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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37年以来,甘肃省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带给普通民众的实惠和利

益显而易见。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多元、微观视角,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出发,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给家庭个体的变

化展开研究。 

[关键词] 人口迁移；投资决策；民主政治；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政治、科技、文教、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

都取得重大进展,整个社会处于良性循环。本文基于多元、微观视角,从经

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层面,就改革开放给家庭、个

体带来的变化展开研究。 

1 人口的迁移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人是“理性”的,资源是稀缺的,面对贫瘠的土地,恶劣的气候,不畅的

交通,严重不足的水电设施,传统落后的耕作方式,甘肃的贫困家庭,一小

部分有劳动能力(体力和劳力)和远见卓识的农民开始冲破传统封闭、落

后、保守的自然经济小农意识枷锁,解放思想,走出乡村,进入城市。人口

的迁移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也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她是整个社会综合国力提高

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1.1人口迁移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变了个体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资本投入的目的是保值和增值,劳动创造价值,在耗费一定量的体力

和脑力之后,人们必将取得相应等量的报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更会得到认可和补偿,外出经商、打工或租种闲置土地都将都将带来

对等的收入,并以利润、工资和产品形式呈现。相比传统落后的耕作工具、

耕作方式和耕作条件,经商和打工在付出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后,

得到的劳动报酬可能更多,甚至成为很多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主要的生

活来源。 

家庭收入的增加 直接可见的效果就是积累了家庭财富,人口迁移带

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多子女进城务工家庭。有了可供支配的

货币他们就有了相对充足消费的资格；经济条件是衡量阶层地位的重要尺

度,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改善必然带来社会地位、名望和话语权的提

高,进而享受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权利准入机会,这在任何一个社区和村

落都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水平的提高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投资决策、婚育观念、教育理念、家庭

结构和氛围,人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修养和情操受到强烈冲击,

原有传统封闭、落后、保守、专制观念,被现代民主、文明、和谐、理性

思想所替代,人们的精神家园重筑,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关注未来和长远。 

1.2人口迁移利于两地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商品经济背景下,生产必然和分配、交换、消费联系在一起。无论是

迁入地还是迁出地,人们都要消费。 

在迁出地,随着收入的增加,大量资金必然要在市场上流通,尤其是在

人口占绝大多数中国的农村市场。也就是说农民会在集贸区购买生产工具

和生活用品,进行消费,这必然刺激农产品和日用品的生产和加工,繁荣农

村生产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迁入地,大量迁入的“农民工”从事建筑、环卫、食品、服装、餐

饮、流通等服务业,这不但合理合理配置了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资源,

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也作出了直接贡献。而迁入地的扩大的购买力同样刺

激了商品生产,活跃了市场经济。 

1.3人口迁移利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不同地域、民族、地缘和血缘的的人拥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包括语言服饰、建筑格局、行为方式、精神信仰……人口的迁移

利于生产方式和生活经验的交流,多元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迁徙人口带

去原始传统农耕文明和宗族社会结构下纯朴自然的民风,优秀的“乡土文

化”,独特的饮食品味、民族风情、习惯风俗、礼仪规范；而回到迁入地

的人员也带入城市优秀、精英文化,现代生活方式,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

术；还有一小部分人通过经商、打工、就业和通婚,积累了优势组织、经

济、人力、社会等资本,取得当地“居民”资格或“市民”身份,逐步通入

当地生活,成为随迁人口中的“精英”阶层。……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流传、

发展和创新,整个中华民族也在多元文化交流和不同民族融合中前行。 

1.4人口迁移促进城市公共管理体制改革 

人口的迁移也带来了交通拥挤堵塞,租住房困难、看病难、择校困难、

教育准入限制,这无疑对社会稳定和长久治安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的改革

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逐步探索中进行的。面对转

型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措手不及的大大小小突发事件,各级各类

政府机关必须具备应急能力,适应变化,艰辛努力探索如何更好发展经济、

文教、社区管理的道路,进行食品安全、住房、金融、交通、医疗、社保、

教育、就业及其他政治体制的改革,对社会惠及民生各项事业进行规范、

合法、有序管制。 

1.5人口迁移带来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在就业市场,尤其是会计、医生、教师及餐饮等行业,女性的工作能力

和男性相当,甚至更强,而国家就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人们价值观念的转

变,使得雇主对女性的歧视减少；甚至在很多领域,如保健、餐饮等服务业

更倾向于雇佣女性。而现代新型农具的使用,交通和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改

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政府计划生育及其他就业、教育、住房、补贴等社

会保障制度的诱导优惠,使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彻底改变。 

2 家庭消费水平、投资结构及决策的变化 

2.1家庭财富的增加带来消费结构、水平和层次的变化 

即从不消费(积累)到部分消费,从低档消费到高档消费,由物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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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精神消费,由物力资本投资向人力资本得转化。 

2.2家庭决策及投资的改变 

2.2.1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1)体制的转变。即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多种经营方式的转变。如家庭联产承包向租赁制、集

