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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农村文化发展出现了与之不相应的迟缓，
文化市场建设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既是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要求，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
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因此，如何加快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已是当前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我们以“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为题，就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农村文化以及文化市场的演变、现
状与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农村文化的未来引导提出措施建议。

《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作者史清华、晋洪涛、晋鹏程)主要内容分为7个部分，按照广义文化
概念，从浅层的物质文化到中层的行为文化再到深层的价值观文化，逐层研究了当前中国农村农民文
化生活的现状，并提出了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和引导的对策建议。

第一部分：利用1986—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300余个观察村的数据资料，对农村文化发展繁
荣的基础——社会经济的变迁进行了详细分析。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研究发现：第一，当代农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已经从过去鸡犬相闻、自给自足的“田园
诗”式逐步演变为当代的大一统社会，“
农村”已经变成与“城市”相对应的地理概念，流行的各种文化在农村很快就会找到生存的土壤。
第二，当代农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延续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与农耕
文明相适应的传统农业已经逐渐过渡为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农业，在农村世世代代沿袭的传统农
耕文化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但与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农业文明仍未形成。
第三，当代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就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大量青年农民更多
的转移到城市非农就业，城市的现代文化氛围对他们的价值观、就业观产生了巨大冲击。
尽管他们对生其养其的家乡还有一定眷恋感，但对城市的向往更为迫切。

第二部分：利用1986—2007年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3万余户观察户的数据资料，对当前中国农村的
物质文化——农民物质生活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做了详细分析。
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生活模式已经基本
上被市场模式替代，尤其是食品这一传统的依靠自我生产的消费品也已逐步走向自给生产与市场外购
相结合的模式。
伴随着食品、衣着、燃料等消费份额的下降，农户消费中的服务性消费尽管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但
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文化服务消费(如旅游、保险等服务)迅速上升。
这表明：进入
21世纪后中国农户的生活方式正在快速转变，已经由单纯地物质需求满足向精神需求满足过渡。
而计算机等潮流型电器的快速增加，表明中国农村的家庭文化生活开始转向电视为主、电脑为辅的模
式。

第三部分：利用1995—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300余个观察村的数据资料，对当前中国农村的
精神文化——农民精神生活的变化做了详细分析。
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观察村农民在文化消费方面加强了儿童教育的重视度，少年儿童的入学率
有明显提高。
从文化娱乐形式来看，报纸、杂志的消费尤其是电影、戏剧方面的投入已经大大减少，电视、网络逐
渐成为主力。
从婚姻观念来看，在农村虽然传统的婚姻观也在接受挑战，但与过去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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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信仰来看，观察村民众的宗教信仰在减弱。
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则受到一定冲击，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出现恶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社会治安的重视，观察村的民事纠纷、违治事件、刑事案件总体呈现出下降
趋势。
总之，当前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正在面临着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一方面是在工业文明和现
代化脚步中很多新观念、新思想不断渗入农村，另一方面农民在诸如婚姻等方面仍在顽强地固守着传
统观念。
中国农民的精神生活似乎就在这种变与不变之间、在与日俱进和固守传统之间，发生着或细微、或显
著的变化。

第四部分：利用2005年组织的鄂晋鲁苏4省17县24村1048个样本农户调查数据，以家庭亲情观为例，分
析了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受到的影响。
研究发现：作为最能体现家庭利他主义的亲情关爱行为，在当前中国农村家庭中，长辈抚育关爱晚辈
、晚辈赡养孝敬长辈这两类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调查显示，农村多子女家庭在子女关爱上存在着明显的优先序，总体而言，关爱优先序遵循的基本原
则是“长子优先，男子优先”。
父母对子女的关爱表达在不同孩子身上也有所不同。
总体来看，得到苛责最多的往往是长子(女)，而幺子(女)则往往是得到溺爱最多的。
调查发现，作为晚辈孝敬赡养老人的行为，尽管对每一个人来说孝敬或赡养的方式不同，程度也有差
异，但子女们孝敬或赡养的心是一样的。
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家庭赡养老人的支出占家庭全年总收入的比重为8．65％，占家庭全年支出的比例
为11．88％。
在老人赡养支出中，生父母的赡养支出与姻缘父母的赡养支出比大体为2：1。
总之，调查结果告诉人们，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虽然也受到经济大潮的影响，但农村家庭的传统亲情关
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当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农村的传统家庭亲情观念，包括父母的养育观、子女
的养老观，在未来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第五部分：利用2009年上海市农调队组织进行的1446个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以农民就业观为例分析
了中国农民的新型价值观。
研究发现：“
他人家金屋，不如自家草屋”的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当代中国农民尤其是
青年农民被沿海地区的发达经济、城市的现代文明、非农就业的高收入所吸引，已经跳出“父母在，
不远游”和“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等旧有观念的束缚，纷纷离开家乡来到发达地区求职就业。
虽然他们面临着消费水平偏高、看病难、语言不通等诸多不便，但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异域他乡的建
设。
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外就业除了物质生活上面临的困难之外，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已经成为最大难题
。
这些在沪农民工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是看电视听广播，或者是喝酒聊天、打牌
上网等娱乐活动，用于读书看报、学习培训、教育子女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融入当地、参与当地文
化生活了。

