育的路径有积极的探索，却没有从制度和社会层面揭示社区

教育参与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突出农民工在社区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也

就是说，没有明确社区教育的“农民工本位”。

陈懿在其硕士论文中对上海市嘉定区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公共教育的现状进

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就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嘉定区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公共

教育的管理问题与对策。44作者对嘉定区外来务工人员公共教育的研究从宏观视

角出发，对嘉定区开展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公共教育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

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创见性的思路，如在嘉定区营建“教育超市"，

以在嘉定区形成科学的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公共教育模式。作者从行政管理的角度

出发对上海市嘉定区社区农民工公共教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作者虽

以“公共教育"为名，但却从社区教育的视角来审视和思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教

育和培训，对上海市嘉定区的农民工社区教育现状和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并就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对于农民工社区教育的意义，龚长宇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假设45，认为实现农

民向城市人的转变，其终极意义在于农民意识的终结，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个过

程需要通过教育来进行，而这种教育必须切合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情

况，区别于正规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以社区为依托，依靠社区力量和社区资源，

协同各职能部门来实施和运作的，是谓“社区教育"。在这个研究假设的基础上，

龚长宇结合长沙市的四个街区开展社区教育的典型案例来反思农民工市民化，进

而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作者提出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利用社区的平台开展

42罗忆源：‘青年农民工个体教育需求特点分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年8月2l·日。

∞李亚芹、凌云、张新民：《论农民工教育与培训现实境况的边缘化》，‘职教论坛》，2007年3月上。

44陈懿：‘上海市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公共教育研究——以上海市嘉定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9月。

45龚长宇：《社区教育：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对长沙市开展农民工教育的调查与思考》，‘湖南师范
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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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工的教育以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转变，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作者对社区教育

的研究仅停留在事件的描述，没有挖掘出社区教育背后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

没有把握社区教育多方参与的特性，更没有明确农民工在社区教育中的主体地

位。

席梅红主张以社区作为实施对农民工教育和沟通的平台，提高农民工的综合

素质，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46作者认为社区可在职业技能教育、心理辅导、

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等方面采取一些可行的教育支持策略，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

质，加强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情感沟通，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促进社会的和

谐发展。作者虽没有明确提出开展“社区教育"，但其主张和建议也暗含了社区

教育的一些内在的本质特点。

46席梅红：《论社区对农民工的教育支持策略》，‘职业技术教育》，2007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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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GD社区概况及其社区教育模式现状

一、GD社区概况

随着中国大城市纷纷进入郊区化阶段，一些经济要素的空间扩散占据主导

地位。在上海，中心城区产业结构的“退二进三’’，使得大量工厂企业外迁。按

照上海市政府“市中心体体现上海繁荣繁华、郊区体现上海实力"的城市规划方

针，上海加快了工业郊区化的步伐。上海工业扩散化和郊区化成为近期上海城市

内部空间重构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47近期，上海工业布局重点是优化“三圈”

工业布局，做到内环线以都市型工业为主，内外环线之间以都市型工业、高科技

工业及配套工业为主，外环线以外以装备类工业和基础原材料工业为主。此外，

从工业布局上，主要积极推进“1+3+9"工业园区建设。媚

GD社区就是在这样的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的影响下诞生的。近年来，随着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以电子制造业为主的大型

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上海，如落户SJ工业区的GD电脑上海制造城、富士康公

司和比亚迪公司，落户嘉定区的伟创立电子科技公司，落户浦东新区的英业达集

团，这些大型电子加工类企业分布于上海各个郊区产业园区内。郊区产业园区虽

然有大量的用工需求，但是产业定位较高，产业发展需要的主要是少量的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群以及大量的年轻的工厂工人；而郊区目前各动迁配套商品房基地的

导入人口以及由原郊区本地农民转变而来的城镇居民这两类人群中的劳动力文

化素质普遍不高，且不少人年龄偏大，难以满足产业园区用工需求：另外，他们

也没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因为即使不工作，他们也有不少其他收入来源，对于工

资水平不高或苦、脏、累的工作，他们一般不会考虑。49这就导致了郊区产业园

区中的劳动密集型电子加工类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旺盛需求，落户上海产业园

区的电子加工类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涌入上海市郊区产业园区，导致了“企业社区"这种新型

农民工居住模式出现并逐步普及。在“企业社区”这种新的居住模式中，农民工

居住条件的改善、社区管理方式的变革以及社区居民群体的“80后"特征，使

得“企业社区’’这一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态成为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领域。GD

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代工企业，而落户上海SJ工业区的GD上海制造城，

盯杨上广：《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31一132页。
档“1”是指上海浦东新区；“3”是指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上海化学工业区：。9”

是指莘庄工业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嘉定工业区、康桥工业区、松江工业区、金山嘴工业区、青浦工业

区、崇明-T业园区、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原奉浦工业区)。

49王春兰、杨上广：‘大城市人口空间重构及其区位冲突问题初探一以上海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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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员工近五万人，GD社区成为上海市容纳人口最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

(一)GD上海制造城基本情况

GD集团创建于1988年，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笔记

本代工企业，世界上每三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来自GD。2000年12月7日，

GD集团在上海SJ出口加工区投资1．7亿美元，建立了以DF(上海)电脑有限公

司为首，由8个子公司和3个兄弟企业组成的GD上海制造城。

自成立以来，GD上海制造城发展迅速，到2007年，公司规模由200多人

发展到现在近50000人，出口创汇额由2001年的1．7亿美金增长到2006年的152

亿美元，2007年实现了出口创汇额160亿美元的目标。GD上海制造城成立以来，

获得了许多荣誉，2002年、2003年、2004年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外贸出口第一

名及上海外贸出口百强企业金奖，2003年还名列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第

二名，2004年名列中国外企500强排名第四名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前10名，

2007年名列200了年度全球最受推崇企业排行榜15强。

(二)GD社区基本布局

GD社区位于SJ出口加工区的附近，跟厂区相隔一条公路，占地300多亩。

GD社区分为一期和二期，中间相隔一条河，两座桥把一期和二期生活区连在一

起。一期社区2001年开始建设，2002年开始投入使用，目前居住员工近两万人；

二期社区2005年12月开始投入使用，居住员工也近两万；两个社区加起来居住

近四万人。

一期社区楼房包括D01—D12，总共12栋楼，其中有ll栋楼是员工的公寓

楼，D11是“台干楼"，专门供台湾籍管理层员工及其家属居住。二期社区楼房

包括A到F栋，总共6栋公寓楼，每栋楼有10层。一期社区和二期社区的各楼

层房间的布局是一致的，每层都有32个房间，公寓房间内部设施也基本相同。

GD社区共有四个门，在一期社区内有东门、西门和中门三个门，二期社区只有

一个西门直接通往厂区，其中中门专门供“台干"(即台湾干部)用，每个门都

设有门禁，凭员工识别卡进出，并有保安进行出入监管，社区的围墙上都设有红

外线感应报警系统。

(三)居民特征

GD社区的居民皆为GD上海制造城的员工，在社区居住的员工近四万人，

他们来源非常广泛，既有来自中国大陆各个省份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有来自台湾

地区的管理层员工；既有来自于农村的员工(新生代农民工，根据抽样调查占总

员工的九成以上)，也有城市户籍的员工(根据抽样调查占总员工的近一成)。地

域来源方面，新生代农民工50主要来自于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山东、河南

50根据抽样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有九成多来自于农村，即我们通常理解的新生代农民工，此外还有一成来

自于城市，出于研究的需要，下面关于GD社区“居民”特征的数据统计把占一成的城市户籍员工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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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省，而且员工基本上由厂方直接从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校招聘而来(根据

抽样调查占83．5％)。性别比例方面，根据抽样调查，男性员工占26％，女性员

工占74％。年龄方面，被调查的GD社区员工的年龄基本上都在18岁至22岁之

间，其中18岁到20岁的员工占71．4％，20岁到22岁之间的占19％；22岁至

25岁的占8．6％，25岁以上的员工仅占到l％。据说也有一小部分“契约工"(在

校实习生)未满18周岁，一般情况下，他们只要到了18岁，就可以跟厂方签约，

成为合同工。教育层次方面，大多数员工在进厂前都是“三校生"(即中专生、

技校生和职校生)，学历大多为中专和高中学历(根据抽样调查占87．1％)，他们

在企业基本上从事流水线生产的工作；也有一小部分员工是大专学历或本科学历

(根据抽样调查大专学历占7．8％，本科及以上占4．3％)，他们从事的工作基本

上为产线管理、质量监控、技术维修和文职等工作。工作职称方面，GD上海制

造城的员工工作上实行分职管理，从六职到九职依次不等，工作职称与学历、工

作业绩挂钩，根据抽样调查，75％的员工为普通九职员工(线上员工)，11．2％的

员工为九职线外干部，7．8％的员工为八职员工，6％的员工为七职员工。收入方

面，根据抽样调查，月收入1000元至1500元的员工占到48．3％，150l元至2000

元占36．2％，2001元至2500元占8．6％，2500元以上的占6．1％。

(四)住宿和饮食情况

GD社区在住宿和饮食方面，厂方给予员工以较大的福利，每个月从工资中

扣除110元(住宿费50元，伙食费60元)，包揽员工全部的食宿，而且住宿和

饮食条件都比较好，这也是GD集团吸引员工进入企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GD社区，员工的住宿方式都是集体住宿，有四人间、六人间和八人间之’

分。绝大部分员工(九职员工和八职员工)住八人间，七职和六职的员工才能住

六人间或四人间。员工宿舍内格局都是一样的，每个宿舍加上阳台大约35平方

米，内部设有有中央空调、摇头扇、卫生间和冲澡间，每个员工有自己专用的衣

柜。在每个公寓走廊里，设有热水器、甩干机、IC电话、声控照明灯、广播喇

叭和监视器等设施。住宿安排方面，GD社区按照性别和工作时间(白、夜班)

来安排员工住宿。在一期社区，男、女员工是分楼住宿的，一栋楼内住的都是同

一性别的员工；在二期社区，南、女员工是分层居住的，男员工一般住在公寓下

面几层，女员工一般住在上面几层。社区内严禁员工到异性宿舍，在楼道内都设

有监视器，如果被发现到异性宿舍将被开除。住宿安排的另一个标准是“分班住

宿"，也就是按照白、夜班来进行分宿，上自、夜班的员工分住不同的楼层，据

说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使不同班次的员工相互不影响休息，以保证员工的睡眠。

饮食方面，GD社区一共有三个餐厅，一期社区有两个餐厅，二期社区有一

在内，暂且把他们也归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列一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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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餐厅。餐厅实行外包管理，几个餐厅分别包给不同的承包商。每月从工资中扣

