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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性与效率: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农民理性：一个概括性的观点回顾和评价；家庭
经济周期理性：一个农民理性分析框架的构建；自给型粮食生产：小康阶段的农民理性与行为特征；
河南16村千户粮食生产总体描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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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2.3第三条道路？
 实体主义者与形式主义者之间延续几十年的讨论，核心是传统农民是否坚持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
实体主义者认为传统社会人们的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其生产和交易行为是以生存为目的，
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传统习惯”与“非理性”特征。
而形式主义者则认为传统社会人们的经济行为仍旧“根植”于市场而非社会制度，农民在非市场化条
件下的生产和交易行为仍是理性的（黄鹏进，2008）。
就在两派争论不休的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其他不同的声音。
其中颇具影响的，是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试图将二者糅合在一起的“调和论”。
 黄宗智（1986）在研究中国华北平原的村庄和农民时指出，中国小农既不完全是恰亚诺夫等实体主义
者笔下的生计生产者，也不完全是波普金等形式主义者所描述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农民。
黄宗智认为，坚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采用了“一个综合的分析”
，并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开宗明义地描述了中国小农的“综合”特征： “革命前，中
国的小农具有三种不同的面貌。
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单位，他在生产上所作的抉择，部分地取决于家庭的
需要。
在这方面，他与生产、消费、工作和居住截然分开的现代都市居民显然不同。
其次，小农也像一个追求利润的单位，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又为市场而生产，必须根据价格、供求和
成本与收益来作出生产上的抉择。
在这方面，小农家庭的‘农场’也具备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特点。
最后，我们可以把小农看作一个阶级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其剩余产品被用来供应非农部门的消
费需要。
” 黄宗智认为，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一同一体的一个侧面。
他同时也指出，这些特性的混合成分和侧重点随着不同阶层的小农而有所区别。
黄宗智以华北平原的棉农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富农或经营式农场之所以种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利
润的诱导，但即使是最大、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农场，也会拿出相当部分的耕地种植粮食以供家人食用
。
而贫穷的农民其生存的考虑则多于利润的追求，由于许多贫农家庭的耕地面积已经缩小到难以维持家
庭基本生计，他们甚至被迫冒险以反常的比例面积种植棉花，这是因为，棉花的较高收益有可能让他
们赖以维持生计（黄宗智，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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