第六部分：利用2012年组织的山西6村500户调查，以农民对家乡的归属感为核心，从家乡情结、村内
活动参与、亲情往来等方面对农民的家乡情感进行了分析。
从归属感的核心情感——家乡情结来看，样本村民虽然对自己居住的村庄仍有着较为浓厚的感情，对
“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等观念仍有较高的认同度，但是家
乡归属感有了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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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从归属感的外在表现——村内活动参与情况来看，样本农民对社区性活动、村内生产生活活动
的参与积极程度很低，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当前中国农民家乡归属感的下降。
从归属感的感情外延——亲情往来情况来看，作为人与人之间三大关系之一的亲情关系似乎越来越与
经济因素挂起钩来，更多的增加了利益关系。
调查显示，对家乡的认同与归属感这一中国人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已出现明显变化。
在由“熟人世界”向“陌生人世界”演化的今日中国，农民对家乡的那种“虽然美但并不值得留恋”
感觉，对于雄心勃勃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政府来说将是一道难以绕过去的坎。

第七部分：以山西省襄垣县为例，研究了农村节日文化的由来和发展。
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村利用传统节日、时令节日、社会节日、家庭节日等节日文
化，做到了亲情间的团圆与交流、友情间的聚合与交流、民众间的狂欢与交流、生死间的思念与交流
、人神间的敬重与交流、物质间的流动与交换，从而既保证了农村社会稳定，也实现了农村生活的和
谐，同时还延续了农村文化的传承。
当前，虽然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农民并没有将现代制度与其生活完全挂起钩，他们很
大程度上还生活在传统规则下。
因此，面对农村的熟人世界，要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还需要在完善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尊
重农村一些良好的世俗，充分重视农村社会传统文化下的规则，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以法律制度处理
农村社会经济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从九个视角提出了以下引导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建议：
首先，在调整“三农”发展政策时，应适当对“放活”政策予以重视，增加民众的参与意识。

其次，在调整农村发展政策时，对农村传统规则要加以高度重视，把认“证”与尊重“事实”很好地
结合起来，历史的问题用历史的眼光去解决。

第三，在制定农村文化引导政策时，把着眼点放在传统文化规则的发扬上。
建议主流学术界要主动承担传统文化的挖掘与研究；主流媒体要主动承担起民间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弘
扬作用；上层意识形态要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认可与引领。

第四，建议地方政府利用民众春节、元宵两节返乡团圆探亲之际，开展“家乡美”，“我为家乡添光
彩”等公益性活动。

第五，建议地方政府在改善农村文化设施的同时，组织开展村史村志修撰工作，重点关注新中国成立
以来村域民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变迁。
把过去的英雄史向今日的民众史引导，形成村村有史，村村有志。

第六，建构城乡群体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尤其是帮助进城的农民工树立起对自我的认同和对城市的
认同，使其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城乡才能够彼此相容。

第七，树立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和谐共生的理念，城乡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农村文化应该从城市文化中获取现代价值观念，努力在知识水平、道德素质、公民意识、行为方式等
方面都更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第八，依靠文化体制改革激活农村文化市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增强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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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尤其是民间艺人的培养，有效整合民间文化力量，扶持一批民间艺人、
民间文艺团体、文化中心户和民间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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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07年先后到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行短期访问研修。

自1982，年进入大学始，我与农业经济学就结下了缘，从暑期调查到课程实习，再到毕业实习，田野
调查已成为工作的根本，特别是农民行为观察占据要位。
累计发表的150余篇论文，有60％，涉及农民行为，其中，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农
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有关农户问题的专著7部；论著转载
引用率达75.63％。
自1989年参加工作始，累计主持国家、省部项目3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项
。
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6次，省部级哲学社会优秀成果奖9次，市政府决策咨询奖3次，优秀论
文奖9次。

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农民行为与农村政策，代表性专著有《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1999)、《
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2001)、《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2005)和《长三角农家行为变迁
：1986-200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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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主要内容分为7个部分，按照广义文化概念，从浅层的物质文化
到中层的行为文化再到深层的价值观文化，逐层研究了当前中国农村农民文化生活的现状，并提出了
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和引导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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