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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称谓及其内涵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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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献综述发现,“新市民”内涵主要有５种,分别是“新兴市民阶层说”“新市民文学说”“新型市民

说”“市民新型权利说”和“进城农民说”,其中,以“进城农民说”最为典型,近年来成果也最多.由于农民“新市

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故“新市民”概念的内涵有待新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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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新市民”多指

进城农民工,但事实上“新市民”称谓有多种内涵,远
非进城农民工一种.如果将“新市民”当做一个偏正

结构的词语,从字面来理解,则新市民的“新”在何

处? 如果将“新市民”当做一个完整的名词,则“新市

民”中的“市民”又指向何人? 对此,学界又有哪些解

读呢? 为了全面理解和把握“新市民”的学术内涵,
也为未来“新市民”内涵的进一步拓展铺平道路,本
文将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对“新市民”称谓及其内

涵研究展开梳理和述评,以期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向,
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新市民”内涵研究综述

　　文献调查发现,有关“新市民”称谓的研究成果

较多,如果按“新市民”的内涵来分,可将其内涵划分

为“新兴市民阶层说”“新市民文学说”“新型市民说”
“市民新型权利说”和“进城农民说”５种,分述如下.

１．新兴市民阶层说

由中国知网(CNKI)检索发现,较早有关“新市

民”的论述出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如北京大学翦伯

赞教授在论文«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

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中
详尽分析了«红楼梦»写作的时代背景.翦教授认

为,１８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农民

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间的矛盾,虽然当时的生产关

系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代表萌芽状态的

资本主义因素的新市民和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府间

的矛盾[１].张贤蓉在论文«论＜牡丹亭＞的创作思

想———兼谈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中谈到了«牡丹

亭»创作思想及其作品艺术形象的形成过程.他以

汤显祖时代整个社会、哲学思想体系为考察背景,在
阐明其时代和阶级特征基础上,否定了“作者是根据

当时市民的理想和愿望塑造人物”及“«牡丹亭»反映

的是新兴市民阶层狂热追求爱情的愿望”这个“新市

民说”[２].显然,上述“新市民”均指封建社会后期城

市出现的“新兴市民阶层”.

２．新市民文学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学界产生了独特的新

市民文学,随后,新市民文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层出

不穷[３Ｇ４].新市民文学中的“新市民”是指哪些人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市场经

济大潮使社会结构呈现出不稳固性和流动性,造成

了一个由大规模的自由市场经济之上发展而来的

“新市民”阶层:各类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构成

的业主阶层,各种股份制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中上层

管理人员,中下层的政府官员,以大学教授为中心的

知识分子,专门的金融投机者,城市第三产业的各种

从业人员,演艺界人士及一部分自由职业者等.抽

象地说,这是一个以“活动在中心城市且拥有相当的

经济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少数私人、半私人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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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特殊化的商业代理人(被置入自由市场竞争中

的官商)为核心而逐次向外扩张的圈层式结构.他

们是现代都市的新人类———来自异乡,彻底脱离土

地,从事着各种职业,但都有着相似或相同的价值观

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和欲念,他们既是城市文化

的产物,也是城市文化的创造者,作为城市人格化的

表现,他们的人格特征、文化心态、生活方式形成一

种独立文化———市民文化.而新市民文学恰好再现

了当代都市新市民这一文化特色[５Ｇ６].可见,新市民

文学是指现阶段以新市民小说为代表的那种个人化

的文学,“新市民”是指现代都市社会中的新兴阶层.

３．新型市民说

学界较早提出“新型市民说”的学者是林发茂,
他在论文«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云“近几

年,三明市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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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三明市建成一个经济

繁荣,文 化 发 达,生 活 方 便,环 境 优 美 的 文 明 城

市.”[７]赵力平也有类似论述,指出政府要充分发挥

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教育每个市民摈弃小农意识和

市井习气,使其成为乐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知

识以及新的行为方式的新市民[８].李耀楠在«试论

都市意识及襄樊都市意识确立»一文中认为,襄樊市

要实现大城市建设目标,襄樊人必须确立都市意识,
打破襄樊地域文化(尤其是市区文化)中的“农民文

化本位”,培养现代都市人的“新市民精神”[９].王燕

文认为新时期需要塑造南京“新市民精神”,市民精

神也应与时俱进并成为代表先进文化的核心内

容[１０].李志明从打造优秀旅游城市的角度出发,提
出城市政府要在人力、物力、资金方面加大投入,把
广大青少年培养成具有高素质的新市民,因为广大

青少年是优秀旅游城市的未来和希望[１１].蓝红认

为市民伦理素质提高的路径之一是设计市民的理想

人格,这个理想人格的标志性要素应当是:自尊自

信、自爱自强、自由自主和自觉自立.深入到道德领

域,应当是懂得全球伦理规则并遵循本国底线伦理、
制度伦理和美德伦理要求,有着良好的个体伦理养

成的“新市民”[１２].可见,上述论断中“新市民”的内

涵主要指向新时期的市民应该具有的新素质和新觉

悟,侧重于普通市民素质的改造和提升.

