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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的进程中，文化转型

亦即“人的现代化”才是社会形态转变的灵魂。“新市民”阶层的发展与

巩固，是 “人的现代化”的具体实现和最终目标。 “新”的市民群体和

“新”的城市，正在革故鼎新的路途上生成 “新”的城市文化，并已成为

“新时代”的固有内涵。对于特区城市珠海来说，进行时态的 “新市民”

文化转型是与现代城市文化建设同步运行、互为表里的。这是一个新的系

统性的文化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内地所有的现代城市文化建设都

具有样板意义。

【关键词】新市民 珠海特区 现代城市文化 文化转型

1980 年 8 月，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正式设立。随着特区城市发展所

代表的中国工业社会转型的演进，一种新的现代城市文化渐渐凸显出来，

形成了迥异于中国传统城市的观念场域和生存空间。此后，这种特区现代

城市文化由南向北，影响和引领着全国现代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但这

种特区现代城市文化目前正处于进行时态，甚至是未来时态，其中的核心

要素是“新市民”阶层的成型、壮大与发展。如果没有“新市民”阶层的

出现，晚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转型只能是部分完成，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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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现代城市文化。因为，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的进程

中，基于物质转型、制度转型基础上的文化转型才是社会形态转变的灵

魂。而文化转型最主要的是人的价值观念、伦理标准、思维方式、生活方

式等的转型，亦即“人的现代化”。所以，“人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步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关键点，是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精神基础。由此，“新市民”阶层的发展与巩固，就成为“人的现代化”

的具体实现和最终目标。

一 “新市民”的内涵与定位

“新市民”不是一个新概念。从社会学角度看，“新市民”的内涵是

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如 “新兴市民阶层”“新型市民”“市民新型权

利”“进城农民”等。① 这种内涵的演变体现出因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

展，引发的人们对社会结构本身变化的反思和再认识。其中 “新”的含

义不论怎样不同，都源于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社会正由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过渡→乡村中心向城市中心转型→农民转变为市民的社会发展现

状。以此为坐标，是梳理和确定已出现的 “新市民”内涵演变的有效逻

辑路径。

( 一) “新市民”是指 “新兴市民阶层”

“新市民”概念最早出现于文学研究领域。1955 年，历史学家翦伯赞

撰文指出: 代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新市民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

府间的矛盾，还不足以改变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里的 “新市民”指称

的是城市里的商业人群，其数量、地位、价值观念等，都还没有形成主

流。② 20 世纪 90 年代后，部分研究者在延续这一思路的基础上，主张“新

市民”包含各类个体私营企业主、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政府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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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大中小学教师、城市第三产业的各种从业人员、演艺界人士及部分自

由职业者等。他们大多来自 “异乡”，是现代城市的外来移民。他们既是

文学艺术作品特别关注和描写的对象，也是这一群体特有的价值观念、行

为准则、生活方式的表述者和实践者。

( 二) “新市民”是指 “新型市民”

1985 年，林发茂认为: 福建省三明市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

要狠抓精神文明建设，立足于培养和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守纪律的新市民，以使城市经济更繁荣、文化更发达、环境更优美。① 此

后，不少研究者立足于城市建设自身，主张城市 “外来者”应摒弃小农意

识，城市原住居民要去除市井习气，共同打造现代都市人的 “新市民精

神”。所以，“新市民”应该是具有新素质、新觉悟以适应和促进现代城市

社会发展的特定人群。

( 三) “新市民”是指 “市民新型权利”

俞德鹏、郑传贵、卢晓慧等研究者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指出: 新市民是

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居民，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城

市“非农业户口”的旧市民而言的。新、旧市民的主要区别是市民权利的

不同。新市民若要享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正当的、正常的市民权益与自

由，一要使现有旧市民转为新市民，二要使入城农村人口转变为新市民。

只有把二者都培养成现代城市的新市民群体，使其享有共同的权利地位，

才构成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基础。②

( 四) “新市民”是指 “进城农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 “新市民”定位于 “进城农民 (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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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失地农民”。仅以 “农民工 + 进城”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

