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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区域发展 

—— 温州移民社会几个问题的思考 

 

任柏强，韩纪江 

(温州大学商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温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带来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移民文化呈现多种形态，其

中包括温州侨乡的移民文化、旅居地的移民文化和新温州人的移民文化。温州移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需要进一步深化。温州移民社会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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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土地贫瘠稀缺的倒逼机制和工商文化的影响，使温州人走遍天下闯

世界，很早就形成了民间融资的工商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创造了

温州模式，变成了富裕之乡，引起全国关注。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

温州形成了劳动力大出大进的移民现象。到 2007 年末，790 万温州人中，有 170 多万走向全国各

地，50 多万走向世界各地；与此同时 333 万多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温州。这种大进大出的移民现象，

是推动温州区域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移民与温州经济发展问题 
移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移民是指取得迁入地户籍的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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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将由外地迁入的 333 万多“新温州人”群体称为“由外向内”移民，将走

向全国和世界各地的 220 多万温州人群体称为“由内向外”移民，将温州 100 多万城镇化移民、

水库移民、扶贫下山移民和生态移民称为“由内向内”移民[1]。 
（一）温州“由外向内”移民对于温州经济发展的绩效 
333 万在温州的外来移民已成为温州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主力军，假设一个外来移民的人

均年收入为 1 万元，其为所在企业贡献的 GDP 一般是其收入的 3 倍，那么一个外来移民为温州

贡献的 GDP 是 3 万元，333 万人就是近 1 000 亿元。外来移民工资收入只占其创造价值的一小部

分，其他都贡献给了温州社会，成为温州亿万元富翁崛起的基础，也是温州经济持续繁荣的基础。 
据市公安部门统计，2006 年底全市登记备案出租房 51.9 万户[2]，按照每户每年 5 000 元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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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计，每年可以为温州有房居民提供约 25 亿元房租收入。333 万人的聚集，以每人每天吃饭消费

10 元计算，日均合计 3 330 万元，每年就有 100 多亿元。此外，还有日常开支和娱乐休闲等消费。 
（二）温州“由内向外”移民对于温州经济发展的绩效 
220 多万温州人移居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其经营性收入远远大于劳动工资收入。一般每人每

年可以赚取 10 万元经营收入，如果将 10%寄回温州的家中，那么温州每年大约有 220 多亿元的

净资金流入。温州目前有超过 2 000 亿元的强大资本流活跃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民间可用

以投资支配的资金超过 5 000 亿元。 
温州的土地资源异常匮乏，温州人外出打工经营的初始动机便是为了规避这种资源劣势。改

革开放后的第一个 10 年里，温州人外出经营是为了生存而“被逼无奈”；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 10
年里，温州人外出则是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外出“淘金”；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 10 年里，温州人外

出是投资置业和企业外迁，其主要目标是发展，最关键的驱动力是温州可用于非农建设土地资源

的缺乏。企业外迁，有人称资本扩张，有人称资本外流，也有人称资本外逃，总之都在很大程度

上减轻了非农产业对于温州土地资源的压力。 
支撑温州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信息。信息促进了商业贸易，商业贸易使得“无矿之国成为

黄金遍地”。220 万温州人迁移到全国、世界各地，掌握的市场信息最为宝贵。借助于广泛的市场

信息和温州人网络，温州的产品被销往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廉价资源则被输入温州。 
（三）温州“由内向内”移民的经济绩效 
温州经济总体已经成为国内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内部仍然分化严重，欠发达的山区还很多。

比如在泰顺县、文成县等山区，由于交通不便，位置偏远，可利用资源稀少，相比较而言，居民

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很低。他们就近外出打工赚钱，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有助于提高当地收入水

平，促进脱贫致富。 
温州的欠发达地区多是坡度较陡的山林，不宜开发，否则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水土流失。通过

内部移民，可以把闲置劳动力转移出去，劳动力外迁之后，山林自然而然就茂盛起来，水土流失

问题也得到解决。所以，支持山区贫困居民下山移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温州山区的居民移民下山，就近在温州都市圈打工，有很多优势，特别是由于文化、习俗和

