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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会各群体分析

张黎明

占总人口70％、绝对数达9亿之众的中国农民，尽管在时下仍然统称为“农民”，但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
激荡，如今早已不是人民公社时的铁板一块，而是逐渐分化成若干个形态各异的群体。如果以他们所从事的产业
特点为基础，以各自所占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为分类标准，则可以把当代中国农民大体上分为知
识拥有者、农村管理者、非农产业者、现代农业者、传统农业者、生活贫困者等六个群体。下面试对各群体作以
粗略的分析。

一、知识拥有者群体
从整体上讲，农民相对其他阶层而言，并不是知识的拥有者和生产者，他们历来主要是靠体力而非脑力获取

生活来源，特别是那些传统型的农民尤其如此。而且，由于整个农民阶层受教育的程度不是很高，我国现有的文
盲或半文盲主要在农村，农民中也基本上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因而对于农民来说，文化、科技、法律等方面的知
识，是一种十分稀缺的资源。

但是，整体上文化的欠缺，并不等于农民中就绝对没有知识的拥有者，也不等于农民中就绝对没有思想者。
实际上，仔细审视一下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就会发现其中仍然隐藏着一些真正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只是由于
人数的稀少而被群体所遮蔽。从中国历史上看，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都出自于农村，说明农民中确实藏龙卧
虎，农村仍然具有产生思想者深厚的土壤。到了近代和现代，由于城市大规模地崛起，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需要
大量的智力投入，农民中有知识的人渐渐聚集到城市，农村却由于知识的日益稀薄而相对衰落了。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农家子弟，可以说是农民中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大学毕
业后，并不回农村当农民，但是由于文化渊源和家庭背景等原因，这些人即使生活在城市，也仍然和农村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在精神上仍然和农民息息相通。而且，这些漂移到城市的农村知识青年，往往以自己拥有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有意无意地参与或干预农村社会的各类事务，例如办学、修路或上项目等，并且通过传播
观念、信息或技术，对农民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他们虽然走出了农村，却仍然可以看着是农民这个阶层
的一部分，只是身份比较特殊的一部分。农民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他们是农民
中知识拥有者群体的主体。另外，那些具有半农民身份的乡村教师、医生和民间文艺工作者，退休后居住在农村
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大致上也都可以算到其中。尽管他们离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有距离，但是相对于其他农
民来说，他们已经是很有知识的人了，实际上他们在农村确实往往以知识分子面目出现。

农民中的知识拥有者群体，由于一般都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因而比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可以算着农民阶
层中产生的精华，代表着农民能够达到的精神高度。但是，这一部分人数量十分少，估计不超过整个农民阶层
的5％。而且拥有最大知识资源的那一部分人－大学毕业生，只是有农村生活经历和农民家庭背景，并不具有真
正的农民身份，他们虽然以自己拥有的社会地位和话语便利，常常为农民的利益鼓与呼，但是并不直接参与农村
生产，只能算着农民的代言人和同情者。那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知识青年，虽然是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潜在的
智力资源，但是这些人往往不会甘心永远留在农村，而总是想方设法离开故土到城市去，认为只有在外面的世界
干一番事业，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因而这些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和那些通过高考抢先一步流向城市
的青年一样，一直处于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的态势，并不愿意和土地厮守终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的智力资
源永远处于紧张和稀薄状态，可以想象即使普及了高中教育甚至大学教育，也会因为“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的作
用，而难以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和知识支持，这也正是农村社会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二、农村管理者群体
农村管理者群体既有乡镇干部也有村组干部。虽然乡镇干部从身份上属于国家公务员，但是由于他们的工作

面向农村、农民和农业，而且不少人的家就在农村，因而把他们划归农民虽不准确却无大错，应该说他们和通过
高考走出农村的人一样，是一群身份特殊的农民。村组干部都是地道的农民，但是又不是一般的农民，可以说兼
有干部和农民的双重角色。这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在现阶段的农村应该是属于最高的，人数估计占农民总数
的2％左右。虽然人数极少，却是农村社会举足轻重的人。