４．市民新型权利说

市民新型权利说的代表性学者有俞德鹏、郑传

贵等.如宁波大学俞德鹏教授在论文«论我国户籍

制度改革可供选择的途径»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

性、困境与出路»中剖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困境及其根本原因,指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出路是

建立“新市民”制度.他所构想的新市民是指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城市居民,是相对于当

时体制下的旧市民即具有城市“非农业户口”的市民

而言的.新市民与旧市民的主要区别点是市民权利

的不同,新市民享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正当的、正
常的市民权益与自由.这些权益与自由主要包括平

等就业、居住与迁徙、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政府救济

等.俞德鹏教授还提出了缔造“新市民”的“两个方

面”的思路:第一方面,使现有旧市民转为新市民;第
二方面,使入城农村人口转为新市民[１３Ｇ１４].郑传贵

等认为从城市外来人口的公共管理来看,社会整合

的关键是政策制度和制度设计本身要体现外来人口

是“新的市民”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旧体制下的一般

意义的“暂住人口”,从体制改革的意义讲,原来计划

经济时代的市民也在经历一个重新市民化的过程.
不论是来自乡村的非市民,还是城里的老市民,都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为市场体制下的权利地位相

同的“新市民”[１５].可见,俞德鹏、郑传贵等学者关

于新市民“市民新型权利说”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
他们赋予“新市民”为享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正当

的、正常的市民权益与自由的内涵.

５．进城农民说

(１)新市民研究现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
市民”研究开始指向“进城农民工”“失地农民”或“进
城农民”等城市外来农村移民.以关键词“新市民”
在中国知网对所有文献(含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
议论文及报纸载文)进行全文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

约６１００篇;同样,以关键词“新市民＋进城农民”进
行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约１６０篇;以关键词“新市

民＋农民工”进行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约１７００
篇;以关键词“新市民＋失地农民”进行检索,检索出

相关文献约１７０篇.如果单纯以关键词“农民工”进
行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约１７．８万篇(其中,若以关

键词“农民工＋进城”进行检索,可以检出相关文献

约２．４万篇);单纯以关键词“失地农民”进行检索,
可检出相关文献约４．９万篇;单纯以关键词“进城农

民”进行检索,可检出相关文献约４．４万篇.可见,
学界在农民“新市民”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丰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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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的学术成果.
(２)研究时序变迁.从研究时序上看,农民工问

题和失地农民问题研究在前(我国农民工研究最早

见于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０年后逐步进入研究高发期,并延

续至今;失地农民研究最早见于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０年后

逐步进入研究高发期,并延续至今),“新市民”问题

研究在后(国内最早见于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０年后逐步进

入研究高发期,并延续至今),且近年称谓进城农民

为“新市民”的研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期间还出现

过“准市民”称谓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趋向与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是密不可分的.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党中央提出必须改变８亿农民“搞饭吃”的局

面,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制定了“离土不离乡”的方针,
农民工开始出现;９０年代继续贯彻“离土不离乡”的
方针,同时提出要加强对农民跨地区流动就业的疏

导和管理,民工潮显现;进入新世纪,随着城乡统筹

发展的推进及“四化同步”发展战略(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实施,越
来越多的农民已经“农转非”或向往“农转非”.换

言之,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市民”或
梦想着尽快成为“市民”,于是,“新市民”称谓走进

大雅之堂.
(３)农民工早期研究概况.早期对农民工问题

开展研究的学者有 Dorothy、Tito 、Gordon、李延

明、马长志等、马戎、穆光宗、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课题组、蒋乃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

