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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居住区移民身份认同偏差:
生成机理与调整策略

叶继红①

摘 要: 集中居住区移民的身份认同，是指作为新移民的失地农民在迁入集中安置区后，
对于其获得的新身份的判断和确认。身份认同系统的顺利转换有利于新移民更好地融入新居住
地，也有利于农民市民化进程。在现实中，征地拆迁和集中居住并未给新移民带来身份的自动
转换，集中居住区移民的身份认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补偿制度、社会记忆、乡土惯习、
居住条件等，共同建构了新移民偏差的身份认同。因此，需要从制度上、思想上、居住环境条
件上采取相应措施，调整集中居住区移民的身份认同。只有当新移民具备了现代市民意识，获
得了与市民大体相当的福利待遇和居住条件，他们才能真正接受和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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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居住区移民身份认同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

进，不少地区兴起了拆村建居的热潮，即将分散

居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新型农村社区居住，名曰

“农民集中居住”。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也是其

身份转变的过程，因为农民集中居住通常伴随着

土地的被征用和户口的农转非。这些迁入集中居

住区居住的农民，被学术界称之为 “失地农民”
或“被征地农民”。本文尝试将该群体与 “城市

新移民”联系起来考察。
关于城市新移民，从构成上看，目前比较一

致的观点是，农民工群体是城市新移民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者对此有较多的阐述。此外，智力型

移民和投资型移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而

很少将失地农民群体作为城市新移民来研究。之

所以要将失地农民纳入其中，是因为失地农民在

以下两个方面具有移民群体的特点: 第一，失地

农民是因政府征地拆迁而被迫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居住的，属于制度安排下的非自愿移民，① 可以

归入政策型移民的类别。第二，失地农民整体迁

入城郊农民集中居住区后，其面临着生活环境、
生产方式、人际关系等的彻底改变而产生转型适

应问题。在这点上类似于进城农民工。因此，有

必要将失地农民作为城市新移民来看待。基于以

上考虑，本文将城市新移民定义为: 在城市化进

程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迁移至城市，从农

村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的群体，以及户籍未变动

但在城市工作、生活时间较长的群体。主要包

括: 劳工 ( 农民工) 型移民群体、智力 ( 技术)

型移民群体、投资型 ( 商业) 移民群体、政策

型移民群体 ( 如失地农民) 。这样，失地农民就

成为城市新移民的一个类别，本文称之为 “农

民集中居住区移民”② 或 “城市新移民”③，简

称“集中居住区移民”或 “新移民”。之所以

“新”，是因为他们新近迁入新型社区定居和工

作，即将成为市民的一部分。

那么，这些新移民在集中居住后如何看待自

己的身份转变呢? 他们是否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呢? 这就涉及了认同与身份认同的问题。 “认

同”或“身份认同” ( identity) 是一个现代词

汇，意谓寻求确定性、确立某种价值和意义并将

其与现代自我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查尔斯·泰勒

( Charles Taylor) 把认同表述为 “我是谁”这一

安身立命的大问题。

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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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
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
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
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
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是应当做的，
或者我们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
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①

由此可见，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主体对自

身所属何种身份的一种确认，而这在很大程度上

又取决于主体目前的存在状态。从现有研究来

看，学术界认为，农民失地后一般都存在认同模

糊、② 失调或危机③的问题，表明其对于新获得

的市民身份的不确定。而本次问卷调查表明，④

有 65. 8% 的 被 调 查 者 认 同 自 己 是 市 民 身 份，

16. 4% 的 人 认 为 自 己 还 是 农 民， 另 外 还 有

17. 9%的人不确定自己的身份，从中可以看出近

2 /3 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已经是城市人，⑤ 但是

仍然有 1 /3 的被调查者出现了身份认同偏差，不

清楚“我是谁”，即 1 /3 的失地农民对自己的新

市民身份不予认同。而从学术界对失地农民身份

认同失调和偏差的解释来看，主要有两个维度:

