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时期农民的阶层分化

—
对大寨

、

刘庄
、

华西等13 个村庄的实证研究

陆学艺 张厚义 张其仔

本文对现阶段我国农民的阶层分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

作者根据对 13 个村庄 的调

查
,

以职业类型
、

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作为分层标准
,

将农

民划分为农村干部
、

集体企业管理者
、

私管企业主
、

个体劳动者
、

智力型职业者
、

乡镇

企业职工
、

农业劳动者
、

雇工
、

外聘工人和无职业者等10 个阶层
,

并指出
,

由于演化时

间软姐
,

目前农民的这些阶层还很不稳定
,

带有一定的过波性
。

这种过渡性 主 要表 现

为
:

家庭对个人阶层旁份的变迁仍有重要影响
.

各阶层同农业劳动和土地仍有或多成少

的联系, 个人阶层身份具有多重性
,

阶层意识普遗较弱
,
不同地区农民分层鳍柑的整异

较大
,

分为前分化型
、

低度分化型
、

中度分化型和高度分化型 4 种类型
。

随粉农村改革

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这种农民的阶层分化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和称定下来
。

认识

这种变化
,

对于我们制定政策
,

更好地指导农村工作
,

尤为重要
。

作者险学艺
,

1 93 3 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

研究 员
.

张 厚 义
,

19 4 0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社会学研究室主 任
、

副研究员
;
张其仔

,

19 65 年生
,

中国杜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 员
。

改革并放 以来
,

我国农村发生了激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

其中农民的阶层分化
,

大量农民由农业劳动者转变成新的阶层
,
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

由于农民己

经分化成具有不同利益要求和地位特征的阶层
,
所以研究和认识农民的分层结构

,

是

研究和认识农民的必要方法之一
。

只有根据农民已经分化的客观现实
,

识jlJ 出农民的

分层结构
,

才能对农民的状况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

我们研究的样本是13 个村庄
。

1 9 90年 7 月一均 91 年 j 月我们对这 13 个村庄进行了

调查
‘ 这13 个村庄多数全国闻名

,

分布在 7 者此县
,

它们是
,

曾被树立为全国农村学

习祥板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

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
“

我们整个国家形象
”

的
“

穷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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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
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

, “

青石板上种庄稼
” 的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

,

由全国模

范共产党员史来贺担任支部书记近 40 年的河南省新乡县刘庄
,

老典型
、

新贡献的
“

亿

元村
”

一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

,

起草全 国第一张包干到户合同书的安徽省凤限 县 小

岗村
,

全国第一个武装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的江西省宁冈县茅坪
,

80 年 代 以 来经

济
、

社会发展比较快的河北省迁西县烈马峪
、

三河县西岭村和安徽省含山县房好村 ,+,

改革开放以后跨入
“

小康村
”

行列的湖北省洪湖市洪林村
、

河南省巩县竹林村
、

河北省
香河县处口村

。

在这13 个村中
,

有n 个行政村
, 2 个自然村 (村民小组) ;

有 5 个村屏

于丘陵区
,

3 个村属于平原区
,

3 个村属于山区
, 2 个村属于好区

。

这些村庄大部分

属于中等发达或发达地区
。

之所以这样选择
,

是因为中等发达和发达地区是党的十尸

届三中全会以来变化较快的社区类型
。

我们调查不发达村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照
。

一
、

分 层 标 准

研究社会分层不是研究者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对社会成员进行分门别类
,

唯心地创

造一种结构
。

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的结构
,

研究者只能发现
、

描述和解释这一结构
。

因此对于农民分层的标准
,

不能随研究者的偏好而任意确定
,

而是从社会现实中科学

抽象
·

出来
。

研究农民分层的关键是从社会现实中发现分层标准的逻辑起点
。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
,

13 个村庄的农民分层很不明显
。

农民之间的地位同一性是主

要和普遍的
。

农民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是一种功能差别
。

进入80 年代以后
,

13 个村庄的

农民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分层
,

农民开始逐步向非农民转化
,

农民之间的地位差别变得

日益明显
。

造成这一变迁的基本原因是农村财产制度和职业系统的变化
。

财产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财产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
。

人民

公社化时期的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和支配 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力
,

生产资料由集体统一

支配和使用
。

农村改革把单一的集体统一经营形式
,

改变为以农户或 承 包 单位 为基

础
、

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同时并存的双层经营
。

这一转变在13 个村庄中历时

6 年
。

最早发生这种转变的是安徽凤阳的小 岗
,

时间是 1 9 7 9年
;
最晚发生这种转铭的

是河北遵化的沙石峪
,

时间是 1 9 8 5年
。

家庭承包经营形式的引入
,

标志着引入子一种

新的资产经营形式
,

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资产经营形式
。

资产经营形式热多样

化反映在农民身上
,

就表现为农民对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权力差别
。

财产制度的另一个主要的变化表现在所有制方面
。

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所有卸结构

是单一的集体所有制
。

农村改革改变了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状态
,

形成了 以公有 制

为主体
、

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
。

, 3个村目前存在三种经济成分
:

集体经箭
、

个

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

大多数村庄只具有其中的两种经济成分
,

有 3 个村庄同时具有三

种经济成分
,

另有 3 个村庄只具有集体经济一种经济成分
。

集体所有制在 13 个村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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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
,

