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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村庄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导致村庄的开放的话，那么在村庄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非正式制度

和社会关系也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被正式制度和关系所取代。与地方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非正

式制度在村民和外来人口之间构成了另外一个障碍。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来定义中国的社会结构，而用“团体格局”来定义西

方的社会结构。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村庄有明确的成员身份，有自己的边界，类似“团

体格局”。但是由非正式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农民社会却还保留明显的“差序格局”的特征。   

  与本村人的观念相对应，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本地人。与“本村人”

和“外村人”不同，“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别并不是村民身份，而是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

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超越行政区划的。   

  冀村靠近县界，与另外的两个县很接近，在村民的观念中，他们的本地人不包括距离较远的本

县人，但包括周围的外县人。在他们的概念中，所谓本地人是指5-8公里的邻近村庄的人。在浙

村，他们认为围绕浙村周围的一些乡镇的人属于本地人，一位农民形象地告诉我们，所谓本地人就

是坐三轮车2-3元钱的距离。如果以浙村为中心，三轮车2-3元钱可以经过两到三个村庄，约2公里

左右的范围。浙村周围的人口密度要比冀村更大，所以相应的本地人的地理范围也比较小。   

  所谓本地人是一个熟人群体，因为婚姻关系、家族关系、同学同事关系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关系

丛。外来人口则不同，他们是来自于遥远的地方，与本村人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他们在

村庄中的不同地位。   

  我们在调查中将外来人口分成四类，即1、本村附近村镇（可早来晚走，当地的概念）；2、本

市（县）内其它乡镇；3、本省其它县（市）；4、其它省份。在这四类中，第一类最接近所谓的本

地人的概念，而第四类人基本上是外来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两种人对所进入村庄的认同、与

村民的关系和职业都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与村庄的关系不同，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就业途径有很大区别。就业途径大致有三类，第一

类是不通过任何关系的就业，如自己找工作、职业介绍所或竞争上岗等等；第二类是投资就业；第

三类是通过各种关系寻找到就业机会，我们将这种关系区别为两类，第一类是原籍的关系，第二类

是所进入地方的关系。我们从下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这种不同。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本地人在村庄中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他们有较高的比例在所进

入的村庄中实现自我就业，而依赖村庄中的关系找到工作的也是外来人口的2倍多。而外来人口在

村庄中缺少社会资源，因而他们主要依靠原籍的关系，依靠原籍关系找到工作的外来人口几乎是本

地人的4倍。   

  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区别还表现在其它一些方面，如他们现在的工作岗位，本地人的工作岗位要

明显地高于外来人口。   

        

 

  从上表中可看出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中，本地人明显高于外地人。而在一般的工人中，外来人

口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本地人。我们知道，村庄集体企业有义务首先解决本村人的就业问题，那么

在私营企业发达的村庄，因为外来职工的工资较低和便于管理，企业更愿意雇用外来工人。但是企



业往往雇用本地人做管理者却不受企业所有制的影响。   

  冀村的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由本地人管理的，本地人得到了企业老板更多的信任。这并不奇

怪，因为本地人与企业的老板有多方面的联系，用一位老板的话说，“我不仅知道这个人，而且知

道他的一家。”在村庄中，这种长期保持的人际关系是人际信用的基础。在浙村，多数企业是股份

制的，股东往往都是相互熟悉的人之间的合作，而股东和股东的亲属有就业的优先权，所以企业的

管理层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在粤村，外资企业是从外部引入的，管理者多数是外来人口，甚至是海

外的人员，但是在同等的条件下，本地人也往往容易得到一份相对较好的工作。当然这种就业的差

距也体现在他们的收入上，本地人1998年的收入是11667元，而外来人口的平均收入只有7525元。 

 

  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对所进入的村庄形成了不同的认同。本地人与本村

人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他们认识更多的本村人，也与本村人保持了紧密的关系。从表3中我们可

以看到，超过1/3的本地人认为自己认识比较多的本村人，而外地人的这个数字不足1/10；超过1/3

的本地人认为自己在村庄中有较多的关系密切的人，而外来人口则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有很多关系

密切的本村人。   

        

 

  当本村人作为资源的占有者，对村庄的公共生活有着很大影响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认识他们

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资本，但是从外地来的打工者基本上没有这种资本，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依靠的

不是在当地形成的社会关系，而是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老乡关系，尽管一些老乡关系的形

成也是在外出以后。。   

  从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比较中，可以看到非正式制度在村民与外来人口的交往中构成了一个更

深层的障碍。在日常生活中，外来的打工者与本村及本地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如果从非正式制

度的层面看，本地人与本村同属一个群体，而外来人口则属于另外的一个群体，无论是空间距离还

是社会距离，都是如此。   

  从空间距离上看，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冀村主要有两种外来的打工者，一种是在生产简易

