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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的举办使得杭州的城市形象逐步得到提升。为了迎接相关活动的举行,进一步美化城市

空间,杭州市的城中村改造计划高速持续推行。本文试图从流动人口视角下分析政府的改造运动对于外来务工群体的多方面

影响,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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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6 年 9 月 4 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

会正式在浙江省杭州市拉开帷幕。杭州,吸引了来自全世界

的目光。这座有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历史文化

名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伴随着 G20 峰会的召开与赢得

2022年亚运会的主办权,杭州的城市发展借力于有影响力的

政治活动,开展了新一轮的都市现代化历程。正如北京以

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为契机对北京主城区进行的整体改造；

上海借力世博会的举办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2012 伦

敦奥运会的举办,主场馆建设地的选择也放在了伦敦日益衰

落的东区以期带动城市的复兴。由此可见,以重要政治活动

的举办为契机带动城市的发展更新是海内外城市的惯用做

法,杭州则选择了延续这种模式。G20 峰会结束后,杭州正式

进入了“后 G20 时代”,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美丽干净的新

杭州成为市政府的新愿景。与此同时,以 2022 年杭州亚运会

的举办为助推力,杭州将主城区中城中村的拆迁与改造工程,

列为政府工作计划的重点之一。自 2016 年开始,杭州正式开

启“杭州市主城区城中村改造五年攻坚计划”,计划用 5 年

的时间基本完成 178 个主城区城中村改造,以此完成杭州主

城区的都市改造更新。 

1 拆迁计划影响下的城中村租户群体 

政府的愿景十分美好,随着项目的推进,一批批村民签

下拆迁协议,拿到了补偿款；开发商通过商业运作,取得了丰

厚的经济利益；政府也因此完成了工作计划。各个群体的利

益在拆迁计划中似乎都得到了满足。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

与此同时,城市中的另一群体却成为了城市拆迁计划的首批

受害者——这便是城中村中被低廉的租金所吸引的众多外

来务工人员。突如其来的失去容身之处,他们在不同的困境

之下被迫面临着不同的选择。 

1.1 租客难以承受高租价,选择离开退守乡镇 

这种情形多出现于年纪较大的外来务工群体,通常年龄

在以 40 岁以上。由于较低的文化程度和收入,这一群体多数

为夫妻一同外出,老人与子女留守故土。他们来到城市中的

主要目的是打工赚钱,便捷的城市基础设施并不是吸引他们

的主要方式。这一群体大多数对于城中村的租房条件都比较

满意,在城中村里居住,多数也能与邻居房东保持比较融洽

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计划,由于老家都有

田产,所以一段时间之后都有回归老家的打算。对于城市中

大规模进行的城中村改造现状,这一群体的态度多为继续前

往更为偏远的城中村,退守乡镇则是他们的 后选择。 

1.2 租客被迫迁入商品租住房,生活成本进一步提高 

在进城务工的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在城市中长期

居住,他们或是因为故乡已无牵绊,或因已在城市扎根,很难

选择再次离开城市。因为有限的经济能力,他们不可能在大

城市中置办房产,即便是选择租住商品房,租金相对其微薄

的收入也显得入不敷出。但是伴随着租金低廉的城中村住所

被拆除,为了能够继续留在城市,这类群体不得不选择租金

更加昂贵的住所。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也因此更加捉襟见肘,

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 

1.3 租客不堪房租重担,引发更多社会问题 

相对年纪较大的外来务工者的故土情节,更多的年轻外

来群体（以 18-35 岁为主）由于在文化程度、消费水平上都

相对较高,因此更有意愿选择在城市长期居住。据有关调查

显示,有超过 51%的年轻外来务工者不太满意现状的居住条

件,并且在选择居住地点时更倾向于靠近市中心的城中村。

他们暂时没有购房能力,又被城市便利的生活条件,丰富的

文化生活所吸引,所以城中村便成为他们居住在城市中的首

选住所。相对年长的外来务工者对于城市中贫富分区现象几

乎没有概念,年轻群体们对城市存在的居住分异现象比较抵

触,平等意识比较强烈。因此,如果说政府对城中村的改造对

年长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影响是造成他们的离开和回避,那么

对于年轻群体而言造成的影响将是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一方

面,大规模的拆迁将会进一步催生各种不合理的转租、群租

等租房市场乱象；另一方面,更容易触发各种不稳定因素,

进而引发社会的各种治安管理问题。 

2 聚焦问题成因 

杭州市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迁计划与已经悄然浮现的

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看似是城市更

新发展过程中必要且寻常的做法,在保证了政府、开发商、

拆迁村民三方利益的情况下,却无意中伤了城市中的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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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殊群体。这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的思考与分析。 

2.1 城中村——非正式经济的藏身之所 

城中村,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

滞后于时代发展、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

的居民区。城中村是都市发展中的低洼地,却为都市中众多

成分复杂的非正式经济提供了栖身之所。在许多大城市中,

城中村意味着无数奋斗青年的梦想起点,是大量外来务工人

员的安身之所。更为重要的是,城中村低廉的租价是制衡城

市区域租价上升的 好方式之一。因为无论周边小区的租价

如何上升,租客们都可以在城中村找到便宜的房子,从而能

够以 低廉的成本在城市中找到容身之所。 

2.2 拆迁政策打破区域权衡 

在外来群体与城中村村民的租赁关系中。城中村房屋虽

大都狭小脏乱但租金低廉；打工族囊中羞涩却也需求一方落

脚之地。双方一拍即合,互惠互利。但是城市拆迁政策的出

台打破了这种平衡关系。租客们租住的农民房被拆迁之后,

一方面,租客们不得不另寻出处,直接导致这个群体的租房

成本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因大规模拆迁之后仅剩的农民

房物以稀为贵,房主们纷纷大涨房租。 

2.3 政策协调中的群体忽视 

众所周知,拆迁事件在现阶段的中国是激化社会矛盾的

高发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政府需要尽 大可能照顾好

各方的利益变动,防止弱势群体遭受伤害。在杭州市的拆迁

政策中,相关部门指出,这场“拆迁攻坚战”与过去相比政策

更加人性化、更惠民利民。例如,政府充分考虑村民利益,

加大货币化安置力度,留用地指标落实多样化等措施。这固

然值得肯定,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各个层面的政策中,针

对拆迁造成的大量城市低收入群体无家可归的问题,基本看

不到政府提出的措施。 

3 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关键是平衡好城

市的更新需求同容纳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

而言,地方政府更加有必要警惕一 切的规划模式,需要针

对不同的城中村地区特殊的现状进行细致的调研梳理,在此

基础上在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改造策略。以杭州市的城中村改

造而言,不宜采用推倒重建一类粗暴的城市更新策略。而应

该让更多的专业者介入其中,以细致的实地考察调研报告为

依据,在村民就地安置的基础上,以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居住

需求为改造目标,维持改善社会原有的社会网络结构,维系

住社区的活力所在。 

4 结束语 

长期以来,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为杭州的经济发展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多少城市发展的经济红利,这

是当下不容忽视的事实。暂且不论公平正义与否,缺少了庞

大而重要的非正式经济,城市是够还能保持长期健康的发展,

亦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议题。除非像科幻小说《北京折叠》

中所描绘的城市空间的阶级化成为现实,城市中的不同阶层

群体能借助科技的手段折叠于同一现实的维度空间之下。不

然,杭州市的城中村改造,就必须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群体争

取属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他们找到在城市中的安身立命之

处,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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