观念等方面比较接近，对于温州都市圈具有较强的融合性，他们下山移民后往往很快就能购房入

户，完全定居下来，加快了温州的城市化进程。 

二、温州移民文化问题 
温州移民文化主要是指温州侨乡的移民文化、旅居地的温州移民文化和新温州人的移民文化。 
（一）温州侨乡的移民文化 
温州侨乡的两种典型的文化情结是“相对失落感”和“炫耀性消费”。 
在社会发展相对迟缓时，人们比较容易安于现状。可是，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时，人们习惯

于选择与原先条件不如己，但现实处境却优于己的人进行比较，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自我“失落

感”。“失落感”不是真实利益的缺失感，而是心理预期和现实利益之间的落差感[3]。在普遍存在

海外关系的侨乡，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时刻都在演绎着由“出国”、“欧洲好赚钱”、“大赦非法移

民”和“侨领”等字眼烘托的“崇欧慕侨”社会风气，并向潜在的移民群体传达着“出国＝发财

＝成功”的理念，由此也强化了侨乡的“相对失落感”。“相对失落感”加剧与平权意识上升是并



 

任柏强等：移民与区域发展 3

行不悖的，当通往目标的社会障碍越小，而个人奋斗的成功率越高时，人们所可能产生的失落感

就会越强。作为“群体失落”的反衬，“崇欧慕侨”的社会氛围在新时代急剧升温，这构成了温

州侨乡持续移民的心理文化。 
侨乡的“炫耀性消费”文化情结是作为一种社会地位和声望伴生物而存在的。一般而言，移

民在异国他乡立足之后，总要设法向家乡人展示自己在异域的“成功”，以提高自己及家庭在原

居地的社会地位。其通行做法之一，就是移民回乡时的“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在本质上

是社会地位和声望追求的一种辅助方式或表征。在温州侨乡，与“炫耀性消费”密切关联的是大

量兴建的侨居，典型的有温州文成县玉壶区；与许多空置的楼房并立的还有许多豪华的墓园，典

型的有温州文成、瑞安等地；与豪华墓园相联系的，是侨眷家庭举行葬礼时攀比炫耀的排场。 
（二）旅居地的温州移民文化 
温州移民在旅居地的移民文化，首先是生存的文化，其次是发展的文化，最后是融合的文化。

无论是北京的“浙江村”，还是巴黎的“温州城”，温州移民具备着共同的文化生活和社会背景[4]。 
以巴黎温州移民为例，除早期（20世纪前40年）14万应招战时劳工而合法留在法国的以外，

其他大多属非法移民。通过非法途径到法国的温州移民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温州移民聚集形成的

族内社会网络，选择家庭作坊“打黑工”。经过“黑工”阶段之后，得益于法国的移民政策和其

他融入制度，从“打黑工”转为合法做工，随后完成从合法做工到当老板的跃进，这被视为温州

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表征。在这个融入过程中，温州模式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发掘，在异域

社会文化中体现了鲜明的制度文化创新意义。巴黎温州移民集中代表的移民文化，主要是靠吃苦

耐劳和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法国最边缘的经济层面，建立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领地，以此来克

服在融入上面临的困难，即以传统社会关系资源和补缺性经济方式移居和融入法国[5]。 
在本国社会中，温州移民同样在异域复制和扩展着温州模式，进行着制度文化的创新。比如

北京的“浙江村”内部形成的完整的自我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体系。但是由于法国和北京所代

表的移居地的差异性，使得温州移民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都有所不同。比如，在温州移民赖以生存

的社会网络问题上，法国温州移民的强网在弱化而弱网则在强化，北京温州移民则相反。另外，

不同于温州模式在巴黎的边缘性、补充性的复制，北京的温州移民文化表现出了要求纳入主流宏

观制度体系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表现在一方面适应移民社会的内在特点，去寻求在宏观制度背