是一种普遍的所有制形式
。

同集体经济发生联系的农民也最为广泛
。

就职业系统来说
,

80 年代前后13 个村庄职业系统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单一化和多

样化的区别
。

人民公社化时期绝大多数农民从事的是农业劳动
,

只有极少数人从事其

沦职业
。

相对于农业劳动者来说
,

从事其它职业的农民地位要高些
,

但其规模很小
,

对农村不能发生深刻影响
。

80 年代后
,

农民的就业空间拓宽了
,

产业结构由单一 的农

亚向农业和非农业同时并存的格局转化
。

农业之外的职业开始对农民发生越来越大
、

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

从表 1 可以看到
,

13 个村庄中的劳动力在农业和 非农 业 上的分

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1 9 8 9或 1 9 9 0年的非农业劳动力比重在绝大多数 村庄都超 过 了

e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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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竹林村没有专门的农业劳动力
,

其农业生产是通过乡镇企业职工利用早
、

晚和休息日来进行的
,

因此我们把该村的农业劳动力确定为零
,

当然这是不准确的
。

º 19 7 9年的比重
。

À 19 9 0年的比重
。

’

农民的分层正是发生在农村出现多样化的职业
、

多样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

多样化的资产经营方式的背景下的
。

也就是说
,

当农村在集体经济之外出现了个体经

济和私营经济
,

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结合的经营形式之外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

离的经营形式
,

在农业之外出现了其它各种各样的职业之后
,

农民相互之间的地位差

别才变得明显起来
。

上述三者的多样化反映到农民身上就是农民之间的职业
、

使用生

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的差别
。

正是因为这种差别
,

农民才被分离

为不同的阶层
。

阶层就是具有相同或相近职业
,

相同的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
,

和对所

使用钓生产资料具有同类权力的个体的集合
。

议职业
、

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对农民进行分层
,

同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消灭了一方

.
1子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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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生产资料
、

以剥削为生和另一方失去了生产资料
、

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的 两极 对

立
,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

这时如果仍以生产资料占有与否为唯一标准对农民进行

分层
,

农民墓本上就无层可分
。

虽然农村在改革之后出现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

但

其数量和比例都比较少
,

不是普遗的经济形式
。

在公有制经济是主体经济形式的情况

下
,

把职业引入分层标准是合理的
。

因为在生产力水率还不十分发达
,

劳动还是人们

谋生的手段时
,

职亚的差别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地位上的差别
。

把职业作为影响个人

社会地位的因素之一
,

没有否定生产资料占有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影响
,

相反却

是建立在这一根本前提之上和以此为出发点的
。

在把职业作为农民分层因素的同时
, 孚

我们所考虑的其它两个因素更直接地反映了我们的分层方法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

法的一致
。

把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这两个因素引入分层
,

就是把生产资料的占有影响个人社会地位这一命题纳入分层之中
。

把这两个因素同软

业相结合作为农民分层的标准
,

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具体应用
。

一 朴 巨 姑 泊. . . . ‘. 、 产叨 , d‘‘确 . , . ~ 门 . , J

根据农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
、

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这

三个因素的组合
,

我们对13 个村的农 民进行了分类
,

发现存在于目前农村的有 10 个阶

层
:
农村干部

、

集体企业管理者
、

私营企业主
、

个体劳动者
、

智力型职业者
、

乡镇企

业职工
、

农业劳动者
、

雇工
、

外聘工人
、

无职业者
。

这 10 个阶层具有不 同的 职 业 类

型
、
不同的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不同的权力 (详见表 2 )

。

这三

个因索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各个阶层的地位不同
。

具体到一个特定的村庄
,

这10 个阶层

不一定都同时具备
。

襄2
.

10 个阶侣的
二
妞合特桩

序号

{
阶层名称

参数组合特征 序号 } 阶层名称 参数组合特征

农村千部 社区管理
、

集体经济
、

所有权

企业管理
、

私营经济
、

所有权和经营权

企业管理
、

集体经济
,

经营权

企业管理
、

个体经济
、

经营权和所有权

智力型职业
、

集体经济
、

经曹权

乡镇企业
职工

农业务动
者

雇 工

非农业劳动
、

集体经济
、

终营权

9 } 外聘工人

10 ! 无职业者

业业动职企企体营者劳型理体者力私主管集个业者智

.

加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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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干部阶层

农村干部阶层包括村民委员会成员
、

村支部成员及村民小组主要负贵人
。

他们是

农村政治
、

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组织者
,

是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主体代表和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在农村的具体执行者
。

他们具有双重身份
,

既代表国家利益
,

行使行政职能
,

又

代表农民利益
,

对农村经济和社区的发展起着关健性作用
。

农村干部的地位和收入水平在社区间是不相同的
。

一个墓本的趋势是
,

经济发展

水平
、

特别是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

农村干部的地位和收入水平越高
,

成望也越

高
。

在这种情况下
,

农民对他们的怨言就比较少
,

他们的工作开展得也就比较充分
。

农村干部的相对规模比较小
,

13 个村的农村干部占本村劳动力的比重都在 5 % 以

下
。

比重最大的是竹林村
,

为 4
.

2 %
,

最小的是大寨
,

只有 1
.