除60元的费用后，GD员工社区的员工可以在餐厅内免费用餐，伙食比较丰富，

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每天还有水果餐。

(五)社区内生活、娱乐及文化设施

GD社区的生活、娱乐和文化设施比较齐全，在社区这样一个生活的圈子里，

里面的各种设施基本上能够满足员工日常的需要，这使得GD社区成为一个多功

能的社区。与带有福利色彩的住宿和饮食条件一样，社区内完备的生活设施也是

GD集团吸引员工进厂工作的重要因素。

生活设施方面，在GD社区内建有超市、邮局、自动取款机、吸烟室、医务

室、资讯室、美容美发厅、洗衣店等服务设施。因为在GD社区居住的员工近四

万人，所以在社区内设有两个邮局，分别分布在一期社区和二期社区内。社区内

的几个资讯室规模较大，可容纳两千左右员工上网。社区内很多公寓的底层都设

有专门的吸烟室，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在吸烟区以外其他地方吸烟将被开除。

娱乐和体育设施方面，社区内有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建

身房、舞蹈室、电影投影室、电视房等设施，每个周末还在社区内播放露天电影。

除了高尔夫球场外，其他设施对社区里的员工都是免费开放的。社区内有两个健

身房，二期的健身房比一期稍微大一点，器材也齐全一些。很多公寓楼底层都设

有电影投影室和电视房，这是员工下班后经常光顾的地方。在社区内也有一个游

泳池，但不对普通员工开放，只为管理层服务。

文化设施方面，GD社区内有图书馆、阅览室和自修室。图书馆的图书都是

免费的，员工们可凭识别卡借阅，借期为一个月，超过这个时间系统自动会照所

借图书的原价从员工的工资中扣除相应金额，而且三个月内不准再借书。图书馆

的图书大致分为心理励志、文学历史、经济管理、计算机、英语等几类图书，在

图书馆内标有很大的标语“自己再忙也要读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

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据说这是GD董事长的题词。阅览室和自修室在

一、二期都有，全天免费开放，员工自己可以带书进去看。

(六)社区管理状况

GD社区的管理和工厂的管理是分开的，社区专门由一个副总经理管理，部

门设置上，GD社区的管理部门包括生活服务课、公务课、社区管理课和警卫组。

在GD社区，生活服务课分为生活服务一课、生活服务二课和生活服务三课，

三个服务课对社区进行分区管理，主要负责员工的饮食和住宿方面的服务和管

理。宿舍管理方面，每一个宿舍都有一个舍长，每一层楼设有一个楼层长(由该

楼层员工兼任)负责宿舍的卫生和纪律，社长对楼层长负责，楼长对公寓管理员

负责。此外公寓都还设有宿管员，宿管员负责宿舍检查，检查宿舍卫生和违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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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使用。在宿舍里抽烟是不允许的，每个宿舍都有烟雾感应器。在每层楼楼梯口

的位置设有两个摄像头，主要目的是防止员工到异性宿舍。总务课主要负责社区

内各种生活和娱乐设施的维护与修理。

社区实行半军事化和半封闭式管理。进出社区必须在门禁上刷识别卡，除了

周末外，员工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外出，有事外出必须向宿管员请假。外来人员

在周一到周五这段时间内一般是不允许进入社区的，周末进入社区必须由社区内

的员工出来迎接并办理相关手续才能进入，外来人员一律禁止留宿。社区的秩序

管理主要依靠社区的警卫组，警卫组招聘的保安大都是退伍军人，在社区内其常

规的职责是负责检查员工进出社区的情况，在规定的时间的不允许员工外出。除

此以外，保安还负责管理社区的纪律，监督社区内员工的行为和活动，发现违规

行为及时处理。警卫组的身份比较特殊，权力也较大，它直接受董事长领导，有

突发情况的话可以直接报告董事长。

社区管理课的主要职责是开展社区活动和负责具体社团活动的开展，社团是

GD社区的一个重要部门，也是社区教育的一个亮点。社团下面设各个分社，具

体包括舞蹈社、武术社、球社、吉他社、美术社、插花社、摄影社、野营社、旗

牌社，各分社都聘请专业的教练。社区管理课的总负责人是社区管理课课长，负

责社区内文化活动、娱乐活动的开展和各个社团的运作。除了具体社团的运作外，

社区管理课还在社区开展一些常规性的社区文化生活，如每个周末在社区播放露

天电影，开展卡拉OK、个人才艺秀等文艺娱乐活动。

(七)社区周边商业区概况

在GD社区旁边不到100米的地方有一条叫做“后街”的商业街，整个商业

街长300米左右，在“后街"上还延伸出两个回形的商业区。GD社区的员工经

常去商业街购物、休闲和娱乐，商业街上有两个大型超市、几个大型网吧和旅馆，

还有照相馆、旅馆、手机店、理发美容店、服装店、电玩城、饭店、溜冰场、婚

纱店等。在SJ工业区，“后街"是最繁华的企业社区商业街，但“后街"也是一

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在那里也发生过一些恶性事件，为了保证员工的安全，GD

电脑在2007年底制定了新的规章，规定所有员工不得到“后街"娱乐。

二、GD社区现有社区教育模式实施现状

(一)企业自主的社区教育模式占据主导地位

GD社区有专门的管理制度和组织体系，社区内的管理机构由生活服务课、

生活管理课、公务课和警卫组组成。生活服务课主要负责社区内的宿舍管理和饮

食服务，生活管理课主要负责社团活动的开展和社区活动的组织，公务课主要负

责社区内生活设施和设备的维修和管理，而警卫组则负责社区内的治安和纪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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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社区内，新生代社区教育方面的工作主要由生活管理课负责，生活管理课

组织的社区教育模式已基本定型，即由社团培训、社区娱乐活动、进厂和升级培

训所组成的企业自主的社区教育模式。

企业自主的社区教育模式是GD社区现有社区教育模式的主体，在新生代农

民工社区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由于工作原因和社区的居住安排，绝大多数新生代

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和继续教育都是在企业自主的社区教育模式中实现和完成的。

而且企业自主的社区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和发展

需求，并且以其特定的教育机制和实施策略配合着企业的生产、组织管理和对社

区的控制，实现了服务员工、激励员工和促进生产的双重目的。

l、社团培训

社团培训是GD社区最具特色的社区教育形式，在GD社区有专门的社团机

构进行社团培训和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社团下面设有各种分社，分别负责某一方

面培训活动的开展，具体包括包舞蹈社、武术社、球社、吉他社、美术社、插花

社、摄影社、野营社、棋牌社、电脑社等。各个分社都有专人负责，各个分社的

老师和教练都由外聘或内聘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组成。各个社团有自己的活动

室，每个活动室都配有相应的器具和设施。

社团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招纳社员，滚动办班，每一期都招纳一定数量的员

工进行学习和培训。周期也比较长，每个周期一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参加社团

培训需要员工交纳一定的学费，学费一般在100元至200元之间。一些社团在培

训结束后经常会组织社员进行比赛或汇报演出，增进了社区的文化氛围。

2、社区娱乐活动

GD社区的社区娱乐活动比较丰富，它与社团培训构成了GD社区的一大特

色，这增加了GD集团对周边其他企业社区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力和辐射

力。GD社区的常规社区娱乐活动主要有露天电影、投影室电影、电视节目、健

身和娱乐设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娱活动。GD社区内配有齐全的娱乐设备，

很多公寓楼的底层都作为电视房、投影室、健身房、舞蹈室等。每个周末，在社

区的草坪上播放露天电影，电视房和投影室全天开放，所有这些设施都免费提供

给企业员工。

在周末或特殊的节日，社区内经常会有社团组织的文娱活动，主要包括舞蹈、

小品、相声、游戏，还有露天卡拉OK以及个人秀展示等即兴活动。社区内规模

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活动，是每年一度的“旺年晚会”。GD集团很重视这个

台湾传统的节日庆典活动，并精心组织和准备，除了企业内员工排演的节目，还

有从社区外的社团邀请节目，而且要求企业所有的员工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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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厂和升级培训

进厂培训是一种“全民培训"，企业招纳的所有新员工进厂时都要进行一定

时间的教育和培训。据企业的员工介绍，由于企业员工的流动性很大，几乎每个

周都会有新人进厂，厂里也有专门的组织对进厂的新员工进行培训。以前员工进

厂培训的周期是一个星期，后来企业为了减少成本，把培训时间压缩到一天时间。

进厂培训的内容主要是企业的工作纪律、社区内规章制度以及其他需要注意的事

项，培训结束后，每个员工都可以领取一个识别卡。

升级培训是企业培养人才、激励人才的一种制度，它不是一种“全民培训”，

而只是针对那些列入重点培养范围并准备提拔的员工。参加升级培训的员工需要

得到其管理人员(指导员以上级别)的认可和推荐，并参加企业给这些员工分类

制定的培训菜单，培训后结束后便进入企业的人才储备库。对于拥有几万员工的

GD上海制造城来说，参加升级培训的员工比例很小，而且升级培训主要面向较

高职位的员工，绝大多数产业线上的员工都很难获得升级培训的机会。

(二)市场教育模式尚未成熟

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市场模式，其教育载体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GD

社区附近的广播电视大学、党校、职业学校等正规的公办高校，另一种是社会办

学机构开办的培训学校，即以民办非企业单位身份注册的私人办学机构。公办学

校和私人办学机构有很大的区别，教育形式上，一个是学历教育，一个是职业技

能的非学历教育；教育周期上，一个周期较长，一个周期较短；投入资金也有较

大差别，学历教育的投入要比职业技能培训的费用高得多。

1、公办学校学历教育

GD电脑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高中、中专和大专学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的学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从长期发展看，参加更高级的学历教育就成

为他们提升自己的一个重要的选择途径。而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的今

天，地方电大等公办学校大都存在生源不足问题，附近企业社区里的新生代农民

工，自然就成为地方电大和成人高校、职业学校的潜在市场。在市场两方都有相

互需求的前提下，学历教育应该成为GD电脑员工社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但现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据笔者的调查，GD社区中参加公办学校学历教

育的员工并不多，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作时间过长使员工没有充足

的时间参与正规的学历教育；员工的高流动性特点使得大多数员工不适合参加周

期较长的学历教育；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在电大等公办学校不能学到实用的知

识和技能；刚刚走出校园的新生代农民工抱着到体验生活、锻炼自己的目的来到

城市工作，大多数人尚没有参加继续深造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从目前的状况看，在GD社区所有的社区教育模式中，学历教育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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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小。从长远的发展来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教育市场的启动，公

办学校的学历教育要适应市场的需要，调整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适应新生代农民

工的需求，学历教育将越来越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青睐。

2、社会办学机构的职业技能教育

在GD社区旁边的商业街上，目前有两个培训学校，“QS培训”和“FD学

校’’两个培训点相临，但“QS培训”的招生情况显然没有“FD学校"好，两个

培训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计算机办公软件、计算机编程、平面设计、3D设计、英

语、物流、报关等。周末的时候学员很多，教师分为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另外

一个培训学校“sB教育"也计划在“后街"开设培训班，并在商业街进行了一

定的广告宣传，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学地点。

社会办学机构的办学点和办学项目一般比较灵活，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

求，其培训的项目也有较强的实用性。其办学目标明确，办学方式简单，培训周

期也相对较短，规模也容易调节和控制。这些社会办学机构在GD社区建成后就

在“后街’’租赁办学点，进行招生和培训工作。在多元化社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

的情况下，社会办学机构在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会办

学机构把培训点设在了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旁边，并开发了一些实用的培训项目，

而且社会办学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使得教育项目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合消费者——

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这种教育项目的供求关系跟企业主导的社区教育模式是完

全不同的。针对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特点，社会办学机构都采取了相应

的措施，学习时间比较灵活，学员一般可以随到随学，并且很多培训项目都是承

诺学习时间学会为止。

就GD社区目前社会机构办学状况来看，现有社会办学机构的数量、规模与

GD社区居民数量是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GD社区的教育市场远远没有开发

出来，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社区的管理方式、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特点和教育需求

不无关系。要开发这个市场，社会办学机构也需要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特点和发

展需求出发，不断提高的教育质量，开发更好的教育项目，使自己的教育项目和

办学方式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和上升的需要。

(三)社会公益组织教育模式尚处于尝试阶段

在现代社会，社会公益组织和团体作为第三种社会力量，注重社会公平、公

正和社会发展，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近年来它们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得到

了社会的认可。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公益组织和团体数量较多，但他们所面对的工

作内容——社会公益事业显然是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只是这个庞大的

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个部分。虽然不能把社会公益组织作为农民工社区教育的常规

社会力量，但因现有的参与力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的促进、呼吁和倡



导，而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参与力量。社会公益组

织和团体自身的理念和追求决定了它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的关注和参

与，并且以其一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参与其中。目前，在GD社区，

社会公益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介入尚处于尝试阶段，上海某高校课题

组在GD社区进行了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研究并在那里开设了教育实验班，但由于

尚处于实验和尝试阶段，目前还不能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稳定参与力

量。

(四)自学模式有待进一步开发

除了外界社会力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的参与外，新生点农民工作

为社区教育的参与主体，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也

是社区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在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组织的学习模式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有计划地自学；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网络提高对社会的认知及了解各方面的知识。新生代农民

工自学模式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直接介入，其学习完全在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组织