内因—外因说、时间—空间效应说。内因—外因

说是指，一方面，失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

地，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身份; 另一方面，

户籍的改变并没有自动带来农民角色内涵的完整

转型，⑥ 他们也不具备完全融入城市并享有城市

居民应有的一切权利的条件。⑦ 时间—空间效应

说是指，在时间维度上，失地农民自我认同转换

滞后于物质的搬迁; 在空间维度上，失地农民强

烈的相对剥夺感阻碍了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⑧

这两种框架很好地解释了失地农民身份认同

失调的原因，同时也不难看出，两种解释框架没

有将失地农民身份认同与其居住环境条件连在一

起，事实上，失地农民所居住的社区条件是否完

善，对于培养市民身份认同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

的。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

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

改变”。⑨ 这也就是说，在考察人们的思想意识

时，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

因此，本文在借鉴吸收内因—外因说、时间—空

间效应说的基础上，将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

置于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宏观环境背景下，分析

由征地拆迁和集中居住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生活

方式的变迁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从社会记忆

理论、“场域—惯习”理论、标签理论等不同理

论视角来解释新移民身份认同系统失调的原因，

探讨如何通过教育、引导新移民转变观念，改善

新移民的集中居住条件，加强移民的社区交往和

社区参与，来提高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

二、集中居住区移民
身份认同偏差的生成机理

集中居住区移民的身份认同偏差表明，征地

和集中居住引发了一部分人的身份危机，使他们

的认同系统出现了失调现象。科伯纳·麦尔塞

( Kobena Mercer) 指出: “只有面临危机，身份

才成为问题。那些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

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瑏瑠 按照泰

勒的理解，身份认同危机就是 “对人们作为人

站在何处的无方向感和不确定性”，这将使得

“这种人处于深刻的混乱之中”，呈现为 “令人

担忧的分裂形象”，瑏瑡从而不利于主体人的身心

健康和人格完善。那么，移民身份认同出现偏差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涉及了认同偏差的内在

机理问题。

( 一) 制度性身份的获得并未带来相应的市

民待遇

身份是个体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重要标志，

一定的身份总是与 “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

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系在一起。瑏瑢 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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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和责任，拥有一定的身份意味着应该享有一

定的权利和待遇。而从现实来看，虽然撤村并居

和集中居住使新移民实现了华丽的转身———获得

了城市户口、住进了现代化小区，看起来他们已

与市民相差无几，但这光鲜的背后却存在着较大

的权利和待遇不平等，造成了他们所获得的制度

性市民身份与实际的市民待遇不相符的问题，从

而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新市民身份的认可。实地访

谈中，一些人抱怨说:

现在居民不居民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
么区别。我们就是户口转了，变市民了，也
享受不到他们的那种政策。比如，老城区市
民也照样拆迁，我们就比不上他们，补偿还
是要看原来的户口。

虽讲现在户口和他们一样了，但感觉待
遇还是不一样，比如人家城市户口的，在苏
州找工作，像我们这个年纪工资都要两三
千，我们情况就不同了，做同样工作每月只
有一千多块钱，待遇还是和他们不一样。

在这些人看来，无论是在拆迁补偿，还是就

业收入方面 ( 当然还可以推及社会保障) 都与

市民存在不小差距。造成以上差别的主要根源，

在于政府制定的 “差别化政策”，① 也就是说，

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时有意无意

地将这些新市民群体与老市民群体区别对待。例

如，社会保障的政策设计大都以 “低起点、低

标准”作为保障水平定位的原则，其参照的标

准明显低于城市居民。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例，研

究表明，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提供的基

本生活保障实质上是一种高于农村低保、低于城

市低保的特殊保障，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② 这

表明，一方面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还没有和城镇

居民社会保障接轨，要做到两者对接，在客观上

讲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待失

地农民还存在着一种人为的制度性歧视，即有意

将他们看作在身份和地位上低于市民的 “准”
市民群体，从而折射出一些城市管理者将其定格

为城市“二等公民”的惯性思维和歧视心理。
( 二) 记忆中的农民角色阻碍了他们对新市

民的身份认同

韦尔策指出: “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

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

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③ 而这种感知

和诠释的结果便构成了 “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

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④即所谓的 “社会记

忆” ( social memory) 。
对于新移民来说，征地拆迁和集中居住后他

们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原来作为 “农民”的身份

记忆。他们对于目前身份的判断，总是脱离不开

记忆中有关过去身份的经验和感知。“我自己的

生活史总是被纳入我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

体的历史之中的。……我最根本的就是我所继承

的那些东西即一种特定的过去，它在一定范围内

存在于我的历史之中。我把自己视为历史的一部

分，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就意味着我是一种传

统的一个载体，不管我是否喜欢这种传统，也不

管我是否认识到了这个事实。”⑤ 因此，新移民

对于当前身份的认定，必然要回到过去的 “我”
的记忆中，社会记忆为新移民提供了建构目前身

份的底本。
从现实来看，他们 ( 尤其是年龄大的人)