37 %
。

因此农村干部的曹

辖幅度是比较大的
。

即使不包括无职业者和外聘工人
,

其管辖幅度也在20 人 以上
,

大

部分在5 0人以上
。

如果把无职业者考虑在内
,

则管辖幅度更大
,

大部分在 100 人左右
,

最大的接近200 人
,

如西铺村
。

考虑到农民居住的分散性
,

这样的一种管理幅度是很宽

的
。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农村干部工作的困难程度
。

粼体企业 I 理者阶层

集体企业的管理者包括集体企业的经理
、

厂长
、

会计
、

科室负责人和供 梢 业 务

人员
。

他们对企业的人
、

财
、

物和产
、

供
、

销有决策权
,

与企业职工的关系是管理者

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

与农村干部的关系是生产资料经营委托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代表

的关系
。

他们对集体企业资产有经营权
,

没有所有权
。

这部分人的收入较高
。

如华西
,

1 9 8 9年有集体企业管理者1 15 人
,

他们租赁和承包了 23 个企业
,

厂长和经理得超额利

润功% 的奖励
,

有的厂长和经理因此能得数万元甚至 10 多万元的奖金
。

这些奖金不以

现食付给厂长或经理
,

而是采取入股记帐的方式留在企业 内
。

私, 企业主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指由雇工 8 人 以上
、

占有企业的生产资料 的私营企业的所有者

所组成的群体
。

私营企业主是雇主
,

占有雇工的剩余劳动
,

拥有对企业人财物的支配

权
、

生产经营的决策权和企业内部的分配权
。

私营企业主一出现就 以其较高的收入而引人注 目
。

西岭村刘保金经营的石料场
、

石灰场和运物队
,

1 9 8 9年的面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总值达 330 万 元
,

总 产 值 达 33 5 万

元
。

竹林村的一家私营耐火材料厂
,
有 3 名经营者

,

雇工 20 人
,

固定资产总值 达 2 0

多万元
, 1 9 8 9年的产值是 30 万元

,

利润是 10 万元
。

不过私曹企业主的声望 却不和他

们的收入一样高
。

尽管他们为地方作出过不少贡献
,

但是村内的农民对他们仍有反感

情绪
。

他们中一部分人内心比较矛盾
,

感到政治上没地位
,

不光彩
,

怕裕画
,

赚 了钱

不玻理直气壮地消费
,

家庭陈设甚至比不上集体企业的管理者
。

个体劳劝者阶层

. 1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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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劳动者阶层是指由拥有某种专门技艺或经营能力
,

使用 自有生产资料和家庭

劳动力
,

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 自主经营小型工业
、

运输业
、

建筑业
、

商业
、

饮食业
、

服务业
、

修理业等行业的农民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

他们多为农村的能工巧匠
,

在人民

公社化时期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

其规模在各村不等
。

13 个村中规模最大 的 是房 好

村
,

19 8 9年为 2 30 人
,

占本村劳动力的 2 9. 4%
,

有 4 个村根本没有个体劳动者
。

·

个体劳动者的经营活动方式各有差别
。

有的摆摊设点
,

有固定场所成门面
,

有一

定的经营范围
,

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

注册
,

领有营业执照
,
有 的请 一商

个帮手
,

三五个学徒
,
有的走村串户

,

肩挑手拉
,

小本经营
,

没有固定的 经 营 场 所

和经营时间
,

散居村中
,

一般没有营业执照
。

个体劳动者思想不稳定
,

他们有后顾之

优‘ 不敢扩大规模
。

房抒村的张帮余制作和经营酱油已有八九年的历史 了
,

有 丰 蓄

的加工制作经验和经营管理经验
,

加工所需原料也供应充足
,

又有广阔的市场
,

按条

件完全可以雇一些农民
,

开办一家初具规模的私营企业
。

但他
“

怕政策变
” , “

怕 当 资

本家
,

牵连子孙
” ,

不敢扩大生产规模
。

他不让自己的子女跟 自己干个体经营
,

却让儿

子
、

儿媳每人 自带 4 0 0 0 元资金进集体企业
,

做乡镇企业职工
。

, 力纽职业者阶层

智力型职业者阶层是指由具有一定的专门技能
,

在农村从事教育
、

科技
、

文化护

医疗卫生
、

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工作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

阶层的成员 都具 有 一完

的知识或技能
,

他们和农村中的其它阶层相结合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

其人数和收久

水平在不同的村庄差别很大
。

竹林村有智力型职业者 1 05 人
,

分布在村中不同的岗位

上
。

其中
,

企业科技人员 63 人
,

他们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
,

享受

优厚待遇
,
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 30 人

,

平均月工资 1 30 元
,

享受村干部的所有 福 利

待遇
, 医务人员 8 人

,

月工资在1 00 一 16 0元之间
,

其它福利待遇和村干部一样
,

少数

医术高明的月工资在 200 一 3 00 元之间
; 文化站 4 人

,

负责村民的文化教育
,

组 织 书

法
、

武术等活动
,

编辑村内刊物
,

月工资 15 0 多元
,

享受村级干部的各种福利待班
。

有的村庄智力型职业者的待遇是远不如竹林村的
。

房汗村有 8 名教师
,

他们的月笙资

只有5 0一6 0元
。

乡该企业职工阶层 卜

乡镇企业职工阶层是一个由乡村集体企业中的非管理人员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

他

们以非农劳动为主
,

使用集体的生产资料
,

对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
。

这些人

户 口在农村
,

不吃国家平价供应的商品粮
,

也不享有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补贴和劳

保待遇
。

乡镇企业职工多数人还经营着一小块土地
,

和农业有或多或少的联 系
。

他们 8 小

时以内是工人
,

8 小时以外是农民
, “

工业三班倒
,

农业早
、

中
、

晚
”

就是他们生活的

真实写照
。

刘庄的青年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后
, ’‘

能和城里人一样进工厂
” 。

他们分 布

.

