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主动投资到被动选择：农民工家庭在集镇购房的动因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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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者通过对重庆市阳县凤镇马村农民工家庭购房过程的质性研究发现，集镇优越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集镇的发展潜力、村庄内部带动和亲戚互助是促使农民工早期到集镇建房的主要原因。以集

镇房子为关键因素的婚姻交换、村庄内部愈演愈烈的攀比、城乡公共资源 “马太效应”，以及政府对到集

镇购房的倡导和补贴，是后来农民工家庭到集镇购房的主要原因。从主动投资到被动选择，由争着在农村

盖楼演变为抢着到集镇购房，这种大跃进式的城镇化和攀比式的集镇购房热带来了诸多的问题，这背后实

际上离不开国家城镇化发展政策的推动和现代性与城市对乡村共同体的霸权。

［关键词］农民工家庭　主动投资　被动选择　霸权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４７０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０４ （０６）

［作者］刘　燕　硕士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市　１００８７５
叶敬忠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　１０００９４
胡晓江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市　１００８７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变 迁 研 究”（编 号：１３ＡＳＨ００７）、教 育 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重 大 课 题

攻关项目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编号：１１ＪＺＤ０２６）的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到

２０１３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５３．７％，与２０１０

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 （５２％）相当。农

民工是城镇化的生力军和先锋队，中国城镇化水平

的提高，很大程度缘于农民工进城安家置业，各地

小城镇竞相出现了农民工购房热。例如，在赣西一

个仅 三 十 余 万 人 口 的 小 县，２００６年 至２０１０年 间，

县辖区内的各个乡镇中，几乎每个乡镇墟市的居住

类建 设 用 地 面 积 都 扩 大 一 倍 以 上，县 城 售 出 约

７０００套商品房，超过四成的购买者来自本县农村，

多为农民工家庭。〔１〕重 庆 一 些 区 县 也 出 现 农 民 工 县

城购房热，有 的 区 县 新 增 商 品 房 的５０％左 右 被 他

们购买，部分县城中高档楼盘５０％至７０％的 住 房

被农民工购买。购房热能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被地

方政府大力倡导。我们所调研的重庆市阳县凤镇马

村某村民小组共有４０户外出务工家庭，已有３６户

在集镇置业，尤其在近两年，到集镇购房更是成为

热潮。与购 房 热 遥 相 呼 应 的 是 高 房 价。近１０年，

无论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是默默无闻的中西部

的集镇，房价都在持续上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２００４年 到２０１３年，我 国 房 价 提 高 了２２８％。

那么在房价一直处于高位上涨的情况下，收入勉强

糊家的农民工家庭为何仍争抢着到集镇购房呢？

二、文献回顾

纵观现有研究文献，部分学者分析了农民工到

小城镇购房的原因。为后代创造更优的成长和发展

条件是每个家庭做决策的重要出发点，城镇拥有更

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考虑到子女发展前

途，只要有在务工城镇定居的能力，农民工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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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回家乡。〔２〕收入提 高 是 农 民 工 在 城 镇 购 房 的 基

础，不同类型城市的房价高低有以下排序：超大城

市＞大城市＞中等 城 市＞县 城＞农 村 城 镇，〔３〕目 前

农民工的收入虽有一定增加，有经济能力在城市定

居的并不多，与大城市的房价相比支付能力依然很

弱，而中小城市、小城镇住房均价低，进驻成本较

低，成为 不 同 层 次 农 民 工 的 首 选。这 与 黄 振 华 等

对全国３０个省２６７个村４９８０位农民的调查结果一

致：在定居城镇的层级偏好上，县 （县级市）成为

农民进城定居的首选。〔４〕

除经济因素外，黄志辉发现诸如通婚、教育、地

方性知识以及面子等一系列文化观念和象征 “意义”