课题组等.国外学者,如Dorothy以“看不见的农民

工”为题,描述了美国东北部黑人农民工糟糕的生存

状态,农民工生活在贫民窟里,与城市社会相隔离,
自杀率较高[１６].Tito也有类似发现,他注意到北卡

罗来纳州有许多海地来的农民工,但在当地居民眼

里,这些农民工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完全被排斥

在城市社会圈子以外[１７].Gordon对当时欧洲农民

工形势作了一个简要的经济学分析,得到的结论主

要是:欧洲正在经历国内农民工进城务工流而非跨

国移民潮,农民工进城是因为城市用工短缺,农民工

进城对国民经济增长有益[１８].国内学者李延明和

马长志等认为,应该从政策上支持入城镇农民工商

户的发展[１９Ｇ２０].马戎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历史性

转移已经以“摆动人口”(白天进镇做工、晚上回村居

住钟摆式生活方式)的形式揭开了序幕[２１].穆光宗

的研究表明,“民工潮”的涌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合理

性和现实性,“民工潮”的出现标志着迟迟没有完成

的二元结构一元化的巨大历史变迁在１０年改革之

后获得了进一步的人口推力[２２].劳动部劳动科学

研究所课题组对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中的劳动管

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思路和对

策[２３].蒋乃平认为“城里人”离不开进城的“乡下

人”[２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课题组

对进城农村人口的行为失范问题(问题民工)进行了

实证研究,认为不规范的管理行为甚至不合理的政

策设计本身,是诱发外来人口行为失范的重要因

素[２５].可见,早期研究承认农民工进城的历史进步

性,坦言对农民工需要有合理的政策设计及规范化

的管理.
(４)失地农民早期研究概况.早期对失地农民

问题开展研究的学者有包永江、林文怡、周伟等、张
小铁、陈锡根、韩红根、范德官、金木、张洪、郭玉田、

Gelsa等、Erin、Guo等.如包永江认为北方城市郊

县产业结构调整要坚持城乡结合(城乡一体)和协调

发展的战略思想,否则在土地和劳动力的非农化上

会造成大批失地农民留待国家包下来招工,也会给

国家造成很大的资金负担(巨额征地费、固定资产投

资、失地农民安置费等)[２６].林文怡认为凡征用集

体土地用于出让,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在城镇规划

区以外的,应将出让纯收入的８０％以上让于农民集

体,以扶植失地农民发展生产和安排生活[２７].周伟

等认为与土地征用制度相配套的征地安置办法是计

划经济的手段,它与劳动力市场化的改革大趋势背

道而驰,必须抛弃;应该实施失地农民再就业工程

(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对失地农民进行再就业

培训,建立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发挥中老年农民的特

长等),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

障体系[２８].张小铁建议将农村土地征用制改为征

购制,在土地收益分配上建议从土地收益中拿出部

分费用,建立农民就业训练基金,帮助失地农民顺利

完成角色转变,使他们经过训练能通过正常的劳动

力市场竞争进入非农产业;余下土地收益分配以保

证失地农民能够达到当地城市居民生活的一般水平

为基准[２９].陈锡根、韩红根、范德官、金木、张洪、郭
玉田等学者与周伟及张小铁也有类似观点,他们均

强调土地非农化必须要保障好失地农民的权益和利

益(如就业、合理享受土地收益、保证生活水平、得到

社会保障等)[３０Ｇ３５].Gelsa和 Erin研究了巴西农民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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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运动及失地农民的教育等问题[３６Ｇ３７].Guo对

河南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失

地农民社会保障严重缺失[３８].可见,早期失地农民

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征地制度及失地农民权益展开

的,政策主张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征地补偿制

度,切实保障好失地农民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

的权益.
(５)“新市民”早期研究概况.早期对农民(工)

“新市民”展开研究的学者有凌岩、梁夏、李佐军、张
荣齐等、周敏等、黎民、等等,他们在论文中对农民

(工)明确提出了“新市民”的概念或称谓.如凌岩以

德国各城市争相出台优惠政策甚至在报纸登广告吸

引“新市民”以增加城市人口为例,说明农业人口减

少、城镇人口增加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表现,并
进一步说明在经济更加发达的阶段,还会出现城市

人口 向 农 村 迁 移 的 高 潮,甚 至 导 致 城 市 人 口 锐

减[３９].梁夏和李佐军提出了在城郊创立“新市民

城”的设想,让新市民城成为民工进城后的“家”.新

市民城是指有选择地在现有中小城镇旁或大城市郊

区,以金融为龙头,以房地产为突破口,以实业为基

础,运用现代市场机制,主要吸收先富起来的农民为

新市民而建立起来的新兴城市.在他们看来,“新市

民城”有别于小城镇,也有别于开发区.同时,李佐

军还剖析了建立“新市民城”的原因、可行性及具体

路径[４０Ｇ４１].与梁夏、李佐军的观点类似,张荣齐等也

主张建立新市民城,他们对城市化的整体战略进行

了大胆构想:逐步取消城乡分割体制,实行城乡一体

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政府单一投资城市建设

体制,新建城市一律实行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大批

直接面向农民的新兴城市(或新市民城或农民城)和
大中城市“农民特区”,避免城镇的过分分散发展,依
据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完整的城市梯队的网