和行动的范围之内。此种模式的发展不仅有赖于农民工自身的学习和组织能力，

也有赖于其他社会力量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交往的环境和空间。

l、有意识地自主学习

在GD社区内，社区除了拥有较完善的生活和娱乐设施外，教育设施也比较

齐全，在一期和二期社区内都有图书馆、阅览室和自修室。图书馆的书免费向社

区内的员工开放，图书的种类比较齐全，包括文学类、管理类、心理类和技能类，

据称共有三万册图书，员工凭借企业的识别卡就可以借书。除了图书馆资源外，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己买书进行学习，主要买英语和计算机类图书。也有一些员

工把以前在学校的用书带到了企业社区里，打算利用空闲的时间给自己充电。

GD社区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有意识的自我学习，是其学习和发展欲望的表现，但

由于各种障碍其学习计划往往难以顺利实行。

2、网络教育

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娱乐的主要渠道，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了解社会、增进知

识的重要窗口。在GD社区旁边的商业街，生意最兴隆的地方便是网吧，特别是

周末，网吧里的电脑经常是一位难求。在“后街"，大型的网吧就有四个，其中

最大的一个网吧有近五百台电脑，而且网吧装修一新，上网的环境也很好。

对于GD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网吧是门槛最低、投入最少的娱乐和学

习方式，在网络上又有丰富的信息资源。网吧教育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起

着一定的作用，可以使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懂得使用电脑和搜集信息，并通过上网

开阔自己的视野。但需要指出的是，娱乐是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主要目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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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吧的教育和学习功能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网吧教育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有一定

的启蒙作用，但需要对网吧加以规范，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网上活动进行引导。



第三章GD社区社区教育模式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政府的缺位：政府和企业的“默契刀

(一)政府大规模参与农民工社区教育仍有制度上的障碍

城市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有着不

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在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上，政府也有着重大的“利

益"，它关系到实施全民终身教育、建设和谐社会、减少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公

正等执政理念的推行，在现实中也有利于促进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

展。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教育发展被排除在政府的政策范围

外，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得不到城市社会的认可，自身的素质得不到应有的提升，

社会最终会为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边缘化和衰落付出沉重的代价。

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而政府对外来农民工的

相关限制性政策也逐渐松动，但仍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

社区教育事业的参与还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在所有的制度障碍中，户籍制度最为

根本，它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社会群体发展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也是阻碍

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市民”权益的关键。对于城市政府来说，户籍制度的维持对

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陈映芳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城市既可借着户籍制度和人

口流动政策的有限开放获得它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又不必为这种得益付出任何

代价。民工大潮的启动，客观上让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成为可能，但更重要的

功效在于让城市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它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在目前的政策设置

下，农民即使离开土地、乡村，身份上依然被规定为“农民"。这样，城市被免

以为他们提供任何社会支持的制度性责任(虽然有些城市在尝试部分提供)。与此

同时，城市可以视自身的需要，随时吸收或遣散它所需要或不需要的劳动力。51

户籍制度的功能，除了为城市政府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并保持劳动力不断

更新外，也有控制城市政府减少财政支出的作用。有学者指出，现行户籍制也是

它们控制地方财政负担和生活资源的有效制度，在目前跨地区社会流动频繁的情

况下，现行户籍制度使得人口流入地政府可以设法免去为流入人员提供公共教育

服务和制度性社会保障及其他各种社会服务、社会支持的职责。52城市政府看来，

新生代农民工被看作是城市的“过客"，只是作为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的“劳动力”

或“人力资源"，而不是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各方面待遇的“自己人”。上海

市SJ区某镇领导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作了这样的评价：

51陈映芳：r城市化”质疑》，《读书》，2004年第2期。

52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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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的想法很好，我们对这样的话题也比较感兴

趣，但大规模进行的现实操作性不大，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自己人”．虽然我

们也在搞类似的事情，但是范围和数量比较有限，因为他们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

就离开了，而不可能在这里工作一辈子。(B1)

虽然在一些学者和地方政府把新生代农民工称为“新市民’’，但对广大的新

生代农民工来说，“新市民”有其名而无其实，他们不可能得到“市民"所拥有

的待遇。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严重缺位，在城市基础设施、

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卫生、住宅建设等方面，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需要，

在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上也没有得到体现。53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城市政府不可

能大范围地参与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城市政府虽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农

民工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和教育培训，但很难惠及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

上海市政府在对外来人员的开放与限制、吸纳与排斥之间，一直在寻找既具

有“开放"形象，又有利于城市自身利益的途径。54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新生代

农民工涌入上海，除了给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

外，也带来了城市治安、环境资源、住房等系列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的“特

性”使得以前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政策逐渐失效，这要求上海市政府出台新的政

策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正如上海市政府某部门官员所说的：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很大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两面性，

他们对上海的贡献很大，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有极大的破坏力，政府必须面对这

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出台新的措施。⋯⋯农民工问题已经上升到一个政治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上海的“面子”。(B2)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新的特殊群体，为了提升上海的“开放"形象和保持

上海的“面子"，上海市政府也在不断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并不

管探索新的服务和管理思路。“以服务带动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就是其解

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工作思路，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上海市政府也逐步

提高了对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财政支出，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老一代农民工无

法享受的“权益”。但另一方面，面对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目前的财

政支出还是远远不够的，显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从目前的制度安排来说，

上海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大范围介入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虽然政

府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一小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社区

教育，但总体而言，这并不能改变目前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中总体“缺

位"的现实。从长期发展来看，在一定的时间内，这种总体“缺位”的状况也将

难以突破。

53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改革》，2006年第5期。

54陈映芳：r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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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社区的“控制与独立一需求对外界参与力量的排斥

对GD集团来说，如何有效安排四万多员工的住宿问题，以及如何对这四万

多员工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其企业生产顺利进行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而企

业社区的聚居模式使GD电脑集团成功地在“企业社区”形成自己的严密的管理

制度，并树立了企业管理系统的权威，这种企业自主的社区管理模式使企业很好

地解决了员工住宿和管理的问题，并能够使企业的生产需要和利润追求嵌入到企

业社区的各种制度设计中去。

在企业社区中，企业运用自己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把企业社区设计成一个小社

会，并成功地实施了与外界社会的一定隔离，企业社区的居住模式对企业的生产

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任焰和潘毅对这种企业社

区的制度安排以及导致的后果做了深刻的分析，“在宿舍劳动体制中，为工人提

供宿舍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保持新鲜劳动力更替的连续性，降低工人提高工资的需

求，并且限制了工人集体组织在具体的生产空间中建立的可能性。宿舍劳动体制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空间政治意义正在于此：它促使工人聚集在一起，但却不会

导致固定的工人组织的形成。一55GD社区内员工的唯一组织就是社团，但社团由

企业组织和操作，招聘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经营社团项目和开展社团活动，而且

社团活动的内容大都是娱乐性的，这种社团组织根本算不上工人自己的组织。

GD社区实行半封闭化和半军事化管理，而这种严密的管理是在社区权力对

社区进行严密控制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社区权力(即厂方)对社区的控制，主

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社区内先进的监控系统，二是社区内严格的规章制

度，三是警卫组。社区内的监控系统非常完善，社区的大门都有设有门禁，员工

们都要刷识别卡出入社区；社区围栏上都安装红外线报警系统，并装有大型探照

灯，如果有人翻越围墙报警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公寓内的楼道口都装有监控系统，

其主要功能是防止员工进入异性宿舍和及时发现意外情况；而在厂区里，生产车

间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把员工们的日常工作都纳入到监控范围。社区

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各种规章制度限制员工们在社区内的行为；如出入限制，

规定在周一到周五这段时间内不准外出，有特殊情况的必须请假；还有对消费场

所的限制，禁止员工到社区旁边的“后街"娱乐；对吸烟也有严格的限制，规定

员工只能在专设的吸烟室吸烟；还有对排队秩序的控制，如在餐厅排队的时候不

准大声喧哗，等等；如果违反社区的规章制度，很可能就被开除，特别是在企业

生产淡季，对员工数量需求也较少的时候。社区内的警卫力量比较强大，其权力

也比较大，警卫组招聘的大都是退伍的军人，负责监督员工出入社区和维持社区

内的各种秩序。对于社区内的员工来说，警卫组对他们形成了一种威慑力量，在

55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5



社区内的任何违规行为如果被保安发现，就会受到各种惩罚；如果不服从警卫人

员管理和惩罚，就可能导致冲突，受到警卫组保安的人身攻击，在GD社区和厂

区内都发生过员工和保安的冲突事件。对于社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在

社区内的生活方式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

文化和社会环境里，从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

支配之中。靳

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看，GD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半封闭空间，在这种半封闭的

空间体现的是社区权力和社区控制。福柯对封闭空间的控制有专门和深入的研

究，在其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已经采用空间研究方法来考察

权力支配的演变问题。在福柯眼里，学校、军队、工厂、医院都是最早采用纪律

来控制人的机构，其中一种技术便是在空间中分割出不同用途的单元，然后把每

个成员纳入各自的单元，并用等级序列在群体中建立起秩序。分割而成的封闭空

间能够保证权力的顺利运作，并把个人纳入具有强大的统治和管理功能的封闭空

间之中，规训建筑成为“生物权力一运作的重要场所。在封闭的空间内，监视技

术发挥着权力的效应，比如在工厂里，工厂中由于生产环节的增多，分工细密，

更需要监视，稍有疏忽就会对工厂造成损失，监视本身就是经济活动因素之一。

当监督逐渐变得无处不在时，规训权力的运作就不像以前滥施淫威和暴力，而是

玩弄一整套空间、程度、线条的游戏。了7福柯认为知识体系为权力在空间上的运

作提供了合法性。一方面，知识改变空间并实施权力，另一方面，知识的空间化

是福柯观察到的一个重要趋势，因为，可见性是一个基本的知识形态，正是因为

空间上的可见性，权力才得以实现。鼹

对于GD电脑集团对企业社区严格控制和管理，有GD的员工对其进行了深

刻的描述，指出“秩序’’是GD电脑企业文化的精髓。59

GD不会允许你来有出格的作为，对于一个世界上少数的几个超级制造工厂

之一来说，他所需要的就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工厂精神的核心内容，或许

在桃园总部，GD的企业文化不是这样，但是到了大陆，到了今天，GD不需要

你来甚幺(什么)奇思异想，他所需要的就是维持这个庞大生产基地的运作，而维

持一个庞大车间的运作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力，只有有了强有力的执行力，多达

30000的工人才能上行下效迅速的行动起来，才能为(m创造效益，创造更多的

剩余价值．所以，在这个时候一种规范，一种秩序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而在GD

我们所接受到的所谓的企业文化就是一种标准化，秩序化，任何事物都需要量化，

靳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57[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转引自叶涯剑：‘空间社会学的缘起及发展——
社会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9月。

58高峰：《空间的社会意义：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探索》，《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59“工作转载”，hnp：／／Sno、^，、^，ol￡blogll伽1c．m伽s耐132906．h缸Ill，200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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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GD今天一直在努力达到的目标，也是GD企业文化的精髓。另外一方面，

GD需要施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来维持这种秩序，因为人是有惰性的，需要规范

来约束，所以管理的核心就是军事化管理，用这种管理方式可以起到最低廉的成

本，最简短的时问，最明显的效果，但是这种管理是最不人性化的，与GD所标

榜的以人为本是背道而驰．之所以施行军事化的管理是因为军事化管理涉及到公

司根本利益，如果没有军事化管理，没有执行力，没有良好的秩序，那幺(么)

生产线不可能正常运作，流水线上缺少一个人都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所以公

司拼命强调的这些都是与他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还有员工把企业社区的控制和管理归因于投资企业地域特点——“台湾模