农村管理者群体掌握着农村的政治资源，是国家权威在农村的具体体现者。从职能上看他们是农民的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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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和农民心心相印，也应该代表农民的真正利益，但是由于近年来农民负担日渐沉重，结果两者之间不仅
没有完全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反而因为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关系十分紧张。在我国，乡镇政府属于最基层的一
级政府，上边无论有什么样的政策和规定，都要通过乡镇政府贯彻下去，因而乡镇干部便常常处于上下夹击之
中，工作环境很不宽松。大多数乡镇干部都不安心在农村工作，而总是想方设法调离乡镇，或者只是把在乡镇任
职，作为向高一级党政机关岗位升迁的跳板。和乡镇干部相比，村干部在时下的处境更为尴尬，夹在政府和农民
之间左右为难，报酬又十分低，只能勉强行使管理者的权力，农民也并不完全对他们满意，甚至有时还产生很强
烈的敌意。而所谓组干部－也就是以前的生产队干部，甚至还没有被列入正式村干部名单，但是他们却确实在农
村社会存在着，在边远贫困地区，他们一年的报酬往往只是几百斤粮食。除少数城郊型的村报酬比较优厚，人们
都抢着当村干部以外，大多数村都存在着选不出素质最强的人当村干部的现实问题。

应该注意的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乡村财政危机，基本上都转化为农民和管理者之间的政治危机，致使两者之
间存在着高度的紧张，应有的正常关系一时难以重建。而作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一个重要方面的村民自治制度，
也因为传统的重负和农民自身的不足，仍然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由于存在着这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在可以预见
的未来，农村管理者群体的处境仍然不会宽松，现有的诸多矛盾还有可能进一步激化。要避免和减少管理者阶层
与农民发生碰撞，只有千方百计地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对于税赋的承受力，舍此没有别的路可走。

三、非农产业者群体
这一个群体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应运而生的一个群体，包括个体户、包工头和私营企业主，以及长期在乡镇

企业或城市企业打工，并且家庭已经有了一定积累的人。人民公社时期也有很少一部分农民，在极左政策的高压
下，偷偷摸摸地做一些小生意，但是这样的行为在那时被称为“投机倒把”，这一部分农民在当时也成了被批判的
对像，命运和“四类分子”差不多。现在这一个群体在农民中异军突起，成为农村社会受人注目的一批人，估计占
农民总数的15－20％左右，社会地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非农产业者群体的基本特点是：常年主要从事非农产业，而把农业作为副业，或者完全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属于从土地上抢先转移或正在转移的一批人。相对于其他农民来说，这一批人头脑比较灵活，观念转变快，善于
经商和理财，由于从事着收益相对较高的二三产业，因而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是农民中普遍比较富裕的一个群
体，相当多的人生活水平已经进入了小康。农村中最有钱的人就在这个群体之中，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也在这个
群体之中，他们不光占有农村社会中较多的经济资源，也因为具备较大的物质力量，而直接或间接占有着一定的
政治资源，成为当今农民中整体实力最强的一批人。他们大多数虽然户籍在农村，但是也有不少在城市里购买了
住房，或者早已居住在城市，并且通过各种渠道给孩子搞到了城市户口，因而正在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拉开距
离。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实际上已经迁移了户口，彻底割断了和土地的联系，可以说身份已经不再是农民了。还有
一批人对是否迁移户口持观望态度，究竟是否迁移视能否在城市真正站住脚而定，决定性的因素取决于家庭的整
体经济实力。

应该说，当代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因为实践已经反复地证明，单纯地依靠农业不仅不能使农民
致富，反而会使“三农”问题更加复杂而难以彻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农产业者群体是农民中最有前途的
一批人，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迟早将脱离农村而融入到市民中。

四、现代农业者群体
指经过产业调整、面向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农产品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占有着耕作条件较好的土

地，一般地处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城郊或公路沿线，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便利条件。他们或
种植蔬菜、果树、药材等经济作物，或从事以养猪、养牛、养羊为主畜牧业，总之，什么能卖钱就搞什么，种粮
食的传统已经逐渐被他们抛弃了。

相对于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这一部分人已经改变了小农经济的观念，能够迅速地接受现代农业技术，所从
事的种植、养殖业已经相当地高科技化，属于最先创市场的一批农民，并且初步尝到了农业现代化的甜头。从他
们的工作性质和特征来看，这一部分农民已经不再主要靠体力来生产，而是越来越依靠脑力了；不再随着季节变
化来生产，而是进行着反季节生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越来越接近农业工人了。他们最关心的是产
品品种、技术含量和市场行情等，甚至也隐约意识到加入WTO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这一批人的文化、科技素质相
对也比较高一些，并且也深深地认识到技术、资金、信息、市场的重要性，因而一般都比较重视学习和培训，舍
得进行知识和智力的投资，并且也能够把学到知识和技术，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由于从事的是回报相对比
较高的现代农业，因而这一个群体收入一般都比较丰厚，对时下的税赋负担承受力也比较强，农业积累也相对比
较多，可以说已经或正在进入小康。但是，由于现代农业投入一般都比较高，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相对高一
些，因而目前这一个群体人数还不是很多，估计占农民总数的10－15％左右，而且大多数都分布在城郊、交通要
道或农业耕作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