就有超过 4 万篇相关文献。从时间上看，关于进城农民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2000 年后愈加繁密。这些研究大多主张 “新市

民”就是 “进城农民”的称谓。其间因城市社会的发展变化，经历了

“农民工”“城市异乡人” “准市民” “新市民如何融入城市”等研究思

路的转变。仅以农民新市民如何 “融入现代城市”的思考为例，2011 年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在其广州调研的基础上撰文认为: 农民工 “不融入城

市”主要表现在子女教育的不融入、社会保障的不融入、住房体系的不

融入三个方面。“农转非”人员 “半融入城市”主要表现在已入城市户

籍却难以与城市生活的多方面要素接轨、仍是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与城

市原住市民的交往有限、非主观心理的半融入、还不认同于自己的市民

地位五个方面。①

概而言之，上述关于 “新市民”内涵的四种代表性观点，都从不同

角度和层面揭示了新市民群体的历时性归属变化及特征。以晚近三十年

的中国工业化社会转型为基本坐标，以上几种认识均与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演进相吻合。时至今日， “进城农民”或者说 “农民

工”是 “新市民”中数量最大的人群自不待言，但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

来说，移居城市的个体私营者、公司职员、公务员、教师及其他各类人

员也必然属于 “新市民”群体。然而，就中国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现代城

市文化建设的现实状态来看，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是外来的 “新市

民”与城市原住居民怎样树立和践行现代城市文化观念。所以，基于时

代发展本身，我们应该把 “新市民”界定为适合现代城市文化生态标准

并具有相应文化素质的所有城市居民，此中既包含据有城市户籍的新移

民群体和城市原住居民，也包括非城市户籍的其他生活人群。这样来界

定 “新市民”的社会学内涵，应该是我们探讨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现

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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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市民”阶层的成型与珠海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优势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①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须经历三个阶段:

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按这种已获得广泛认可的理论，

“前工业社会”的主要形态是农业社会，亦即通常所说的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其中的主体封建社会，即农业社会，也称作

“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即所谓 “资本主义社会”，也称

作“现代社会”。马克思在 《经济学手稿 ( 1857 ～ 1858 ) 》中亦有更为准

确的表述: “人的依赖性关系 (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

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

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

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

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

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

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 ( 以及封建的) 状态随着商

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

一道发展起来。”② 马克思在此论及的三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与贝尔

的 “三个阶段”近似，指的都是社会转型的过程。我们今天所说的 “传

统社会”，即指以 “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 “现代社会”即指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而现代社会中 “自由个性”

因素的萌芽，则趋向于未来的第三种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社会

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在此，不同论者笔下相关概念的变化更迭，只

是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行分类定位的标准不同。但人类从农业社

会 ( 农业文化或农耕文化) 向工业社会 ( 工业文化) 的进化转型，则成

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一种必需的 “现代化”过程。对于古老中

国而言，“现代化”总体上就是指社会形态的变革过程，也包括西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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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革命以来发生在人类各个生活领域的深刻变化，如物质的现代化、知

识与制度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等。此中，文化的现代化亦即人的现

代化是枢纽和灵魂。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农业经济形态。千百年来延续

下来的超稳定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价

值观念，由此也生成、繁衍了中华传统文化。严格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文

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农耕文化，在经过社会发展历史的淘洗之后成为适应不

同时代人们生活的心理规约。但即便如此，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完

善，也依然是在农业经济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叠加式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

创新。只有在与世界文化或言异质文化发生直接的碰撞、冲突、互鉴的情

况下，中华传统 文 化 才 会 从 外 部 到 内 部 出 现 基 本 变 化，并 得 到 创 新 性

发展。

纵向地看，中华传统文化 ( 农业文化) 与西方异质文化 ( 工业文化)

的冲撞、互鉴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 1840 年，另一个是 1979 年。1840