景下的微观的政策性调整，另一方面适应现代经济的运行特点，去寻求对原有的国家政治经济制

度的局部性突破。 
（三）新温州人的移民文化 
新温州人的到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构成了温州移民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肯定移民文化对于温州本土文化的正面作用。 
移民文化促进了温州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经济社会层面而言，当前温州社会的现代化

运动主要体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上，外来移民不仅贡献了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与信息，

而这些都成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必要推动力。移民汇聚推动了温州的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进程

又带动了城市化进程，最终推动温州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移民文化推动了温州本土文化从原生性文化向再生性文化转变。瓯越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

化，具有自身的地方性和一脉相承的传统。而温州移民的外迁和新温州人的内迁，加速了瓯越文

化的内外交流，现代的瓯越文化不再是一种相对独立、单一的文化类型。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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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各自的本土文化的因素，如湘楚、巴蜀、燕赵和东北文化等。借助这些文化内涵，温州文化

完成了从地域文化的纯粹性到移民文化的混合性的转变，单元的趋向多元的，封闭的趋向开放的，

原生性的瓯越文化在移民文化的冲击下获得了一种再生性。 
移民文化为现代温州文化注入了新鲜活泼的精神力量。当代温州的发展得益于一种敢想敢为

的温州精神，承载着温州精神的主体既有善于突破的温州人、勇闯四方的温州移民，还有充满了

开拓精神的新温州人。凝聚在新温州人身上的精神特质属于一种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这就是移

民精神。移民精神从根本性上讲是一种务实的理想主义，而这种务实的理想主义一旦转化为经济

行为，就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伦理，将成为温州构建本土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在新温州人身上，体现着创造性与保守性并存的特性。由于生活空间的迁移，他们以开放性

和创造性的方式去面对新的生存环境，多少会体现出区别于原有状态的创造和奋斗的特征，但在

适应新环境的行为中包含着较多的对其原文化行为、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沿袭和移植。在温州

本土文化（或者其他强势主导文化形态）未能统合多样的文化特征的情况下，保留原文化特征来

获得自我认同是一种现实的选择[6]。这种对于原文化特征的保留态度，使得来源广泛的地域文化

特征并没有因同处温州而同化，它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各自文化的特殊语言、食物形式、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种对于原文化的保守性，是移民文化与温州本土文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三、温州移民社会管理体制问题 
深化温州移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让移民融入城市是移民社会管理的首要目标 
作为政府，从社会管理制度上讲，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移民融入城市，研究影响移民融

入城市的主要因素，为移民构筑和谐的社会环境[7]。 
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在移民进入城市的初期，

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社会资本作用非常重要，但随着流动人口居留时间的延长，其生活空间逐

步从集体工棚转向常态居住的社区，其互动的范围也逐步从初级群体扩大到更广泛范围，互动的

内容也更加丰富。因此，能否增强自身的组织化，建立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加强和本地居民

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对流动人口更深层次地融入社会有着关键的作用。 
制度上的限制和排斥，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

市体系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极端薄弱，甚至丧失。因此，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首先是加强制度融合，

逐步将流动人口制度化地纳入城市管理体系，逐步将公共福利体系平等地向城市所有人口开放，

保证所有群体的基本利益，为城市发展塑造良好健康的公平环境。 
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对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生存、

生活和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越强，越有助于社会融合。除了正规化教育之外，职业培训

不仅可以获得新的人力资本，同时为原有人力资本的转化开辟渠道，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上升具

有重要作用。因此，鼓励城市的教育培训体系向流动人口开放，通过各类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

促进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提升，促进农民转化成为现代市民。 
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合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合的能

力。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主要集聚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这种就业市场的低端处境和工作的不

稳定性，不利于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产生稳定的预期。稳定的就业、有保障的就业和在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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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地位得到逐步提升，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 
（二）深化户籍改革是移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以“居住地人口管理”模式取代“户籍属地管理”模式，是深化温州移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的核心内容[8]。要实现以“居住地人口管理”模式取代“户籍属地管理”模式，就要取消现行的

暂住证制度，使外来务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使他们能够真正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与政

