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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的嬗变：《兴国调查》八个
农民家庭的追踪研究

□鲁可荣，金　菁

［摘　要］　以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兴国 调 查》中 八 个 农 民 家 庭 调 查 及 后 续 跟 踪 调 查 为 基 础，比 较 分 析 了

八个农民家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迁及发展。研究发现，八十多年来八个农民家庭已经从自给自足的

传统小农转变为市场化、社会化的现 代 小 农。同 时，农 民 自 身 发 展 及 传 统 农 业 型 村 落 转 型 仍 然 面 临 诸 多

问题。因此，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及传统农业型村落成功转型是促进新型“四化”同步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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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关
于小农经 济 与 小 农 理 论 的 研 究 一 直 为 学 术

界所 关 注。根 据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关 于“小

农”的经 典 论 述，“小 农”既 指 小 农 化 的 生 产

方式，又指小农化的生活 方 式。传 统 小 农 具 有 以 下

基本特征：小农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小农

的生产是 自 给 自 足 的，缺 少 社 会 分 工，排 斥 商 品 经

济，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 和 传 统 技 术；小 农 是 分 散、

孤立、封闭的，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小农的历史演

变经历了从“古典式 小 农”到“宗 法 式 小 农”再 到“现

代的小农”的嬗变。近百年中国 农 村 经 济 社 会 发 生

的巨大变迁与发展在农村社会基本单元———村落和

家庭层 面 烙 下 了 深 深 的 痕 迹。尤 其 是 改 革 开 放 以

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 的 快 速 发 展，农 村 经 济 社 会

面临着巨大转型和发展。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

务工经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 生 产 方 式 正 逐 步 向

农业兼业化、非农经济化、市场化以及社会化的生产

方式转变。因此，有 学 者 指 出，目 前 中 国 农 民 生 产、

生活、交往都被卷入“社会化”大分工网 络，属 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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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小农”。［１］（Ｐ５～１３）那 么，在 急 剧 的 生 产 方 式 转 型 和

制度变革中，传统小农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向“社会化

小农”转变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农 民 发 展 及 其 所

在村落变迁转型的轨迹如何以及面临哪些问题？对

于这些问题研究探讨有助于继续推动农村改革及农

村可持续发展。

二、毛泽东对八个农民家庭的

调查及后续研究

１９３０年上半年随着中央苏区根据地迅速扩大，

中共党内开始出现“左”倾机会主义，抛弃 根 据 地 的

巩固和发展工作，脱离实际指导土地斗争。１９３０年

１０月初，红一 方 面 军 打 开 吉 安 后，行 进 到 新 余 县 一

带。为了说服和教育党内同志以及纠正土地斗争中

的错误，正确地指导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乘机找到

了兴国县永丰区红军预备队的傅济庭、李昌英、温奉

章、陈侦山、钟得 五、黄 大 春、陈 北 平、雷 汉 香 八 位 同

志，在新余县的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即著名

的“兴国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对八个家庭的观

察、本区旧有土地关系、斗 争 中 的 各 阶 级、现 在 土 地

分配状况、土地税、苏维埃和农村军事化等。［２］（Ｐ１８２～２５１）

对八个农民家庭调查涉及每个家庭的人口、劳力、生

活、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职业身份等方面。在此次

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兴国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

时中央苏区农民家庭生计、农村各阶级状况，确立了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的工作方法和作风。

自１９８０年以来，相关机构和学者一直非常重视

对《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家庭开展回访性调查。其

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调查有：１９８４年，赣州地委党史

办、中央苏区协作办、江西省苏区协作办对八个农民

家庭进行的回访。１９８８年，江西省社联和兴国县社

联等对八个农民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中

央政策研究室与江西省社联于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先

后对八个农民家庭做了 三 次 调 查。此 外，兴 国 县 相

关机构及学者①也不定期地对八个农家进行走访和

调查。上述调查形成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柯受淼、肖

桂 全 的 《毛 泽 东 〈兴 国 调 查〉中 八 个 家 庭 再 观

察》，［３］（Ｐ５９３～６１４）傅伯言、罗 莹 的《他 们 走 出 了 绝 对 贫 困

的沼泽———对毛泽 东 〈兴 国 调 查〉中 有 关 人 员 后 裔

情况的再调查》，［４］（Ｐ１～７）胡玉春的《〈兴国调查〉中八个

农民的命运》，［５］（Ｐ５２）赖福荣的《三 个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

“兴国调查”———从八个农民家庭今昔看中国农村变

化》［６］（Ｐ５０～５５）等。这些 研 究 成 果 呈 现 了 八 个 农 民 家 庭

在不同时代的经济变化和发展，但 缺 少 从 整 体 的 视

角对农民家庭变迁与发展的比较 分 析，未 能 从 宏 观

层面将农民家庭变迁发展与社会 制 度、国 家 政 策 等

方面有机结合加以系统研究。

为了全面系统地对毛泽东《兴国调查》中八个农

民家庭变迁与发展进行比较研 究，课 题 组 在 上 述 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３年６月采用参与式调查方