年是古老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世界 ( 外部) 发生真正联系的节点，造成

了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尽管这种联系是以屈辱地签订城下之

盟的方式发生的，然而也因此带来了外部世界异质的物质文化形态、制度

文化形态和思想文化形态。如果说第一个时间节点是被动、被迫的碰撞，

那么第二个节点则是主动、自愿的借鉴。1978 年末确立的改革开放，使中

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照欧美等西方先进国家，在物质、制度、思想等文

化层面主动反省自我、查找不足。经过十几年的理论酝酿和实践探索，到

1992 年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正式走上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转型的发展道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由此成为中国学习、借鉴西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试验地和拓荒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先驱和示范。①

以此为基，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就已

取得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增强，初步实现了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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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127 ～ 128 页。



进而言之，新移民阶层的成型与经济特区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因果关

系。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国内移民潮总体上是自发式的，深圳、

珠海等新兴的经济特区城市因为特殊政策形成的巨大生活空间，似乎蕴含

着中国人个体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诸多机会与无限可能性。每个移民者来经

济特区的最直接动因，就是相信凭个人能力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经济回报

和更舒展更自由的自我发展机遇。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外来移民已

占深圳、珠海等特区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由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允许在

城市经济建设和发展等方面 “摸着石头过河”，加之比邻香港、澳门的地

缘经济优势，使得深圳、珠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成为新兴的

现代化工业城市。

深圳、珠海等特区城市最早的移民是 “知识精英”群体，包括各类政

府公务员、教师、大学应届毕业生、公司职员、军转干部、下海经商者

等。在经济特区设立之初，他们通过 “人才引进”、招聘、毕业分配、自

主从业等形式成为特区建设的拓荒者。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袁庚在主政

中国经济特区的雏形———深圳蛇口工业区时，首开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

河，此举促成了特区城市的第一批移民人群——— “知识精英”群体的形

成。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特区城市的早期移民群体改变最多的是观

念。生活和工作层面的观念改变，使得他们逐渐以新的标准品人生、评世

事、看社会。有研究者总结早期特区人的 “前卫”思想观念，认为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点: 一是新的社会发展观念。 “在学习、利用、借鉴资本主义

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了解，更坚定了改革开放

的信念。”二是新的道德观念。“既有对传统的继承、拓展，也有对传统的

超越、背离与积极的进化”，还有 “职业道德上的敬业、重效益的观念也

颇突出”。三是多元化的价值观。“在人生价值取向上由偏重于远大、宏观

理想转向于既重视前者也重视现实的价值追求; 在知识价值上由只重视人

文价值转向于偏重实用价值; 在劳动价值上由偏重精神价值转向偏重物质

价值。”四是新的审美观念。“由偏重于追求庄严、崇高、壮美转向追求愉

悦、秀美、圆润。不少人把提高生活质量，尽情享受美好人生视为人生之

要义，不太看重名誉、地位、职业。在审美趣味上，则由高雅的追求转向

于雅俗共赏。” “在审美意识方面，由偏重认同客观标准，转向于展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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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弘扬自我。”① 当然，以上观念的转变是随时间逐渐完成和巩固的，特

区最初的移民者都会有一条缓慢延伸的也是渐渐适应的心理轨迹，由此汇

聚成特区现代城市文化观念转型的宏大的精神性河流。所以说，特区的新

移民群体是在与中国最现代的特区城市共同成长，一起培育着中国特色的

现代城市文化。他们既是这种文化的参与建设者，也是受益人。这样的观

念转变，究其实质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具体表现，是由农

业文化向工业文化改变的表征，也是由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形象显现。

易言之，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现代化工业城

市的初端，是试验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肇始，也是中华民族

进行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先声。对于特区移民者来说，新城市的新体制、新

目标与新的发展理念，决定了他们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生活

体验、形成新的情感表达。所以，新移民需要的是“参加”和 “适应”新

体制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的是 “向内”改变旧有的自我。他们是国家

期待的“建设者”，既要按已经确定的战略目标参与新城市建设，也要建

立与新城市发展相协调相一致的自我观念体系。事实上，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全面启动，“知识精英”移民已经成为经济特

区建设的奠基人，是特区文化亦即新型城市文化的创造者和引领者。因

此，知识精英移民具有显明的群体示范效用和样板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阶层的主体人群———数以百万计的