是驱动农民去购置城镇房产的文化动因。在农村婚龄

人口性别比失调的背景下，农村男青年为了完婚而被

迫迁移到城镇。〔５〕老家县城离家乡比较近，方便亲属之

间的往来，具有相似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更容易找到

归属感。〔６〕特别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增强，其

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城市的时候怀念农村，在

农村的时候怀念城市，选择县城，无疑是在大城市、

乡村之间的一个折中选择。〔７〕〔８〕潘华等也指出，新生代

农民定居县城是 “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

化的复合行为。〔９〕

国家和各地方政府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县级地

方政府大搞房地产开发，为获得土地财政，县市级政

府宣传农民进城购房就是投资，房价会持续上涨的神

话，并给予按揭贷款和政策支持，甚至不允许农民在

原农村宅基地上建新房、不允许农民维修旧房，逼他

们进城购房，农民工的需求就被调动起来，纷纷到县

城购房。〔１０〕以土地国有化为杠杆，地方政府通过创办

园区推进工业化，城市规划控制和区划调整加速推进

城市化，吸引农民工到城镇购房。〔１１〕但就政府是否应

大力鼓励农民工到城镇购房，国内有学者提出异议。

以贺雪峰为首的华中乡土派基于丰富的田野实践指

出，当下广大农村家庭仍依靠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

半工 半 耕”模 式 维 持 生 计，要 保 护 农 民 返 乡 的 权

力。〔１２〕国家和地方政府不能通过鼓励政策来推动农民

进城，更不能通过推动资本下乡、土地流转、 “四化

同步”，以推动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乡镇发展房地产，

农民到乡镇购房子，既脱离农业，又无法从事工商

业，如何住得下来？〔１３〕

综观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以大样本实证调查为

主，“打算”和 “愿意”的统计结果为主要依据。但

“打算”和 “愿意”一定程度建立在 “空想”或 “假

设”上，不同农民工对此理解和认知不同；且意愿是

一回事，能不能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现有资料多停

留于现状简单描述，不够深入，关注点为是否购房这

一结果，很少对购房原因的专门和深入分析。此外，

中国的经济状况、土地制度和传统文化等因素决定中

国购房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现有研究往往只聚焦

农民工个体。为弥补以上不足，我们从 “事实”而非

“意愿”出发，以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探究已在城镇

购房的农民工家庭的购房动因。

三、农民工家庭集镇购房原因分析

马村属于重庆市阳县凤镇，阳县是三峡库区重要

枢纽，凤镇是阳县的江南重镇，辖２０个村、４个社

区、３４４个组、１７０６０户、６７８８９人。为打造城镇化示

范镇，凤镇大兴土木，实行小区模式，已建成中高档

小区５个，３个小场镇，多个新农村项目点。马村距

凤镇有３５分钟步行路程，我们于２０１４年１月与２０１４

年３月先后前往进行调查，运用参与式观察，共完成

普通农户家庭访谈３０份、小组访谈１份、村干部访

谈３份，以及５份非马村农户和７份城镇居民深度访

谈，共涉及留守老人３６人 （男性２１人，女性１５人）、

留守妇女５人、留守儿童５人、未外出打工中青年４

人、春节返乡农民工２４人。此外，我们还对２名凤

镇房地产销售员、２名建材老板、１名返乡创业园区

负责人和１名凤镇政府规建所负责人进行了访谈。我

们所调查的村民小组共２７０人：常年在外打工的为中

青年，有１０５人；居住在集镇的有１４０多人，多为老

人陪读；村 中 常 住 人 口２５人，主 要 是 留 守 老 人。

村民小组共４０户，到２０００年底３８户都已住上了

砖砌 水 泥 楼 房，截 止 调 查 日 止 已 有３６户①在 城 镇

置业，早期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到集镇建 房 户 共

９户，后期 （２００８年至今）购房户共２７户。

１．主动投资：早期集镇建房原因

９户建 房 户 多 是 村 民 小 组 的 “精 英 家 庭”，在

农村居住条件不错，经济水平较优越、文化水平较

高、见世面较广，有些还拥有优越和丰富的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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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村民小组所有到 集 镇 购 房 家 庭 都 有 外 出 务 工 所 得 作 经 济 支

撑，因此本文将各集镇购房的家庭都定义为农民工家庭。



源。２００２年左 右，村 里 就 有 人 开 始 商 量 与 几 户 较

亲近的家庭一起购买地皮联合建房，通常是将地皮

按照购买需求和能力划分，合资购买建筑材料，按

日付费请建筑工人建房，统一完工，总费用据楼房

大小 和 类 型 不 同 而 有 差 异，但 都 在１０万 元 以 内。

除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两户处于非中心地段建房外，

其余都建在集镇中心地段。如今，这些人户在集镇

得以安居，或开小作坊，或经营杂货店，或办台球

娱乐场所，或卖建材，生计结构和经济来源稳定。

而他们到集镇建房的原因与其经历、经济实力、见

识、社会资源等因素关系密切。

（１）集镇 “条件好”，农村 “条件差”