法对八 个 农 民 家 庭 进 行 了 深 入 调 查，试 图 通 过 对

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兴 国 调 查》中 八 个 农 民 家 庭 调 查 及

后续跟踪调查研究的历史回溯，分析传统小农向“社

会化小农”转变的历程，探讨村落变迁与农民发展的

巨大成就、变迁轨迹及发展规律，为继续推动农村改

革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三、八个农民家庭结构的变迁

１９３０年毛泽 东 对 八 个 家 庭 的 生 计 调 查 主 要 涉

及家庭人口构成、文化 程 度、家 庭 成 分、从 事 职 业 等

方面。１９８０年 以 后 对 这 八 个 农 民 家 庭 的 后 续 调 查

也沿袭了毛泽东当年调查的内 容，从 而 形 成 了 八 个

农民家庭 较 完 整 系 统 的 家 庭 谱 系 演 变。根 据１９３０

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８年 和２０１３年 八

个农民家庭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八个农民家庭谱

系演变和家庭结构变迁呈现如下特征。

１．家庭代际传 承 绵 延，人 口 繁 衍 呈 橄 榄 型 结 构

变化

八十多年来，八个农民家庭传承了４～５代。然

而，除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有亲子嗣以外，其他五

人都是通过从宗族同辈中过继儿子来延续家庭香火

传承的。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在参加红军前就已

经结婚生子，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虽已结

婚生子，但子女多夭折。雷 汉 香 在 参 加 红 军 前 尚 未

结婚。陈侦山、雷汉香在战斗中牺牲；陈北平在肃反

高潮中被杀害；黄大春和钟得五参加红军后无音信。

八十多年来，八个家庭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第

二代和第三代的家庭子女数明显多于第一代和第四

代。第一代农民家庭人口多在５～７人左右，这与当

时农村经济困难，小农家庭难以 养 活 过 多 的 人 口 有

关。第三代出生于２０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的 人 口 高 峰

期，家庭子女人口数较 多。随 着 计 划 生 育 政 策 实 施

以及农 民 生 育 观 念 改 变，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出 生 的 第

四代基本上是一对夫妻生育１～２个子女。

２．家庭成员受 教 育 程 度 逐 步 提 高，但 多 为 初 中

文化程度

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中 国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未 受 文 化

教育的人民，而在这里面百分之 九 十 未 受 文 化 教 育

① 如：兴国县 人 大 赖 福 荣（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县 政 协 胡 玉 春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华中师范 大 学 黄 振 华（２００８）等 分 别 在 不 同 年 代

对八个农民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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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 中，最 大 多 数 是 农 民。”［７］（Ｐ３９）然 而，１９３０年 毛

泽东所调查的八个农民大多接受 了 文 化 教 育，除 李

昌英和雷汉香的文化程度不清楚 外，其 余６人 都 读

了４～８年书。１９８８年除傅济庭的长子傅学扬是文

盲外，其余七个农民家庭的第二代 男 性 都 是 小 学 毕

业，其中，温常鑫、钟 来 发、陈 显 来 是 初 中 毕 业，温 常

鑫１９８５年还成为村小学公办教师。１９８０年以后出

生的第四代普遍为初中文化程度，但 是 考 上 大 学 的

不多，只有李吉锴的五儿子李士森 和 温 国 禄 的 儿 子

温成剑大学毕业。

３．家庭结构由联合家庭到核心家庭向多元化家

庭结构转变

家庭是社会的 最 基 本 单 元，家 庭 的 代 际 结 构 与

家户关系变化可以明确反映出家庭结构的变化。家

庭经济条件的改变、主要劳动力的 职 业 变 化 以 及 代

际流动是影响家庭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中 国 农 村 经 济 以 自 给 自 足 为