络[４２].周敏等认为小城镇建设要加强对新市民的

管理、引导、监督和服务,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４３].
黎民对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问题进行了探讨,他
从分析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的原因入手,剖析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影响因素和趋势,比
较了进城农民与城市市民在政治、经济、受教育等方

面社会地位差异,解读了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的

种种障碍,进而指出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是大势

所趋,政府必须寻找出进城农民转化为新市民的对

策措施[４４].显然,早期农民(工)“新市民”研究主要

是关注农民(工)“新市民”将来安家何处及他们在

“变态”过程中(从农民到市民)的种种障碍,主张通

过“新市民城”或小城镇建设来解决农民(工)“新市

民”的居所,期待政府制定新政为他们进城铺平

道路.
(６)“准市民”早期研究概况.早期明确提出“准

市民”概念的学者有吕世辰和朱力等,其中,以山西

师范大学吕世辰教授的研究最早,成果最丰硕,也最

有代表性.他们论述的“准市民”均指进城农民或农

民工,之所以有“准市民”称谓,是因为进城农民(工)
的职业和身份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他们与城

市尚未完全融合.如吕世辰在论文«论我国准市民

的城市化进程»中首提“准市民”概念,认为社会化生

产是人口城市化的前提,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人口城

市化的关键,生活方式的改进是加速准市民城市化

的重要因素[４５].吕世辰还认为城市化的实质是准

市民的城市化,并指出我国准市民的市民化道路是:
以生产和经济发展为依托,使准市民沿着生产和生

活社会化方向发展,在坚持自愿的基础上把准市民

城市化纳入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机制,使准市民

的产业转移、自身素质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同社

会主义建设稳定发展相协调,坚持广域推进为主和

广域推进与近域推进相结合的途径,最终实现整个

国土的城市化[４６].吕世辰在论文«准市民与社会稳

定»中认为准市民对社会稳定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

极影响,因此要改革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

科学的准市民管理机制,并提出了管理设想[４７].吕

世辰还论述了准市民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有效配置

间存在的若干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对策[４８].
朱力的研究表明,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在城市形成了

一个新的准市民阶层,他们中的多数人将自己的身

份定位在农村;而制度障碍、土地牵制、交往局限、社
会歧视等因素,使准市民难以与城市和市民融合;长
期的不融合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影响城市化、现
代化的进展[４９].可见,“准市民”研究不过是进城农

民或农民工的另类称呼而已,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这种称呼更形象、更传神罢了.从称呼来看,
“准市民”的市民化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需要政府逐

步化解.
(７)农民“新市民”融入研究近况.整体上看,学

者多以问卷调查数据,从多维视角,通过实证分析,
研究了进城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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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的城市融入问题.如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

广州的调查研究表明:“外来农民工”在城市“不融

入”,“农转非”人员在城市“半融入”.“外来农民工”
在城市“不融入”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一是子女教

育的不融入,二是社会保障的不融入,三是住房体系

的不融入.“农转非”人员在城市“半融入”主要表现

出５个特征:一是户籍制度已经接纳,但与城市生活

的多方面要素还不能接轨;二是农转非仍是城市里

的弱势群体;三是农转非与当地长久市民的交往有

限;四是农转非主观心理的半融入;五是农转非还不

认同于自己的城市市民地位[５０].金萍对武汉调查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认知障碍,主要表

现为身份认同的矛盾心态、交往意愿与实际交往存

在落差、相对剥夺感仍然存在[５１].何晓红在论文

«一个女性农民工的３０年进城打工生活史———基于

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视角»中指出,第一代农民工由

于年龄大面临着返回家乡还是艰难融入城市的痛苦

抉择,即使有幸融入城市(这里的融入是指在城市有

私房),但过程异常艰难,对未来感到迷惘[５２].黄建

新认为社会管理的滞后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入
而未融”,其市民化进程缓慢[５３].何绍辉认为新生

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面临“双重边缘化”,即无论是城

市社会融入还是返乡适应,都表现出“难融入”的特

征[５４].鲁可荣等在浙江调查发现,外来农民工存在

社会融入难题,但可借鉴“桐琴经验”,通过提升农民

工社会融入服务水平,创新社会管理等举措来化

解[５５].梅建明等通过对全国３３１８名农民工的实地

调查,从生活质量、基本公共服务、社会融入和心理

归属４个维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市民化状况,结果表

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总体上进展不小,但“四个维

度”发展不均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入发

展滞后,并直接导致３８．６％的农民工心理归属是逃

离城市[５６].Min认为农村老龄化劳动力由于体力

和技能的限制,已逐渐成为边缘弱势群体,在城市融

入方面存在体制隔离、城乡文化冲突及时空分隔等

诸多障碍[５７].可见,从诸多研究结果来看,我国农

民新市民城市融入问题仍然多多,融入过程尚未完

成,融入的路还比较漫长.