虽然住进了集中居住区，不再种地了，但是关于

农业生产劳动的场景总会时不时地浮现在他们的

脑海里，浓烈的恋土情结使得他们住进楼房后仍

然想着要去田间地头走走，他们记忆中抹不去的

仍然是十分熟悉的、早已融入血脉的乡土生活经

验和知识，这些知识支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实

践，构成了他们的惯性行为模式。调查中发现，

一些新移民在拆迁之前，还将自家的房屋拍照留

念，搬迁时还不忘带上几件他们明知派不上用场

的农具，以随时唤起他们对于昔日生活的记忆，

找回社会情感的依归。这种乡土情感还会随着他

们城市生活境遇的陡转而不断得到加强，并且进

一步投射到他们对于自己身份的判断上，左右着

他们当前的身份认同。一位李姓大爷说: “我干

了一辈子农活，祖祖辈辈好几代都在农村，搬到

这边后，生活还跟以前差不多，只是不干农活

了，农民嘛就是农民，没感觉到现在变成城里人

了呀。”另一位大妈回忆说: “那时候，一级工，

二级工，不如农民一担葱，还是做农民的好。哪

像现在城上动动步都要钱，倒垃圾都要钱。”总

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深深地打上了他们过往生

活的烙印，“他们过去有什么，他们过去是什么，

都成了他们的认同”。⑥ 正是这种具有乡土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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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记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对新市民身份

的认同。
( 三) 生活场域虽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惯

习没有随之变化

社会学家布迪厄 ( Pierre Bourdieu) 的 “场

域—惯习” ( Field － Habitus) 理论可以被用来解

释移民身份认同的偏差问题。按照布迪厄的观

点，“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

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 network) ，或一个构

型 ( configuration) ”，① 场域是 “由附着于某种

权力 ( 或资本) 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

观历史关系所构成”。②可见，场域是存在于一定

空间范围内的各种关系结合而成的空间结构形态。
与场域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惯习。布迪厄

将惯习阐述为“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一

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是“由‘积淀’于个

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

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③由此可以

认为，惯习是特定场域中的个人或群体在长期生

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方

式。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场域与惯习互相作用、
互为条件: 一方面，惯习依场域而存在，没有无

场域的惯习，惯习是场域中固有的必然属性在个

人身上的体现，一定的场域总是要求一定的惯习

与之对应; 另一方面，场域离不开惯习，没有无

惯习的场域，正是惯习将场域建构成了一个具有

意义、感觉和价值的世界。
对新移民来说，征地和集中居住使得他们的

生活场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那个分散居住的、
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农村场域，转而进入到一

