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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州移民社会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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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温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具有大进大出的移民潮特点，对温州移民社会的研究可以有三种

视角，即由外向内移民、由内向外移民、由内向内移民，这三种视角揭示了温州移民社会发展的特点及

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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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 

（一）何谓移民 

何谓移民？学界至今尚无统一的看法。孙嘉明、王勋认为，“移民（emigrant）即人口由原来

的居住地迁往较远的地方定居，甚至跨越国界而定居。”[1]文军认为，移民是指“通过非正式渠道

来实现自我劳动力区域转移，并在城市中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但已经获

得相当稳定工作和固定住所且主观上具有长期定居于所在城市的群体。”[2]《辞海》认为，“移民”

是指：1．“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人。”2．“较大数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3]
 

我们认为，移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移民是指取得迁入地的户籍人口；广义的移民是

指相当大数量的人口通过各种方式，以实现其劳动力向区域或异国转移，并有置业安家定居的愿

望与要求。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一是相当大数量的人口，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及部分来自

其他城市的无业人员，他们实际上已构成城市的新移民。二是他们具有相对固定的收入和住所，

是潜在的定居者，而非临时的流动者。三是他们具有置业安家定居的动机，一旦条件成熟，他们

中的许多人举家迁移，或者结婚成家，成为较永久的定居者。四是经过长期的交往和生活，他们

对所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会产生认同感。与此同时，经过长期沉淀，也会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移民

文化。本文更多的是从广义的移民概念出发，来分析思考温州移民社会的一些问题。 

（二）何谓移民社会 

何谓移民社会？我们认为，移民社会是指相当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或族群按照一定的需要，以

一定方式与本地居民交互作用所结成不同社会关系的生活共同体。理由是：第一，作为移民社会

的首要条件是有相当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或族群迁入异地，是温州移民社会生成的前提条件。第二，

不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口或族群，他们都要按照自已不断增长和提高的劳动和生活的需要，

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第三，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或族群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建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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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宗教关系、公共

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心理关系等。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受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制约，并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相当大规模的外来

人口或族群迁移到异地，便产生了新的因素，形成了社会生活共同体——移民社会。第四，移民

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三）温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 

1．温州的移民潮 

自古以来，温州人就不断迁徙，频繁流动，历史上先后出现四次移民潮：第一次出现在东瓯

王国，从先秦到西汉，先后有徐人、越人、楚人、闽人相继入瓯；第二次出现在永嘉之乱，是魏

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第三次出现在宋室南渡，是唐末五代至两宋

时期；第四次出现在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4]。温州前三次移民潮基本上以迁入温

州为主。第四次移民潮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这次移民潮以世界范围为其背景。在世界移民潮

下，温州人外出不仅是在国内的区域性的大流动，更是全球性的大流动；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

像温州一样，有那么多人分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二是这次移民潮以中国的改革开放

为背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220 万温州人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280 万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温州。温州的这股大进大出的移民潮还将长期延续着，这是全国很

少见的社会经济现象。 

2．温州移民社会的特征 

（1）温州移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大胆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率先发

展市场经济，确立了以市场为取向、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从而解构了温州传统的政

治经济一体化、利益主体同质化的局面，代之以经济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分殊化、利益主体异

质化的局面。市场经济发达是大量温州人移出和外来人员移入的主要动因。（2）温州移民社会是

契约法理社会。移民社会的结构变迁，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人们之间业缘

和地缘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传统的血缘和亲缘关系。移入温州和移出温州的社会个体独立自

主地从事经济活动，参加社会交往，与住地人们建立了广泛普遍的契约联系。人们社会交往关系

中多了几分法制观念，少了一些感情用事。（3）温州移民社会是信息活力社会。移民社会人才萃

荟，移民绝大多数具有拼搏、奋斗、创造精神，这是移民社会活力之源。而且在温州移民社会中，

人员大进大出，移出地与移入地关系必然密切，四面八方的信息汇集温州，温州很自然地与全国

乃至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密切联系，造成了温州移民城市信息量大而多，人们头脑特别活络。（4）

温州移民社会是多元文化社会。温州自古具有特有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和敢为天下先的

精神，移出的温州人继承和发扬了优秀文化传统。而移入的外来人员在温州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务工创业，培养了吃苦耐劳、务实进取的精神，不断强化主体、权利、自治、利益保护、政治参

与意识，使温州移民社会成为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社会。 

二、温州移民的类型 

（一）由外向内移民 

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进城务工。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 280 万

农民工来务工和创业。早在 2005 年，温州就把他们称为“新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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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温州人的现状 

（1）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2006 年 6 月，我们在瓯海区经济开发区对外来务工人员进

行了一次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共发了 360 份问卷，有效问卷 355 份。问您的文化程度，回答本科