　　二、“新市民”内涵研究点评

　　１．研究评价

综上可见,目前学界主要形成了５种“新市民”

学说,分别是新兴市民阶层说、新市民文学说、新型

市民说、市民新型权利说和进城农民说,其中,以“进
城农民说”最为典型,近年来成果也最丰.新兴市民

阶层说、新型市民说、市民新型权利说侧重于对新市

民中“新”的理解,新市民文学说与进城农民说侧重

于对“新市民”整体内涵的挖掘.近年来,之所以有

关农民“新市民”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且方兴未艾,
是因为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新市民”
紧密连接着乡村和城市,而成为“四化同步”过程中

的重要人物因素.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农村剩余人

口必须转移,否则“人多地少”国情无法为农业现代

化创造必要条件;工业化与城镇化要发展,又亟需劳

动力和人口增量支撑,显然,农民进城是最合时合宜

合需的.农民只有有序进城,“四化”同步才有可能

协调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才有可能达成.因此,
无论从社会学还是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农民“新市

民”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探究的社会群体.但

本文通过对进城农民新市民的文献梳理后发现,农
民“新市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他(她)们在城市融

入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换言之,农民新市民还被某

些力量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严格来讲,进城农民

被当做“新市民”目前还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
为进城农民(工)并未真正融入城市,阻碍他(她)们
进城的因素还有很多,他(她)们还没有完全完成从

“农民”到“市民”的华丽转身,还没有完全实现市民

化必需的身份“变态”和素质“变性”过程.

２．研究展望

从构词法上看,将来“新市民”的“新”可能还会

被赋予更多不同的“新”内涵,比如“新市民”新的生

活方式、新的消费理念、新的行为范式等;从整体意

涵上看,“新市民”的内涵也还有待补充和完善,因为

农民“新市民”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民.文献综述

发现,至今还未见一种“新市民”学说是指向真正意

义上的新市民,比如指向“首代进城工作(县城为最

低级别城市)且具有大中专文凭的农家子弟”这个群

体,而这个群体才是真正的新市民,因为他(她)们从

农村走进城市,是“新”的人,他(她)们已完全融入城

市,已完全被城市所接纳,是真正的“市民”,故为真

的“新市民”.基于这种考虑,笔者申请立项的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

粘合催化作用及其触动机制研究»,就是在重构“新
市民”概念(首代进城工作＜县城为最低级别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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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大中专文凭的农家子弟)的基础上,从社会

学、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研究其在城乡一体化进程

中的独特的社会价值,以及激发这种价值的触动

机制问题,是对“新市民”内涵研究的延伸和拓展,
是一种学术拓新.笔者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进

步,将来“新市民”称谓及其内涵的研究还会有新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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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verviewaboutResearchontheConcept
andConnotationof“NewCitizens”

ZHUZhenＧya
(SchoolofBusiness,JinggangshanUniversity,Ji’an,Jiangxi,３４３００９)

Abstract　Itisfoundinlightofliteraturereviewthattherearefivetypesofconnotationaboutnew
citizens,namelytheoryofnewdevelopingcitizensstratum,theoryofnewliteraturecateringtoordinary
citizens,theoryofnewfaceofcitizens,theoryofnewrightsofcitizensandtheoryoffarmersincities．AＧ
mongthem,thetheoryoffarmersincitiesisthemosttypicalandrelevantresearchesandoutcomesare
most．AsfarmerＧnewＧcitizenshavenotyetbeenfullyintegratedintocities,theyarenotthetruenewcitiＧ
zen．Andtheconnotationofnewcitizenswillbedevelopedinthefuture．

Keywords　newcitizen;theoryofnewdevelopingcitizensstratum;theoryofnewliteraturecateＧ
ringtoordinarycitizens;theoryofnewfaceofcitizens;theoryofnewrightsofcitizens;theoryoffarmＧ
ersin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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