约化、机械化、现代化等形式过渡。 

(2)农产品品种的变化。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改革中农民看到麦、

藜、菽、粟等传统单一粮食作物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市场需要,也更加注重

蔬菜、水果、花卉、药材、制种等经济作物的栽种,乳肉蛋禽等高营养食

品的生产与供给。 

(3)产业结构升级,农业布局合理调整。市场的选择,政府的干预,科技

的引入,思想的更新……有形无形的力量自觉不自觉地带来了农业产业结

构升级,布局合理调整。狭义种植业向农、林、牧、副、渔广义农业过渡,

传统农业向职业化、专业话、专门话、特色化而后科技化等现代农业过渡。 

2.2.2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是成功的阶梯,在教育、医疗保健方面的投入没有

白费的。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人们普遍认识到人力资本的生产配置能力与

长效积极作用、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体。——教育直

接投资减少,间接投资增加；教育层次提高,年限增加,类型多样,职业教育

受到青睐；义务教育向更高质量发展；学前教育遍及全社会；医疗卫生及

保健投入增加。 

3 民主社会、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逐步构建 

20世纪中后期,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新公共管理”理论背景下进行不

同层级的改革。甘肃省委省政府在与世界接轨、国际影响和国家改革的前

提下,顺应时代潮流,服从现实需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锐意进取,积极

探索政府改革。在管理思想方上,实现了从“官”本位向“民”本位,从计

划指令——指导——服务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人治——法治

——德治转变,从“单一管制”向多元管理转化,从“国家社会”向“公民

社会”回归。在管理机制上,实现了政府行政权力收缩,机构裁汰,有效防

止政出多门；精简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能力,强化“廉政”和“为民

服务”态度等职能转变。在工作内容上,民主法制社会的积极构建,适时政

策法规的增减,制度冗余和匮乏限制的冲破为公民享有与维护更多民主政

治权利、合理表达民意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可能条件；对各项公共事业的的

投资和管理,为公民创造了更好安定生活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也就是

说从理念到操作再到效果,从内容到实质再到形式,甘肃省和政治改革都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成就。 

3.1政治民主化步伐加快,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加,思想觉悟提高 

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主政治的健全完善,法律的“除陈布新”,民

生的关注惠及,为公民各种政治权利的享有和运用提供了物质保障、制度

保障、空间和机会,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政策的公开、透明与公正,理想

和谐“公民社会”的构建提供现实土壤与依据。 

首先,公民的权利意识强化。法治社会权力制约下,公民理性合法重

塑、享有和自觉维护自由、平等、安全、公平、公正、民主等“公权”的

意识越来越强,如听证会、信访制度的实施；对自然灾害、法律修订、企

事业单位改制、社会福利等重大政治事件、突发事件和切合自身利益的事

件关注度越来越高,如对朱镕基总理当年国企改革的排斥到逐渐理解与维

护。其次,除了传统意义上基本民主权利(公权)之外,公民的私权也在经济

社会发向纵深发展中得到尊重和重视。2004年,人们的申诉权、话语权、

隐私权、人格尊严权、新闻自由权等人权也提上日程。 

再次,中华民族古典精粹文化强化,公民道德情操回归升华。改革开放

的背后,其实质是生产资料、各种资源、思想观念、基本价值取向、心理

状态、行为方式、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打破和重构,是利益关系的重大

调整。所以,在开放初期学习先进体制文化,引进先进技术经验过程中,出

现资本主义享乐、重利、“拜金主义”、自我中心等腐朽不良文化传播是正

常的；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进步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爱国爱乡爱家方式、

拓展了“臣民”社会、“家文化”观念也是合理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进

行和政府的倡导,中华民族“国家主义”、“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核和精粹

实质随着改革的反而更强；新一代国民环保、规则、自我保护等思想觉悟

更高,勤俭节约、尊老爱幼、“慎独”等道德情操攀升,特别是少年儿童。 

3.2公民实际权利的增加 

民主政治不仅是形式口号、思想意识中的,更重要的是在实际行使中

体现的。甘肃政府在完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人代会等基层民主制度后,

普通民众的实际普选权增加；在实行居委会、村委会机制后村民能够自主

自愿选择代表自己利益,真正为“群众服务”,说实话、办实事的代言人；

费改税、阳光工程、反腐倡廉、等政务公开透明后,普通人能够旁听食品

安全、药品安全、价格监管等惠及民生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能够通过书

信、电话及公共邮箱对政府及工作人员行为进行建议及检举,能够通过电

视、网络等媒体对权力寻租、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公款吃喝、财产不明、

渎职、不作为等腐败现象予以曝光、监督和检举；在建立和谐政府和信访

制度后,弱势群体可以对房屋拆迁、子女就学、老年人残疾人社保、贫困

救济等侵犯个人权利或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法律

申诉和行政救助。新时代下,甘肃公民已经历从绝对服从政府到作为群体

主体的存在,再到作为个体主体存在的转变,其法律意义上的参政权、议政

权、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申诉权、平等权……得到有效释放和实质

行使,“以人为本”、和谐、良性互动的新型“国民”关系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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