式"。

台湾厂的管理模式是这样的，台湾人比较喜欢独立，他希望把自己的厂和员

工放到一个圈子里，社区各方面的服务和设施都有，把这里搞得像一个小社会一

样，把你关在里面，台湾的每一个厂子都这样。台湾模式就是比较军事管理的那

种，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是不管我们两个关系有多好，只要在工作中只要我比你

大一级，你必须服从我，年龄、关系等其他方面的因素都不考虑，他不给你留任

何商量的余地和情面．⋯⋯这般的管理模式，等级化比较明显，有些地方台湾人

可以过，但大陆的普通员工就不可以过，比如西门，只供台湾人走，还有到二区

里有一条通道，只供台干走，普通员工是不可以走的，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限制，

现在明文规定普通员工不能走。(A1)

GD集团对企业社区的各种制度设计，以及企业社区各种制度设计背后的企

业利益，决定了GD社区对外界社会力量是排斥的。它不希望自己精心经营的“小

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干预，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教育，企业也希望独自

掌控，按照企业生产的利益导向来安排企业社区的各种文化活动。对于企业来说，

其排斥的外界社会力量当然也包括当地政府在内，因为政府的导向和企业的利润

导向不同，政府往往着眼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对农民工群体的管理和服务。一

旦政府介入企业社区的管理，那企业社区制度设计的方向自然就难免在其他社会

力量的作用下改变，而其社区制度设计方向的改变不利于对企业生产形成长期、

有效的支持。对于政府来说，GD电脑集团独自投资GD社区并拥有独立产权，

没有企业的许可和合作，政府的“公权"也难以进入企业社区，也难以在企业社

区这个“小社会"中有效实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教育。

(三)政府和企业的“默契一

在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上，由于目前制度上的障碍，政府不

能提供给新生代农民工以充足的社区教育资源，而企业则希望掌控包括新生代农

民工社区教育在内的全部企业社区事务，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社区规章制度的



设计，更好地对劳动力资源的充分挖掘，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于政府的“推

力"和企业的“拉力"，导致了政府在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事业上的“缺

位"。实际上，政府的“缺位"等于政府把社区教育的责任让渡给了企业，并对

企业社区教育的管理和实施不加干涉。政府和企业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默契"，

除了上述的因素外，还有其他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GD集团以其雄厚的“资本"与当地政府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对于当

地政府来说，GD集团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它的产额和纳税额在当地工业区中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GD集团在当地的发展甚至关系到整个工业区产业格局的变

化和兴衰。GD集团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它的笔记本产量是巨大的，世界

上每三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是由它制造的。此外，GD集团对整个出口加工

区具有重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出口加工区的其他中小企业都是GD集团的附带

企业，这些附带企业为GD集团提供各种笔记本配件和材料。而从企业的角度讲，

搞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也至关重要，企业的发展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

GD集团在工业区运营的前三年，政府给予了免税政策，在这三年时间里，GD

集团大刀阔斧进行建设，不断增加生产线，目前在工业区的投资已形成规模。要

在现有的生产能力上实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将来在各方面给予

配合和支持。从一定程度上讲，GD集团和当地政府的关系是一种依赖关系，这

种关系为当地政府和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教育问题上达成一致奠定了

基础。在GD社区，GD集团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

我来GD最大的一个体会是，它纳税非常积极。GD是松江的一个纳税大户，

而且周围的其他厂家都是它带动起来的。GD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纳税多、积

极，二是员工很多，有近五万人．对于社区的员工，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不

可能去管理。(A2)

出口加工区的工厂都是GD电脑几个厂和提供配套零件的厂家，它们都是

GD电脑的附带厂，全都是生产笔记本电脑的配件和器材的，我们厂家如果倒闭

了，他们也得跟着倒闭．我们工厂离职的员工他们都不敢接收，所以我们厂离职

的员工或者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工作，一般不太可能留在附近的其他厂工作。

(A3)

其次，“企业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模式受到政府的欢迎，政府也支持

和配合着企业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外来人口大量的涌入一方面给上海带来的充足

的劳动力资源，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政府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问

题是治安、城市资源、交通和住房问题。对于上海市各级政府来说，对外来人口

的管理一直是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外来人口的居住模式问题又是所有问题的

焦点。经过多年的经验，集中居住模式由于其便于管理的特点受到了地方政府的



欢迎，目前在上海，集中居住的模式以比较快的速度推广，特别是企业社区的建

设更为突出。政府对于“企业社区一这种集中聚居模式，也出台了相关政策给予

支持。当然，这样一个政策的初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从治安的角度出发，更容

易进行控制和管理，另一个是从对这些外来人口提供服务的角度出发，这样一种

方式更能够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的关怀，且实施起来也相对要方便一些。
60

在城市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模式中，“企业社区"这种模式尤其受到地方政

府的欢迎，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企业社区的半封闭、半军事化管理方式使得企

业能够很好地管理和控制好自己的员工，保持一个稳定的社区秩序，并可以有效

减少和外来流动人口有关的恶性事件，这样就减轻了地方政府的管理压力，所以

政府对“企业社区’’的建设一般都持支持态度。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职工宿舍

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民工的实际困难，有利于企业吸引农民工就业，而且有利于发

挥企业在农民工管理与和服务中的作用，减轻社会压力。61企业提供的员工宿舍

和政府提供的流动人口安置区人口来源混杂，彼此之间缺乏广泛的交流和联系，

但由于居住地集中，有利于创造一个易于控制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受到政府和企

业的欢迎。忆其二，“企业社区"的管理模式使政府把管理外来务工人员的部分

责任让渡给企业，这样就可减少政府对外来人口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在企业对社

区的管理到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需要做好社区附近的治安和交通等工作。企

业提供住宿，这一安排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易于控制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在这个环

境中与务工证和暂住证有关的事务可由雇主或企业来处理，因此它也受到了政府

的欢迎。”有学者更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企业社区居住模式对城市政府和

企业的意义。任焰和潘毅认为，从宏观层面来看，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

义在于它支撑着国家、雇主以及国际产品市场之间的联结，能够让一个流动的年

轻打工群体为全球市场提供越来越成熟的劳动力。甜

最后，企业主导的社区教育模式使得政府可以“体面"地将社区教育的责任

让渡给企业。对于政府来说，搞好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管理和服务是其不可推

卸的责任，这关系到城市的稳定、秩序和发展。尤其是对上海市来说，上海市政

府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现代、开放、文明的国际化大都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

个特殊群体，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格外重视，因为如果对这个群体的管理和服务不

到位，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有损上海的形象。近年来上海市政府一直探

索新生代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新思路，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为这个群体提供一定的

∞刘玉照、罗秋香、梁波：《城市外来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以宁波市为例》，‘社会》，2007年第4期。
61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_T问题研究总报告》，《改革》，2006年第5期。

62曾嫒：《发达地区大城市流动人u居住状况与规划对策》，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10日。

63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社会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居住模式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上海市政府

在管理新生代农民工事务上有了新的选择，即可以把部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责任

让渡给企业。另一方面，“企业社区一居住模式以其优美的环境、完善的生活和

娱乐设施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管理给当地政府留足了“面子"，并成为地

方政府农民工聚居模式的一个样板。从这个角度上讲，“企业社区”教育模式保

持并提升了城市“形象’’。

二、企业自主社区教育模式存在的“偏差刀

(一)社区教育的封闭性及其对外排斥

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有着自己的责任和利益。企业

通过组织、实施社区教育，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和技能，也可以通过社

区教育促进企业社区建设和发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另外，企

业实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得到当地政府和市民的认

可，这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效益。

有学者指出，社区教育可以采取各种组织形式，也不排斥任何有益的政府和

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对于社区教育来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辅助性的关系，而

不是上下级之间的管理和控制关系。∞也就是说，社区教育应该争取一切可以利

用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来说，社区教育资源更应该多元

化，多元化的社区教育力量可以充实社区教育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加丰

富的教育项目，同时可以避免企业对社区教育事务控制所带来的弊端。对于各种

社区教育资源，企业社区本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认可和接受，但在GD社区，企业

实行的半封闭化管理使得其他社区教育力量都被隔离在社区之外，任何其他社会

力量的参与都可能被企业看做是对其所主导的“小社会’’的破坏，并采取相应的

策略保证其社区教育运作的独立性，从而使其他社区教育参与力量被“边缘化"，

在企业社区“空间"力量的排斥下难以发挥其在社区教育中的应有作用。

GD社区实行半封闭性和半军事化的管理，力图使GD社区成为一个独立的

“小社会’’，这就决定了GD社区对外界社会力量影响的排斥。在新生代农民工

社区教育事务上，GD集团主导的社区教育也是封闭性的，这种封闭性表现在对

员工出入社区的严格限制，出台规章禁止新生代农民工去“后街"活动，禁止其

他社会力量进入企业社区实施教育培训项目。所有这些举措都使得其他教育力量

难以进入企业社区，更难以在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上有所作为。社区管理

的封闭性，决定了企业所主导社区教育的封闭性，对其他社区教育模式的挤兑就

65熊春文：‘社区教育及其作为——崔于社会学视角对社区建设的思考》，《探索》，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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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封闭性的表现。正如GD社区附近最大网吧——jWY网吧的店长所提到的：

其实厂里对我们商业区是比较排斥的，他们刚发布了一个文件，从11月12

号开始禁止他们的员工到“后街”这里来娱乐，如果被发现就会作辞退处理．⋯⋯

以前也有相关的政策，但力度上这次最严格。我听GD的员工说这是吓唬新员工

的，老员工已经听腻了．他们对自身的工作不满，很多想离职又没有一个很好的

理由和借口，如果被开除也感觉无所谓，再去找别的工作。这次出台的新文件对

我们网吧的经营肯定会有一定的冲击。(B3)

布迪“场域’’理论认为，场域的相对自主化成为社会政治统治的有利条件，

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由直接变成间接的，由外显的变为隐蔽的。布迪厄指出：

“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从而获得人们

的认可，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一∞在GD社区，正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社区

教育的封闭性和独立性才使得这种“统治"的“间接性’’和“隐蔽性"成为现实，

从而使得企业自主的社区教育模式获得新生代农民工的接受和认可。

(二)社区教育内容的“功利化一

对于社区教育的内容，绝大多数学者都有认为社区教育的内容应该多元化，

而不是单一的内容取向，社区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知识类、技能类、娱乐类、价

值类和行为类。同时，社区教育的内容不是统一的，每个社区的社区教育内容都

会有所区别。文军指出，社区教育的内容应该是系统化的，它包括道德教育、法

制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不同内容，且不同对象其具体内容也有所不

同。67

GD电脑集团主导的社区教育不是系统化和多元化的，而是有选择性的。在

GD社区，社区教育内容的选择标准是企业的利益，这种社区教育内容的选择性

导致了企业自主社区教育的“功利化"。目前GD集团主导的社区教育主要有三

大块，一是工作培训，二是社团活动，三是社区娱乐活动，这三块社区教育的内

容不是随机选择的，而是企业“自觉"设计出来的，以服务企业的生产活动，并

支持企业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作培训大都限于生产操作的基本技能的训练和规章

制度的强化上，它直接服务于社区秩序的维持和企业的生产活动，但是这种培训

是有针对性的，即只针对生产的需要，而不会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社团活

动和社区娱乐活动对企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是间接的，它的意义在于支持企业劳动

力的不断再生产。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各种活动使

劳动力获得身心的调整，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状态；二是通过社区教育的实

施扩大对外的影响力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保证有足够的后备人员来及时

补足流失的员工，并实现了劳动力的不断更新。

酯L-华康德：《论符号权力的轨迹》，‘国外社会学》，1995年第4期。

67文军：‘社区教育刍议》，《社会》，200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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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讲，企业自主的社区教育实际上是企业经营和管

理的一种策略。它使得企业能够更充分地发挥“企业社区刀管理和服务的优势，

通过社区活动的开展给企业社区的管理增添了一定的“软力量一，并能增加员工

对企业的认可度。如果缺乏社区教育对企业生产的支持，而一味强调社区严格管

理的“硬力量"，那在企业和员工中间就缺少了缓冲的空间，就可能造成紧张的

劳资关系，从而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从目前来看，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设计已初