1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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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上
,

有严格的劳动纪律
。

在农忙季节
,

要根据村里的规定
,

到指

定地段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

人均只 有 0. 7 亩耕地的竹林村没有农业专业队
,

乡镇企业

职工以非农劳动为主
,

兼营农业
,

他们在白天轮休时到地里干农活
。

农业劳动者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一个由承包集体耕地
,

以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民所组成的社会群

体
。

阶层成员以分散劳动为主
,

有比较强的独立性
,

自主权比较大
。

这个阶层是农村

其它阶层的母体
,

其人数呈下降趋势
。

农业劳动者承担着向社会提供商品农产品的责任
,

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却很低
。

这主要是因为农产品不仅价格偏低
,

而且时有难卖的风险
,

生产资料经常涨价
,

挂钩

物资难以兑现
,

各种摊派名目繁多
。

多数农业劳动者认为
, “

粮田不可不种
,

但 不 可

多种
” 。

他们一有务工经商的机会
,

即使是
“

背井离乡
”

也在所不辞
。

所以
,

农业劳动者

阶层是一个人数极不稳定的阶层
。

; 在一个村庄
,

农业劳动者人数和他们的经济地位成负相关
。

农业劳动 者人数越

少
,

他们的地位越高
。

华西
、

刘庄
、

竹林
、

洪林和锉口等 5 个村的农业劳动者比重都

在 10 % 以下
,

这些村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比较高
,

农业劳动强度相对较低
,

农业劳

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对高些
。

华西现有农业劳动者 78 人
,

其中农业专业队 12 人
,

经营

养殖业
、

种植蔬菜瓜果的 66 人
,

他们年人均收入 4 6 0 0 元
。

尽管在农业劳动者比重较

低的村庄
,

农业劳动者的地位相对于农业劳动者比重较高的村庄要高些
,

但在村内的

根对地位却仍是比较低的
。

这可以通过青年人的职业选择反映出来
。

青年男女都不耳

加入农业生产专业队
,

专业队里多为中老年人
,

特别是家庭负担较重伪中年人
。

_

‘

肛
阶层

, 、

雇工阶层是一个由受雇于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户的农民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

虽然

他们对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没有所有权
,

但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工有本质区别
。

他们

不是
“

除了两只手以外
,

自由得一无所有
”

的无产者
,

而是拥有一份有所有权
、

可使用

和支配的生产资料
,

但数量不足的
“

剩余劳动者
” 。

出雇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家糊 口
,

而

是增加收入
,

学 习技术
,

看一看
“

外面
”

的世界
。

他们的收入同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

主相比
,

相差悬殊
,

但和农业劳动者相比
,

却要高些
。

雇工可 以分为两大部分
。

一部分负责企业管理或技术方面的工作
,

他们或是 因为

有专门的技术或经营管理能力
,

或是因为是企业主的亲朋好友
、

同村近邻
。

另一部分

所从事的是体力劳动
,

大部分是外村人
,

是雇工阶层的主体部分
。

竹林村 19 8 9年底仅

存的一家经营耐火材料的私营企业
,

雇用了 20 名工人
,

其中
,

本村 4 人
,

都是 企 业

主的邻居
, 2 个当司机

,

另 2 个为技术员
。

西岭村的一家经营石料
、

建材
、

运输等业务

的私营企业
,

雇有工人 60 多名
,

90 % 以上是外村人
,

本村只有 9 人
,

都是后勤 管 理

方面的人员
。

之所以雇工中大部分是外村人
,

一方面是因为本村人不愿受雇于本村人
,

: 1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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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
“

低人一等
” ,

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主不愿雇本村人
,

怕很多关系难处理
。

雇

用本村人
,

企业主要尽蜜给他们安排一些较轻松或优越的职位
,

以在本乡本土博得一

个好名声
。

外璐工人阶层

外聘工人阶层是由一些由非农产业比较发达
、

人均产值比较高的村所招聘的外村

农民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

他们在集体企业工作
,

根据离家的远近可以分为两种人
:

一

种是家住附近村庄
、

早出晚归者
,
另一种是家住较远的村庄

、

甚至隔省隔市
、

吃住都

在赞聘村的人
。

在不同的村庄
,

其收入和待遇有所不同
。

华西村有外聘工人 69 。多人
,

其中邻村邻乡
、

早来晚去者 14 0 人
,

家住较远
、

吃住在华西的 5 50 余人
,

分别来自川
、

费
、

湘
、

皖
,

像
、

普
、

映
、

新毅和江苏省
。

新聘的工人月工资 12 0 元
,

成为熟练工人

的外聘工人年收入在 3 。。。“ 4。。o 元左右
。

该村规定
,

家住附近的
,

每年休 15 一20 天

的农忙假
,

家住较远的
,

春节有 15 一 20 天的探亲假
,

路费报销
,

探亲期间基本工资照

发
。

该村设有外聘人员办公室
,

除 l 名负责人是本村人外
,

余下 4 人都是外村
、

外省

的
。

竹林村有外聘工人 650 多人
,
分别来自川

、

湘
、

鄂
、

皖
、

鲁
、

晋
、

陕
、

内蒙和本

省其它乡(镇)村
。

该村设有集体宿舍
、

食堂
、

浴池
,

对他们一视同仁
,

量才使用
。

有

43人担任车间生任以上管理工作
。

有一位四川青年
,

在煤矿井下任作业班长
,

因工作

出色
,

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
,

吸收进了党组织
。

就华西和竹林两村的情况来看
,

外聘工人的地位要优于雇工
,

但把外聘工人同本

村人相比
,

地位却要低些
。

他们千的通常是较苦较絮的活
,

不能完全享受本村人所能

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
,

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缺乏决策权
,

只有极少数人进入管理者的行

列
,

对社区的生活参与程度较低
,

基本上处于受聘村的社区生活的边缘
。

无双业者阶 .