个按照城市社区规划建造的集中居住区———即由

住房及配套设施、居民、社区居委会、物业公

司、各种社会组织等在内的新场域，这既是一个

全新的物质生活空间，同时又是一个包括各种关

系、权力、制度和规则等的社会空间，是物理空

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体。新移民生活场域的变化

必然要求移民惯习与之相适应，这是因为 “每

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

有的调控原则”，④ 以确保惯习与场域的协调一

致。在惯习与场域相互适应的情况下，行动者会

把世界看成是自己的世界，内化于身的惯习会使

行动者在属于自己的场域中游刃有余，得心应

手。反之，则会使行动者局促不安，不知所措。

具体来看，一方面由于新移民入住的集中居

住区处于城乡结合部，是从农村场域向城市场域

的过渡地带，容易导致场域内农村与城市两种不

同惯习的交叉重叠和模糊不清，使得置身其中的

新移民感到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集中居住后，

新移民旧有的惯习没有立即退去，而新的惯习又

没有及时建立起来，使得移民惯习与场域出现了

分离。虽然惯习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能动

性，能够通过自觉调整来达到与场域的协调一

致。但由于惯习本身所固有的滞后性和惯性，使

得新移民的惯习转换滞后于场域的变迁。对实地

调研的分析表明，一些新移民仍固守一些不文

明、不卫生、不科学的生活习惯。例如在楼道内

高声喧哗，在楼道里堆放杂物或生炉子做饭，在

楼上和楼下随意乱丢垃圾，在小区养殖畜禽等，

反映出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这

也说明 “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

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

流弊”，⑤ 从而不利于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正

是由于移民惯习和移民场域不一致，使得新移民

的身份认同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从年龄上看，这

部分人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体。
( 四) 集中化安置方式强化了他们是不同于

市民的“另类”群体

农民失地后一般都由政府统一安置在新建的

农民集中居住区内。这些居住区具有以下几个明

显特征: 第一，居住区集中成片建设，相对独立

和封闭。这些居住区一般成片建在城郊，与城市

居民小区相距较远，类似一个 “孤岛”。第二，

居住区配套设施较为简陋，交通也不太便利。由

于地处城郊结合部，居住区的商业服务、教育、

文体、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不健全，短时间内也

很难得到根本改善。第三，居住区人员杂乱，管

理较差。在苏南地区的一些农民集中居住区，除

了本地居民外还有不少外来流动人口也租住其

中，缺乏有效管理。

这些非常明显的特征，使得安置区成为一种

有别于城市其他社区的特殊居住区。与成熟的城

市社区相比，农民集中居住区无论是在区位、外

观、配套设施还是物业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

距。在一些人眼里，农民集中居住区代表了环境

脏、乱、差，配套设施落后，服务水平低。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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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对于周边配套设施和社区物业管理的评价来

看，都不太理想。问卷显示，只有 38. 3% 的被

调查者认为周边配套设施 “很完善”和 “比较

完善”，61. 7% 的 被 调 查 者 认 为 周 边 配 套 设 施

“不太完善”和 “很不完善”; 34. 5% 的被调查

者认为，社区物业管理 “很规范”和 “比较规

范”，65. 5% 的 被 调 查 者 认 为，社 区 物 业 管 理

“不太规范”和 “很不规范”。因而，居住在这

样的社区中很难能够让人将他们与市民连在一

起，入住者仿佛被贴上了与市民不同类的标签，

进而会产生一定的标签效应。
根据标签理论 ( labeling theory) ，标签具有

定性导向作用，人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就会成

为标签所标定的那种人。虽然这些标签不一定能

从客观上反映这个人是什么 ( 因为有些标签可

能是错误地加给他的) ，但它却能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这个人将会 “变成”什么。因为标签改

变了别人对被贴标签者的认识，使人们形成了对

待他的一种固定模式，同时也改变了被贴标签者

本人对自己的认识，使其接受和认可了所贴标签

标定的身份。标签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

人或群体的身份是在他人建构的基础上自我建构

完成的。
对于新移民来说，他们所在的集中居住区由

于区位、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使其恰恰起到了一种

标识作用，它将居住在该类社区中的人与其他类

型社区中的人很好地区别开来，形成了 “我群”
和“他群”。从市民的角度看，老市民不愿意把

这些刚“洗脚”进城的农民纳入 “我群”，而倾

向于将他们看做是 “乡下人”，因为承认他们是

市民势必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因此不肯与之

为伍。从新移民的角度看，安置方式的标签化，

也会使新移民对自己的市民身份产生怀疑，动摇

了他们认为征地拆迁和集中居住后即变为市民的

观念，因此也就认同了他人对自己农民身份的看

法。
综上所述，集中居住区移民身份认同偏差的

形成是由多重因素所致，从多个角度进行解析，

可以得出关于身份认同偏差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从而为提出相应的调整策略奠定基础。

三、集中居住区移民
身份认同偏差的调整策略

新移民身份认同偏差的出现需要及时进行调

整，对应认同偏差的生成机理，从制度设计、思

想观念和居住环境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调整策

略。
( 一) 调整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分配结构，让

被征地农民共享发展成果

新移民身份认同偏差的调整，离不开政府相

关政策以及导源于这种政策安排下的利益分配结

构的调整。正是由于先前补偿与安置政策的不公

平，造成了被征地农民较强的相对剥夺感，以及

对获得的所谓市民身份的普遍质疑，这进一步动

摇了他们想做市民的信心。
因此，需要对现行的征地拆迁政策进行反思

和重构。首先，针对新移民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利

益受损的问题，需要将农民的利益始终放在首

位，从农民的需求出发，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

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在征地收益

的分配上向被征地农民倾斜，“提高农民在土地

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①确保农民的利益不

受损，让他们能真正地从土地的增值和城市的发

展中得到实惠，分享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

切实感受到新政策带来的益处。从目前各地政策

创新的实践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

种模式: 第 一，广 东 南 海 “土 地 入 股”模 式，

即将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到兴办

在农民土地上的企业，实行按股分红，共享土地

增值收益; 第 二，浙 江 “留 用 地”安 置 模 式，

即从被征用的村集体土地中留出一部分土地，兴

办二三产业，让农民从中获得收益; 第三，山东

“带地进城”模式，即为被征地农民保留一部分

土地作为生活来源，或者作为资本入股、享受分

红。这些做法的共同之处是着眼于农民的长远发

展，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确保

了农民的土地收益权。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要妥善解决被征地农

民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问题。诚然，

征地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使被征地农民获得

与市民完全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但在目前的情

况下，要做到这一点还不太现实。而目前具有过

渡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也

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

立和完善适合被征地农民不同需要和不同生活风

险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他们抵御风险的能

力，解除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后顾之忧。等到条件

成熟时实现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与市民社会保

障完全接轨，达到新移民与市民享有平等的权利

和待遇的目标。而当新移民认识到在权利和待遇

上与市民完全平等了，就会自然获得对城市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自觉认同市民身份了。

·62·

思想战线 2013 年第 4 期 第 39 卷 №. 4，2013 Vol. 39

①参见《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 ( 四)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华网，http: / /www. xj. xinhuanet. com/2012 －11 /19 /c_ 113722546_ 4. htm.