“打工”群体开始涌入深圳、珠海等珠三角城市，并且成为特区城市建设

的中坚力量。1982 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形式实施

以后，中国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深圳、

珠海、广州、东莞等地，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从乡村向城市的农民工迁移大

潮。其时，农民进城的形式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跨地区流动，随着深

圳、珠海等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大量

地或短期或长期迁移到此，这种人口流动占有 “农民工”② 群体的绝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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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明: 《深圳: 文化个性的透视与前瞻》，《学术研究》1998 年第 10 期，第 96 ～ 97 页。
198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雨林教授在《社会学研究通讯》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农民

工”的概念。1991 年 7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

定》 ( 已废止) ，将企业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统称为“农民工”。



分，因而也被称作“民工潮”。二是广东农民就近迁移到发展迅速的特区

城市。截至 2005 年，有关方面测算进城农民的数量已达到 1. 5 亿人，他们

主要分布于建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及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

产业。国家统计局 《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 年全

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5278 万人，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 5072 万人。

而在深圳、珠海等特区城市，“农民工”人数已近城市移民的一半。相对

于城市旧有的人口结构，“农民工”已经成为形成和巩固城市新移民阶层

的主体力量。

当新移民人群形成阶层规模时，就会在特区城市的特定环境与氛围中

产生异于既往的价值观念、伦理标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尽管这种思

想感知和情感认同上的转变，开始是犹疑、渐进乃至反复的，但成型的终

将是与新兴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相适应的新观念、新精神、新的生活方式，

进而促进和推动新的城市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正如彼得·霍尔 ( Peter

Hall) 在《世界城市》一书中认为: 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

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 二是乡

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①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统计: 截至 2010 年，中国城

镇人口近 6. 66 亿人，城镇化率 49. 68%。这就意味着，到 2010 年中国已

经有一半人口具有了城镇身份。再加上大量没有城市户籍的 “农民工”等

外来打工群体，实际上一大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中。从这个意义上

看，中国正在快速地从 “乡土中国”转变为 “城市中国”。而在深圳、珠

海等特区城市，农民阶层近乎完全转变为城市居民，“乡土”已然成为历

史。若从户籍、职业等物理层面衡量，新移民阶层此时已经是特区城市的

新市民。更准确地说，是特区城市新市民的主体人群。这种人口发展状

况，已远远超过和领先中国其他的众多城市。

如果与已发展成为超级城市②的深圳相比，珠海也具有先行先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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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论城市化》，《政策》2003 年第 11 期，第 14 页。
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万人的城市通常被称作超级城市或超大型城市。目前，中国有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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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成为超大型城市。



胆创新等国家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支持，也是移民城市，同时还具备

毗邻澳门行政区的地缘优点。但珠海城市发展的独特性也非常明显，如区

位特性、城市定位、人口数量、经济体量等都具有 “小巧” “精致”的特

点。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优势可以使珠海特区的现代城市文化建设走在包

括深圳、广州在内的全国城市的前列，为中华民族实现 “文化的现代化”

提供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样本与示范。这就需要让物理层面的新市民，在

思想和精神层面进一步转型，以期达到 “人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因

为，新市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才是特区现代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

基和灵魂。

三 新市民的文化转型与珠海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策略

如前所述，“新市民”是符合现代城市文化生态标准并具有相应文化

素质，拥有与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伦理原则、思维方法和生活

方式的所有城市居民。亦即“新市民”既包含具有城市户籍的新移民群体

和城市原住居民，也包括非城市户籍的其他生活人群。若按照农业文化视

域下的城乡对立二元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可能仍然是外来移民尤其千百

万农民工是城市的 “异乡人”，是需要努力适应城市既有一切的 “新市

民”。此处的“新”不免带有居高临下的俯视甚至是歧视的意味，实质上

是忽略乃至漠视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换言之，在整个国家

都行进在工业化社会转型路途上且已取得基本成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

中华民族怎样完成中国特色的文化转型，即如何实现 “人的现代化”的目

标。从这个维度看，无论是现代城市的原住民，还是外来者，都要有清醒

明确的自我“转型”意识，首先应该在思想、情感层面谋求个体的价值观

念、伦理原则、思维方式等的 “现代化”，以满足 “新时代”中华民族进

一步繁荣昌盛的客观需求。

基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新市民”文化转型应该具有

的基本特征抑或是需要实现的 “现代化”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新的价值观念。

从宏观上看，“新市民”首先要具备新的社会发展观。由农业社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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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向工业社会形态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就经济形态来说，