农村落后的经济、交通、医疗、教育现状等是

驱使农民工家庭拼命 “逃离”农村的最直接因素。

集镇是 片 区 的 物 流 集 散、商 业 往 来、医 疗 教 育 中

心，对周边乡村人口充满吸引力。

交通一 直 是 农 村 发 展 的 “老 大 难”。２０００年，

马村村集体修通了到集镇的机耕道，一定承载重量

的拖拉机、货车和摩托车等可直达村内，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建筑材料和粮食运输难题。但由大雨导致

的道路滑坡、道路被冲毁时有发生，车辆通行仍存

在较大危险系数和不确定性。机耕道修通前，村民

盖房运输砖头水泥、卖粮搬运粮食全靠人力，十分

向往水泥 路 直 达 家 门 的 集 镇 生 活。每 逢 到 集 镇 赶

集，村民需爬４０分钟山路；若需到县城 办 事，需

绕山路、坐轮渡，来回至少四天。

交通不便还导致组员就医难、上学难 等 问 题。

虽然集镇有中心卫生院，但当时乡间赤脚医生才是

看病首选，医疗 设 备 简 陋、药 物 匮 乏。６３岁 的 马

某于２００６年在集镇建房，他、儿子和孙子 都 曾 半

夜犯过病，“１９９７年，儿子晚上突然发病，村里医

生都没法 医 治，自 己 背 着 他 爬 山 路 往 集 镇 卫 生 院

送。他住院将近１个月，每日在集镇上买饭成本太

高，就从 家 里 送 饭 来，家 里 庄 稼 牲 口 也 需 要 人 照

顾，没法只能一天来来回回跑好几趟，嘴边经常咸

咸的，不知是汗还是泪。”１９９８年，马某孙子摔下

山路受重伤，去市里医院医治后回到卫生院住一个

多月。“还是像服侍他爸爸那样照顾他，每天奔波

累死人，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出农村，哪怕

砸锅卖铁、借钱都要到集镇住，造福后代。”

集镇拥有中心小学、初中和高中，村中只有小

学，且师资匮乏、教学质量差，成绩优秀的孩子念

完三年级后便转校集镇中心小学，每日结伴起早摸

黑爬山路走读，中午一餐经常饿肚子，条件艰苦，

其余的孩子则留在村中念完小学。农村条件不如集

镇在资源配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２）返乡投资

在 “农村不如集镇好”的既定事实下，年轻男

子拜师学艺再随人外出打工成为潮流，外出打工提

高家庭经济水平的同时拓宽农民工见识，村中文化

水平稍高、具有开创精神的６０、７０后的年青人意

识到在外打工并非长久之计，开始思考如何返乡挣

钱。恰逢１９９９年阳县新县城快速发展，凤 镇 集 镇

也随之 开 始 规 划 楼 房 建 设、整 修 道 路；２００５年９

月，阳县 长 江 大 桥 正 式 通 车，从 凤 镇 到 阳 县 仅 需

２０分钟，县 镇 经 济 往 来 增 多。这 让 “开 拓 者 们”

看到了建筑行业的生财机会和搞小经营的潜力。

聂某，男，４６岁，初中文化，家中四口人，儿子

已重本大学毕业，女儿正在省内重本念书。聂家一直

比较富庶，早在地主时期，其父便是地主家的主厨，

后来聂某也是小组中外出打工的 “先锋者”，有亲戚

在政府部门工作。“当时在县政府上班的表哥透漏风

声，说 ‘上面’要大力开发凤镇，政策支持会很多，

早些来建房子卖肯定会赚。”所以，聂某从早些年夫

妻俩在广东打工积蓄中拿出４．５万，拉上一帮熟人在

集镇中心地段合建一整排楼房，自家得１５０平米４层

楼房，３个门面。没多久，聂某家就将房子卖了出

去，净赚３０多万。２００９年，聂家听亲戚说政府又

会大力开发某一地段后又早早地在省道公路旁以低

价购买地皮单 建 了１２０平 米３层 楼 房，２个 门 市，

后卖出２层楼房和１个门市，自家在门市上经营建

材买卖，收入相当可观。

马某，男，６３岁，年 轻 时 是 村 内 外 有 名 的 厨

师，每逢红白喜事必被请去掌厨，大女儿已出嫁到

县城，儿子２０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自己在县城一

个工厂里当主厨每月能获得一定工资，家庭经济条

件不错。２００６年，马 某 在 集 镇 农 贸 市 场 建１２０多

平米７层 楼 房，２个 门 市。回 忆 起 当 初 建 楼 过 程，

他既觉心酸又感骄傲，“建房总共花了１０多万，开

始钱不够，问亲戚借可他们都说我傻，说我的钱会

打水漂，甚至还不愿意借给我，当时我就打赌说我

不到两年一定能还清账，最后看在我的面子和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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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上才借钱给我。” “现在不仅还清账，还赚不

