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超级城市“移民”与“洋插队”

如何看待“老”年人的“新”移民
随着新一轮城市化的发展，这一

转型过程所带来的家庭婚姻、城市文

化、族群关系和社会整合等文化转型

将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转变就

是从地域性社会向移民社会的转变。

所谓地域性社会，核心在于人与土地

的紧密嵌合，农民依附于土地，而且

一代一代传下去，血缘和地缘关系相

互交叠，形成在空间上相对孤立和隔

阂，极富地方性的社区单位，也即村

落。费孝通先生精辟地将其概括为“乡

土中国”。

而中国的城市是建立在地域性社

会之上的。这类城市的居民以周边农

村移入城市为主；以某种方言群体构

成城市人口的主体；是某地域行政区

划的中心；而户籍严格限制人口迁移

促进了地域性城市的发展。这类城市

基本上是把地域性乡土社会的模式搬

到了城里，城市的乡土性构成了中国

城市一大特色。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行，大量农民工进入企业、

城市，开始了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的

浪潮，到2010年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6

亿，可以说中国的“移民社会”已经

到来了。

2011 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

农业人口，中国从传统地域性社会向

移民社会转变，城市也在经历从地域

性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转变。

城市转型，即从地域性社会到移

民性城市的转型，具体而言，指城市

人口结构、社会文化、族群关系、社

会结构和社会整合等发生改变。随着

都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人口结构发

生了变化，不论是人口来源还是人口

特征，都由单一性、同质性向多样性

和异质性转变。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

伴随着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

姻家庭、族群之间的关系、社会整合

等发生了巨大变革。在城市文化上，

不同的移民文化相互交融，更加多元

和包容的城市文化应运而生。

在过去三十年里，大约有 2.6 亿

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推动了

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仅在 2000 年

至 2010 年间，就有 1.17 亿农村人口

迁移到城市以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引擎，沿海地区

接收了超过一半的移民人口。接收国

内移民人口最多且移民人口增速最快

的为北京、东莞、广州和上海等城市。

在 2010 年，这些城市共接收了超过

5200 万人，占国内移民人口总量的

35%。

目前，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占7.3

亿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00 至

2010 年间城市外来人口增长 80%。但

是，这些外来人口难以获得合法的城

市居民身份，也不能享有相应的社会

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目前，中国

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54%。预计到

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

占总人口的 70%。中国的国内移民在

城镇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

色。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循环来往于城

市和自己的家乡，上演着一年一度的

“春运”。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比较

容易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老年人相对

而言，障碍就会增加很多，医保、养老、

社会关系、生活习惯，都会影响他们

“移民”生活的质量。

另一个方面，改革开放也打开了

国门，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提供了

海外移民的机会，1984 年，当时的日

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接收 10 万名

留学生的宏大计划，使得中国留日学

生出现高速增长。但是留学日本易，

移民日本难，真正由留学生增长而带

动的移民潮，出现在加拿大和美国。

1985 年后几年间，加拿大接纳了约 7

万中国大陆新移民。1970 年侨居美国

的中国移民不过 44 万人，1988 年则

达到 108万人，增长迅速。

除了留学外，跨国婚姻也是一个

途径。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有了一些

人实现了海外婚姻，到了 1979 年，

已经有 8000 多人通过海外婚姻实现

了移民。默多克的前妻邓文迪 1988

年 2月获得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加州

州立大学学习，两年之后通过和美国

人结婚才获得美国绿卡。

当时，移民不仅吸引知识分子、

明星，也同样吸引着普通百姓。移民

海外意味着可能有优厚的收入前景，

1990 年，中国城镇居民月收入约为

200 元人民币，同期很多美籍华人的

人均收入约为 1850 美元，相当于国

内收入的五六十倍。在这种巨额薪资

差别的诱惑下，东南沿海很多地区甚

至出现一村的村民一起移民海外的现

象。

在这样的氛围中，留学被戏称为

“洋插队”，如同真正的插队生活一样，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在国外经历过艰

难的历程。而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

移民，他们更多扮演的是开拓者的角

色，无论大小人物都为了扎根异国，

付出了不为人知的辛酸。 

不论是城市移民，还是洋插队，

这批“新移民”已经进入了经济相对

稳定的阶段，出生不久的宝宝，逐渐

老去的父母，都成为了不得不面临的

问题。于是，老年人成为“新移民”

的现象开始大量产生。老年人往往出

于被动移民的状态，多数是听从儿女

的安排，他们中有的人得到了思念已

久的天伦之乐，有的人开始面临措手

不及的烦恼。老年人移民，会面临诸

多现实的问题，医保、养老、社会关

系、生活习惯，都会影响他们“移民”

生活的质量。本文将从各个层面展现

这些银发“新移民”的生活状态，希

望能管中窥豹，给大家带来一些经验

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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