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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斌 

当前的中国正在崛起，尤其是中美之间从贸易到金融、技术、人才等

领域的多重冲突，表明这种崛起遇到的矛盾多么复杂。但这也正揭示了中

国是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 

快速的社会变迁标志之一是城镇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过程是征地拆

迁，这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从政府如何谋划、如何获得群体拆迁的同

意率、如何处置具体的相关经验问题，到学界如何把握当事群体的生命历

程、如何理解社会公平正义、如何驾驭中国发展的航向，可谓成果众多，

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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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分化的逻辑：征拆安置小区失地青年现代性获得研究》。资料图 

《底层分化的逻辑》（曾东霞著，中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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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证的方法获取自己的经验材料，应用生命历程理论探讨了失地青年面

临征地拆迁这一外来变量做出的各种应对办法。该著作从两条主线勾勒了

作为底层的青年之转变或未变：一条主线是从个人的工作与住房等日常生

活着手，描绘失地青年在突破传统观念、计划自我发展、城市融入等方面

的个体写照，另一条主线是用结构性视角呈现空间、组织、人际关系等宏

观背景。两条主线既有宏观、也有微观，既有客观、也有主观，相互阐释、

彼此补充，完成了对底层青年在城镇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同时有持续发展的

上进群体和贫困落后的被动者的双重论证。 

在失地青年的发展主体心态方面，曾东霞着重阐述失地青年从农民角

色转变为市民角色的过程，既有横向解剖，谈了其心态分类；也有纵向透

视，谈了心理转变过程。从横向解剖来看，作者提出了失地青年面对外来

的拆迁这一变量的不同反应，有的青年积极主动，利用自身条件和征地补

偿寻求新的发展，但有的青年不够积极，甚至有的陷入消极被动而不能自

已；从纵向透视来看，传统农民是大家的初始共性，在转向市民化时出现

了很多不同的选择，因此，显现出不同的现代性，这些现代性既在个体上

影响其效能感，也在客观上影响整个城镇化发展格局的质量与成效。作者

用现代性的视角审阅失地青年的主体性向度。 

在论及宏观的结构力量方面，曾东霞主要强调“结构”对个体行为的

规制性与约束力。例如，作者认为“失地农民行为的随意性是传统记忆延

续的实践意识与空间变迁错位强加给他们的标签”，也就是说空间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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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来说好比换瓶不换酒。这表明作者是将失地青年作为主体地位来看待，

外来的城镇化变量并没有及时地改造青年的主体性，所以才出现村庄管理

混乱的情况。组织结构方面，作者认为原来单一的村委会管理组织转变成

N个彼此关联但有不同分工的社区机构，这些机构一方面是居民的服务者，

同时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服务的态度与质量，利益动机与信任等诸多问

题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新系统，失地青年面对这一新系统既期待又疑惑，产

生了诸多焦虑甚至矛盾。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让失地青年的生

活系统丧失了原有的稳定性与信任感。焦虑、疑惑、矛盾、失信……诸多因

素叠加，让部分失地青年陷入固化在底层的风险。 

在前述基础之上，作者试验性地探讨了社会组织力量介入失地青年发

展困境、化解失地青年人生风险的具体实务及其理论问题。进而从行动主

体的角度提出了失地青年分化的社会逻辑，并从政策、文化等多角度讨论

了解决相关问题的整合举措。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更是动态的。失地青年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问

题具有很多走出这本著作范畴的维度与节点，比如底层概念是一个相对的

说法，是社会分层概念的一个层面，底层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分化面貌

说明了其群体的哪些共性？在结构和文化上与上层群体、中层群体有什么

区别？在现代性获得上，中层与上层会否存在同理性分化路径？再比如，

如果跳出经验，失地青年的发展与中国城镇化问题不仅仅是重要的社会存

在事实，更是关乎城市化理论等诸多命题的建构与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带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1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