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卷 第 3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 9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l01．29 NO．3 

Sep．2012 

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生计方式变迁研究 
— — 以河北省 D县为例 

胡兆义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生计方式变迁属于社会整体性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以河北省 D县为例，通过 

对 D县农村生计方式的变迁进行实地研究，描述了生计方式变迁的内容，并深入分析生计方式变 

迁的动力机制。生计方式变迁导致了农民家庭收入的不稳定、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社会流动的不 

合理、“熟人社会”的陌生化等问题，积极寻求农民理性适应生计方式变迁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新农 

村建设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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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 

全县面积 1052平方公里，耕地 ll0万亩。全县辖 6 

个镇，l4个乡，651个行政村，人口73万。D县地 

势平坦，土地肥沃，靠种植花生、小麦、玉米等农 

作物为生，是我国典型的农业县。 

一

、 生计方式的变迁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 ，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 

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生计方式作为农村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单纯依靠农作物主要是粮 

食作物种植的传统生计方式走向多元化。 

(一)外出务工和在村打短工人员增多，且外出务 

工性质和内容发生改变 

D县为农业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2008年 

外出打工者达 8万多人，年经济收入近 5亿元。农 

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的同时，在村人员也利用空余 

时间在本地做零工赚取工资。这种形式给那些不能 

外出务工、劳动力又不能充分使用的农村成员 (主 

要是留守在家的妇女和年长者)提供了就业机会， 

成为农民补贴家计，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此外， 

外出人员不再纯粹靠为他人打工为生，很大一部分 

人开始在城市经营自己的生意，从业领域也从建筑 

业、纺织业、电子组装等转向批发和零售业、运输 

业、生产和销售服务商品等为主的服务行业。 

(二)多种农村副业的兴起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单纯依靠农作物种 

植难以维持生计，在获取市场信息趋于便利的前提 

下，D县农民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发展各种农村副业。 

大棚蔬菜种植、动物养殖逐渐增多，小型食品加工 

厂出现，果园种植渐成规模，进而带动一部分人专 

门从事水果蔬菜运输、饲料销售等工作，促进了生 

计方式的多样化。然而，由于农民的资金有限，无 

法经受大的风险，加上存在一定的盲 目心里，相近 

的村庄容易形成雷同的副业模式，表面上看形成了 
一

定规模，但不利于长远发展。 

(三)农作物种植方式的变化 

农作物种植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的缩小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以花生 

种植为例，以往是在冬小麦于 5月份收获后接着种 

植花生，并于当年 1O月份收获，当地村民称之为“麦 

茬”花生。现在大部分村民改变了这种传统自然的 

种植方式，把家中的土地抽出一部分，不再种植冬 

小麦，即秋收后将土地闲置，待来年 3月份直接种 

植花生，村民称之为 “春”花生。由于这时气温较 

低，故需要用薄膜罩住，种植方式较 “麦茬”花生 

复杂，所需人力较多，但生长以后管理则较前者方 

便许多。“春”花生较 “麦茬”花生早成熟一个月左 

右，因其产量高，价格贵，足以抵消地块上没有种 

植冬小麦的收入，甚至略有盈余，且省去了种植冬 

小麦的费时费力，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四)村民对土地更加珍视，部分外出农民返乡 

我国农业税取消之前，农民的负担很重。由于 

农业科学技术和水利设施的落后，亩产不高，农产 

品价格又低，加之还要上缴 “公粮”，很多农民将土 

地转包他人外出务工，无人承包的土地则闲置起来。 

自2006年，我国农业税全面取消，还给种粮农民补 

贴，加之新农村建设以来村中灌溉设施的完善、科 

技的普及，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种地积极性。年龄较 

[投稿日期]2012—03—24 
[作者简介]胡兆义 (1982一)，男，河北邯郸人，博士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3期 

大的农民不再常年漂泊在外务工，转而返回农村耕 

种土地，部分青年人也回村经营其他副业，增添了 

农村的人气，弥补了农村因多人常年外出打工所造 

成的劳动力短缺局面，丰富了村民的生计方式，活 

跃了乡村经济。 

二、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力机制 

生计方式作为人们的谋生手段，农民选择怎样 

的生计策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 

(一)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斯图尔德认为，生计是受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 

文化因素。D县地处华北内陆，虽有三条河流贯穿， 

但常年断流，加上降雨量不断减少，地下水位下降， 

农田灌溉受到影响，农业成本增加。随着人口增加 

和村落住房占地面积的不断扩展，人均可耕地面积 

减少，从而迫使村民另谋其他生计方式。城市化和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成为农民的向往，且 