主，家庭既是最小的生活共同体，又是基本的生产单

位。家庭男性劳动力除了 要 耕 种 自 家 的 少 量 耕 地，

还要租种地主土地，农闲时再兼营 一 些 副 业 以 贴 补

家用。成年女性（妻子）主要承担照顾孩子、养猪、洗

衣做饭、砍柴等家务活。因此，大部分农民家庭都为

联合家庭结构。如陈北平夫妻上有父母或有同辈的

兄弟，下有子女，即使兄弟 已 经 结 婚 及 生 子，也 未 分

家立户，家庭成员之间各 尽 所 能、分 工 明 确，共 同 维

持家庭生计。

１９４９年后，尤其是农村实行高级社和人民公社

体制后，农民家庭的生产功能消失殆尽，家庭生活功

能也仅局限于生育、情感 等 方 面，教 育、养 老 等 方 面

都由集体来承担。这一时 期，农 民 家 庭 成 年 长 子 在

结婚后大多是分家立户，而小儿子 结 婚 后 一 般 与 年

长的父母共同居住，因此，在许多农村核心家庭与联

合家庭共同存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家庭生产功能重新恢 复。为 了 充 分 发 挥 家 庭 成

员的劳动积极性，家庭分 家 立 户 更 加 明 显。成 年 男

性结婚后一般都与父母兄弟分家，自立门户，形成核

心家庭。当成年子女都已 婚 嫁 后，老 一 辈 父 母 就 独

自生活，形成空巢家庭。１９９０年后随着市场经济发

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外 出 务 工。从 初 期 的 第 三

代夫妻一方“候鸟式”外出务工 到２０００年 后 的 第 四

代夫妻双方长期外出务工，家庭结 构 发 生 了 很 大 变

化。外出务工的子辈虽然 与 父 辈 分 家 立 户 了，但 承

包地由父辈代种，未成年孙辈跟随祖辈生活，子辈给

予父辈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助，只有在过年时，全家才

能团聚。尤其是第四代，由 于 夫 妻 双 方 长 期 在 外 打

工，只在结婚、过年或生孩 子 时 才 短 暂 回 家，大 多 数

不再与父辈或兄弟分家单独立 户，只 是 小 夫 妻 经 济

独立，按照父辈生活和照顾子女 开 支 等 自 愿 负 担 费

用，出现了类 似 传 统 的“四 世 同 堂”甚 或 是“五 世 同

堂”的大家庭，从而呈现核心家 庭 弱 化、空 巢 家 庭 虚

化、联合家 庭 形 式 上 再 现 的“户 分 家 合”“分 业 不 分

家”的多元化家庭结构的发展 趋 势。这 样 的 家 庭 结

构既保证了年轻夫妻外出打工 的 稳 定 性，又 有 利 于

幼年子女照料以及老年人精神慰藉。如陈北平的继

子陈显来家 庭 自１９９５年 以 来，虽 然 儿 子 结 婚 后 分

家，但由于儿子和儿媳长期在外务工，两个孙子都由

陈显来夫妇照顾，承包地也由陈显来耕种，儿子不定

期给 父 母 亲 生 活 补 贴，形 成“户 分 家 合”的 局 面。

２００８年后，陈显来儿子和儿媳开始从广州回到县城

打工，以便照顾年迈的 父 母。而 两 个 孙 子 也 陆 续 结

婚并生子，两对年轻夫 妻 长 期 在 广 东、福 建 打 工，他

们并没有像父辈那样在结婚后 自 立 门 户，都 居 住 在

一栋楼房里面，但各自经济独立，从 而 形 成“分 业 不

分家”的家庭结构。

四、八个农民家庭生产方式的变迁

１．土地结构从缺少耕地向家庭承包土地转变

１９３０年兴国县“八月分田”前，农民只有很少的

自有土地，“照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情形

来说，旧 有 田 地 的 分 配 如 下：地 主４０％、公 堂１０％
（为 地 主 富 农 所 共 有）、富 农３０％、中 农１５％、贫 农

５％……真 正 的 剥 削 阶 级（地 主 富 农），人 数 不 过

６％，他 们 的 土 地 却 占８０％”。［２］（Ｐ１９９～２００）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八个农民家庭人均耕地只有０．５亩左右。① 由于