见成效，GD社区中新生代农民工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接触社区内丰富的

活动和娱乐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及时调整了自身的工作状态，并在·定程度上缓

和了对自己目前工作的不满，使其以一个比较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日常工作中

去。另一方面，GD电脑集团在社区开展的教育和娱乐活动增强了GD集团的影

响力和辐射力，社区教育成为企业不断纳新的一个重要“筹码"，同时通过社区

内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传播，使GD的影响力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学校，一些学生

在毕业之前就开始“憧憬"GD社区的生活。

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听我上一界同学说这里如何如何好，生活设施很完备，

社区的娱乐活动和社团活动也不错，社区内什么都有，后来还给我传了照片，当

时我就决定毕业后也来GD工作，体验一下大城市的生活．进厂以后感觉社区跟

我以前想的差不多，社区的活动是很多，比较丰富，下班后在社区内就可以找个

地方放松一下．不过工作太累了，虽然工作不需要耗费力气，但工作时间太长，

如果社区内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可能我也就早辞职去其他地方了．(A4)

GD集团对社区教育内容的选择性使得社区教育内容趋向“简单化"和“娱

乐化"，这种社区教育内容的选择是企业利益本位的，而不是立足于企业员工发

展的需要，企业的营利性质决定了企业无法提供系统的并符合农民工发展的社区

教育项目。再者，企业需要的是在生产流水线上进行简单重复工作的员工，也不

需要对员工进行复杂的技能培训。总之，企业对社区教育的投入原则是“最小投

入，最大产出"，在一般条件下，企业都倾向于控制和压缩日常劳动力再生产的

成本。GD集团目前对社区教育的投入和对社区教育的制度设计，都立足于为企

业“生产一出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在高劳动强度下能够实现自我调整的劳动力。

对我们厂来说，流动性蛮大的，每个礼拜六就会去招新人，每周六都会有

新人进来，培训一天，进行教育训练，讲厂里的规章制度和介绍工厂的情况，周

一就上班。以前是培训一个礼拜，现在为了减少成本，把培训时间压缩到一天时

间，培训结束后发个识别卡。(A3)

(三) “依附型"社区教育的打造

关于社区居民在社区教育中的定位，熊春文从社会学关于社区的理论出发，

认为社区教育应该是社区居民为共同应付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自发、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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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教育活动，社区居民是社区教育的主体而不是对象，因此，社区教育是促

进社区交往、整合社区力量的重要途径。秘在GD社区，企业主导的社区教育在

一个严格控制和半封闭社区空间内进行，社区教育项目的组织完全由企业主导，

企业按照自己的需求来组建社团和实施各种社区文化和娱乐活动，并设立开展社

区教育的专门组织——生活管理课。在企业设计的各种社区制度面前，新生代农

民工不可能成为社区教育的主体，也不可能通过对社区教育的参与实现农民工力

量的整合，更无法在构建起自己的组织力量来改变在社区教育场域中的被动地

位。在企业主导的社区教育场域和空间内，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力量对比是不

平衡的。这种力量的不对称，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不能成为社区教育的主体，难

以通过对社区教育的参与来实现自己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向上的流动。

对于社区教育的方法，文军认为，社区教育的方法应该是入本化的，它强调

以人为本并与社区发展相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一样，

其最终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人。社区教育应该与社区发展相结合，在实践中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目

标，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为主题。∞在GD社区，社区教育的方法是非人本化

的，不是按照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需要来组织和实施的，而是从企业利益本位出

发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以企业生产和管理的需要为中心进行社区教育项

目的设计并组织其实施。在这样的社区教育方法下，企业从营利思维和控制角度

出发，在社区教育实践中以“劳动力的再生产"为中心，自然也就不能满足新生

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需求。

本质上，GD集团打造的其实是一种“依附型’’的社区教育，企业通过对社

区空间的制度性安排和社区教育的制度设计，使自己牢牢把握社区教育的“话语

权"，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不能作为社区教育主体享受应用

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主导的社区教育模式不能有效地促进社区“居民"

的真正发展，他们只能依附于企业主导的社区教育模式中。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进

厂后，只能服从于社区里的各种严格的规章和制度，被动地融入社区的生活中去，

而在现有的社区制度体系内尚难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意识和组织力量，所

以他们只能依附于包括社区教育在内所有的企业社区制度设计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主导的社区教育的“依附’’是不自觉的，

而是无选择的，只要进入GD社区，就必然要接受社区内所有的制度性和组织性

安排，从而无意识地进入企业主导的社区教育模式的安排之中。新生代农民工进

入企业社区后，只能适应社区内所有的制度性和组织性安排。他／她们离开了家

人(尤其是父母)，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家乡的食物、语言以及周围环境)，

矾熊春文：《社区教育及其作为——甚于社会学视角对社区建设的思考》，<探索》，2007年第4期。
69文军：‘社区教育刍议》，《社会》，200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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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工厂，并经历工厂的规训对其身体、意志以及行为所进行的同质化重塑。

70

P啪，Ngai2005，Made ill Cllina：WDm∞Factory Wbrkers in a Global W硎(placc．Dtl订1锄&HongKong：DIlke
U『niVers时Pre鹳&HongKong univers时Press．转引自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
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第四章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教育场域中的角色和建构作用

一、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教育场域的搿接受者刀角色

在社区教育“场域"中，场域是充满力量的，合作和竞争同在，各种参与力

量的角色定位和“话语权’’大小取决于他们的力量对比，而“在场域中活跃的力

量是那些用来定义各种‘资本’的东西"。71而资本在场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

而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也是一种排他性资源。而不同类型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

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这种起点的不平均决定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从

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教育场域的角色定位，也是其自身力量和资

本大小的体现。

从社区教育场域中“居民"的应有角色定位(即作为社区教育的重要参与主

体)和社区教育的方法来看，GD社区自主的社区教育模式违背了社区教育的应

有要义，即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区教育的接受对象而不是重要的参与主体，教

育方法是“自上而下"的施与型而不能坚持人本化。在GD社区社区教育场域中，

新生代农民工只是作为社区教育的对象，而没有被看作社区教育的重要参与者来

充分考虑他们的教育需求和发展要求。由于自身力量和资本的不足，新生代农民

工在社区教育场域中缺失了话语权，在社区教育场域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的地

位，并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被动接受者”的角色定位。新生代农民工力量和资

本不足，主要体现在组织力量的缺失、高流动下的社会资本不足、自我身份认同

和惯习、内部的隔阂和“分化"四个方面。

(一)组织力量的缺失

近年来，无论是学术界还实际工作部门，都较倾向于认为应该将农民工纳入

工会组织，将他们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对待。全国总工会早已指出“农民工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工人阶级与现实生活

中的农民工阶层的生存状态存在较大差距，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是一个正在

形成的新产业工人群体。亿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从事的职业、

生活方式和自身素质都有很大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使其更加具备了工

人阶级的特质，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中国

经济和社会走势的影响也不断增大，其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已成为不容置疑

的事实。

71

P．Bourdi印，LD．wacqu锄t．An InVitation to Rene嫡ve Sociology【M】．ne Univ粥毋ofCllicago P硝s，1992．p98
72刘建洲：《农民工阶层的市民化与政治转型》，h鲰；丛!Qg：￡选垒鲤坠：￡世s坐!Qd墨茵3 15鲍!Q鲤8 1坠h刨
2007一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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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从目前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有其名而无其

实，他们还没有享受到作为工人阶级而应有的权利。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度和资本

的双重构建下继续维系着其。农民工力的身份和角色，无论是称之为“新产业工

人"还是“新市民一，都无法改变他们身份“错位"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

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力量的建设自然无法获得有力的保障，而组织力量的缺失导

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认为：“农

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低，也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因素。"73其中，新

生代农民工在社区教育场域中“被动接受者"的角色定位，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

其组织力量的缺失而导致的。

工会是产业工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组织，也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大规模

合法组织。工会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和保障工人阶级权益的组织渠道，在市

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仍有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近年来，在一些企业特别是外资

企业，工会组织建设受到冷落。在拥有几万员工的GD集团，却没有建立起基本

的工会组织。在对社区员工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当问及员工厂里是否有工会组织

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脸茫然，表示没听说过厂里有这样一个组织，而且认为“工

会’’跟自己没有什么关联；当被问及有无其他属于工人自己的组织，甚至是老乡

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的时候，他们也都表示没有。74组织力量的缺失，使得新生

代农民工无法通过组织的渠道团结起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诉求，也无法抗衡

和制约企业对他们进行的各种制度安排，而只能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这样不

利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产业工人的阶

级意识和属性。

(二)高流动下的社会资本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以后，其社会资本和组织网络比较薄弱，限制了他们对工

作和居住地的选择能力。进入城市之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家庭

和亲友为主体的初级网络，而到了城市社会后那种具有较强血缘和地缘的关系网

络也逐渐断裂。而城市人口异质性强，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匿名性、非个

性化和以业缘为主等特征，这与农村的社会支持网形成鲜明的对照，加上正式社

会支持(如各种制度、政策、法律等)的不足，使得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处于社会

资源相对稀缺、个人的高层次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

低水平阶段；新的社会支持网一时难以建立，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城市适应性。75

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组织网络不足，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资源较少、

73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改革》，2006年第5期。

74本文的调查皆在2007年下半年进行，据称GD社区已于2008年初开始组建和成立工会，但工会组织对

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支持的效果有待于关注和研究。

75李立文、余冲；《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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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历不多以及城市生活经验相对匮乏，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不足使得新生

代农民工很难冲破户籍制度的隔离而融入城市社会，更没有能力承担在城市定居

的生活成本，这就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实现劳动力移民在城市定居，决定了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高流动性，而这种高流动性又进一步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

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 、

在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大都由学校直接进入企业，由于社会资本积累不

足，再加上员工的高流动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市建立起稳固的社会关

系网络。新生代农民工在“每天都重复同一个动作"的机械性工作中，也难以使

自己的人力资本获得较快的增长。在社会资本不足又难以获得较快提升的情况

下，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讨价还价一的资本，难以在现有的社区教育“场

域"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也无很难靠自己的力量使现有的社区教育模式朝

对自己发展有利的方向转变，而只能适应现有的社区教育模式。员工的高流动性

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稳定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

提高。

我们这里员工的流动性非常高，几乎每个周都有离职的员工．因为现在在这

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是九职，他们从学校刚来，最多在这里呆一两年，等发完年终

奖金就会离职。因为在这里工作非常枯燥，大多数员工都在流水线上工作，他们

的工作几乎就是天天重复一个动作，比如打螺丝，一天下来就是几千个螺丝。这

样工作也学不到新的东西，所以干个一天年也就差不多了，有别的机会就辞职

了⋯⋯交往圈子方面，大家在一起玩得好就会多交往，但因为流动性大，所以谁

也不去刻意追求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即使有圈子也不稳定，不是一个永久的关

系。(A5)

流动性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从企业的角度讲，因为其工作性质，相对来说比

较死板，没有一些变化性，时间做长了就容易感觉腻烦，因为做了两三年做的可

能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企业管理比较僵硬，因为员工很多，各方面的管理限制

比较多，缺乏一种人性化．从员工角度讲，可能有些人出来是抱着打工赚钱的目

的，但更多的出来是为了体验生活，而不是为了要赚多少钱，这样在这里工作两

三年就差不多的。⋯⋯员工的高流动性也限制了他们稳固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大

家都是暂时的朋友，离职后就逐渐失去了联系。(B3)

(三)自我身份认同和惯习的作用

农民工的身份是一个不断被构建的过程，对于GD社区的主体居民——新生

代农民工来说也不例外。陈映芳认为，在“农民工"这个第三种身份的构建过程

中，“城市政府成功地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移植、复原于城市内部。凭藉既有

的户籍制度，城市行政管理系统和劳动部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各个系统将



乡城迁移人员排除在‘城市居民’之外，使乡城迁移人员成为事实上的‘城市里

的非城市人’——制度规定的‘非市民，．⋯”乡城迁移者在城市中所经验的相对

剥夺，往往会促使他们接受‘农民工’的特殊身份。筇76经过多年的身份建构，

对“农民工"这个身份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赚钱养家的第一代农民工，

到来城市锻炼、体验生活、甚至力求在城市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自我身

份的认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总体还处于一种模糊、混乱的认同状态。根据王

春光的调查研究，对于自我的身份，“新生代在回答上更多地趋向于模糊认同(即

说不清)，而在第一代中没有人回答‘说不清’’’。77还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体制