无职业者阶层是 由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
。

严格说来
,

它

在农村目前还不能算是一个阶层
。

因为无职业者的地位是 由其家庭的地位所决定的
。

我们之所以称他 们为一个阶层
,

是为了穷尽所有的人口
。

所以严格地说来
,

农村最墓

本的阶息是 9 个
。

我们把除无职业者阶层之外的其它阶层称为基本阶层
,

把无职业者

阶层称为非基本阶层或从属性阶层
。

三
、

农民阶层分化的基本特征

13 个村的农民阶层分化是从同质性较强的农民开始的
。

由于分化的时间短
。

迄今

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成熟和比较稳定的阶段
,

带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
。

这些特征反映

了农村 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这样一个总的特征
。

第一
,

一方面个人是进入和退出阶层的基本单位
,

另一方面家庭对个人阶层身份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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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仍有重要影响
。

在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中
,

阶层是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

是

家庭的集合
。

个人退出某个阶层往往是因为其家庭地位的变化
,

而进入某个阶层则往

往是因为他是某个家庭的成员
。

从现阶段农民的阶层分化情况来看
,

农民进入或退出

某个阶层只意味着个人身份的变迁
,

构成阶层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家庭
。

家庭中

所有成员都同属于一个阶层的情形是不多见的
,

主要是那种只有夫妻俩组成的家庭或

单身家庭
。

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
,

家庭成员可能因为职业
、

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

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不同而分属于不同的阶层
。

在我们所调查的 13 个村
,

最普遍的

家庭内部的
“

阶层结构
.
是

:
农业劳动者

、

乡镇企业职工和无职业者
。

当然这并不代表

我国农村的现状
。

由于这13 个村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
,

所以乡镇企业职工在家

庭间的分布
,

比全国平均水平要广泛得多
。

尽管如此
,

个人是进入或退出阶层的蓦本

单位的结论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

个人是进入和退出阶层的基本单位
,

并不表明家庭对个 入阶层身份的变迁没有影

响
,

这也不是由家庭对个人身份变化影响力的下降所造成的
。

个 人作为进入和退出阶

层的基本单位
,

虽然会削弱家庭对个人的影响
,

但却不是家庭影响力下降的给果和反

映
。

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变迁是相互影响的
。

这是因为
:

第一
,

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

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
,

这限制了某些阶层规模的扩大
。

乡镇企业发展规模对

家庭成员分属不同阶层的影响
,

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

当乡镇企业 (集体企业)的规模

没有发展到足以吸收全村所有的劳动力的时候
,

村组织就采取按户平均分配的方式在

村内招收职工
。

反映到家庭上
,

就是有的家庭成员可以进入乡镇企业
,

有的家庭成员

则不能进入乡镇企业
。

家庭中此部分成员的身份变迁对彼部分成员身份变迁的这种限

制
,

只能随新的一轮招工才能得到部分消除
。

第二
,

农户的部分需要是由家庭来满足

的
,

这就迫使家庭不得不为此配置一定量的劳动
,

家庭内部因而就产生了一种被强制

的分主
。

这集 中表现在粮食生产上
。

由于农民的口粮主要是由农户 自身通过生产来提

供
,

而且农业生产实行家庭经营方式
,

所以农户不得不在家庭中留下部分劳动力从事

粮食生产
。

这种情形同样说明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变迁有较大的相互影响
。

此部分成

员进入一个阶层是以彼部分成员留在 另一个阶层为条件的
。

所以现阶段农民身份变迁

的个体性和家庭成员分属于不同阶层
,

所反映的正是家庭 成员彼此之间的较大影响和

依赖
。

第二
,

农民中的各个阶层同农业劳动和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

自 80 年 代 以

来
.

13 个村虽然出现了明显的非农化趋势
,

但完全把土地转让出去
,

彻底离土
、

离农

的农民却很少
。

即使是经济十分发达
、

有专业队负责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村 (如华西)
,

村内的每个劳动力也都或多或少地在农忙季节转入农业劳动
。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

很低的村
,

非农阶层成员兼农的现象更加普遗
。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家不向农民

提供 口粮
,

农民的 口粮须靠 自身的农业劳动解决
,

同时农民还负有向国家交售粮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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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和责任
。

口粮和粮食定购任务
,

就一个村而言
,

可以采取让一部分农民专门从事农业劳动

的方式解决
。

这样就会发生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业劳动
、

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其它职业的

社会分工
。

在13 个村中
,

有部分村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
,

但并不彻底
。

原因不是因

为各种非农职业不稳固
,

而是因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完全或不高
,

农业生产的

某些环节大量采取手工劳动方式
,

一到农忙季节
,

大量非农业人员就回流到农业
。

对于经济不发达或不十分发达的村而言
,

非农阶层成员广泛兼农
,

是因为其非农

职业很不稳固
,

他们不得不用农业劳动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劳动能力
。

这与发达地

区的兼农现象有质的区别
。

农业劳动之所以成为劳动者充分利用其劳动能力的一个领

域
,

是因为农民进入这个领域没有什么障碍
,

而且农业劳动可以采取分散劳动和不连

续劳动的形式
。

值得指出的是
,

在经济比较发达 的村
,

非农业劳动者常常利用早
、

中
‘

、

晚干些农活
,

这同不发达村的非农业劳动者被迫转入农业劳动是大不相同的
。

前者是

自愿的
,

对他们而言
,

干农活与其说是一种劳动
,

不如说是一种闲暇时的安排
,

而后

者则是非自愿的
,

无可奈何的
。

兼农是以拥有一份有经营权的土地为前提的
。

农民不放弃土地的理 由和农民兼农

的原因有共同之处
,

如农民须靠自己的劳动解决 口粮问题和负有向国家交售粮食的任

务等
。

此外
,

农民
“

恋土
,

还有其它两个原因
。

一是农民的非农职业不稳固
,

有一份土

地不致于丢掉饭碗
。

二是农民在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同时
,

能采取各种方式经营好土地
。

由于人均占有耕地少
,

所以一个农户可以在其部分成员转移出农业之后
,

靠余下的家

庭成员经营好同样数量的土地
。

同时
,

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在农忙季节可以退 回到农

业之中
。

这种灵活性有效地解决了农忙季节的用工问题
,

进一步增加了农民
“

恋土
”