人多地少，无法解决温饱，只能向地主或公堂租种土

地，缴纳高额的地租，大多数家庭都要借高利贷。如

温奉章家“从地主租来１２０石谷田，不押钱，要量租。

１２０石 均 水 灾 田，实 只 能 收９０石 水 谷（每 年 收 一

次），八 折 成 为７２石 燥 谷，要 量 去５５石 租（租 率

７５％）余剩１７石，吃食不够”。［２］（Ｐ１８８）

１９５２年春，兴 国 县 开 始 实 行 土 地 改 革，农 民 拥

有了土地。但是随着人 口 不 断 增 加，农 民 人 均 耕 地

面积大幅度 下 降，１９５７年 人 均 耕 地 为１．９亩，１９６５

年下降到１．４７亩，１９７８年 减 少 到０．９９亩。［３］（Ｐ１２８）由

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在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前，兴国县基本上一直是传统的小农生产，农

民只能维持温饱。

① 此处八个农民家庭的人均耕地数是根据毛泽东《兴国调查》

中农民家庭自有耕地总数 量 除 以 家 庭 人 口 数 计 算 出 来 的，当 时 兴 国

农村以“石”作为产量计面积的方法，一般来说，五石谷或六石谷可换

算为一亩，当时这八个农民所在的永丰区一带是以六石谷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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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兴国 县 农 村 实 行 家 庭 土 地 承 包，大 多

