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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局与评判
!

陈文胜

摘
!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变局%乡村社会的此种巨变#与

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整体推进同步#其本质是一种外力推动下的巨变%对中国

乡村社会变迁的观察与分析#既要看到中国农村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也要正确面对乡村

社会变迁中的突出问题#不可情绪化$意气化和道德化#应秉持本位视角#冷静$客观和辩

证地观察与评判%

关键词!乡村巨变&城市化&泛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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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乡村$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中国乡村社会处于前所未有之变局中%一是社会治理之变%农业税取消之后#乡村$国

家$农民之间出现断裂#农村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是社会结构之

变%乡村逐渐演化为经济多元$利益多元$阶层多元的社会#乡村社区的独立性与组织能

力亦逐渐地得以培育与发展#民间性组织不断产生#使乡村社会基础性结构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三是社会价值之变%追求个人价值$发家致富等思想观念逐渐兴起#家庭$家

族$宗族以及传统习惯成为主流#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乡村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根本性变

化#也是最为深刻的变化!

%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乡村百年以来的巨变/ 如何认识和评

判诸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情绪化表达/ 如何留住或拯救为国人热衷和倡导的

乡愁/ 这是正确评判$理解和阐释中国乡村巨变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为乡村中国向何处去

而把脉问诊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百年史上的乡村巨变

曾几何时#)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村真危险*的三农问题话语主导了大多数国人对

中国乡村社会的常识性认知%李昌平先生的三农箴言#对理解当代中国农民$农业与农

村#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只是李昌平三农语境下的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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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中国乡村#有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农业税费的客观存在%在农业税时代#

由于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附加费太多#再加上收缴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使得不少人

将三农危机的根源直指农业税%大多数人认为是农业税造成了三农问题的客观存在和三

农危机的最终产生%

本着有效治理农村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与危机#

0""&

年中央政府宣布全面取

消农业税%中国农民破天荒地不再需要缴纳任何税费#反而可以获得各种种粮$农机等补

贴%按常理#不用再交税费还可以获得补贴#三农问题理当会自然化解%而事实并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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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田抛荒大面积存在%在农业税时代#因为要缴纳各种税费#农产品价格低廉#

在比较收益考量下#多数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农业税费取消后#农民种田不需缴纳任何税费#并可以从

政府那里获得不同程度的补贴%按说#农民对农田应该更加重视#但事与愿违%笔者调研所看到的是#

即使不再需要缴纳税费#甚至每亩农田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补贴#但因农产品价格一直徘徊不前#种田

在农民看来仍然是不经济的#务农于农民而言仍然是非理性的选择#抛荒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谁来种

田*)谁来养活中国*日渐成为一种焦虑亚文化不断蔓延%

即便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的成绩仍然不可低估#应当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方

面#农业及农村发展势头整体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并将继续维持%尽管农民不愿意在家种田#务农者妇

女化$老年化现象较为突出#但多年来在党的农村政策的正确指引和强力作用下#不仅实现了粮食生产

的十二连增#广大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有了大幅度改

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上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就单个村庄而言#农民对发展的共享感$获得感和幸

福感也正在提升%以笔者长期观察的湘南偏远某山村为例#村民普遍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深刻

变化!一是农民居住条件有了根本性改观%全村
5"D

以上农民住上了红砖房#土砖房成为过去时%二

是家庭生活条件日渐现代化%走访发现#大部分农户家庭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化家用电器#手

机$电话$电脑更是进入千家万户%三是享受型消费品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乡

村消费社会日渐走近#不少农民家庭购买了小汽车#空调也成为部分农家的必备生活品#一些条件较好

的家庭甚至还在县城购买商品房%四是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村级道路硬化基本到达每家每户#自

来水成为标配#液化气取代煤$柴火成为新时尚%五是农村环境卫生受到重视%村庄清洁亮化工程得以

推行#农村垃圾集中处理成为常态#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正在提升#居住环境得到大大改观%

总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个案均显示#中国乡村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改革开放之

初#农民基本上告别了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后来#国家不断推进各种惠农政策#使得中国农民$农业和

农村发展处于百年来最好的时期%

二$城镇化背景下的返乡观察

如何评价乡村#本来就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着才知道%随着乡村的不断城镇化#随着城镇中

国对乡土中国的不断扩张#乡愁成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的时尚#实质上是有话语权的城里人在主导和点