的

合理性
。 』

珍

第三
,

个人阶层身份的多重性
。

目前农村阶层系统的开放性比较高
,

阶层和阶层

的关系不是处于一种完全固定的状态
。

同样的个体既可进入此阶层
,

也可进入彼阶恿
有的甚至可以同时具有多重阶层身份

,

如农村干部既可以是集体企业的管理者
,

也可

以是个体劳动者或私营企业主
。

这种多重阶层身份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农村干部
、

集体

企业管理者
、

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身上
。 一、

个人同时具有多重阶层成员资格
,

对阶层间关系和阶层内部团结有极大的影响
。

个人如果仅属于一个阶层
,

那么阶层成员之间就具有较多的利益一致性
,

个人将在阶

层冲突 中立场鲜明
。

个人同时具 有多重阶层成员资格时则不然
。

个人所加入的每一个

阶层都涉及其一部分利益
,

每个阶层对于其成员都有具体和不同的要求
,

个人不得不

在这些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之间进行权衡
,

阶层可能会因此而分裂为不同的集团
。

如在

私营企业主阶层中
,

具有农村干部身份的私营企业主
,

将构成一个与纯粹的私营企业

主不 同的阶层 中的小集团
。

所以个人同时具有多重阶层身份弱化了阶 层 内部 的凝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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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和个人对阶层及阶层矛盾的参与程度
。

第四
,

阶层意识普遍较弱
。

阶层意识的强弱主要受阶层成员的沟通状况
、

阶层成

员各种地位的重叠程度
、

阶层间矛盾的频率及阶层开放性的影响
。

前三者和阶层意识

成正相关关系
,

第四个因素和阶层意识成负向关系
。

就 13 个村来看
,

农民之间的沟通

是少的
,

主要采取面对面的直接互动形式
,

这种沟通方式不仅效率低
,

而且延伸的范

围小
;
农民各种地位的重叠程度是不高的

,

私营企业主的声望不和他的收入一样高
,

农

村干部处于职业权力的顶峰
,

但经济报酬却不一定与此相符
;
阶层的开放性是比较大

的
,

阶层成员的流动性比较高
,

一部分人同时具有多重阶层成员身份和农民兼农
、 “

恋

土
”

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征
;
各阶层间的关系一般比较融洽

,

没有大范围
、

大规

模的阶层矛盾
,

小范围的矛盾也不多
。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
,

阶层成员之间缺乏较高的

身份认同感和对共同利益的清晰观念
。

虽然农民的阶层意识较弱
,

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阶层的存在
。

阶层的存在不以阶

层意识的存在为前提
,

相反
,

阶层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要以阶层的存在为前提
。

阶层是

具有相同社会地伦的人们的集合
,

不 同的阶层具有不 同的利益要求
。

阶层成员的相似

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利益要求
,

源于成员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地位
。

阶层内部成

员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共同性
,

从而在意识和存在之间产生了距离
。

阶层结构在社会中作为一种潜在结构而发生作用
。

一旦阶层成员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

同地位和共同利益
,

阶层结构就显化了
。

阶层意识的产生将强化阶层内部成员之间的

关系
,

使阶层成员的行动转化成一种自觉 的和有组织的行动
。

第五
,

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村
,

分层结构是不 同的
。

由于历史和 自然条件的原

因
,

1 3个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别
,

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分层结构上
。

分层结

构的社区差别反映了社 区对个人身份变迁的影响
。

农民对社区的依赖是 比较大的
。

社

区也常把属于本社区内的成员置于优于其他社区成员的位置上
。

社区变迁所影响的首

先是社区内部成员的身份变迁
。

如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
,

非农职业岗位首先安排本

村农民
,

只有在本村劳动力供不应求时
,

才把视野转向村外
。

对于村内的农民来说
,

他们之所以从农业中转移出来
,

和村外的农民相比
,

是因为且仅是 因为他们是村内的

农民
。

村外的农民要进入该村取得某个阶层身份
,

就需要一些额外的条件
。

四
、

阶层间的矛盾

乏 从总体上来看
,

农民各阶层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

没有发生大规模
、

大范围的

激烈阶层冲突
,

以及持续的阶层对杭和阶层关系紧张
。

但是农村目前的阶层关系仍没

有完全理顺
,

阶层间的矛盾在小范围内时有所见
。

按矛盾的起源分
,

可以分为两种类

型宕第一种类型 的矛盾起源于对某一阶层功能的合法性的怀疑和否定
,

第二种类型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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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盾起源于对阶层间收入分配合法性的怀疑和否定
。

这两种类型的矛盾同属人民内部矛

盾
.

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疏导和处理
,

都不会发展成为分裂社会的持续性的对抗行

动
。

每一个基本的阶层都负有一定的功能
。

其功能的完成往往要有阶层间的相互合作
。

合作的好坏和功能完成的好坏
,

决定于合作对方对履行功能一方的功能合法性的认定
。

这里所说的合法性不是法律意义上的
,

而是文化和价值上的
。

从这个意义上看
,

一个

阶层的功能合法性就是指其功能为社会成员所承认和接受
。

功能的不合法性是指一个

阶层指向另一个阶层的行动
,

被后者认为不合理
,

不公正
,

因而是难以接受的
。

被认

为不能接受的功能不代表它不能完成
,

它可以依赖于合法性之外的其它力量 (如权力)