房的工厂中加工水泥板的工人，一种是在装订、服装加工等企业中就业的工人，前者往往是以家庭

为单位，居住在生产场地的简易房中，条件非常简陋。后者往往住在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中，他们

除了上班工作以外，很少有机会离开企业，与社会有任何交往。粤村的外来打工者数量巨大，多数

居住在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中，也有个别的自己租房子住。根据在企业中的不同级别，企业提供了

不同宿舍。在苏村，一些外来人口居住在村庄的边缘地带，有些是租住在村民的旧房屋中，有些甚

至是搭建的简易房。一位从苏北地区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只是搭建了一间简易房，靠捡拾废品生活。

而在浙村，企业中的外来工人多数就住在工厂旁边的房子中。外来打工者的居住地区与本村人明显

地被分割开来，一边是日益现代化的楼房，一边是简易破败的的房屋。以至领我们访问的干部也经

常找不到这些外来人住的地方。   

  社会距离更将他们分成两个不同的群体。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外来人口与本村人之间的几乎

很少有交往。如同在上面的表3中所显示的，外地来打工的人中，只有1.8%的人表示有关系密切的

本村人，而绝大多数都表示与本村人几乎没有关系密切的人。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有将近50%的外来口表示与本村人交往有困难或几乎没有交往。而

在交往困难中首推语言的障碍，在我们所调查的四个村庄中，只有冀村的语言比较接近普通话，其

它三个村中的多数人使用当地的方言，与来自湖南、四川、江西等地的外来工的语言有很大的差

异。尽管地方干部、年轻人都已经可以使用普通话，但是在日常交往中，语言仍然是一个障碍，相

同的语言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地融入一个群体，而语言的不同也限制了他们的交往。浙村的一个体

加工户是从邻近的县搬来的，他走了许多地方，最后选择了温村所在的镇，原因就是这里的语言与

他家乡是一样的。在粤村的外资企业中，一位文职人员之所以比别人提升的较快，也是因为她可以

讲粤语，与老板，乃至村民之间的沟通都比较容易。   

  在很多时候，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符号，标志了一个人从属于哪一个群体。

在冀村有一个外来媳妇的特殊群体，她们多是从边远地方来的，与从周围地区嫁入的妇女不同，他

们的娘家往往都比较穷。在她们结婚，并长期在冀村生活以后，人们从表面上已经很难将她们与本

地的媳妇分别开了，她们也已经使用当地语言，许多方面与当地的妇女已经没有很大的差别，我们

无法将她们与本地人分开来，但是当地人却可以通过语言将她们与本地人清晰地分开，因为她们的

语言中与本地语言还不完全相同。   



  语言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分成两个不同的群体，因此有31.5%的外来人口认为语言不通是交往

的主要困难。在其次，生活习惯不一样和相互不信任，以及地位相差大等三个原因分别为16.9%、

14.1%和12.8%。生活习惯的不同不仅仅表现为饮食或其它生活习惯，这只是一种表面的不一致。比

如在浙村工作的四川、江西民工没有办法适应浙村的饮食，因为没有辣椒。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行为

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相互不理解。从河北北部山区来的外来工对冀村人的行为方式有很多不理

解，觉得他们不实在。与此相同，本村人对外地人也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我们从问卷的调查中可

以看出，他们对于对方都存在着一些不好的看法，而且本村人因为社会地位和收入都较高，对外来

人口的偏见显得更为严重一些。   

        

 

  从上面的评价相互评价中可以发现，外来人口对本村人评价要比本村人对外来人口的评价高，

差别最大的集中在几个方面，本村人更倾向与认为外来人口素质低(10.4/44.1)，打架闹事

（1.9/23.1），而外来人口对本村人的评价往往比较高，认为他们精明（20.6/47.6），能力较强

（17.2/37.2），和遵纪守法（27.3/37.5）。从这种分析中可以看出，本村人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更

为强烈。   

  本地人对外来人口形成排斥以后，外来人口则以老乡为纽带形成了自己的群体。如果我们将本

地人排除以后考察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我们发现他们第一位的交往对象是老乡，有55.6%的外来

人口选择老乡作为日常交往对象，而与当地人交往的人不到13%。所以说，老乡已经够构成了外来

人口社会帮助的主要社会资本。与此不同，本村人的主要交往对象主要是本村人（58.6%）和街坊

邻居（56.1%）。只有不足1/4的本村人与外来人口有交往。   

  由于本村人在迅速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中获得了收益，他们与外来人口的社会地位差距在扩大，

这种地位差异导致了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交往的困难。同时，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因为语言、行为方式

的差异导致了相互理解的困难，再加上他们空间上的隔离，因此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形成了两个不同

的社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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