少，大家都说我当时决定太明智，现在只靠出租房

子得租金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

（３）村庄内部示范，亲戚互助带动

村中经济条件好，原本没考虑过到集镇建房的

人户看到建房赚到钱便也开始到集镇建房；同姓大

家族兄弟姐妹更是相互帮助，联合建房或相互帮衬

单独建房。陈氏三兄弟于２００７年到集镇联合建房，

“能赚钱的事，只要有能力，谁不愿意做呢？”虽然

逃离农村和进行投资是其主要动因，但组员的 “示

范”也起了极大的直接推动作用。

２．被动选择：后期集镇购房原因

随着集镇建设事业的发展，集镇已有足够房屋

销售，且建房成本越来越大、建设用地管理越发严

格、竞争越发激烈，后来者想要在集镇建房经济门

槛更高，所以他们选择直接购房。他们是村中外出

务工大潮中 的 中 流 砥 柱，外 出 务 工 时 间 平 均 在１０

年以上，购房偏好集镇中心地段楼盘的高楼套房，

面积 在１００平 方 米～１５０平 方 米 间。从２００８年 到

２０１４年，集镇房价从７００元左右 一 平 米 涨 到３０００

元左右一平米，他们的房款主要由务工挣得，也有

家庭先借钱购房再外出打工还钱。买房后，这批人

户无法在集镇获得稳定经济收入安居，中青年人只

得继续外 出 打 工，留 守 老 人 和 小 孩 在 集 镇 和 农 村

“两栖”，每逢学生放假，集镇便空落不少。

（１）“儿子要成家”：婚姻交换条件剧变

儿子置业成家向来是中国父母的任务。当下农

村婚姻市场上，以 “家庭地理位置”和 “家庭经济

条件”为分层标准，农村男青年已被划分为不同层

级。从２００１年开始，集镇住宅已成为当地 婚 姻 交

换的关键 条 件， “男 方 在 集 镇 没 房 子 就 娶 不 到 媳

妇”， “女儿不嫁给没在集镇或 者 县 城 买 房 子 的 男

人”。为此，第一代农民 工 会 在 城 里 打 工 直 到 无 雇

主愿意雇佣，拼命攒钱到集镇购房。

薛某，男，３２岁，至 今 未 婚，１７岁 开 始 前 往

广东打 工，为 人 踏 实 肯 干。父 亲５２岁，母 亲５３

岁，都是勤劳 朴 实 的 农 民，１９９９年 春 节 后 两 人 随

儿子一同外出打工。２００３年，薛某２２岁，眼看到

了该操心婚事的年龄。三人将后期打工积蓄和早年

农耕存款凑在一起，回到农村，花了约７万在原农

村老宅基础上盖起四层楼房，贴了瓷砖，看上去十

足洋 气。厨 房、客 厅、浴 室、卧 室 布 局 合 理，彩

电、冰箱 等 一 应 俱 全，全 家 以 为 薛 某 能 顺 利 成 婚

了。“好多媒人都来看了，觉得房子的确不错，但

说女方嫌弃地理位置太差，不愿意嫁过来！我们真

是太傻了，计划赶不上变化，谁能想到现在女子的

条件这么高，我们这距离集镇也挺近，道路也挺方

便，就因为在农村，就不愿嫁过来，真真浪费了我

们的血汗钱啊！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农村的新房

了。”２００６年，三人再次外出打 工， “没 办 法，我

们还是要拼命在集镇买房子娶媳妇用，我看这个日

子真是不让农村人活了！”