来完成
。

权力迫使互动一方对另一方表示服从
,

但却会产生互动双方的紧张关系
,

最

终会演化为冲突
。

由功能不合法性所引起的矛盾
,

主要表现在农村干部阶层和其它各阶层的关系中
。

农村千部和农村中其它阶层的矛盾是农村改革之后的最引人注目的矛盾之一
,

具体表

现为农村干部指向其它阶层的三类行动不为后者所乐意接受
。

这三类行动是指计划生

育
、

催粮和派款
。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

搞好
一

计划生育是农村干部的一项十分

重要的工作
,

但在农村缺乏有效的文化基础
。

大多数农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
、

传宗接代观念
。

那些有女孩没男孩的家庭对节育和绝育难以接受
。

催粮是指农村干部

催促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
。

农民对这种行动难以接受的原因是国家的粮食定购

价偏低
,

农民认为这种价格偏低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
。

派款就是指农村干部无偿地向农

民分摊各种费用和征收各种款项
。

派款行动主要源于公共事业建设和农村的各种补贴

需要
,

它会降低农民的利益
。

当然
,

这种暂时性的损失不会必然引起矛盾
。

只有当农

民认为这是一种无意义的损失并且永远无法得到补偿时
,

矛盾才会产生
。

对阶层间收入分配合法性的怀疑和否定
,

造成了收入水平较低的阶层和收入水平

较高的阶层的矛盾
。

13 个村 目前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主要是集体企业曾理者
、

个体劳

动者和私营企业主
。

集体企业管理者使用的是集体的生产资料
,

其收入多少主要由劳

动投入的多少决定
。

考虑到管理劳动的复杂性和管理者负有较大风险和责任
,

集体企业

管理者的收入比乡镇企业职工高是可以接受的
。

但存在的问题是
,

有一部分集体企业

的管理者在承包了集体企业之后
,

获得了高得惊人的收入
,

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

的收入也是普遍较高的
。

农民对他们的高收入之所 以不满
,

一方面是认为他们采用了

非法的和非道德的收入获取方式
,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低收入者产生了被剥夺感
。

上述两种类型的矛盾在13 个村没有表现为大规模
、

大范围的对抗行动
,

而是表现

为一个阶层的部分成员同另一个阶层的部分成员的冲突
,

且被分割在不同的村庄
,

没

有被广泛地联结起来
。

两种矛盾 的程度和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 村 庄 是 不 相 同

的
。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村庄
,

无论是集体经济
,

还是个体经济
、

私营经济都不发

.

1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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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

因而农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且差距不大
,

因收入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矛盾极

少
。

相反
,

农村干部和农村中其它阶层之间的矛盾却比较多
,

关系比较紧张
。

原因是

农村千部缺乏必要的经济资源以使其行动合法化
。

经济中等发达的村庄的农村干部和

其它各阶层的矛盾
,

较经济不发达的村庄程度要低得多
,

但依然存在
。

这些村庄由于

农业劳动者仍占有一定比例
,

个体劳动者往往颇具规模
,

因而收入分配不公所引起的

矛盾开始突出起来
。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村庄来说
,

两种类型的矛盾都很少
,

主要原因是这些村庄乡村集体企业 的规模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从三个方面有助于农村各种矛盾 的解决
。

首先
,

乡村集体企

业的大量发展
,

将把大量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去
,

从而降低
一

单位耕地面积上的劳动力

密集程度
,

使标准劳动力经营的土地规模扩大
,

单位时间的收益提高
。

同时
,

乡村集

体企业的发展使农户收入 中的农业收入比重急剧下降
。

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

将弱

化农产品价格偏低对农民的消极影响
。

其次
,

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
,

使社区能在不增

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公共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
,

使社区内的农民生活水

平共同提高
。

如华西的集体企业十分发达
,

有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
。

目前已实行了退

休金制度和 医疗费报销制度
,

集体负担学生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学费
,

为每户配备了液

化气灶具
,

并实行嫌气定量补贴
,

还为每户装上了电话和闭路电视
。

第三
,

乡村集体

企业的发展
,

使农村干部成为一个为农民谋各种福利的阶层
。

.

农村干部形象中的这种

新因素的导入
,

使农村干部本身成了行动合法化的源泉
。

农民之间的矛盾的分散性和在社区间的差别
,

是农村的阶层界线不十分明显的一

个原因
。

但矛盾的性质在社区间是相似的
。

分散性矛盾 的效应之一
,

就是使矛盾双方

逐渐找出其阶层归属和最终有组织地联结起来
。

五
、

农民分层结构的演化

于 13 个村庄中的个别村
,

外聘工人的数量超过 了农业劳动者和 乡镇企业职工
,

但由予

外聘工人是
“

外来户
” ,

因此其对村庄内的社区生活的参与度比较低
。

无职业者阶层队

伍十分庞大
,

但其地位是从属于家庭地位的
。

在农村影响最大
、

同时人数也比较多的

是农业劳动者和乡镇企业职工
。

我们选择这两者的相对规模大小来对农民的分层结构

进行分类
。

按农业劳动者和 乡镇企业职工相对规模 (占本村劳动力的比重)
,

我们把农民的分

层结构分为 4 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我们称之为前分化型
。

其基本特征是
,

农业劳动者的

比重在90 % 以上
,

乡镇企业职工的比重不到 5 %
。

13 个村庄中属此类型的只有小岗一

个村
。

这个村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 94
.

2%
.

乡镇企业职工的比重为 1
.

4 %
。

第二种类

型我们称之为低度分化型
。

其基本特征是
,

农业劳动者的比重 在 7 0一90 % 之 间
,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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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企业职工的比重在 5 一 20 % 之间
。

茅坪属这种类型
。

这个村 19 8 9 年农业劳动 者 的

比重为74
.

7%
。

乡镇企业职工的比重为巧
.