的隔离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身份是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

力、责任和社会预期等一系列因素的集合，。身份认同的混乱"，就是指这几个方

面的模糊，结果必然是无所适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区的身份则是处于这样一

种“混乱"之中。瑙从表1可以看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根据抽样调查，有

69．2％的受访者选择了“产业工人"，20％的受访者选择了“农民工"，而选择“农

民”和“城市人"的只占5％和5．8％，大多数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

认知都选择了一个“中间路线"，既非“农"也非“市”，这也另一方面说明他们

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糊性。

表l 感觉下面哪个称呼最适合自己目前的身份

CUmuIati垤

F嘲uency Pement Va¨d Percent Percent

VaM 农民 6 5．0 5．0 5．0

农民工 24 20．0 20．0 2S．0

产业工人 83 69．2 69．2 94．2

城市人 7 S．8 5．8 100．0

确I 120 100．0 100．0

惯习mabitIlS)也是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场域与惯习的关

系，布迪厄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将场域比作一场游戏，而将惯习比作游戏中

的王牌。布迪厄指出，“场域和惯习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

一种客观存在的制约关系：场域构造了惯习，这是一个场域的内在需要的外显产

物；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认识的构建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的、有

价值的世界，在其中值得个体的能量为之投资。’’79

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对“农民工"身份的接受，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

76陈映芳：r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77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饨陈星博：‘结构挤压与角色错位——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青年农民工群体中“问题化”倾向研究》，‘改革》，
2003年第4期。
79

P．B舢rdi跏．Distincti∞【M】．L舢don：R舢tled_ge锄d l(e{g锄P跏l，1984．p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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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的混乱状态，都受惯习力量的影响，这种惯习的力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

不能作为城市产业工人享受应有待遇，甚至面对种种不公时，能够以其“农民工"

或“外来者一的身份持着一种平和、甚至是“感恩"的心态接受社会、企业给自

己安排和提供的一切。而社会对农民工的认知，也受惯习力量的影响，在一些市

民看来，农民工目前的境况和待遇与其身份是相一致的。在GD社区新生代农民

工社区教育的“场域"中，惯习的力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以平和的心态接受着当

地政府和企业的各种制度性安排，而不能彻底跳出“农民工"身份认知的障碍去

积极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惯习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形

成并维系着目前GD社区的社区教育模式，也使得GD社区教育“场域"处于一

种暂时平衡的状态。
’

在这里，只有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员工和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也没有

什么事情要政府做的，自己也没有需要政府帮助的地方．在厂里，有时候难免有

一点不公平感，但不会去埋怨政府，因为在社区没有政府的事情。政府给我们办

了一个居住证，还有一个综合医疗保险，每个月打进20元，这也是政府对我们

员工的照顾。企业做得也还可以，因为我们住的、吃的条件都比较好，虽然工作

比较辛苦，但还能接受。(A6)

在GD社区，由于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是从学校直接招聘进厂，还有是

以“契约工"(即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企业，学生角色和身份感也有一定的延续。

这种由惯习作用而带来的学生身份感的延续，使得从学校里直接进厂的员工能够

较好地服从社区内的各种纪律，保证了企业对GD社区各种制度设计的有效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学生身份感的延续，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挑战现有社

区教育“场域"的结构，也很难就目前的社区教育模式提出自己意见和要求。

GD企业招收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学校里刚毕业的学生，因为学校刚出来的年

龄不大，从事线上的工作比较方便管理，如果从社会上招聘的话，可能管理的难

度就大的多。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没有在社会上闯荡过，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相对来说比较听话一点，在学校里不是有好多纪律么，在这里也跟学校里一样，

也得受纪律的管束．话又说回来，不严格管理也不行，好几万人住在一起，管不

好就会乱的．(A7)

(四)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隔阂和“分化弦

在GD集团，由于企业生产和管理的需要，企业内部实行层级化的管理，由

此社区内基本上分为四个群体。最上面的一级是“台干”(台湾干部)，第二层包

括大陆管理层员工(主要是六职和七职员工)，第三层都是职别较高的大陆员工

(包括八职的指导员、九职的线外干部)，最下面一层便是九职线上普通员工。

刘玉照等学者把这种企业内部的分层称为“组织内部的断裂"，并把企业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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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个层次和群体。他们通过对上海及周边外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搿在企业层

面，尤其是在一些外资企业里面，‘组织内部的断裂’现象非常明显，整个企业

组织被明显地分成了三个层次和群体：企业高层和外籍员工是一个群体，来自本

地和外地的中层管理人员是一个群体，最低层的农民工是一个群体。很多企业，

这三个群体之间不但在经济收入上差别巨大，而且除了工作上的相互关联之外，

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很多情况几乎是完全隔离的。’’揶

值得指出的是，在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性群体，

他们内部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这点与刘玉照等学者把农民工群体作为一个阶层有

所不同。在GD社区，九职、八职员工绝大部分都是新生代农民工，而在七职员

工中新生代农民工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在九职和八职的普通员工中，九职的线上

员工、线外干部和八职的指导员三者间都有一定的分化和隔阂，指导员负责管理

线外干部，线外干部在工作中负责管理普通的线上员工，他们这种在工作中的上

下级管理关系不可避免地扩及到社区生活中，于是普通的九职线上员工、九职线

外干部以及八职指导员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组织内部的断裂’’，这种

断裂不仅出现在工作关系中，而且在企业社区的生活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新生代

农民工这种“组织内部的断裂"，使得他们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牢固的工人阶

级群体出现在企业社区中，从而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教育“场域”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不利于改变其在社区教育中的“被动接受者’’的角色定位。
表2 您认为你们企业职工内部是否存在差别

Cumulative

Frequency Pe∞ent’ Va¨d Percent Perc．ent

VaI．d 没有差别 4 3．3 3．4 3．4

有差别但不大 64 53．3 S3．8 57．1

有较大差别 45 37．5 37．8 9S．0

差别很大 6 S．0 5．0 l∞．0

T嘲I 119 99．2 100．0

MiSSIng Sy斑帅 l ．8

TataI 120 100．0

表3 您认为不同职称的员工之间是否有隔阂

CumuIaave

F咖uency Percent VaIid Pe他nt Pe髓nt
VaIid 有很大隔阂 13 10．8 10．9 10．9

有一些隔阂 鲋 70．0 70．6 81．S

基本没有隔阂 20 16．7 16．8 98．3

完全没有隔阂 2 1．7 1．7 100．0

№l 119 99．2 100．0

Mi鹞ing Sysbem l ．8

№I 120 100．0

∞刘玉照、罗秋香、梁波：《城市外来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以宁波市为例》，‘社会》，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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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和表3显示的数据，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存有一定的差别，而不

同职称的员工之间也有一定的隔阂。有53．3％的受访者表示不同职称的员工“有

差别但不大力，37．5％的受访者表示有较大差别，而认为“没有差别，和“差别一

很大的受访者比例都不超过5％。而对于“不同职称的员工之间是否有隔阂"的

问题，七成受访者表示有一些隔阂，认为有很大隔阂的占10．8％，另外有16．7％

的受访者认为基本没有隔阂，而认为完全没有隔阂的只占到了1．7％。综观这两

方面的数据，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已开始出现差距，也开始出现“组织内

部的断裂"，不同职别的员工之间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隔阂，虽然情况还不是很严

重。下面的访谈材料也对这种差距和隔阂进行了印证。

在GD，线外干部和线上的人是有一定隔阂的，因为制度的设计，也为了方

便管理，有些事情线外干部有特权，但线上的员工就不能做，所以有些事情需要

线外干部帮忙做，就要跟线外干部关系好一点，有一少部分线外干部还好，有什

么事情都帮忙．但其他线外干部就不行，很傲气，不知道性格还是其他原因，让

人感觉到他好厉害，不得了的样子．不同职别的人来往不多，最不好相处的是那

些直接管理你的人，因为很容易会有摩擦的．(A8)

各个不同级别都有一种阶级感，特别严重。我上一层是我的老乡，所以距离

感还小一点，但是还是有一些距离，有一些话我们同等级别的可以讲，但跟他们

不能讲．九职内部也有阶层感，比如九职员工中，线外干部和线上员工距离慢慢

拉开，你在工作中去管他，所以他们有些话就不方便跟你去讲，反正阶级感特别

深。我跟其他的线外干部属于一层，再往上我跟八职员工又有一定的距离，往上

往下一层都有那种感觉。有时候想，工作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但工作中他

做错事你去说他，在生活你想一起玩的话，他就主动把距离拉开了，他会想“我

平时我们玩得那么好，你现在一点都不照顾我。”各个级别都组成不同的群体，

像一起出去上网上通宵，一个阶层的就是一个群体．(A3)

现在的圈子主要是八职的干部，但也有九职的．总体来说，不同职别的员工

有隔阂，也可以说是一种阶层感，因为九职的都比较小，都是小孩，也不成熟，

办事也不牢靠，而八职的都比较成熟。我的人际交往主要是八职的，大家性格都

比较一样，玩得很好。(A9)

二、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教育场域的建构

从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教育模式现状来看，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现有

社区教育场域中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但他们在现有的场域中不是完全

消极的，他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现实可行的策略来充分利用现有的社区教育资源，

或者通过某种途径来构建更适合其发展的社区教育模式。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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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人生发展的规划和各方面的诉求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并能在特定的“场

域"中形成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策略，以使“场域"朝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改

变。在GD社区，从目前的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对现有社区教育模式的构建主

要体现在群体力量的影响、利用现有的社区教育资源实现自我发展、新惯习的形

成、教育需求产生潜在教育市场四个方面。

(一)潜在群体力量对社区教育场域的间接影响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社会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

要社会参与力量。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其力量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尚处于一种潜在和逐渐积累的状态。如何引导好这个庞大的群体，使其在社会和

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建构作用，是政府和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在现实生活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开放，学者们大力呼吁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以市民的待遇，政

府也越来越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树立起产

业工人的意识和角色。而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

的建构作用，也有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重要的经济

建设力量，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也是促进社会和

谐的重要参与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缺乏积极和正确的引导，如果新生代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和发展要求长期得不到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也会产生一定的破坏力。

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和“两面性”使得政府和企业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忽

视他们的要求和感受。

在GD社区现有的社区教育模式中，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机械化和加班的正

常化，造成了工作时间对学习时间的挤兑，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

对社区教育的参与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以其高流动性作为“无言"的抗争，表

达对目前工作状态和发展前景的不满。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也不利于企业的

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企业可能面临人力资源流动链断裂的风险，这也使企业不

得不经常对其工作制度和社区管理体制进行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新生代农

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适度增加社区教育的资源。据社区种的一位中层管理人

员讲：

我们厂相关部门负责人曾开过几次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应对员工的

过高流失率，并想一些办法和对策来应对员工的高流动性对企业发展的挑战．其

中的一个应对措施就是搞一些好的社团活动提高员工的参与度，丰富员工的生

活，并增加一些新的培训项目。(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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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您打算在现在的企业继续工作多长时问

CumuIa廿ve

FrequenCy R!r∞nt Vand Pt*0ent P】eroent

VaI．d 2年以下 71 59．2 60．2 60．2

2-3年 37 30．8 31．4 91．5

3_4年 6 5．0 5．1 96．6

S年及以上 2 1．7 1-7 98．3

32 l ．8 ．8 99．2

4l l ．8 ．8 l∞．0

倘l 118 98．3 l∞．0

MisSi叼Sy吼明 2 1．7

To切I 120 100．0

表5 影响自己在现有企业长期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

CumuIaave

ReaUenCy 拜eroent VaI砌Percenft Percent

V翻Ⅺ 工作太累 20 16．7 16．8 16．8

工资不高 16 13。3 13．4 30．3

工作枯燥、学不到

东西
6l 50．8 51．3 81．S

这是不是自己的家

乡
21 17．S 17．6 99．2

6 1 ．8 ．8 100．0

TotaI 119 99．2 100．0

MisSing Sysbem 1 ．8

To协I 120 100．0

根据表4和表5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有近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现