城市充满了机会并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使大量农 

村劳动力多样化就业成为可能。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价值、利 

润等观念逐渐被农民所接受，促使农民实现了由关 

系人到经济人的角色转换，封闭的小农社会所形成 

的 “安土重迁”观念逐渐改变，农民对土地的依赖 

性降低。在市场引导下，农民的目光越出土地和家 

族的局限，他们改变了千百年来纯粹 自然的种养方 

式，利用大棚、地窖等方式发展种植和养殖业，利 

用季节差异而从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他们走出乡 

村，远赴城市寻求多样化的生计方式。 

(三)国家现行的政策环境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政 

府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2005年 

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 

并给种粮农民一定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 

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 (市)试点，到 2010年逐步 

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农户小额贷款已在全 

国各地推行，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09年 1 

季度我国涉农贷款余额为 7．59万亿元，其中全国农 

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为 2518．6亿元 ，同比增长 

l7．5％，农村金融工作持续改善。这些政策和措施促 

进和保障了农民选择生计方式的多样化。 

(四)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 

农业科技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 

产量、种植方式、劳动力需求数量等。由于农业科 

技水平的提高，地处平原的 D县农村逐渐使用大型 

机械进行播种和收获，并进行科学施肥和打药，从 

而节省了大量人力，为青年人常年外出务工解除了 

后顾之忧，他们更愿意将打工的收入寄回家里，而 

不再频繁奔波于城乡之间。这就为寻求多样化生计 

提供了保障。 

(五)农民自身的选择 

农民采用何种生计方式并不是对 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的被动应对，而是农民针对其特定的生存环 

境，依据自身的现实条件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生计方式的改变，单纯依靠外部的强制无法j rl~ mJ实 

现，只有农民自身意识到面临的局势并主动做出选 

择，才能最终顺利完成。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农 

民充分利用现有条件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发展农 

村副业等各种方式获取生存资料，是一种具有生态 

适应性的选择。 

三、生计方式变迁产生的问题 

生计方式变迁引起了农村各方面的变化，产生 

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提高 

生计方式的变迁对村民最直接的影响是农民家 

庭收入渠道 日趋多元化，收入总额逐渐增加。但生 

计方式的多样化也使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转 

而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新婚家庭，几乎全部依 

赖农业之外的收入。我国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存在 

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如市场的多变、政策的变化等， 

这些外部因素对于农民来说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 

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渠道和收入总 

额，农民的生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二)人际关系的功利化 

随着生计方式的转变，村民更加重视 自身劳力 

和时间，并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人际关系呈现出 

功利化。“农民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圈子的一部分， 

而不再只是宗族圈子的一员。”⋯“ 过去邻里之间 

的无偿劳动是很多的，尤其在农忙时节，土地较少 

的亲戚也会赶来帮忙。现在，劳动是有报酬的，是 

以金钱作为标准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以此为纽 

带。无利不起早，无利不做，逐渐成为村民做事的 

标准。我国农村社会的结构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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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差序格局，是以 “己”为中心的，像水的波纹 
一