评乡村与乡下人%一到年前节后#指点乡村就成了具有优越感的城里还乡团的热门话题#为了造舆论#

每每都会)拿农村说事*)拿农民开心*%在自媒体时代#这种倾向更是有所扩大化#甚至演变为某种程度

上的乡村关注运动%这种运动以各种)返乡体*的流行与传播最为典型%一种是由长期从事农村调查与

研究工作的学者主导的乡村经验调研%他们抱着了解农村和理解农村的学术研究目的#到各地农村实

地调研#写出一篇篇或感性或理性的返乡记%这些经验调研#使用专业化的调研方式#为正确地认识转

型期中国乡村巨变提供了丰富养料%另一种则是由一些从事文学$新闻研究或相关爱好者主导的乡村

现象观察%他们主要是受乡村社会中某一特定事件启发#或被乡村社会中的悖论性现象刺激#进而发挥

他们的想象力#将与中国乡村相关或不相关的现象和事件组合在一起#进行一种带有强烈感性的分析$

阅读和理解%此类现象观察#由于抓住的是某一特定现象#这些现象往往社会关注度高#具有极强的新

闻价值#容易引起社会共鸣并迅速传播#有的甚至压倒了学者们的乡村经验调研#成为唱衰农村的主角%

还有部分作品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或故意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将农村中的某一特定问题无限扩大

化#对所看到的极端事件进行粗暴解读%

当下农村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农村唱衰论之所以如此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唱

衰论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无限扩大%从客观上说#相比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发展#甚至是相比西方

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来说#历经几千年小农经济发展积淀的中国乡村#在向现代化整体迈进的过程中#

仍然存在不少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譬如#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大$能源消耗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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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较为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广大农村出现了空心化$

空壳化等问题&农村发展后劲不足$机制缺失问题#已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幅员广阔#区域差异较大%不仅南北差异$东西差距较大#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

不同村落#也因资源禀赋$区域位置$治理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理解中国农

村#没有区域比较的视角往往难以做出科学评判%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判断#决不能仅凭单个村庄的社

会事实#而是要运用历史的视野$发展的眼光$辩证的思维#理性地看待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变%

三$理性评判乡村变局

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不

可避免地被改变%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指出!)

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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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很

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中国农村%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流动性小#社会结构单

一#社会治理相对简单%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农村#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现代中国农村%与传统中国农

村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有器物层面的变化#还有观

念层面的变化%

乡村唱衰论者对乡村社会器物层面的变化置之不理#对发展的伟大成就视而不见%他们看到的常

常是乡村社会道德低下$伦理丧失$治理无序和环境破坏%乡村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孝道伦理和邻里

互助#全然不入他们的法眼%他们在用城市文明的眼光看农耕文明的乡村#把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

村进行对比#用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农村应该怎么样#特别是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未能实现的梦想#

却希冀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乡村来实现%

毫无疑问#中国乡村发展还存在各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出现在乡村#根子却在城市和工业%从

某种程度上而言#以空心化$空壳化$灰色化等为表征的乡村病#是城市病和工业病在乡村的蔓延%中国

乡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国家的发展战略#从城市化与工业化一枝独大的发

展现实中找到可能的解释和答案"

%

具有绝对资源优势的城市都没有做好的事情#某些城里的还乡团们戴着有色眼镜#将中国乡村简单

地与传统乡村$现代城市甚至是西方样本进行简单对比%其实#他们中不少人不只是对西方乡村具有某

种想象成分#即便是对传统中国乡村#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象%所以#在他们看来#改变中国乡村社会的命

运#就是要化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过时的户籍管理制度#赋予农民以权利%这些当然是农村社会

发展的需要#但不能忽视的事实还有这么一面#那就是如今绝大多数农民也不是想天天吃肉#转而想多

吃水果和蔬菜&过去拼命挤入城市#对土气$乡巴佬等标签十分厌恶#如今却感觉越土越吃香#不仅农村

户口一票难求#各种土特产也越来越受欢迎%长远来看#乡村人居环境是最令现代人向往的#珍视乡村

甚至回归乡村也定当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又一次转型的开始%如何研判乡村社会变迁

的趋势#构建良性互动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是目下的迫切任务#

%

!$

收稿日期!

0"!&7"9709

!$

作者地址!陈文胜#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3

%

UO>+B

!

$$30!$1&!

(ZZ

#(<O

%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9XGF"1&

(

!$

责任编辑!何坤翁

+

3!

+

!

"

#

孟德拉斯
#

农民的终结
#

李培林#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9

!

!#

陈文胜#陆福兴#王文强
#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

政治学研究#

0"!3

#'

0

(

#

陈文胜
#

论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发展
#

中国农村观察#

0"!$

#'

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