在企业继续工作工作的时间不会超过2年，有三成左右的人表示再工作争七年，

只有不到一成的人选择3年以上。对于影响自己长期在企业工作的原因这个问

题，有超过一半的受防者表示是因为“工作枯燥、学不到东西"，另外认为是以

为“工作太累’’、“工资不高"和“这里不是自己家乡"的都占到10％以上。下面

的访谈材料也说明了类似的问题。

这里工作时间太长了，休息时间比较少，一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定单多

的时候周末也很少休息。在这里有一种很奇怪的观点，如果哪一天你没有加班，

有人见到了就会问你什么原因，会觉得奇怪，似乎加班天经地义，不加班就不正

常了。学习方面，感觉自己在这里学不到东西，只是知识方面多了那么一点点而

已，因为在里面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情，工作比较枯燥。看看到年底发了年终奖

金就辞职，不想在这呆时间太长了。(A10)

工作很枯燥乏味，打算在这里再工作一年，在这里如果有好的发展机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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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在这里工作，没有好的机会的话就回家．这边的生活条件比别的厂好，工作

不是很累的体力活，但是太乏味了工作时间也太长了，有时候工作打螺丝，一天

打好几千个螺丝．在厂里也没学到多少东西，就这样过去了两年时间，在这里比

较封闭，也就是“半踏入社会”吧．以后打算不再进厂，至少不会再从事同样的

工作。出去的话要先准备一下，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和眼界．(A11)

(二)利用现有的社区教育资源促进个人的发展

在GD社区，多数农民工在现有的社区教育模式下，很难使自己的技能和学

识有很大的提升，但也不乏一些善于抓住机会的员工充分利用企业社区内一切可

能的资源发展和提升自己，并在不同层面上实现了自我的发展。下面四个案例便

是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现有社区教育模式实现发展的榜样。

我来这里东西学了不少，我就喜欢乱跳，这里做一段时间在去那里做一段时

间．我们这里可以申请内部调职，在我们这里，产业线、维修、稽查等部门我都

去过，只有一个物流还没去过。我想把整个生产流程各方面的工作都熟悉，都学

会，下一步不想去当普通工人了，往管理层发展，争取明年进入管理层．我现在

发展最主要的是学历问题，我的学历是中专，这个学历对我以后的发展很不利，

有机会的话还得继续学习，拿个专科甚至本科学历出来。(A1)

我平时也有学习的习惯，但不是彳髓急定．平时有空就看看书，学学英语和计

算机，我买了步步高，抽空学习英语．这次我报了上海一个大学的课题组在QS

培训中心开设的英语班，感觉老师讲的不错，也很认真负责，第一期结束了我又

报了第二期，学好英语以后总会用得着。在求身边的同事有很多想学习但没有时

间，都想出去工作但也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A5)

刚来的时候在产线上做了半年的指导员，然后带了一年的产线，当了一年组

长，然后又做了一年多的助理。在这三年时间里，我感觉自己有一定的发展，起

码人成熟了一些，人际关系更会处理了一些。我们领导和同事都比较喜欢我，大

家在一起做事很开心，我做起事来也变得“圆滑"．社团活动方面，我参加过一

个电脑社，感觉还好，一百块钱学三个月。厂里也偶尔针对我们职位的员工开一

些学习课程．正规学习方面，我现在在松江党校读华中师范大学的大专班，是夜

大，除了学习当然也要进行一定形式的考试，所以也得认真对待，明年六月份毕

业。(A12)

一开始我也是作业员，在线上待了两个月⋯⋯后来就转到了品质集合课，在

那里搞测验，那里的老大，也就是我们的指导员，蛮看中我的，就把我提出来了，

做线外干部。后来生产线集合那边老大蛮欣赏我的，就把我调到了他那边做生产

线集合。在那边做生产线集合的时候，接触的人比较多，也认识很多人，经过他

们的帮助，让我慢慢接触到其他部门．后来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我写了个人简



介，经过他们经理面试后我调到新的部门，现在在办公室工作。⋯⋯关于我以后

的学习，我要报名读大专，这个我跟我朋友商量好久了，在sJ电大读．我去那

里不是为了拿那个学历，主要是想去那里学点东西．现在的工作不需要加班，所

以也有时间去学习了。目前只是在图书馆看一些书，企业内部也有培训，有英语

和电脑培训，但我希望从基础学起，所以还没有报名．⋯⋯现在在这边还好，我

旁边办公室有好多硕士和本科生，经常教我一些东西．(A13)

(三)新的惯习的形成

在布迪厄眼中，“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世界，在其中

值得个体的能量为之投资。一叭虽然“惯习"既具有先天的因素，但又不完全是

先天的，而是在社会化的个人境遇中逐渐习得，并逐渐演变的“第二天性一。布

迪厄认为“惯习"与“习惯”不同，习惯是外部社会使主体逐渐获得的适应性，

而惯习却具有一种能动性，不断创造自己的新本质的特性，所以它具有生成性、

建构性，甚至带来某种意义上的创造性能力。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进城以

后他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的观念、生活习惯

和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转变，这也是农民市民化的意义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新

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和转变不单是指新的习惯的形成，也包括通过某些

渠道积极地构建和生成新的本质性特征，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可以带来某种创造

性能力的新“惯习’’。GD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更容易

接受新生事物，也更容易生成新的惯习，而新惯习的形成有利于彰显新生代农民

工的群体性存在，改变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态度。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生成的新惯习

未必明确指向社区教育，但也能在一定范围内间接影响到目前社区教育“场域”

的力量和利益格局的改变。

刚来这里的时候感觉这里基本设施比较全，环境像大学校园一样好，虽然管

理比较严格而且不太自由，但感觉也是理所当然．但在这居住时间长了就不是刚

来的那种感觉了，这里采用半军事化管理，对我们员工的限制太多了，我们被封

闭在这个小圈子里，跟外面的接触很少．现在厂里刚发布了一个规定，不准去“后

街”娱乐，据说是为了员工的安全，没什么特殊情况基本上不准过去。但我觉得

员工本身已经成人了，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这样的管理方式剥夺了我们的

一些权利，是非人性化的，不太好。(A14)

我们这里归厂里管，跟政府也搭隔不上，所以刚来这里的时候对政府没什么

感觉。后来我通过上网接触到一些信息，我的认识也改变了。政府对我们外来打

工的人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因为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也是纳税

81

P：Bou柑i∞．Distinction【M】．London：Routlcdge锄d Keg帅P锄l，1984．p466．

82刘中一：《场域、惯习与农民生育行为——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农民生育行为》，《社会》，2005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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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应该享受政府的一些服务．比如在这些边缘地区，这里周围有好多社会上

的人，好复杂，政府的管制不怎么好，在这里政府没有作好管理和服务．我和我

的同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的同事跟我的观点一样，听说还有个同事给政府的

二个部门发过电子邮件，要求政府加强对这边的治安管理。(A15)

(四)教育需求和消费能力的合力带动教育市场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在打工、体验生活的同时，也有学习新的知识和技

能的需求，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使自己将来有一个好的发展。在现有的社区

教育模式下，城市政府不能大规模地提供社区教育资源，企业不能提供有效促进

农民工发展的社区教育项目，这就给教育市场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

继续教育对自身发展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也有着较高的认同，根据抽样调查，

有6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继续教育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另外有29．9％表示

“不好说"，而只有5．8％的受访者表示“很难"。

您认为通过继续教育能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Cumulative

Frequency P色rcent Vand Pe啪nt Percent

VaM 很难 7 5．8 5．8 S．8

不好说 3S 29．2 29．2 3S．0

可以 78 65．0 6S．0 100．0

To切I 120 100．0 100．0

在GD社区，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发展需求，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知识

和技能在自身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支撑自己的教育经费，但目

前制定学习规划并系统投入学习和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究其

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足够的学习时间，二是他们的学习缺乏积极的引导

使自己的学习需求转化为行动。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现有

的教育和培训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能很好地提供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需求

的教育项目。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是一个潜在教育市场。与其他教育

模式不同的是，在市场教育这个小场域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客户方”有着很

大的话语权。在GD社区，有更多的教育机构准备进入“后街"设点办学。随着

市场模式的成熟和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市场模式的社区教

育中。

关于现在的学习，怎么说呢，在学校里学也可以，在社会上学也一样。我觉

得在社会上学要好一点，学校里待着很枯燥的，除了上课还是上课。我现在知道

的东西太少，以后语言要懂一点英语，还有计算机也很重要。我知道学习新的知

识和技术对我很重要，但现在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如何着手。虽然在这里工作



很累，但换工作的话也一样，除非你学到新的本领和技术，这样才可以找到更好

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多参加点技能培训，这样才能在将来有一个好

的发展．(A8)

继续学习的最大困难，学费不是大的问题。我们的消费还是比较高的，买件

衣服最少100多，女孩子做个头发都好几百。一月下来，男生的话一个月至少花

七八百，女孩子也花的不少，我一个月不买衣服的话得花五六百，这还是在不加

伙食费和住宿费的基础上．我也没报培训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时间去学习，还

有外面的培训项目很多也不是很符合自己的要求，感觉那里的培训不正规，就是

为了赚钱，可能会骗人．如果真有好的培训项目，我肯定抽时间去学习．(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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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总结与思考

一、总结

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农民工居住形态，这种新的社

区居住形态由企业打造和主导，资本的力量充斥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社区教

育的模式也受这种特殊居住形态和资本的影响。在GD社区，目前有企业自主的

社区教育、市场教育、社会公益组织教育和自学教育这四种社区教育模式。

在四种社区教育模式中，企业自主的社区教育模式占主导地位。GD社区实

行半封闭化和半军事化管理，企业运用自己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把企业社区设计成

一个小社会，并成功地完成了与外界社会一定程度的隔离，而在这种半封闭的空

间里体现的是社区权力和社区控制。此外，企业把社区教育作为一种策略，把其

生产和管理活动嵌入到社区教育中去，并使得社区教育项目的“功利化"，以服

务企业的生产活动，并支持企业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企业社区"这个封闭的空

间内，通过社区教育的实施可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保证企业用工秩序的稳定，

并使企业获得以及充足的人力资本。本质上，GD集团打造的其实是一种“依附

型"的社区教育，企业通过对社区空间的制度性安排和社区教育的制度设计，使

自己牢牢把握社区教育的“话语权"，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失语"而处于被动

接受的地位。

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政府责无旁贷，但在GD社

区现有的社区教育场域中，政府却处于缺位的状态，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目

前还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限制，使得政府政府难以大规模地参与

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其二，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对外界力量的排斥以

及其封闭化的管理方式，使得政府难以脱离企业的配合介入社区教育的事务。其

三，政府的“推力一和企业的“拉力"，形成一种“推拉一效应，再加上政府和

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政府和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问题上达成“默

契”。这种“默契”实质是政府“体面”地将社区教育的部分责任让渡给企业。

在社区教育“场域"中，场域是充满力量的，合作和竞争同在，各种参与力

量的角色定位和“话语权"大小取决于他们的力量对比。而不同类型和数量的资

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这种起点的不平均决定了竞争活动

的不平等。各种社区教育参与力量是处于一种竞争的关系，他们根据自己的力量

分配取得在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场域"中相应位置，并根据各自资本的大小

在社区教育“场域”中取得了不同的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在

社区教育场域的角色定位，也是其自身力量和资本大小的体现。



现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场域中，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作为社区教育的主

体充分参与到社区教育场域的构建中去，由此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被动接受者"

的角色定位。他们在现有的社区教育“场域”中缺失应用的话语权。而正是因为

GD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力量的不足，造成了他们在社区教育“场域’’中的

“失语"。新生代农民工力量和资本不足，主要体现在组织力量的缺失、高流动

下的社会资本不足、自我身份认同和惯习、内部的隔阂和“分化"四个方面。尤

其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内部的断裂"，使得他们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出现在