数农民家庭人均耕地不足１亩。随着家庭人口增多

以及土 地 承 包 稳 定 性 政 策 的 制 约，１９９５年 后，八 个

农民家庭的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到２０１３年家庭人均

耕地多为０．５亩左右。再 加 上 兴 国 县 境 内 以 丘 陵、

山地为主，没有成片的耕地。这种人多地少、承包地

细碎化的人地关系格局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

化生产方式，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

２．农业生产从自给自足向市场化和社会化转变

１９３０年，永丰 区 的 耕 牛 极 为 短 缺，为 了 解 决 耕

牛短缺问题，贫农不得不向富农借 养 耕 牛，“富 农 把

牛婆借给贫农，贫农喂养此牛拿了耕田，每年出利谷

一担半（三箩）给富农。生了牛子，贫 农 富 农 各 占 一

半”。［２］（Ｐ２０５）因此，由于缺少耕牛，只能使用人力为主，

采用犁、耙、锄等传统农具 进 行 农 业 生 产，即 使 是 农

户耕种少量的耕地，依然要在莳田、割禾时请零工或

换工。大多数农民家庭仅靠自有的少量土地产出的

粮食难以糊口，必须要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承受高

额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因此，传统落后的小农生产

方式无法 满 足 家 庭 基 本 生 计 需 要。１９４９年 至 改 革

开放初期，兴国县农民仍然沿袭“人力－畜力－传统

农具”的生产方式，而且耕牛依然短缺。１９８７年“这

１０户共有耕牛４．０８头，有３户 无 耕 牛，２户 缺 杀 虫

的喷雾器和脚踏式的打谷机。有些农户农具也不齐

全”。［３］（Ｐ６０４）１９９５年除 了 陈 昉 琼、黄 英 明、温 常 鑫 家 有

一头耕 牛 外，其 余５户 也 只 能２家 共 用 一 头 耕 牛。

２００８年八个农民家庭开始拥有小型农业机械，如抽

水机、喷雾器、打谷机。２０１３年，农民开始利用政府

补贴购买了小型耕田机，耕牛数量下降。

通过比较农民 家 庭 的 农 业 生 产 投 入 与 产 出，发

现１９８７～１９９４年八 个 农 民 家 庭 的 农 业 生 产 投 入 和

产出大幅度提高，生产投入平均增 长５～６倍，其 中

农业生产投入支出较多的是购买化肥、农药、畜禽饲

料、种子等；农业生产产出平均增长５～８倍，其中粮

食产值增长最快。２００７年后，随着大量中青年劳动

力外出务工，家庭耕种面积减少，但由于主要是老年

人从事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资料 的 市 场 化 和 社 会

化需求更高，化肥、农药和种子的生产性投入仍然很

大，尤其是在插秧、收割等农忙季节都需要雇工才能

完成，每年的雇工费用不 断 增 多。此 时 的 农 业 生 产

虽然还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化 生 产 经 营，但 已 不

再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生产，而是逐步向市场化、

社会化的现代小农生产转变。

３．产业结构由纯粹小农经济向以非农经济为主

转变

１９３０年，八个农民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

位，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但 农 业 生 产 力 低 下，粮 食

产量低，缴纳高额的地租和借谷的利息后，无法养家

糊口，只有通过男劳力外出做工、妇女养猪和砍柴等

来贴补家用、换取生活必需品。１９４９年后至改革开

放前，兴国县农业生产结构没有明显变化，仍然是以

传统农业为主的纯粹小农经济，其 中 种 植 业 在 农 业

总产 值 中 占 ５０％ 以 上，林、牧、副、渔 业 产 值 较

小。［３］（Ｐ１３０）农村 改 革 以 来，特 别 是１９８６年 以 后，兴 国

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１９７８年种植业产值

与林、牧、副、渔 业 产 值 之 比 为６３．８∶３６．２，而 到

１９９０年为５２．５∶４７．５，［３］（Ｐ１３１）林、牧、副、渔业产值增

长较快。这一时期，八个 农 民 家 庭 的 粮 食 产 量 不 断

提高，粮食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同时，农民还

种植番薯、甘蔗、油 茶 等 经 济 作 物，并 养 猪、养 鸡，增

加了家庭副业收入。１９９０年后，家庭生产结构发生

巨大变化，一般是年长的父辈在家种田，农闲时在附

近打工，年轻的子女外 出 到 广 东、福 建 打 工，打 工 收

入也不断增多。２００７年后，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产值

开始下降，农业兼业化日趋明显，种粮和养殖只是为

了满足口粮和改善生活的需要，非 农 收 入 成 为 家 庭

收入的主要来源。

五、农民家庭生活方式的变迁

１．生活水平从难以养家糊口到基本维持温饱向

生活宽裕迈进

１９３０年，八个农民家庭缴纳高额的地租和往年

的利谷后，所剩余的粮食根本不够全家的口粮，必须

要向地主和富农“生谷”，同时还要借高 利 贷 才 能 维

持基本生计。１９４９年后，兴国县通过土地改革和加

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发展。但“一大二

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 生 产 始 终 处 于“低 谷”，农 民 未 能 解 决 温 饱。

１９８０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但兴国县农业发展基础薄弱，农民生

活水平难以真正提高。１９８５年，全县仍有三分之二

乡的农 民 纯 收 入 低 于２００元，人 均 纯 收 入 低 于１２０

元的特困户有４８　５６３户、２７．２万人，占全县农业人

口的５２．７％。［３］（Ｐ１０４）１９８７年，八个农民家庭的人均纯

收入除黄英明和温常 鑫 家 超 过２００元 外，其 余６户

家庭均在２００元 以 下，同 时，还 缺 少 口 粮 并 欠 债，仍

然处于贫困线之下，也远低于同 期 全 省 农 民 人 均 纯

收入４０６元的标准。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后，兴 国 县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村 劳

动力开始外出进城务工，非农收入逐渐增多。同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

民除了种植粮食，还种 植 甘 蔗、油 茶 等 经 济 作 物，并

大力发展家庭畜禽饲养业，因此，家庭收入来源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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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水 平 也 不 断 提 高。调 查 发 现，１９９４年 八 个

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除雷开文、钟来发家低于１　０００
元外，其余６户都在１　０００元以上，既不缺粮也不欠

债，“他 们 走 出 了 绝 对 贫 困 的 沼 泽”。［４］（Ｐ１～７）２０１２年，

八个农民家庭的收入进一步增加，如 傅 传 芳 家 纯 收

入３８　５３０元，人 均 收 入３　８５３元；温 国 禄 家 纯 收 入

１９　０２０元，人均收入３　８０４元；李吉锴家农业纯收入

２　９００元。① 虽 然 有６户 年 轻 人 的 打 工 收 入 无 法 准

确统计，但根据２０１２年末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

入水平为２　２９０元的标准，②按照每个家庭年轻夫妻

两人在外打工，一年收入约５４　９６０元。以每个家庭

平均８人 计 算，２０１２年 家 庭 纯 收 入 约６万 元 左 右，

人均纯 收 入 大 概 为７　５００元。而２０１２年 兴 国 县 农

民人均纯收入 为４　４７６元，江 西 省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为７　８２８元。因 此，纵 观 八 个 农 民 家 庭 八 十 多 年 来