( 二) 教育、引导新移民转变观念，增强现

代市民意识

由于农民在征地和集中居住以前长期生活在

农村，深受农村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的影响，征

地后他们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被动进入城市，因

此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深刻的乡土社会记忆痕迹，

形成了熟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乡土惯习。这就意

味着他们要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重构和角色

转变，将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而政府作

为城市化推进的责任主体，在引导农民市民化方

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重视

以集中居住社区为平台开展对新移民的知识传播

和教育引导工作。
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及社区管理部门不失

时机地利用社区平台向新移民们广泛宣扬城市现

代思想意识，培育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思想感情

和生活习惯，让他们从心理上接受城市文明与城

市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他们传统的思维

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如一位社区管理者所言:

我们在宣传栏啊、公告栏啊张贴宣传，
各种各样的宣传，去做工作。只能慢慢潜移
默化改变他们，也急不得。物业人员也到处
巡逻，如果看到什么不文明的行为也会制止
和纠正。也就是通过这些宣传引导，四年
来，我们慢慢让农民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毫无疑问，这些宣传和宣讲内容本身构成了

新移民在城市生活的参照依据，也是新移民建构

市民身份认同的内在元素，对于培养他们的公共

意识，更新观念、改变陋习，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一些接受过社区宣讲和培训的新移民深有

体会: “以前我们这些老农民哪管什么卫生习惯、
保健意识? 只要填饱肚子不生病就行。现在通过

社区学堂的学习，知道了卫生保健，知道了文明、
礼节，还知道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好歹

我们也是城里人了。”①以上做法表明，在推进农

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人的因素最为重要。“一旦

我们不再把社区当做房屋、工具和机构的实体，

而是特定人群的思想状态，我们就会转而探究这

些十分复杂且难以理解的事物。但这就是人性的

内在和隐匿的本质形式; 在最严格意义上，这是

社区的素材。”② 正是充分关注集中居住社区中人

的思想、意识等非物质要素，促进了城市新移民

现代人格的养成和市民身份的建构。

( 三) 改善集中居住区环境条件，培养新移

民的社区归属感

社区趋向于表达人们声称自己所归属的某个

社会文化群体和环境，它为社区所有成员的发展

提供了平台。③ 农民集中居住区不仅是一个供其

居住的物理空间，还是其接触城市文明的重要载

体，形成市民身份认同的依托。而从实际来看，

一些农民集中居住区整体环境条件不理想，造成

了新移民对居住区的负面评价以及市民群体的标

签化认识，进而影响了新移民的市民身份认同。
因此，要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出发，将农

民集中居住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用城市社

区建设的理念来指导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推进

农民集中居住区与小城镇同步规划、建设和发展。
为避免居住区离主城区较远而造成“孤岛化”的

问题，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了

规划建设的 “三靠近”原则，即 “靠近现有城

镇、靠近工业区、靠近商贸市场”，④ 以使居住区

能够共享城镇和工商业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

施。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经验模式，它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建居住区配套设施不足的

问题。而对于目前已建成的居住区来说，除了建

设整齐划一的公寓房外，还要从方便居民生产、
生活、交往出发，注重提升居住区的配套功能，

即按照城市社区的标准，配套建设相应的交通、
购物、教育、医疗、文化设施，使新移民享受与

市民同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此外，针对一

些集中居住区物业管理不规范和外来流动人口管

理不善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居住区物业管

理规范化建设，聘请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公司进行

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以提升物业管理人员的服

务水平; 另一方面，需要借鉴一些地方 “以房

管人”的经验模式，通过对居住区内出租屋信

息的收集、登记和实时更新，准确地掌握租住人

口信息，实现对流动人口的动态跟踪管理，以优

化居住区的社会治安环境。。
不难想见，当新移民切身感受到了居住区完

善的生活设施，优美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区治

安，以及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他们就会自然而

然地形成对居住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产生

市民身份认同，实现认同系统的顺利转换。

( 责任编辑 段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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