企业社区场域中，从而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教育“场域"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不利于改变其在社区教育中的“被动接受者”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尽管

新生代农民工在现有社区教育场域中尚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但他们在现

有的场域中不完全是消极的，他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现实可行的策略来充分利用现

有的社区教育资源，或者通过某种途径来构建更适合其发展的社区教育模式。从

目前的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对现有社区教育模式的构建主要体现在群体力量的

影响、利用现有的社区教育资源实现自我发展、新惯习的形成、教育需求产生潜

在教育市场四个方面。

二、遗留的问题

现阶段，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研究少之又少，再加上“企业社区"

这一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模式是近几年才出现和兴起的，所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

“企业社区”教育模式和教育场域的研究尚是一个学术空白。本文对于新生代农

民工“企业社区"教育模式的研究，不仅在研究视角上，而且在理论框架上都缺

乏足够的借鉴，所以都需要进行一定的创新。而正是因为创新，本文对新生代农

民工“企业社区"教育模式的研究难免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在构架理

论框架方面还显得粗糙和稚嫩，难以驾御娴熟。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民工

社区教育问题的明朗化，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场域和教育模式必将有所改

变，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总体而言，作为探索性研究，本论文主要存

在以下三点不足之处。

首先，本论文理论框架略显粗糙和稚嫩。在论文写作之初，论文的题目定为

了“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教育场域研究"，后来在研究场域理论的时候发

现，场域是一个“实践”的概念，由于调查能力和时间的限制，再加上自己的理

论修养有限，感觉自己难以驾御“场域”的理论。于是退而求其次把论文的题目

改成“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教育模式研究"，不过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还

是使用了“场域”理论的思想。从论文整体结构来看，理论框架还不够成熟。

其次，调查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本文所研究的GD社区采取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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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化的管理方式，所以进入社区的每一次调查都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这些

“策略”的使用和调查的伦理要求可能有一定的冲突。另外由于条件的限制以及

问题的敏感性，对企业社区相关负责人的访谈内容大都流于表面，难以涉及到深

层次的问题；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调查也没能够实现当面访谈，只是通过电

话了解了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认识和态度。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本论

文的多维研究视角。

最后，对于GD社区目前的社区教育模式，本文以社区的标准来审视和要求

它，采取的主要是一种批判性态度。但这并不否定GD集团所主导的社区教育模

式的积极意义。GD社区作为一种新的农民工居住形态，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

良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保持了大型社区的秩序和稳定，这种社区本身就值得

肯定。而在社区内开展各种形式的社区教育活动，这在其他农民工居住形态中是

不可能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GD社区所开展的社区教育活动是进步的。虽

然目前尚存在一定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对农民工社区教育事业的进

一步关注，社区教育模式一定会有所改善，这需要相关领域的学者进一步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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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情况一览表：

1、对GD社区搿居民一的访谈：

附 录

编号 被访者 性别 年龄 学历 籍贯 工作职别 工作岗位 进厂时间 备注

Al 小凌 男 2l 中专 湖南 九职 质检 三年

A2 小高 女 24 大专 上海 七职 报关 两年多

2008年初离
A3 小陈 男 22 中专 安徽 九职 线外干部 三年

职

A4 小厉 女 23 中专 四JlI 九职 线上员工 一年半

A5 小张 男 22 中专 安徽 九职 线外干部 三年

A6 小王 女 19 中专 河南 九职 线上员工 两个月

婚 小崔 男 22 中专 陕西 九职 线上员工 两年

A8 小刘 男 2l 高中 山东 九职 线上员工 半年

A9 小仪 男 23 大专 山东 八职 技术维修 两年

A10 小赵 女 2l 高中 湖北 九职 质检 一年半

All 小孟 女 2l 中专 安徽 九职 线外干部 两年多

目前就读电
A12 小吕 女 20 中专 山西 八职 产销 三年

大大专班

A13 小郭 女 2l 中专 四Jll 八职 文员 两年多

A14 小厉 男 25 中专 江苏 八职 技术支持 三年

A15 小丁 女 22 大专 福建 八职 指导员 两年多

A16 小蒋 女 20 中专 河南 九职 线上员工 九个月

2、对社区教育其他相关方的调查：

编号 被访者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位 调查方式 备注

Bl 卢女士 女 SJ区某镇 副镇长 电话访谈

B2 孙先生 男 上海市委宣传部 部门领导 研讨会纪要

对GD社区比较熟
B3 陈先生 男 26 WY网吧 店长 当面访谈

悉

生活管理

B4 戴先生 男 38 GD社区 课管理人 当面访谈

员

B5 秦先生 男 24 QS培训 招生人员 当面访谈

“农民工继续教
B6 李先生 男 5l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当面访谈

育”课题组负责人

B7 王先生 35 SB教育 校长 当面访谈



问卷编号：——调查地点： 调查时间； 实地调查员：——
GD生活区企业员工情况调查问卷

亲爱的朋友，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因为论文研究的需要，特来GD生

活区进行企业员工基本情况的调查．本次调查资料将被严格保密，请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如实

回答问题，您的回答将对我论文的写作非常重要．

请在选择项的相应位置打钩，感谢您的支持和协助!

A、基本信息

A1．性别：． 【1】男

A2．年龄(周岁)：【l】

A3．户口所在地：——

【2】女

18—20岁【2】2l一22岁【3】23—25岁【4】25岁以上

省(市、自治区) 县(市、区)

A4．户口性质： f1】城市 【2】农村

A5．来上海前受教育程度：【1】初中 【2】高中、中专 【3】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及以上

A6．您来上海的时间为： 【l】1年以下 【2】1—2年 【3】2—3年 【4】3年以上

A7．您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广达工作

【1】从学校直接被招聘过来 【2】亲友推荐过来 【3】个人单独应聘而来f4】其他

B、工作和学习状况

B1．您现在的职称是：【1】九职普通员工 【2】九职线外干部

【31八职 【4】七职 【5】六职 【6】其他

B2．您认为不同职称的员工之间是否有隔阂：

【1】有很大隔阂 【2】有一些隔阂 【3】基本没有隔阂 【4】完全没有隔阂

B3．您的月平均收入(包括加班收入)(单位：元)：

【1】1000及以下 【2】1001一1500 【3】1501—2000

【4】2001—2500 【5】250l一3000 【6】3000以上

B4．您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是 小时

B4．1．您对现在工作时间感觉：

【l】劳动强度太大，不能长期坚持 【2】劳动强度比较大，但还能在忍受范围内

【3】劳动强度—般，工作不累 【4】劳动强度很小，工作轻松

B5．您是否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11是 【2】否

B6．您对现在的工作是否满意： 【1】满意 【2】一般 【3】不满意

B7．您觉得企业的工作环境：

【1】很民主，员工意见会受到重视【2】比较民主，员工的意见有向上反映的渠道 【3】不够

民主，员工没的意见受不到足够重视【4】很不民主，没有反映意见的渠道

B8．目前企业对您的培训：

n】企业经常对自己进行培训 【2】企业偶尔对自己进行培训

【3】除了刚进厂时的培训，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培训

B9．您认为现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自己将来的发展：

【1】有很大帮助 【2】有一定帮助 【3】基本没有帮助 【4】没任何帮助

B 10．感觉下面的哪个称呼最适合自己的身份：

【1】农民 【2】农民工 【3】产业工人 【4】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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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会生活状况
C1．您在广达生活区生活的感觉是：

f11感觉很舒适 【2】感觉还可以 【3】感觉—般 【4】感觉不好，受约束

C2．您业余的主要消遣方式是(可选三项)：

【1】上网(续答C3—1，2) 【2】遥街购物 【3】打牌打麻将 【4】看书读报

【5】体育活动 【6】看电影／录相 【7】溜冰 【8】朋友聚会喝酒、聊天 【9】歌舞

厅、卡拉OK 【10】平时没有或很少消遣 f11】其他

C2．1您每周上网的时间是 小时

C2．2您上网经常做什么(选最常做的两项)

【1】聊天交友 【2】浏览新闻 【3】查阅资料搜查信息 【4】玩游戏 【5】参与

BBS讨论 【6】收发邮件 【7】下载软件 【8】欣赏音乐、电影

C3．您对达丰生活区内各种社团的看法是：

【1】非常好，自己参加过 【2】到现在还没参加过，但以后有时间会参加

【3】没什么意思，自己不会参加

C4．生活区内组织的大型娱乐活动：

【1】很喜欢，有机会就会上台表演 【2】喜欢但一般不会上台表演

【3】感觉还可以，有时间就去看看 【4】感觉没什么意思，很少去

C5．您工作之余最主要的社会交往对象为：

【1】和自己同一级别的同事 【2】室友 f3】老乡 【4】以前的同学

C6．您跟上海人打交道： 【1】经常打交道 【2】很少

C7．您认为你们企业职工内部是否存在差别：

f1】没有差别 【2】有差别但不大 【3】有较大的差别 【4】差别很大

C8．您对自己居住的地方(广达生活区)：

【1】有感情 【2】没有感情 【3】不好说

c9．您对当地政府： [1】有很大意见 【2】有一些意见 【3】没有意见

C10．您认为广达生活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

【l】缺乏政舟资金投入 【2】管理太严，不自由 【3】缺少工人自己的组织

【4】管理体制不合理 【5】社区娱乐活动太少 【6】没有什么问题

D、对未来的预期
D1．您对将来有何打算：

【l】就在上海发展 【2】赚到钱后回家乡发展
【3】在上海和家乡两头跑 【4】到其它地方发展 【5】说不清楚

D2．您打算在现在的企业继续工作多长时间：

【l】2年以下 【2】2—3年 【3】3—4年 【4】5年以上

D3．影响自己在现有企业长期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

【1】工作太累 【2】工资不高 【3】工作枯燥、学不到东西【4】这里不是自己家乡

D4．您未来最希望从事的工作是：

【l】各类专业人员(教师／医生／律师／会计师等)

【2】企业员工或公司职员 【3】社会服务人员 【4】个体户

【5】政府公务员 【6】自由职业者 【7】没有任何想法 【8】其他

D5．您认为通过继续教育能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1】不可能 【2】很难 【3】不好说 【4】可以



后记

论文写作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困惑，从最初的对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社区靠

的兴趣和关注到后来选题的明确，经历和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我来说，论文的写

作是对自己学术能力的一次演练，也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中间有过曲折，有过

彷徨，自己的思想出现过好几次波折，也经历了一个深刻自我认识和反省的过程。

当选题明确之后，论文的研究思路也逐渐清晰，也感受到了豁然开朗的快乐。

本论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罗国振教授．从论文的定位、选题、

构思到调查，都凝聚着老师的关心、支持和期待。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老师给我

了无尽的帮助，是他引领我走向学术研究的大道；导师在百忙中不忘关心我们的

学习和生活，并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提出要求；导师的宽容，亲和、敬业以

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阔的眼界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本论文的完成，与研究生学习期间各位老师的教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三年

时间里，社会学系各位老师的淳淳教导，使我逐渐加深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认识．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文军教授和姚南强教授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就我论文的

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此外，公共管理学院的李明华老师和广州大学的罗忆源

老师也对我的研究也给予了指导。

论文研究的过程中，张海娜师姐以及同窗好友孙哲、邓蕾、童治军、陈加荣、

冰宁和孙峰给了我支持和帮助．还有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刘万顺，从论文的选

题开始，就和他一起探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论文的研究思路，他对我的论文写作

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此外在GD社区调查过程中结识的朋友陈冲也对我的访

谈和问卷调查提供了很多方便。还要感谢实习单位的同事赵慧和秦岭，他们对我

论文的写作也给予了帮助。在此感谢所有同学，同事和朋友对我研究的无私帮助!

最后，要感谢父母对我20年求学生涯的无私关心、支持和鼓励．

57

刘政昌

二零零八年五月于丽娃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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