现代农业者群体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生力军，代表了中国农业的未来。这一部分人是目前农村基层政府极力
培养和树立的群体，农村好多先进模范人物便出于这个群体。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预计这一部分农民能
够在将来有条件从事规模经营，逐渐成为类似发达国家农场主式的经营者，从而彻底改变中国农民的整体面貌。
这个群体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人，在从事现代农业取得较大的积累之后，转而投资二三产业而逐渐转移到城市，成
为市民的一部分。

五、传统农业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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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从事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是现阶段农民中
的大多数，估计占农民总数的60％左右，在整个农民阶层中处于中等偏下的地位。

传统农业者群体一般都地处贫困落后地区，基本上没有条件搞现代农业和二三产业，因而收入要比其他群体
低得多。这一部分人相对于从事现代农业的人，观念比较陈旧，变革的意识不强，对现代农业技术、农产品市场
行情也比较陌生，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传统农业者群体主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收成
较好时还可以过得去，稍有自然灾害而歉收时便感到很大的压力，抗击风险的能力十分弱，属于还在温饱线上沉
浮的一部分人。他们中有一些人迫于生活，也常常出外打工，但是由于整体素质低，而只能依靠体力获取很少的
报酬。大多数人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和简单再生产，而且除打工收入可以有一点现金之外，一年的收
入主要是像粮食这样的实物收入，因而他们普遍对于税赋负担感受沉重，和基层干部产生冲突的也主要是这一部
分人。传统农业者群体由于不能产生较大的积累，因而一时难以改变勉强维持温饱的现状，小康生活对于他们来
说还处于渺茫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观念、教育程度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目前这个群体中相当多的人，还没有完
全意识到，从事传统农业是没有出路的，因而仍然靠着几千年的惯性向前滑行。也有一部分人对现状产生了比较
清醒的认识，但是又由于条件的限制特别是资金的欠缺，而无力改变自己目前所处的困境。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大局来讲，这一部分农民由于基本上都属于低素质人口，也由于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因而成为现
代化进程中一个最大的障碍。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部分农民的增收和转移问题，农村便不会彻底改变贫困落后的
面貌。

六、生活困难者群体
这一部分人由于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而处于农村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底层，估计占农民总数的5％左右，大多

数属于社会救济的对象。他们陷入贫困难以自拔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由于先天或后天残疾而失去劳动能
力，有的是由于重病缠身而无力摆脱，有的是因为天灾人祸而遭受打击，也有的是因为经营破产而难以翻身所
致，总之都是因为缺乏经济后盾，而无奈地进入生活贫困者之列。

这一个群体的大多数人，一般都是从事收入低下的传统农业，因而基本上不具备抗风险的能力。他们中的很
多人，是政府长期扶贫和救济的对象，自己基本上没有造血功能，生活状况十分恶劣，有的人家甚至一贫如洗。
农民中的文盲和半文盲，也主要存在于这个群体之中，造成他们在智力上的先天不足，因而想脱贫致富也难以如
愿。贫困使他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上一代人由于经济上的困顿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下一代人出于同样的
原因又一次损失受教育的机会，结果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更造成了农村低素质人口的严重过剩。虽然一部分经
过扶持和救济取得了生机和活力，逐渐跨到温饱线之上，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由于诸多原因而越来越滑
入更贫困的境地。他们的生产收入和生活状况，不仅不如正常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同从事现代农业和二三产业
的农民差距更大，现有的基础已经不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甚至连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也丧失殆尽。

生活贫困者群体是农村社会境况最为艰难的一部分人，他们窘迫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
关注。事实上，在扶贫和救济难以到达的空白地带，一部分极度贫困者，正在绝望中逐渐被社会抛弃。

 
结语：
9亿农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群体，目前仍然处于剧烈的分化、融合和重组之中，各个群体既截然分离而又相

互包容，要作比较准确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实在是一件很难事情。本文很勉强地把他们分为以上六个群体，并
且对其逐一进行了粗略的评点，应该说浅陋谬误在所难免，衷心期望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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