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变化，可以看出，农民家庭从

难以养家糊口到基本维持温饱，逐 步 向 生 活 宽 裕 迈

进。

２．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消费向健康享受型消费转

变

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八 个 农 民 家 庭 生 产 的 粮 食 缴

纳地 租 和 还“生 谷”及 利 息 后，根 本 不 够 吃，只 能 靠

“番薯丝拌饭”充饥及重新“生谷”，家里养猪只是 为

了到市场上卖了还利谷和义仓，余 下 的 换 取 油 盐 布

等生活必需品。平时很少 吃 肉，只 在 请 人 帮 工 或 逢

年过节时才买少量的肉。此外，“过去贫农是少有山

的……没有 山 或 山 太 少 是 贫 农 一 大 困 苦”。［２］（Ｐ２１８）因

为没有山就没有烧饭的柴火，就不 能 砍 柴 挑 到 集 市

上去换油 盐，没 有 木 料 盖 房 子 做 农 具，也 没 有 茶 油

吃。

１９８０年后，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逐步

提高，农民 家 庭 生 活 也 逐 步 改 善。１９８７年，八 个 农

民家庭的自产粮食不够吃，需要买议价粮，同时还欠

债，但是猪肉和鸡鸭等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开始增多。

大部分家庭开 始 有 了 自 行 车、收 音 机 和 手 表。１９９４
年，随着粮食产量提高，除雷开文家由于人口多自产

口粮不足外，其余７户人均口粮都超过５００斤，不但

可以满足口粮需要，还将多余的粮食用来养猪、鸡鸭

等，这样既增加了家庭副业收入，又增加了肉、鱼、蛋

等消费量。随着家庭收入 不 断 提 高，八 个 农 民 家 庭

开始拆掉原来的土坯房，建造砖木结构的平房，居住

条件大为改善。同 时，农 民 家 庭 的 自 行 车、电 扇、黑

白电视机、手表等耐用消费品也不断增多。近年来，

随着年轻一代外出打工及非农经济收入成为家庭收

入的主要来源，八个农民家庭的粮 食 生 产 和 家 禽 饲

养主要是供自家食用，并普遍重新 翻 盖 新 平 房 或 建

二三层楼房，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还在墙体外贴瓷砖，

屋内也进行简单装潢，如 铺 地 砖、吊 顶、安 装 抽 水 马

桶等。２００８年以 来，随 着“农 网 改 造”“村 村 通”“家

电下乡”等惠农政策的实施，大部分家庭的耐用消费

品进一步更新换 代，彩 电、冰 箱、洗 衣 机、热 水 器、手

机、固定电话、摩托车等一应俱全。

３．生命健康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并逐

步完善

兴国地处山区，气候潮湿，容易滋生疟疾等流行

性疾病。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由 于 经 济 落 后，农 民 缺 乏

卫生常识及缺医少药等更加剧了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和蔓延。１９３０年，八个农民家庭中的老年人普遍患

病、儿童死亡率很高。如 温 奉 章 的 父 亲 腿 疾 丧 失 劳

动能力，母亲双目失明。黄 大 春 的 母 亲 病 了 好 几 年

“做不得事”。陈北平家“去年祖母、母亲、大嫂、２个

侄儿都死了”。此外，１９３０年在兴国农村“贫农７０％

有老婆，３０％没有……游民１０％有老婆，９０％没有，

也比雇农中有老婆的多些，只有雇农才是９９％无老

婆”。［２］（Ｐ２２２）农村中抱“童养媳”成风，如李昌英的女儿

１２岁就嫁出去了，钟德五的大侄子９岁就讨了一个

９岁的童养媳老婆。

１９４９年 后，兴 国 县 医 疗 卫 生 条 件 不 断 改 善。

１９５０～１９５８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

１９５８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２３．４‰。［３］（Ｐ４５６）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随着农村医疗卫生网络建 立 以 及 农 村 合 作 医

疗制 度 的 实 施，全 县 人 口 出 生 率 急 剧 上 升。１９７６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到２２．２６‰，年净增人口在

万人以上。从１９９０年起，实行农村集资医疗制度，

开始在村一级试办集体卫生所，但 由 于 村 级 集 体 经

济积累薄弱等问题，农村集资医疗的覆盖率很低，只

有３．２％。［３］（Ｐ４３４～４３５）此外，随着新《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婚

姻法》的 实 施，兴 国 县 农 村 青 年 的 初 婚 年 龄 普 遍 提

高，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不足２０周

岁提高到１９８６年的男性２５．３２岁和女性２３．０９岁。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

发展，人口出生率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逐

步下降，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９．３‰下 降 到１９８８年 的１０．

４８‰。［３］（Ｐ４４７）

近年来，兴国县 农 村 公 共 卫 生 和 社 会 保 障 事 业

进一步发展。自２００４年实施“新农合”以来，农民参

合率不断提 高，受 益 面 不 断 扩 大。２０１２年，全 县 共

有６３８　７８７人参加 合 作 医 疗，参 合 率 为９７．６５％，较

①

②

李吉锴现在与妻子共同生活，８个儿子已经完全与他经济独

立，也很少联系。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２年 全 国 农 民 工 监 测 调 查 报 告［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２０１３－０５／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１１９２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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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加了１６　６４１人，参合率提高了１．６７％。截至

