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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民分化的一般特点

柳宗孝 曹 楼

1
.

分化使农民具有了双乖职业身份
。

随着农民的群体分化
,

使绝大部分农民具有了双重

职业身份
,

既从事农业
,

又从事非农产业
,

或亦农亦工
,

或亦农亦商
。

据对河北省霸州市
、

永清

县 1 70 个农户抽样调查
,

纯农户劳力“ 人
,

占调查户劳力总数的 1 3
.

8%
, 8 6

.

2%处于兼业状态
。

2
.

分化使农户变成了多元经营结构的家庭
。

农民的阶层分化使做为基本生产单 位 和

生活单位的家庭发生 了根本变化
,

由集体统一经营时期的纯农户逐渐演变成了经营结构多重

性的家庭
,

大体可分为纯农户
、

农工兼营户
、

农商兼营户
、

农劳户和农工商综合经营户五种类

型
,

据对 170 户抽样调查
,

纯农户 31 户占1 8
.

2%
,

农兼工户 92 户占 5 4
。
1%

,

农商兼营户 7 户

占 4%
,

农工商综合经营户 34 户占 20 %
,

农业劳务综合户 6 户占 3
.

5%
。

从家庭内部看
,

主

要劳力分工具有专业性
,

而整个家庭是兼业型的
,

这种组合
,

对于充分利用劳力资源
,

增加

经营收入具有明显效果
。

但随着经营状况和收入的变化
,

容易产生经营
、

L 的倾向性
,

其结果

往往是重视工商业经营
,

轻视农业经营
,

因而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

在家庭与家庭之间
,

收

入差距逐渐拉大
,

主要表现在农户与非农户之间
。

3
.

阶层结构的不稳定性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农民正处于多元阶层结构重组阶段
,

阶层成员呈现出一种游离状态
,

表现为从一种职业流向另一种职业
,

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

地区
,

从一个阶层流向另一个阶层
。

这种流动
,

一方面体现了新的阶层结构的开放型特征
,

另一方面
,

则表现为消极地
、

被动地流动
,

一是由于不同阶层
、

不同企业
、

不同地区工作
、

生活条件和收入的差异而引起的
,

一是由于政策的调整以及经营管理原因造成就业不稳而带

来的
,

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
一 :
般来讲

,

他们都希望获得一个收入可观且稳定的职业
,

但农村

经济结构的不稳定
,

使得部分农民处于流动之中
,

尤其是一些技术性不强和缺少专业技术的

劳力更是如此
,

今天在企业做工
,

明天去干农活
,

今天在此企业
,

明天到彼企业
。

这种不稳

定性
,

不仅给管理带来一定困难
,

也容易产生短期行为
,

对经济的发展形成负效应
。

4
.

分化带来了农村经济成份的多元化和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
。

与农民分化相伴随
,

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
。

通过农民分化的一般特点及发展趋势不难看出
,

农民分化的社会特征
,

主要表现为农村

内部
、

农民内部不同产业
一

与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 , 农民分化的经济特征
,

集中表现为在合作

经济基础上的分化
,

各种经济成份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衍生并保持一定联系 ; 农民分化的组

织特征
,

突出表现为层次之间处于完全开放流动状态
,

分化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渐演进的

社会过程
。

在现阶段
,

不同职业
,

不同身份
,

不同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相互交织
,

各阶层尚

处于一种组合中的不稳定状态
,

因此而形成了利益的磨擦和思想撞击
,

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

间题
,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

经济发展
、

经营收入的不平衡性
,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

;

生产经营的兼业性
。

协调和解决好这些问题
,

是保证农民健康分化
、

促进经济稳步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重要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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