3 人，占 0.8%，大专 12 人，占 3.4%，高中 80人，占 22.5%，中专 27 人，占 7.6%，初中 207人，

占 58.3%，小学及以下 26人，占 7.3%。问您的年龄，回答 20 岁以下 51 人，占 14.4%，21-30 岁

186 人，占 52.4%，31-50 岁 109 人，占 30.7%，51 岁以上 9 人，占 2.5%。问您的性别，回答男

性有 256 人，占 72.1%，女性有 99人，占 27.9%。问您已婚否，回答已婚 198 人，占 55.8%，未

婚 157人占 44.2%，。问是否有子女，回答有子女 184 人，占 51.8%，没子女 171 人，占 48.2%。

可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比较年轻，男性居多，也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

他们思想活跃，向往城市生活，有强烈的外出就业冲动，也较为容易适应现代工业生产要求。 

（2）以自发性外出打工为主。问卷调查发现，通过职业介绍所或人才中心而来的有 35人，

占 9.86%；通过老乡或亲友关系介绍而来的有 141人，占 39.72%；通过招聘广告而来的有 56 人，

占 15.77%；自己闯来的有 123 人，占 32.96%。 

（3）以来自中西部地区为主。据 2000 年 11 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温州外来人口来源地

分布，主要是江西、安徽、四川、湖北、贵州、湖南、河南等地。 

（4）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多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皮鞋业、服装业、建筑业和服务

业等生产劳动。 

2．新温州人的群体 

新温州人是一个人数多、奉献大、困难多的劳动群体[5]。280 万新温州人占全市劳动人口一

半有余，是浙江省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为温州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提供了劳力

资源。280 万新温州人为温州提供了大量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中大多为未婚、年青或有一

技之长，保证了温州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劳力后备资源。第二，促进了经济发展。据温州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估计，剔除没有整年在温工作的部分民工，按 150 万人计算，他们创造的价值约 360

亿元，相当于 2005 年温州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多。第三，带来了人才技术。一部分外来人员是

高学历、能力强、懂技术的人才，他们的到来为温州经济发展输送了新鲜血液。第四，推动了精

神文明建设。李学生、周大军是千千万万个进城务工农民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事迹一次又一次地

感动温州、感动全国。 

同时，新温州人又是一个面对急待解决的困难多的劳动群体。他们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仍然存在；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

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

益还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温州人又是一个值得全社会理解、尊重、善待和关心的弱势群体。不言而喻，

新温州人对温州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与其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形成强烈的反差，已经成为影响社会

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解决好新温州人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温州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

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二）由内向外移民 

1．在外温州人的现状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温州人由内向外移民，即 170 万温州人走向全国、50万温州人走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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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现在，温州人向海外移民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或者更早时期，绝

大部分移民的温州人，是为了到国外淘金，从事海外劳务。而今，温州人海外移民主要是投资移

民、技术移民、留学移民等。在外温州人的现状主要表现在： 

（1）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这一点，与新温州人有相似的特点。 

（2）以经商活动为主。在外温州人在现代产业分工体系的作用下，经过努力打拼，许多人

成了业主；很多人进入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层、技术层；少数人成了公务员；多数人成了个体层，

如补皮鞋、做服装、开发廊、开餐厅、弹棉花等；还有不少人成了雇工层。 

（3）以大中城市经商为主。在外温州人经商办厂大多集中在全国大中城市，有些业主成了

当地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4）以境外投资方式为主。截至 2006年底，温州市已累计审批温州企业在境外设企业和机

构 415家，遍布全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投资形式日趋多样。 

（5）以商会组织联络为主。遍及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到目前为止，温州

本地有 367个行业协会或商会，异地有 102个商业商会，正如一根根纽带，把温州人和温州经商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在外温州人的群体 

在外温州人是温州人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善于经商，敢为人先、艰苦创业、情结乡

里的劳动群体。 

在温州商品经济的起步阶段，10 万供销大军走南闯北。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日，170万温州

人走向全国市场，50万温州人走向世界市场。在外温州人传承和弘扬了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特

别能创业”的精神，善于亲和，易于抱团，敢于冒险，艰苦创业。2004 年 8 月 28 日，温家宝总

理第一次到温州考察，听了市委领导关于温州人在海内外创业情况后，他对温州人的创业精神赞

赏有加，夸奖温州人了不起。他还愉快地回忆起前不久在意大利接见华人华侨时的情景。他说，

温州人能干。 

在外温州人群体对当地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的 170 万温州

人，投资达 1 760 多亿元，创办的工业企业有 18 000 多家，解决了当地大量人员就业。2005 年，

在外温州人创办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所创造的 GDP 达 800 多亿。同时，在宣传温州、支持“希

望工程”、支援家乡建设、主动回报社会，以及实现在外温州人经济与温州总部经济的良性互动

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三）由内向内移民 

由内向内的移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1．城镇化移民 

近 30 年来，温州通过发展城镇化和民营经济，促进了 200 多万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