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日，全 县 获 得 新 农 合 补 偿 款 人 数 为

３６６　６７７人，农民受益面５７．４％。① 有效地提高了农

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 服 务 质 量。一 些 诸 如 感 冒、

咳嗽等常见病基本上可以在村里 及 时 诊 治，生 大 病

就去县城或市里的医院住院治疗，新 农 合 的 报 销 也

比较方便。如陈 显 来 的 老 伴２０１０年 做 白 内 障 手 术

花了１　５００元，新 农 合 报 销 了８００元。傅 传 芳 长 期

患中风、风湿关节炎等慢性病，每次住院要花费五六

千元，可以按８５％的比例报销。此外，随着农村“新

农保”政策和 失 地 农 民 社 会 保 险 政 策 的 实 施，６０岁

以上的农民每月可以领到５５元的养老金。

六、小农嬗变之困境：农民发展与传统

农业型村落转型中的问题与矛盾

通过对《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家庭变迁的历史

回溯，以及对自１９７８年农村改革以来八个农民家庭

生活满意度测评，发现农民家庭生 活 水 平 和 生 活 质

量呈逐步提 高 趋 势。其 中，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农 民 家

庭生活水平均比农村改革以前有 明 显 提 高，但 发 展

速度较缓。主要原因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实行调动 了 农 民 的 生 产 积 极 性，促 进 了 农 业 发 展。

但由于兴国县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条件较差，再加上

人多地少，仅凭传统单一的种植业 很 难 使 农 民 脱 贫

致富。自１９８８年 后，随 着 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 外 出 务

工，非农收入不断增多，农民家庭生活水平进一步提

高，逐步从较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向商品化、社会化的

生活方式转变。尤 其 是２００４年 废 止 农 业 税 及 新 农

村建设等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基础设施、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农 民 家 庭 生 活 水 平

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然 而，通 过 八 个 农 民 家 庭 八

十多年来从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嬗 变 的 历 程，

发现农民的发展及其所在的传统农业型村落转型仍

然面临诸多问题与矛盾，从而制约 了 农 民 全 面 发 展

及村落可持续发展。

１．农民非农就业与增收困难

１９４９年以来，农 村 文 化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迅 速，农

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然 而，通 过 对 八 十 多 年 来

八个农民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的比 较 发 现，从 毛 泽 东

“兴国调查”时的第一代到现在的第四代家庭成年人

的文化程度并没有明显 提 高。同 时，家 庭 劳 动 力 多

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第一代和第 二 代 个 别 男 性 劳

动力在农闲时从事木工、篾匠或做爆竹等手艺劳动。

而第三代和第四代虽然是外出务 工，但 基 本 上 没 有

接受过专门的技能培训，大多数在 工 厂 或 建 筑 工 地

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因 此，劳 动 力 文 化 素 质 与 劳

动技能难以提高导致第三代和第四代外出务工就业

的不稳定及劳动待遇较低，尤其是在２００８年沿海发

达地区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 后，许 多 外 出 务 工 的

家庭成员不得不返回 家 乡。近 年 来，农 民 的 劳 动 就

业及家庭收入与非农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而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不

