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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一个国家（地区）发生急剧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少位于农村地区的“工业村”成功地转型为
当地的工业中心；但也有些“工业村”不仅没能成功地实现这样的转型，相反，由于企业不断地从“
工业村”中迁出而导致“工业村”重新回归为典型的农业村。
这样的情况在工业革命以前以及整个工业革命过程中欧洲的许多国家（如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
牙等）都曾经出现过。
　　我国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队办集体企业共有十多家，是当地
著名的“工业村”。
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这些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地迁到了当时的县城（现为市区），直
到2002年，所有企业全部从村里迁走了，屯瓦村重新成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村。
　　2003年以来，伴随着我国新一轮快速经济增长时机的到来，加上近年来在屯瓦村附近山区发现了
铁矿石，于是有些原来从屯瓦村迁移出去的企业家又重新回到了村里，投资建厂，开采铁矿石，并进
行初步加工。
因此，屯瓦村在新的历史时期又重新展现出了工业发展的新曙光。
　　《工业化与新农村·山西屯瓦存个案研究》在对屯瓦村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特定现象进行了
深入细致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对屯瓦村在我国特定历史时
期出现的这种现象的宏观背景与微观机制进行了从理论到现实的比较详尽的研究和分析，并结合我国
目前的二元经济与二元工业化特征，探讨了形成屯瓦村这样的现象的一些主要原因，还根据我国目前
正在积极推进和贯彻落实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发展战略的基本精神，对屯瓦村的进一步发展提
出了作者的建议与看法。
　　《工业化与新农村·山西屯瓦存个案研究》从现实出发，提出的问题具有比较强的普遍性、代表
性和针对性，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宽广、信息量大，研究所参照的国际经验十分丰富，在此基础上
提出的基本思路与见解有较强的启发性，可供从事农村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经济院校和农业院校的
师生，以及从事人文社科、政策与农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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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必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学士、亚洲理工学院一多特蒙德大学理学硕士、德国维藤大学
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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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亚洲公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兼该公司驻北京首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中的制度分析、村庄治理、农村金融、城镇化、中国宏观经济。
　　主要代表作有《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农村发展》（路特里奇出版社英文版）、《泰国中部的村庄经
济：对蔡亚诺夫模式的检验》（Thai watana Panich出版社英文版）、《发展理论与中国》（人民出版
社）、《关系共同体》（人民出版社）、《走向复苏之路》（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的跨越式发
展战略》（山西经济出版社）、《中国经济问题评析》（山西经济出版社）、《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
与权力分配》（山西经济出版社）、《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村
庄信任与标会》（《经济研究》杂志）、《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研
究》杂志）、《灰色区域理论概述》（《经济研究》杂志）、《中国城市机制及其转换》（《经济研
究资料》杂志）等。
　　其代表作曾先后获1987年度、1988年度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
二等奖和三等奖，1994年度（第六届）孙）台方经济科学奖，1996年度（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2000年度（第三届）、2002年度（第四届）、2006年度（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
等奖和2006年度（第十二届）孙>台方经济科学奖，2009年2月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
　　　　李玉祥，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1999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与中
央美术学院联办的视觉艺术硕士研究生班。
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经典》杂志学术顾问，现就
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特约编辑。
　　自幼爱好美术，1985年起业余从事摄影创作。
作品多次在全国包括香港地区举办的影展、影赛、报刊上获奖、刊载。
其中获一等奖1次、二等奖3次、三等奖3次，银牌奖、铜牌奖各3次。
1988年入选《中国摄影家大辞典》，1992年入选《中国文艺家大辞典》。
1996-2000年，摄影作品个展及联展在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展出。
1999和2001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手》、《人物》栏目先后专题报道。
2001年被《摄影之友》杂志评为2000年中国最重要的摄影人物。
2006年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首届“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称号。
曾为江苏美术出版社拍摄编辑《老房子》系列画册，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江苏图书精品奖；为三联
书店策划编辑《乡土中国》系列图文书，获中国图书奖选题策划二等奖。
另出版《中国城墙》等多部图书。
2001年为香港凤凰卫视策划大型电视专题片《寻找远去的家园》。
　　在具体摄影过程中，将镜头关注点聚焦在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充分展示人类
的智慧，表现其文化价值，在艺术表现方面不露痕迹地将自己的情感融入画面里，深入、细致地用视
觉记录，同时关注其审美等方面的人文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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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者调查的31个农户所涉及到的总人口为107人，占当时全村人口总数（1519人）的7％，其中劳
动力为76人，占当时全村劳动力总数（497人）的15.3 ％。
从对这部分人群的调查中所取得的数据来看，流动人口（包括长期的迁移人口）为29人，占调查人口
总数的27.1 ％。
因为处于流动或迁移状态下的人口多为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那么，如果我们将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
中的劳动力与调查户的总劳动力相比较的话，这一比例则达到了31.6 ％（24／76）的水平。
如果我们以户主作单位来计算的话，处于流动状态的户主则占到了调查户主样本总数（31）的77.4 ％
。
即使从十分保守的角度来讲，笔者的抽样调查也基本上可以表明屯瓦村有1／3的劳动力和l，4多的人
口在2003年已经处于比较稳定的流动状态（包括迁移与移民状态）了。
其中，长期的人口迁移率高于短期的人口流动率（分别为19.6 ％和7.5 ％），长期的劳动力迁移率也高
于短期的劳动力流动率（分别为22.4 ％和10.5 ％）。
我们这里所说的长期的迁移人口是指常年在外的人口，既包括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也包括家庭的非劳
动力（老人、小孩等），但不包括通过考取大学、中专及参军、调干等官方渠道实现迁移的人口与劳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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