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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渔村是指地处沿海且以海洋资源为其主要生存来源的自然村落，海洋渔村与土地型村庄一样是一
个资源型区域社会。
唐国建编著的《海洋渔村的终结——海洋开发资源再配置与渔村的变迁》在环境社会学的视野中选择
了三个典型的海洋渔村为代表，以海洋渔业资源的特征为依据，以村庄共同体的边界变化为线索，阐
释了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机制——工业化、城市化和体制改革(市场化)是如何影响村庄边界的变
化，进而又是如何影响渔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渔民主体的这种选择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海洋
环境和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的。
《海洋渔村的终结——海洋开发资源再配置与渔村的变迁》内容丰富，结构严谨，适合关心海洋及沿
海渔村发展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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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国建，男，1978年出生。
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
2003年至今，工作于山东工商学院。
2008年至2012年，就读于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老年社会学。
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学术与探索》、《新疆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10余篇。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项，参与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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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村庄的人口的确在减少。
从妇女主任那里得知，村庄的计划生育一直实行得很好，尽管现在的管制有所松懈，但是，观念已经
深入人心。
基本上一家一户都是生养一个小孩。
全村的人口发展呈负增长趋势。
村党支部书记则指出村庄人口减少的原因有三点：①年轻人已经基本上都到城市里去发展了，全村30
岁以下、长年待在村里的年轻人数量停留于个位数。
不仅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不愿意回来，而且父母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回来，他们宁愿花钱给子女在
城里买房子，也不愿在村里为他们建房子。
如此，年轻人外流就成为必然，村里只留老年人。
②全岛所有类别的学校都迁移到县政府所在的主岛上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村里见不到小孩的缘故。
相应地，许多学龄期孩子的父母为了子女更好地上学，也到主岛上买房子生活了。
有的父母干脆就直接把户口也迁移过去了。
所以，在村子里也很少能看到年轻的夫妻。
③最近几年，县政府正在规划将其他小岛屿的居民都迁移到主岛上去，这个规划对村民的迁移取向有
重大影响。
同时，日常生活中因为医疗等条件，有条件的家庭也都选择迁移出去了。
就连在村庄干了二十多年、见证了村庄兴衰的原村党支部书记也都随其子女迁移到烟台去生活了。
　　海岛渔村的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其实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中国南方海岛，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小岛迁、大岛建”的发展
方针，海岛渔村人口实施“梯度迁移”，即“偏僻小村向毗邻的集镇迁移，而集镇渔民又不断地向县
城和市区迁移”（俞锡棠，2000）。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南庄人向县城的迁移就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目前一家一户的主动迁移是为了家庭的生计，以后由政府统一规划的迁移则更多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和
社会管理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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