为何农村婚姻交换条件会有如此大转变？打工

潮大规模兴起后，农村女性婚姻资源减少，农村男

青年对婚姻资源的争夺将日益激烈，为获得婚姻资

源，他们必须付出更多代价。〔１４〕同时，城市价值观

和消费主义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工，尤其是

乡土情结淡薄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择偶标准越

来越高，女性更看中对方的经济和能力，在城镇有

一套住房就成了衡量经济和能力的唯一指标。本质

上，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后代缺乏农耕技术和经验，

无法从土地上获得经济来源，他们也不再愿意回到

农村，家长不得不为无法靠农业谋生的后代在集镇

购置新房，以期后代能在长远的将来在集镇谋得非

农收入。

（２）涌向集镇：村庄内部攀比

外出打工改变了村中原有贫富秩序，原本就存

在的攀比较量愈发激烈。同时，早期到集镇建房赚

钱不仅有带动作用，也导致无形压力，固守农村逐

渐被认为是 “懒”和 “不 争 气”，年 轻 人 不 得 不 在

集镇置业。

王某，男，今年３６岁，继 承 了 父 亲 在 原 供 销

社的工作，按月领工资，大家都对他家铁饭碗羡慕

不已。供销社被撤后，夫妻俩去广东打工，生活十

分节俭，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儿子今年２８岁，２０

岁开始打工，２２岁 在 广 东 与 务 工 时 相 识 的 一 位 河

南籍女子 结 婚，二 人 现 有 一 个 五 岁 儿 子 和 二 岁 女

儿，日子还算安稳。王某家并未在村落大院里，而

在距 离 集 镇 中 心 不 到 一 刻 钟 的 地 方，但 他 们 从

２００８年就着手计划在县城或集镇购房，“大院子的

家长都在 集 镇 给 娃 娃 买 了 房 子，我 家 还 住 在 老 地

方，虽然够宽敞，但楼层低、位置差，别人看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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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２０１３年回家过年，夫妻拿出毕生积蓄，儿子儿

媳出４万，四处奔走借了４万，凑齐３２万后，在集镇

上最豪华、高档的新区里购买了１１０平米套房。 “现

在院落里有能力到新区买房子的人不多吧，但我就可

以办到。虽说凑钱不容易，但这个房子都是有钱人才

住得起。欠的钱，平时节约点，多吃点苦，过几年就

还了。”正月十二，王某留在家里照看孙子孙女，妻

子、儿子、儿媳全外出为还债奔波。

（３）公共资源的 “马太效应”：集镇更好，农

村更差

短短十年时间，如今的集镇基础设施俱备、高

楼住房林立、商场超市鳞次栉比、娱乐场所齐全、

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也得到提高，而农村依然泥泞

小路、公路几近荒废，“虽总传言国家会修缮农村

公路却始终未见落 实，没 有 盼 头”，农 村 和 集 镇 条

件差距增大。

此外，国家和地方政府撤点并校相关政策的实施

迫使村民 早 早 地 便 要 到 集 镇 陪 读。据 小 组 长 讲 述，

“２００７年，村小被撤除。撤除前，各家会让孩子在村小

读完两年幼儿园和三年小学，再到集镇中心小学念书，

那时孩子每天走读也安全，家长也放心，到初中孩子就

可以住读了。拆除后，读幼儿园都得到镇上读，孩子

那么小，大人必须到集镇陪读。”陪读就得在集镇租

房，租房又非 长 远 之 计。３２岁 的 陈 某 于２００９回 到

集镇购房，他说：“集镇读书条件好，从幼儿园一口气

读到高中，考上大学就继续读，不然就出去打工。租

房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还是要买房。”

在政府大力支持下，集镇卫生院于２００８年扩建，

占地已达１４０００平方米，这提高了卫生院在农民心中

的地位，新农村合作医疗补贴也使村民更乐于到卫生

院就医报销。李某，男，４３岁，“现在到卫生院看病

国家才给报销，在乡里不管花多少钱，全自己贴。屋

里老人和小孩常生病，以往一直在乡里看病，现在国

家给补贴了，就到卫生院来。没想到住院一个月成了

家常便饭，医 院 渐 渐 成 了 第 二 个 家 （无 奈 地 笑 起

来），来来回回实在不 方 便，年 轻 人 拼 死 打 工 也 要

在集镇上给父母和孩子买套房子住”。

（４）政策拉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进城 “红

利”