5 %
。

第三种类型我们称之为中度分化型
。

其墓本特征是
,

农业劳动者的比重在 2 0一70 % 之间
,

乡镇企 业 职 工 的 比重 在 20 一

6 0% 之间
。

西铺和大寨典型地属于这种类型
。

第四种类型我们称之为高度分化型
。

其

基本特征是
,

农业劳动者的比重在 20 %以下
,

乡镇企业职工的比重在60 % 以上
。

华西
、

刘庄
、

竹林
、

洪林
、

锉 口
、

烈马峪都属这种类型
。

农民分层结构的 4 种类型
,

从纵的方面看
,

代表着农民分化的 4 个阶段
。

从发展的

趋势看
,

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农民分层结构由前分化型 向低度分化型
,

经 中度

分化型最后达至高度分化型的过程
。

因为这 4 种分层结构类型的依次变迁
,

代表和反

映了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

对于什么是现代化
,

目前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

衡量现代化的标准也各不相同
。

普

遍存在的问题是
,

忽视 了衡量已经现代化的社会的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指标
,

和

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逼近现代化水平的指标 的差别
。

对于已实现现 代化 的社 会而

言
,

社会的方面比起经济的方面也许更值得重视
。

但就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而言
,

经济发展则更具重要意义
。

就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而言
,

我们认为经济的发展是

最重要和最关键 的
。

把握了农民分层结构和经济现代化 的关系
,

也就基本上把握了农

民的分层结构同现代化的关系
。

所 以
,

要证明农民分层结构的 4 种类型的依次变化代

表着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分层结构的演化
,

只需证明它们的变迁和经济现代化水

平的提高存在一种一致关系
。

根据我们所选择的 3 个反映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指标
—

人均生产总值
、

产业结构和消费状况的变化和农民分层结构变化的关系来看
,

农民的

分层结构由前分化型向低度分化型
,

经 中度分化型达至高度分化型的这样一种变迁
,

是和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基本一致的
。

从我们所调查 的这 13 个村庄的情况来看
,

属于中度分化型的村庄的人均生产总值

要高于低度分化型村庄和前分化型村庄
,

高度分化型村庄的人均生产总值要高于中度

分化型村庄
。

属中度分化型村庄的 5 个村庄
,

除 1 个人均生产总值在 2 0 0 0元以下外
, ‘

其余各村都在5 0 0 0元以上
,

最高的达到7 1 0 7元
。

属高度分化型村庄的除烈马峪 的人均生

产总值在 10 0 0 0元 以下外
,

其余各村都在 1 0 0 0 0元以上
。

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前分化型的

小岗
,

其人均生产总值 比属于低度分化型的茅坪高
。

这是否说明农村 的经济现化代水

平提高和分层结构的变迁不一致呢 ? 我们认为不是
。

这只是一个特例
。

造成这种偏离

的主要原因是小岗的人均占有耕地多
,

约 4
.

1 亩
。

它的人均生产总值高主要是因为人

均占有耕地多所带来的人均农业生产总值高
。

1 9 8 9年小 岗 的 人均 农 业 生 产 总值为

9 6 5
.

7 元
,

占人均生产总值的 99 % 左右
。

从产业结构看
,

分层结构越高级
,

第一产业的比重就越小
,

第二产业的比重就越

大
。

属前分化型的小岗第一产业的比重高达 94
.

了%
,

基本上没有摆脱单纯经营农业的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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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

属低度分化型的茅坪
,

第一产业的比重略低
,

为81
.

6 %
。

农民仍以经营农业为

主
。

属中度分化型的村庄
,

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的是沙石峪
,

为5 6
.

2 %
,

最 低 的 是 西

岭
,

为1 1
.

9 %
。

第二产业的比重都在20 % 以上
,

最高的为61
.

3%
。

这种类型的村庄
,

其产业结构基本上已开始向第二三产业倾斜
。

属高度分化型的村庄
,

第一产业比重最

高的为38 %
,

最低的为0
.

27 %
,

第二产业比重都在60 % 以上
,

是产业结构中的主体
。

最后
,

农民分层结构的变化同农民的生活水平成正相关关系
。

小岗尽管其人均耕

地多
,

人均生产总值较茅坪高
,

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中度
、

高度分化型的村庄比仍有

很大差距
。

大部分农民还住在草房里
,

电视机的普及率为 60 %
,

收录 机 的 普及
.

率为

14 %
,

洗衣机的普及率为零
。

中度分化型村庄的农民住的是砖瓦房
,

电视机 几乎完全

普及
,

收录机的普及率在32 % 以上
,

洗衣机的普及率在 16 一60 % 之间
。

属高度分化型

村庄的农民已无需对居住投入过多的关注
,

他们的生活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城市
。

电

视机已完全普及
,

收录机的普及率在6 8 %以上
,

洗衣机的普及率在72 % 以上
,

消费已

经移向了享受性消费
。

农民的分层结构由前分化型向低度分化型
,

经 由中度分化型达到高度分化型是一

个必然的过程
。

这个过程反映我国农村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间题
,

是如何把

大量的农业劳动者转入 乡镇企业职工阶层
。

六
、

结 束 语

农村改革所引起的职业多样化
、

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资产经营方式的多样化
,

改

变了农村的分层结构
,

使农民之间的地位差别 日益明显和广泛
。

但阶层仍潜在地起作

用
。

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农民的分化仍具有过渡性特征
,

阶层间的矛盾是分散

和小范围的
。

这两个因素大大降低了阶层的社会作用
。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阶层和

阶层研究的意义
。

阶层成员的行动虽然是分散的
,

但在不同的村庄之间有明显的相似

性
。

识别 出农民的分层结构有助于把农民行动条理化和类型化
。

其政策上的含义也是

十分 明显的
。

针对具体的阶层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
,

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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