策。“居住地人口管理”模式取代“户籍属地管理”模式，需要全国整个管理制度的配套改革，

包括财政制度。目前我国的行政资源和公共资源不是按照实际人口分布来配置的，地方政府没有

得到相应的投入来管理外来人口，外来人口消耗的资源也得不到补偿，这是地方政府对于实施“居

住地人口管理”模式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发挥政府、企业、社区和民间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作用 
流动人口的管理是复杂艰巨的，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区和民间组织的综合管理作用。 
2007 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全市按 500∶1 的比例，配齐配足流动人口专职协管员。

专职协管员的日常工作为信息采集和管理检查，除了继续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原有的流动人口暂住

证登记办理、出租房登记备案与消防安全检查等工作外，还要协助职能部门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

生育服务管理、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和法律知识普及等工作。 
企业是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最基层组织。温州不少大中型企业已经走在精细化和系统化管理

前列，他们积极改善生产现场环境，配备必要的劳保用品，在生活方面改善住宿条件，提供宽敞

清洁的宿舍，设立食堂、医疗室、图书室、网吧和休闲体育活动场地等。像康奈集团还设立了“新

温州人情感交流站”，交流的问题包括工作压力大，工作岗位不适应；个人感情出现挫折，如失

恋等；与上级和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紧张，意见难以沟通；家庭生活困难，等等。 
民工社区承载了缓解城市外来人口边缘化的希望。社区要有新型管理理念。一是服务型管理，

考虑外来务工人员各个方面的需求，为定居了的外来人口创造安定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培养其认

同感和归属感。二是参与式管理，即强调让入住人员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发挥他们的积极

性，增强他们的社区意识，促进社区融合。 
但是，面对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政府、企业和社区的管理总是有限的。因此，还必须充分

发挥和借助于流动人口民间组织（流动人口 NGO）的管理作用。 
流动人口民间组织可以成为流动人口的自律自助组织和美好精神家园。如宣传文明礼信规

范，开展信息咨询、知识讲座；关注外来工婚姻状况、生活质量和前途命运；提高外来工自身素

质，包括心理、思想、文化和技能等各方面能力；扩大成员交流，对内交流使他们倾吐心声，互

相鼓励，以摆脱自卑和孤独，消除困惑，对外交流使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以增

强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协调成员与政府及企业关系，反映成员要求，维护其合法权益，进行维

权诉讼等。 
流动人口民间组织具有自发、自愿、善于沟通及弹性灵活等特点，能深入基层，贴近贫困民

众，有效反映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提供相互协商、合作、妥协和制衡的渠道和机制，使不满情

绪得到合理疏导和有效化解，正当权益得到合法保障或适度补偿。而且，民间组织广泛分布于各

个地区和不同行业，涉及社区服务、扶贫济困、灾害救援、社会福利、尊老扶残、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和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可以成为关系协调的组织平台，发挥调节社会矛盾、满足多元需求、

和谐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润滑剂”和“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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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民间组织一方面可以促进贫困阶层与困难群体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提升生存能力；

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社会流动，保持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性，增加底层群体流动和选择的机会，

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流动，保证人们地位变化及资源获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避免出现较为严重的

社会排斥和社会剥夺现象，使每个社会成员包括流动人口都拥有合理流动的路径，充当优化社会

流动路径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催化剂”和“调节棒”。 
在温州一些民工聚集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外来工协会”这样的民间

组织。但这些民间组织的成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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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 Reflecting on Wenzhou Immigran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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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nzhou is well known in the world for her typical phenomenon of human mobility. There are 

over 7.9 million citizens in Wenzhou among which 1.7 million people emigrate to the whole country and 500 

thousand people go abroad.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about 3.33 million immigrations working in Wenzhou. 

This massive immigrating and emigrating trend makes Wenzhou full of economic vigor. With decades of hard 

working, Wenzhou becomes more prosperous and creates so-called Wenzhou economy pattern which caused 

great concern among the country. Therefore, the immigrating and emigrating phenomenon of Wenzhou is an 

issue worth attention and discu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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