是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的改变; 就文化形态而言，则是由农业

文化到工业文化的转型。也就是说，每一种经济形态都具有与之相适应的

道德观和价值观。具言之，与农业经济相对应的是等级观念、宗法家族观

念、乡土观念、自给自足的土地意识等，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是平等观

念、契约观念、竞争观念、个人自由观念、社会公正观念等。二者的区

别，即为“传统”和“现代”的基本差异所在，已不再是以往的 “社会

主义”“资本主义”的简单界定。其次要具备新的道德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

的是崇德修身。” “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① 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② 树立和

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基，要求全体公民进一步处理好个人与

国家、社会、集体、家庭之间的关系，建立与新时代民族发展进步相适应

的新型道德观。再次要具备新的价值观。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变的社

会发展实际相统一，需要我们在生活价值层面既重视远大理想也重视现实

追求，在文化价值层面关注人文价值的同时还要偏重实用价值，在劳动价

值层面重视精神价值更要侧重物质价值。这是在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亦

即农业社会价值观的背景上，必须要做的“破”而后“立”的工作。最后

要具备新的审美观。这是在更新社会发展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基

础上，对生活、自然、艺术中的美学品质的再衡量、再认识。需要 “新市

民”把追求庄严、崇高与追求秀美、圆润相结合，将单一的高雅品位向雅

俗共赏转变，形成视野更高远、胸怀更博大、层次更丰富 的 群 体 生 存

特质。

第二，新的知识素养。

所谓知识素养，通常是指人们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包括对知识的

认识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对知识的态度等。良好的、与时俱进的知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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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是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的前提条件。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

“新市民”必须以谦恭诚恳的态度学习和吸收知识，主要包括文化知识、

法律知识、科技知识和健康知识。对文化知识的吸纳，应该从两个方面着

手: 一是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基础的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这是一种纵向的继

承，需要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糟粕留精华的原则认识和践行; 二是

横向的借鉴，学习和吸收几千年来西方文化的精华，可以让我们具有全人

类的高度与世界眼光，而非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对法律基础知识的掌

握，是“新市民”当下亟须补充的知识内容。依法治国已成为党领导全国

各族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也是国家

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此背景上，“新市民”一方面要抛却传统的人情

意识; 另一方面则要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的法律知识，以求个体发展更好

地与法治中国建设同力同行。对科技知识的学习，是 “新市民”生活的基

础性要求。20 世纪中叶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极大地促进了人类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变革，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也改变了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21 世纪初接踵而来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人类生活的各

个方面会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因此，“新市民”学习和运用现代科技知识

的能力与水平至关重要，会直接制约着个体生活的品位与效果。对健康知

识的把握，是“新市民”在“新时代”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基本保障。不

仅需要在生理层面上学习、运用科学的健康知识，还要在心理层面上掌握

相关的健康原则与科学机制。后者是我们以往忽略的生活内容，在今天尤

为值得重视。

第三，新的规则意识。

此处的规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定俗成的规则，二是法定规

则。遵守规则是“人的现代化”的直接表征之一。也就是说，是否坚定地

培养、维护和践行规则意识，决定着 “新市民”的成长和成熟，进而规约

着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人们的规则意识越来

越明显地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这表明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相协

调，人的现代化程度正在逐渐加强，但还远远不够。约定俗成的规则是一

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慢慢建立起来且经过不断修正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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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助于整体生存和发展的公序良俗，更多地体现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

共道德守则，属于自律的范畴; 法定规则是国家颁布的各类法律法规，属

于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属于他律的范畴。正如习总书记所言: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① 然而，实际的状态却是国人