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 

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所有 

的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陀̈ 市 

场观念在农村的深入，更加剧了这种状况，自我主 

义化进一步泛滥。 

(三)社会流动的不合理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 

地位向另一地位的移动。” ̈ 加 由于新农村建设的稳 

步推进和生计方式的转变，农民的社会流动急剧增 

加，但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既定的利益结构格局，特 

别是强势利益群体和阶层 已经形成，绝大多数农民 

只能向近邻的阶层流动，跨阶层的长距离流动的机 

会越来越少，社会流动的代际传承性在不断提高。 

此外，农民生计方式的选择表现出农民对社会流动 

的态度往往带有实用性、随机性和流变性特征，在 

社会流动的价值取向上呈现出较明显的趋同性，还 

没有形成一个理性的社会流动模式。 

(四)“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由于农村缺少公共的文化娱乐场所和设备，以 

往农民主要通过站街聊天、串门、赶集、打牌等娱 

乐方式交流感情。随着生计方式的转变，大家对体 

力和时间更加珍视，几乎每个人都在从事一定的工 

作，身体的疲惫制约了文化的享受，聚在街上聊天 

的人逐渐较少，赶集的次数越来越少，特别是电视 

机在农村的普及，村民不愿串门打搅他人休息，在 

家看电视成为当前村民的主要消遣方式。这样一来， 

村民的文化生活更加单调，交流机会和范围也相对 

缩小，只有一起打工的小组成员交流较多。费孝通 

先生描述的 “熟人社会”正在改变，村民对常年外 

出打工的人员了解不多，反之亦然，留守村中但从 

事不同劳动的村民相互也不甚了解，虽然大家同属 
一

村，但长时间、多方面、大范围的接触减少，熟 

悉的社会正在变得陌生。 

四、探索适应生计方式转变的途径 

面对生计方式变迁产生的问题，积极探索农民 

适应生计方式变迁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新农村的建 

设和稳定。 

(一)扶持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但中 

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仍是农民，“我们还得靠这片土地 
一

步步求解放我们经济的束缚的方法，第一步就是 

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谋农民收入的增加。” ̈ 费孝 

通先生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最可能的入手就是发展新 

型的乡土工业。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乡土工业包括下 

列几个要素：1．一个农家可以不必放弃他们的农业 

而参加工业；2．所有地点是分散在乡村里或乡村附 

近；3．这种工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参加这工业的农民 

的，所以应当是合作性质的；4．这种工业的原料主 

要是由农民自己可以供给的；5．最主要的是这工业 

所得的到的收益是能最广地分配给农民。费孝通先 

生所设想的新型乡土工业，对我国目前实施的新农 

村建设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政府应继续加 

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积极扶持和引导 

农民发展各种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渠道，为农民收 

入的稳定性提供保障，确保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与 

繁荣。 

(二)培育村民的自我组织意识和能力 

我国的农民是高度分散的。在 D县，以蔬菜大 

棚种植为例。各村虽有多个大棚，但分属个人，各 

自管理，蔬菜品种引进、种植、销售等并没有组织 

在一起，而是各自引进、各 自销售，成本和收益各 

不相同。一村内部如此，村与村之间也是如此。在 

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农民具有很大的盲 目性，容易跟 

风。所以我们必须培育村民的自我组织意识和能力， 

使村民组织起来，形成规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 

正地学会自我管理，学会民主化。使农民成为一个 

有组织能力的公民，这个历史任务要通过农村的组 

织化来完成。” 陀∞’这里的农民组织主体是农民，而 

不是政府。只有把分散的农民有效的组织起来，才 

能把各自分散的利益和需求整合成集体利益和公共 

需求，新农村建设才有可行的实现途径。 

(三)完善农民工合理流动的社会制度和政策 

由于户籍制度、教育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 

公等因素，致使很多农民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平等 

机会。他们被锁定在底层的现象 日益严重，而且这 

种被锁定状态具有代际传递的趋势。目前，社会上 

普遍存在的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就是底层被锁 

定的现实例证。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不断完 

善各种社会制度和政策，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 

给农民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有利于农民选择多样 

化的生计方式，进而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 

流动。所谓机会平等就是 “任何社会地位的流动所 

提供的流动机会对所有合乎条件的人开放，对所有 

合乎条件的人使用同一个标准。” 对于农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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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来说，政府应保证让每个人平等 

地享有接受教育、自由择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 

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机遇等， 

从而形成一个开放、安全、稳定、有序、有活力的 

社会，促进社会流动的有序、合理进行。 

(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村民素质 

“民族形成和划分的核心是文化” 儿 ，而生 

计方式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基础。新的生计方式， 

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的传统文化发生变迁，反 

之，文化对生活的调试又会反过来影响生计方式。 

因此，文化发展和繁荣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 

有其他社会要素无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应加大投入， 

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村民提供公共活动 

场所和设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文化活动， 

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引领农民传统生活 

方式的改变，培育新型农民。同时，要继承和发扬 

传统道德精华，引导广大农村公民认真学习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起到凝聚、整合、同 

化、规范村民集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达到促进农 

民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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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hanges in rural livelihoods unde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 — Tal【ing D county,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U Zhao—yi 

(Center For Studies ofEthnic Minorities in No~hwest China，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The change of livelihoods is an important part among overall social changes．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eans of livelihood changes through the field research of the changes of rural livelihoods and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livelihoods’changes with the example of D County,Hebei Province．The 

changes of livelihoods lead to instability in family income，interpersonal utilitarian，the irrational situation of 

social mobility,as well as the odd issue of the indifference of social acquaintances．The way to actively seek to 

make farmers adapt rationally to livelihoods to chang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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