产业转移。目前，温州的城镇化率达 63%。温州的龙港镇是中国第一座农民城。1984年建镇之前，

龙港最先由 5 个小渔村组成，只有一条老街、若干农舍和一片滩涂。而今，下辖 9个办事处、23

个居民区和 107 个行政村，辖区面积 80.7 平方公里，人口 34 万（户籍人口 24.5 万）。2006 年全

镇实现生产总值 70.3 亿元，工业总产值 161.6 亿元，财政收入 6.5 亿元，税收总收入由 2001 年的

2.6 亿元增加到 6.3亿元。是浙江的经济强镇、全国小城镇示范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可持续发

展中国小城镇”试点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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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库移民 

温州大中型水库有 18 个，加上小型水库有 100多个，涉及移民 10 多万人，仅珊溪水利枢纽

工程的移民近 4万人。移民安置涉及到温州市内 10个县（市、区）48 个乡（镇）123 个安置点。

为了切实做好库区移民的安置工作，温州市政府于 1996 年制定了《关于温州珊溪水利枢纽工程

移民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同时又先后多次通过市政府协调会议，对涉及有关移民安置点建设

征地、规划设计和建房等方面的规费，实行免、缓、减，以及对移民安置后的子女上学、创办企

业、车辆换牌等优惠政策共有 100 多项。 

3．下山移民 

2005 年初，温州市共有欠发达乡镇 139 个、人口 165 万，其中，70 个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2万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1 500 元。温州市针对这个现状制订出台了《关

于实施“139 富民攻坚计划”的若干意见》。目前，全市欠发达地区新建续建下山移民点（小区）

138 个，下山移民 3.6 万人。近两年来，欠发达地区发展取得突破，已有 116 个欠发达乡镇农民

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温州力争 2011 年全市 139 欠发达乡镇接近总体

小康水平，为基本实现全面小康打下坚实基础。 

4．生态移民 

温州为了建设东南沿海城市最大的绿心，在村落策略规划中提出，生态园的村庄分为湿地控

制搬迁村、湿地旧村整治村、湿地引导搬迁村、山上引导搬迁村、山边旧村整治村五类。按不同

类型村庄，分期分批实施村庄整治、更新、控制、搬迁等措施，创造独具特色的环大罗山生态型

新农村。这必然要涉及到一部分人的迁移。 

三、温州移民研究启示 

（一）移民是一个总体素质相对较高的人群 

移民，不论是迁出的，还是迁入的，相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来说，一般都是总体素质较高的

人群。实际上，他们的流动必然会给本土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使社会结构逐渐从血缘宗族关系

中疏离出来，使传统观念及习俗淡化起来，从而进一步使温州人精神、创新文化成为温州创新活

力，推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性因素，为温州民营经济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而

发挥其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当然，他们的总体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移民是一个需要关爱呵护相对较多的人群 

移民，不论是迁出的，还是迁入的，他们到异乡或异国打工创业，有许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解

决。220 万温州人为了生计，经常在全国、世界各地闯荡。这种“吉普赛”式的流动生活使他们

无暇照管孩子，大部分人把孩子交由祖辈、亲人或老师照料，随之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留守儿童。温州正在给近 80 万留守儿童征集代理家长，旨在帮扶留守儿童弥补感情缺失、完善

心理人格、提高道德素养以填补父母外出带来的“情感真空”，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

体的留守儿童工作网络。同样地，新温州人也面临着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关注和解决。 

（三）移民是一个磨合时期相对较长的人群 

为了生存和发展，移民，不论是在外温州人，还是新温州人，他们与当地居民须经历一个较

长的磨合时期。这种磨合，说到底，是心理的磨合、认知的磨合、文化的磨合，它必然要经历一

个由不适应到逐步适应以至基本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性调整的过程需经几个阶段：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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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关心的是眼前的情况，试图找到工作、挣钱和找到住处。第二阶段，即“心理达到”阶段，

表现为明显的心神不安和情绪不稳定。笫三个阶段，相应地作适应新环境的调整，即开始进入新

的环境。 

（四）移民是一个管理服务需要相对较强的人群 

在流动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服务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在 280 万新

温州人群体中，有极少数人素质低下，法制观念很淡薄，是非辨别能力相当差，自身意志不坚定，

他们的行为给温州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必须对他们加强社会管理，加强思想教育。

应当看到，对社会治安真正构成危险的主要是混杂在外来人口队伍中的流窜犯罪分子、逃犯、违

法犯罪人员，他们伺机作案，将流动人口的集中地带作为作案目标地。对此，新温州人必须擦亮

眼睛，提高警惕，为建设平安温州、和谐温州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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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nzhou is a city of migrant socie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number migrants in every 

migration wa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migrants and their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development of migrant society in Wenzhou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immigration, emigration and migration with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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