的规则意识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具体表现为: 在

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则方面意识不强、履行不够; 在传统规则与现代规则的

更新转换方面迟缓、怠惰甚至是抵触; 在遵守法定规则方面还缺乏敬畏、

持守的心态和意识; 等等。“新”不只是行为主体的“新”，更重要的是行

为对象亦即规则内容的 “新”，是指新的群体遵守新的规则。质言之，在

批判性地维护和巩固既有规则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更新、丰富、

树立契合时代发展实际的新的规则意识，已成为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当务

之急和重中之重。这是一项长期的、逐渐显效的工作，需要每一个公民意

识明确地身体力行。

更新价值观念、知识素养、规则意识，是 “新市民”文化转型的必要

条件。新的生活群体，必然带来新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新的城市文化

自然就会得以建立和成型。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在建设现代城市文化方

面，珠海具有比其他国内城市更为优势的条件。首先，珠海是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建立的第二个经济特区，拥有自己的政策优势，而且经过四十年的

发展已形成独有的经济、文化特色; 其次，在人口结构上珠海是仅次于深

圳的国内移民城市，多元的人口构成更有利于建设现代城市文化; 再次，

珠海毗邻澳港的地缘优势更有助于横向借鉴西方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成功

做法; 最后，珠海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中的核心城市之一，将在国家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过程里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于此，建设珠海现代城市文化的基本策略应该着眼 于 下 述 几 个

方面:

( 一) 政府定位

建设珠海现代城市文化，首先需要政府做出明确清晰的发展定位。即

011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 168 页。



在大力促进珠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和重视珠海市民的现代化

转型。不但要考虑到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还要

注意珠海城市发展和“新市民”群体的优势与特殊性，由此制定适合珠海

实际的现代城市文化发展目标。

( 二) 政策引导

据以珠海现代城市文化的发展定位，需要各级各类政府主管部门出台

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从基本民生到宏观文化建构等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润

物细无声地多方引导广大市民主动积极地从自身做起，参与到珠海现代城

市文化建设中来。近年来，珠海在政策引导上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如机

动车礼让行人、文明社区建设等举措，都使珠海的城市文化越来越具有独

特亮丽的风貌。

( 三) 制度保障

如果说政策引导是对珠海市民在遵守约定俗成规则方面的倡导和规

约，那么制度保障则是在维护和巩固公序良俗的基础上，对不利于现代城

市文化建设的人与事、言与行的强制性管束。可以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进

一步制定有关的地方性法规，为珠海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保驾护航。“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其所强调的不仅仅是道德文化。在大力

发展经济的同时，以法律法规来保障和促进现代城市文化建设，将是一项

长期的工作。

( 四) 典型示范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道德典型一直有着不可替代的榜样作

用，这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特殊国情。所以习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坚持依

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

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① 针对珠海

社会发展的现实，可以依照不同目标和不同标准，根据其在现代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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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 141 页。



建设中的成绩与贡献，实事求是地分别树立个人的、群体的、单位或部门

的典型，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这样的典型示范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促进形成良好的现代城市文化建设氛围。

当然，现代或称“新”的城市文化建设非一日之功，“新市民”的文

化转型也正在进行时。或者说，“新”的市民群体和 “新”的城市，正在

革故鼎新的路途上生成“新”的城市文化。基于工业化社会转型而来的现

代城市文化建设，是“新时代”的固有内涵，并且已经在“新时代”的发

展过程中见型显效。对于特区城市珠海来说，进行时态的 “新市民”文化

转型是与现代城市文化建设同步运行、互为表里的。这是一个新的系统性

的文化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内地所有的现代城市文化建设都具有

样板意义，值得每一个珠海市民凝神聚力，投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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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itizens”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in Zhuhai Special Economic Zone

Guo Haijun

Abstract: Cultural transformation，namely“human modernization”，is the
soul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s rapid transition from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new citizen”class is
the realization and ultimate goal of“human modernization”. The“new citizen”
group and the flesh city，which have already become the intrinsic content of the
New Era，are creating a novel urban culture on the road of the reform. For
Zhuhai，one of the special zone cities， the ongoing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new citizens”is in sync with and interact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This brand-new systematic cultural project，to some extent，sets a good
example for all modern urba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Keywords: New Citizens; Zhuhai Special Economic Zone; Modern Urban
Cultur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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