高以及非农劳动技能的落后很容易导致农民的就业

与增收困难。

２．农民家庭“老无所依、幼无所教”及村落“空心

化”问题严重

随着农村 大 量 劳 动 力 长 期 离 农 离 乡 的 非 农 就

业，八个农民家庭结构从联合家庭到核心家庭向“户

分家合”“分业不分家”的多元化家庭 结 构 转 变。年

轻的第四代夫妻结婚生子后将年幼的子女留在家中

由祖辈照料，而且大多数５０岁左右的身体健康的爷

爷或奶奶依然在县城附近打工 贴 补 家 用，此 时 一 些

７０岁以 上 的 曾 祖 辈 便 承 担 起 照 料 曾 孙 辈 的 任 务。

因此，虽然大多数农民家庭因务 工 收 入 增 加 而 提 高

了生活水平，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生病护理以及年

幼孩子的亲情关爱却严重缺失，从而导致家庭“老无

所依、幼无所教”问题。而许多农村也因为大量年轻

人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村落的

“空心化”日趋明显。此外，近年来不断撤并行政村

及村级小学，造成了农村学龄儿 童 上 学 困 难 以 及 新

的农民负担，更加剧了村落的“文化空心化”。

３．农村环境问题与可持续性发展的矛盾

随着家庭收入 水 平 提 高，尤 其 是 年 轻 一 代 进 城

务工以后消费观念的日益现代 化，农 民 家 庭 的 生 活

方式也逐渐“城 镇 化”。调 查 发 现，自１９９０年 以 来，

八户农民家庭 建 房 热 情 持 续 高 涨，基 本 上 是 每 隔５

年左右就要翻建新房，从砖木结 构 平 房 逐 步 变 为 砖

混结构的二三层楼房，住房面积不断扩大，房屋的内

外部装修档次也不断提高。由于建房所需资金不断

增多，基本上是外出打工的钱除 去 生 活 开 支 外 都 投

到建房上了，而且还要 欠 数 十 万 的 债 务。而 新 房 建

好后，除少数由老年人住在新房子外，更多的则是新

房变空房。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村里人多地少，宅

基地非常紧张，因此，农民只能在自家的承包地里建

房，浪费了大量的耕地。为 了 追 求 城 镇 化 的 生 活 方

式，农民在建新房时都安装了抽水马桶，粪便污水通

过管道直接排放到小河、小溪或低洼处，造成了农村

水源污染。同时，随着农 村 商 品 化 和 市 场 化 程 度 不

① 兴国县卫生局．兴国县２０１２年公共卫生服务基本情况［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ｇｇｕｏ．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ｓｈｇｌ／２０１２１０／ｔ２０１２１０３０＿

１１７７０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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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塑料袋等白色垃 圾 污 染 也 日 益 严 重。可 以

说，农民家庭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产生的 农 村 资 源

环境问题影响了农村可持续性发展。

４．传统农业型村落的转型问题

通过对八 个 农 民 家 庭 及 其 所 在 村 落 的 调 查 发

现，目前仍然是以传统种植业为主 的 小 农 生 产 经 营

方式，农村产业结构难以有效调整，大量农村劳动力

长期进城务工，农民收入非农化以 及 农 业 兼 业 化 现

象日益明显。为了发展经济，一些村庄也曾效仿“明

星村”发展乡村工业的模式，但由 于 缺 少 资 金、技 术

以及管理等原因都未能 取 得 成 功。因 此，如 何 立 足

于村落的资源潜力，充分调动农民 的 积 极 性 和 主 动

性，合理调 整 产 业 结 构，从 传 统 农 业 向 现 代 农 业 转

变，是这些传统农业型村落发展迫 切 需 要 解 决 的 棘

手问题。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以有文化、懂技术、会管

理的新型职业化农民为生产主体 的，以 有 组 织 的 规

模化生产为生产方式，以现代农业 科 技 的 应 用 推 广

为支撑，以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为 基 本 保 障 的 现 代

化农业。然而，大多数传统 农 业 型 村 落 所 拥 有 的 人

力资源、组织资源及基础设施等难 以 适 应 现 代 农 业

发展的需要。调查发现，八个农民家庭所在村落中，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使村落发展失去了最紧

缺的劳动力资源，导致村落精英和 基 层 组 织 骨 干 的

流失；同时，地 方 财 政 及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非 常 薄

弱，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滞后，农村产业

结构的难以有效调整，导致这些村 落 转 型 与 发 展 路

径不明，动力不足。

如何有效解决小农嬗变中的农民发展与村落转

型中存在 的 诸 多 困 境 成 为 继 续 推 动 农 村 改 革 的 关

键。其实，大多数传统农业 型 村 落 并 非 毫 无 发 展 潜

力和前景，而且也具有许多后发优势，如拥有发展现

代特色农业的独特资源，村民发家 致 富 的 强 烈 欲 望

和需求，具有创新精神的村落精英，以及近年来各级

政府出台的各项支农惠 农 政 策 等。因 此，传 统 农 业

型村落发展的关键是需要内源发展与外部干预有机

互动与整合，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村 落 发 展 的 优 势 资

源和潜力，培养以村落精英为主体 的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并充分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培育家庭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开展适当规

模化经营；同 时，建 立 健 全 新 型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系，为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化小农 生 产 提 供 完 善 的

社会化服务。此外，地方政 府 要 加 大 对 农 民 外 出 务

工的技能培训、就业服务以及社会 保 障 等 方 面 的 社

会服务与社会管理，为农民发展和 村 落 转 型 创 造 良

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从而真正地 促 进 城 乡 一 体 化

发展以及新型“四化”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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