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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和治理：以微观视角破解中国城市化问题 

 作者:刘能  来源:《中国社会

   当代社会科学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给予了密切关注，从宏观视角论述中国城市化

丰富。宏观论述视角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但由于缺乏

会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命运的具体描摹，在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中，已

观的经验研究视角。 

  城市化进程的微观研究：三类社会表征  

  从城市化进程的社会表征来看，至少有三类现象成为微观经验研究的关注焦点

期开始的大规模“乡村—城市”人口迁移中的流动人口社会境遇的研究；其次，是

人口在城市中的聚居现象的研究；再次，是对最近10年来伴随着城市扩张而产生的

  这三类现象可以看做是城市化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逐次展开：首先，乡村剩余

会和现金收入而进入城市；但由于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因此他们只能在城市中采取最

有效的适应式生存，成为“都市中的村民”或更多地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而当城市

地区包括进去之后，“城中村”现象才成为焦点问题。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首先表

城市，是人口的城乡间空间移动；其次是人口在都市内的空间聚集；然后才是都市空

为寄居者的流动人口和作为物业所有者的本地人口。 

  适应和治理：两种微观研究视角  

  在关于城市化进程的微观研究视角中，适应和治理是其中最典型的两种研究取向。

于分析社会变迁的一个最主要的研究取向。从其含义来看，蕴涵着一个深具能动性的社

事先预设了一个在社会变迁所营造的社会情境中，能自己搜集信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一系列行

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行动路线的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存在。 

  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应问题，早期的主要经验研究是由芝加哥学派完成的。由于芝加哥

解组和社区瓦解的理论立场，所以他们对20世纪早期美国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持一

其适应的结果，更多表现为社会病态和社会问题。1960年以来，欧美社会学界围绕

开展了一系列都市社区民族志研究，对其进行再检验，揭示出一个新的经验事实，即不同族群移民的城市

应生活，虽然遭受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困难和一定程度的社会隔离及社会孤立，但至少

关系和地方性社会秩序的普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都市里的村民”争论。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各类社会行动者的城市适

市里的村民”视角，而非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病理学视角。与国外同类研究一样，中

究，主要集中在外来移民即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上，另一部分则集中在工程移民整体搬

这方面的研究主题包括：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和地位获得、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体系、流

意识以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等。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语境中，治理更多地用于描述强势社会行动者对其正式社

实现过程，尤其是对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问题的干预和改善、社会矛盾和社

对社会行为的引导和调节。因此，治理视角实际上恰好指明了适应视角所关注的在分析空

列结构性的和制度的因素：城市社会的基础设施容纳能力、城市社会的社会建设目

和政策供给等。因此，治理视角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管理的研究思路，更接近于芝加哥

的社会改良主义取向。 

  在人口流动和产业聚集的前提下，土地、区位和居住空间都成了有价值的东西，但不



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国家政策和地方办法对社会

为考察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的社会治理实践，我们对城市社会的治理技术作了如下分

就是要求顺利达成地方性利益为等级制政体中的最高目标作出让步和牺牲（称A类

着些剥夺的意味；若治理的目标是在对能动的社会行动者保护自我利益的适应性行

B类治理），这个时候，治理似乎带着调节的意味；若治理的目标是恢复性的，则

正义受损的弥补（称C类治理）。 

  适应+治理：均衡的理论框架  

  一个关于城市化过程个体和社区社会命运的新的解释框架，必须同时把适应和治理作

组织材料。 

  首先是适应和治理的一个时间框架：在这个框架中， A、B、C三类治理实践依次出

行动者的适应性行为。更为关键的是，这个时间框架强调了正式行政力量和社会行

妥协，这是达成社会和谐的一个必要过程。 

  其次，是适应和治理的空间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政府所代表的正式外部力量和市

代表的非正式外部力量，都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而加以考虑。由于市场/资本/传媒往往

化过程中的具体事件中，因此在图中以虚线来标定它的领地。在这个空间框架中，外

对象，分别接受来自“国家/政府代表的正式外部力量”和“本土社区”的治理；而

式外部力量的治理行为；本土社区的地位位于两者之间：它在接受来自正式外部力量治理的同

来者实施一定的治理。相互适应是四个主体之间最为常见的社会关系，但正式外部力量

场/资本/传媒所代表的非正式外部力量作出适应，以及在面临底层社会的抵抗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