农民变市民，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农

宅变楼房，则 是 农 民 变 市 民 的 重 要 象 征。从２００８

年开始，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

重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其中

重要的政策标志是 “重庆地票交易与千万农民进城

计划”。地票交易和千万农民进城计划的实质是农

民放弃宅基地换取城镇户口和相关社保体系以及一

定的现金补偿。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常年外出打

工，造成农宅闲置、土地撂荒，再加上地方干部的

“宏伟描述”，进城成为了一种不错的选择。为了坚

定农民进城的决心，地方政府还会出台各种配套的

诱导政策，例如高山移民搬迁补贴等扶贫政策，危

房补贴等惠民政策。

农 民 进 城 之 后 首 先 需 要 解 决 的 当 然 是 住 房 问

题。与此同时，伴随重庆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是地方

房地产 行 业 的 井 喷 式 发 展。以 阳 县 凤 镇 为 例，自

２００８年被确定 为 市 级 重 点 中 心 镇 以 来，这 个 场 镇

面积不足０．８平方公里的集镇，几十幢高、中、低

档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涌现，房价也从最初不

到７００元每平方米涨到现在的近３０００元每平方米。

镇政府则对当地房地产发展大开政策绿灯，对一些

违法兴建也选择性地沉默。于是，农村的地没了，

城镇户口有了，集镇楼房是现成的，加上政府和地

产商大力的宣传，大量外出农民工涌入集镇买房也

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乡村还是城镇，农宅还是高楼

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追求更体

面的生活也是每个公民和家庭的自由权利，但同时

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大跃进式的城镇化和攀比式的集

镇购房热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一方面，房地产主

导的城镇化是一种低质量的城镇化，相关产业发展

不足，公共服务不能配套，居住在高楼里的农民还

只是农民，买房的农民工仍就只能常年外出务工，

以至出现了 “白天在 田 里 干 活，晚 上 在 城 里 睡 觉；

平时在外打工，过年回来小住”的怪像。另外一方

面，这种出于无奈的集镇购房给许多普通农民工家

庭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辛辛苦苦外出务工挣来

的血汗钱换来不能经常居住的空楼，同时势必还会

影响家庭的教育、医疗投资，从长远来看，这是一

种得不偿失的选择。

那么，农民工家庭到集镇置业会逐渐从主动投

资演化成被动选择，深究原因，这与政府倡导的现

·８０１·

农村经济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代主义和发展主义不无关系。政府高举现代主义和

发展主 义 的 旗 帜，以 城 镇 为 中 心，为 实 现 经 济 增

长，“致力于”消灭传统的、多元化的农村习惯、实

践和关系。农村与集镇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上

的差距一直存在，现今却与日俱增。基于农民外出务

工使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的 “统计学事实”，政府

利用其对政策法令的绝对权威，通过资源城乡配置，

实施以实现教育集约化和城市化为宗旨的农村撤点并

校政策，给无法在大城市安居的农民工家庭制造出到

集镇购房的需求。孩子 “不得不”到距离农村老家较

远的 “中心学校”就读，抚养人 “不得不”到集镇陪

读，农民工家庭 “不得不”到集镇购房。制造出这一

刚性需求后，农村宅基地复垦或搬迁到集镇得补贴，

则是政 府 使 用 的 直 接 利 益 “诱 惑”。购 房 已 成 “必

需”，政府补贴成为香饽饽，农民工家庭想要获得补

贴，争先恐后到集镇购房。同时，现代样式的道路、

楼房与内部装潢等因外显性与可衡量性强而在官吏升

迁的政绩考评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些现代化硬件通常

被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理解为 “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为实现自己的政绩投资，政府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

倚重集镇建设，高楼拔地而起，高档消费广场鳞次栉

比。〔１５〕而农村的基础条件未得到改善，农民的真正需

求被忽视，农村越发寂寥和萧条，越来越 “容不下

人”。政府以城镇为中心的发展政策利用 “不得不”

和 “诱惑”不断侵略和冲击农村，处于夹缝中的农民

工家庭被迫到集镇购房，成为 “城里人”。〔１６〕村庄内部

带动、跟风和攀比一直存在，婚姻交换条件也随着社

会发展在变更，但以往其表现形式是争着在农村盖

“洋房”或 “小楼”，而如今演变为争抢到集镇购房，

这也与城镇化、工业化倡导的物质文明不无关系。

在国家和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政策以及以城

市文化为中心的现代性夹击下，农民工家庭不得不做

出到城镇购房的激进决策。但当农民工真正从农民变

成居民，从农宅住进高楼之后，生存压力的加重和生

活节奏的紧张、彷徨逐渐推翻国家描绘出的城镇舒适

和幸福的蓝图，但昔日家园早已回不去。这让我们不

禁引人深思：农民工进城、农村城镇化，请适当放慢

进步，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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