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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导致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这些失业返乡农民的状况如何，他们能否适
应返乡后的农村生活与生产？他们将向何处去？现有制度安排对他们的返乡生活会有什么影响？这些
都是本书期待通过调查来回答的问题。　　本书最初的调查是2008年12月在湖南、贵州三县8个村进行
的。2008年底，我与董磊明分别带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10多名研究人员到贵州湄潭
县、绥阳县和湖南汉寿县调查农民工的返乡。当时正值金融危机波及中国沿海制造业，沿海制造业的
关停导致大批农民工返乡。又逢春节，农民工返乡成为一股洪流，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主流观点
认为，农民工返乡不仅会严重影响农民的生活，而且可能导致严重政治社会后果。我们的调查结论则
是，对于农民来讲，失业返乡无非是将返乡计划提前而已，比如由之前计划的40岁返乡提前35岁。对
于在农村有住房有土地，甚至父母子女一直都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工来讲，失业并不是不得了的大事。
农民工返乡不会导致严重政治社会后果。农村再次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贵州、湖南调查回来，我们即安排中心学生利用寒假进行农民工返乡社会适应的调研。春节结束后
，共收回40份农民工返乡的调研报告。2009年开春之后，大量返乡农民工再次踏上外出务工的行程。
我们又安排宋丽娜、袁松、张世勇、刘燕舞分赴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地农村作进一步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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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工返乡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内容简介：中国9亿农民既可以自由
进城，又可以顺利返乡，这就使得中国既可以从工业化中获取好处.又可以避免工业化所可能带来的负
面后果。理解中国式的农民进城与返乡，及构成农民进城与返乡结构性前提的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
是理解中国农村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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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常年在外务工，第二代农民工尤其是女性不可能在农村建立社会网络。她们外出打工的时间
较长，将来又会出嫁到异地，回到村子的时候，连村里的许多父老乡亲都不认识。她们如果提前回村
的话，与之同龄的本村女孩都已出嫁，她们只能在电视面前消磨时光。因为回家时缺乏一起交往的伙
伴，她们过年都不太愿意回家。　　心理层面的适应是指在生活环境中满足心理和情感需求，获得较
高的生活满意度的能力。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自
己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打工只是为了赚钱，是一种等同于农闲时节的兼业性质的劳动，只是这
种兼业活动持续的时间较长而已。但是第二代农民工缺乏明确的身份定位，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
来在哪里。在农村调查时询问年轻人关于未来的打算时，最常见的回答是：“以后的事情谁说得死啊
，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反正大家现在都这样。”　　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是他们都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城市立足，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打工一辈子。没有
多少人考虑在城市买房子，男孩子打工主要是帮家里建新房，女孩子只是打几年工后就回来相亲嫁人
，他们中很少有人通过参加专业培训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由于对人生没有长远的明确的规划，他
们容易“今朝有酒今朝醉”，在“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情况下，他们会在劳动能力富有的年
轻时代挥霍金钱，不断追寻情绪的正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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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新生代农民工在哪里寻找尊严？
2、案例选的好
3、各个侧面很典型，有所深入但是还不够鞭辟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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