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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再发展”：以乡村文化融合凝聚外来人员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王微

“再发”是中国“已发”地区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这个问题经过

疫情之后越发重要。“再发”问题的关键在，人员集聚。人员无论是

“已发”还是“再发”都是第一要素。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宁波“已

发”在城市，但它的“再发”在乡村。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意义

也在“再发”。宁波“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大力推进更为均衡的城

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乡村要加强外来人员的融合建设。但目前随着

外来人员基数的不断迅速扩大，文化融合问题十分严峻，面临“发展

性挑战”。不是在“融合”中得到发展，就是在“不融合”中衰退。

一、宁波“再发”需要乡村振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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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宁波“已发”。将宁波“已发”转变为“再

发”首先需要解决乡村现代化建设问题。宁波“再发”将促进宁波发

展生态化，广泛利用好农村资源，打造生态化宜居环境，需要乡村振

兴支持。乡村振兴使得宁波利用“已发”优势推动促进“再发”前景，

需要着力发展乡村经济，一定程度上需要遏制城镇对乡村的虹吸效

应，使人员慢慢开始涌入乡村。宁波乡村由于就业机会多和生存消费

相对较低使其成为外来人员的首要选择。数据显示，从 2017 年开始，

宁波乡村外来人员数量开始快速增加。同时，宁波乡村地区生产总值

也从 2017 年开始高速增加，两者呈明显正比关系。

二、宁波乡村“再发”需要外来人员

宁波乡村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需要其充分地吸纳外来人员。以宁

波 A村为例，共有常住人员 6756 人，其中户籍人员 2323 人，外来人

员 4433 人，分别占人员总数的 34.4%和 65.6%。外来人员在宁波乡村

企业人力资源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外来人员的大量进入提供了充足

的劳动力供给，弥补了劳动力短缺，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有序建立，

同时更利于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宁波“再发”起到很大推

进作用。同时，外来人员通过劳动也获得了丰厚收入。在宁波乡村的

发展中，外来人员的贡献不可否认。一方面弥补了宁波乡村第二、三

产业的岗位空缺，另一方面由于人员的骤增促进了宁波乡村商品的生

产与消费。但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融合。发展力是发展的核心动力。

现在正在探索的发展力形态是文化的融合力。外来人员的文化融合成

为了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及其关键问题。

三、外来人员要安心为宁波“再发”贡献需要文化融合

现在，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外来人员管理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对

外来人员的排斥限制了外来人员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宁波

“已发”的核心在发展，“再发”的核心在文化融合。

1、宁波乡村缺乏对外来人员的文化关心

语言文化不同造成的沟通不畅使得外来人员很难在短期内建立

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宁波乡村本地人员之间的交流多采取方言的形

式，本地老年人员文化水平偏低，交流障碍阻隔了他们与外来人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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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日常交往。外来人员没有参与村民大会等乡村中重大会议的权

利。村委会的管理部门中也没有设置外来人员岗位。村委会等组织在

管理中对于本地人员与外来人员的区别对待较为显著，村里的文化礼

堂也只为本地人员的婚嫁丧葬提供服务。

2、宁波乡村外来人员管理方式间接单一

目前，在宁波，乡村镇政府都设有专门的外来人员登记部门，主

要负责该镇外来人员的信息登记与管理。但是，在宁波的乡村村委会

并没有设置相应的外来人员管理部门。村委会缺少对外来人员的管

理。由此形成的信息滞后又会使村委会在外来人员管理上出现漏洞。

3、外来人员医疗、就业、福利、信用问题普遍存在

目前，外来人员异地就医及报销难。宁波当前因生病住院产生的

医疗费用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异地报销。即使在后期可以报销部分医疗

费也需自己先垫付全部医疗费用。宁波对于人才的补贴力度较低，虽

然有针对应届毕业生的生活安居补助及购房补贴，但与杭州等城市相

比还缺乏针对性的租房、社保、培训以及创业补贴。外来员工进入企

业后缺乏培训，企业用工存在不公平现象，熟人效应明显。外来人员

信用考核难，既没有良好的信用依据，也没有合理的乡村外来人员信

用考核机制。外来人员贷款的依据主要是信用度。信用度的主要标准

是其之前贷款准时归还的记录。如有一次不还，信用度就会降低。但

这样的信用体系还不够完善、这使得外来人员的借贷存在一定困难。

4、乡村的教育制度阻碍乡村人员集聚

宁波乡村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仍然存在较大挑战。外来人员

家庭普遍希望子女能够与本地居民子女一样，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但

由于各种政策影响，其子女如果选择在当地上学，只能选择民工子弟

学校就读。这使得外来人员的子女与本地居民的子女相比在＂起跑

线＂上就不平衡了，甚至还形成了“被歧视”的心理感受。

四、宁波乡村文化融合需要政策支持

“再发”需要文化融合力。深层次文化融合需要根本性政策支持。

（一）宁波乡村文化融合需要文化关心

1、乡村文化融合首先要做的是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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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基本形态是语言。语言不通是外来人员较难适应当地生活

的最先原因。促进外来人员快速适应及融合，镇政府或村委会应安排

相关部门组织本地人员（尤其是中老年人）进行普通话、外语培训。

2、宁波乡村应当成立文化融合委员会。

合理公平的外来人员管理机制是乡村发展的基础条件。宁波乡村

应当成立文化融合委员会。村党支部要挑选一名委员专门负责专项管

理。先进村民等荣誉的评比标准不应区分外来人员和本地人员。村规

民约的制定应对所有村民公平施行。特别是外来人员代表的参与不可

或缺。外来人员代表应有资格参与村民议事会等大型会议。

（二）宁波乡村文化融合应有具体举措

1、宁波乡村应确立信用考核机制。政府应设立合理的信用考核

机制，给外来人员的信用考核提供数据支撑。信用度按照信用考核标

准可分若干等级。信用等级的核定由当地政府信用管理部门按期进

行。这制度既可作为银行给予外来人员借贷、医疗保险以及异地就医

的支付与报销的主要依据，又可作为企业选拔任用员工的参考依据。

2、宁波乡村文化融合需推进教育公平。外来人员对当地的社会

认同不足与其在当地文化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有很大关联。政府应取消

“民工子弟学校”，用“临时班”代替，并过渡——当其达到宁波市

落户标准后，子女就能转入普通班就读。

3、合理安排对外来人员的培训。宁波乡村的人力资源目前呈倒

金字塔状。企业多以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为主。但人力资源以中低挡为

多。政府应适当增加经费为外来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培训。

4、制定乡村高层次人才福利政策。建立《乡村绿卡制度》。绿

卡持有人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特别要给予优秀人

才一定的自由度，促进外来人员城乡的自由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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