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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的作者即本课题组的成员们相信，对于任何
一种经济一社会一文化现象，只有研究者对它有了起码的理解之后，才有可能比较明白地说明它，表
述它。
研究者作为外来人，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概念、逻辑、框架，但是如果没有对发生在本土的事
态和事件进行比较真切、实际的了解，任何理论范式都有可能把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忽略掉；同时，
外来人又有当事人不具有的优势，后者对于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已经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而前者
可以在许多日常的生活琐事中发现许多具有比较意义的案例，甚至找到具有理论意义的线索。
这也许就是有一定理论训练的外来人在田野做第一手的经验研究时所能获得的最大快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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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C类：转移+农业　　位于江南的第2村具有优越的信息和自然条件，它们使农业生产和工业增长
都获益匪浅。
由于靠近大城市和乡镇，村民们有着许多在本地的非农行业里就业的机会，9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现
在从事着非农工作，且大多数就在本村的村办企业中找到了工作。
实际上更多的人是在村里实现了就地转移，因为大量的劳动力被吸收进了村办企业，而不是流到了村
外，对此人们现在自豪地认为村里的服务和经济活动的范围不亚于任何一个小城镇或小城市。
尽管仍然在继续耕种自己的口粮田，并在自留地上种些蔬菜，并且依靠来自于非农产业的现金收入去
补贴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农业几乎完全变成了副业，提供着日渐减少的收入。
村里的责任田承包给了四家农户，由他们上交国家的定额收购粮，同时村里有一个由9人组成的农业
服务队，他们既为普通农户也为专业户提供技术服务，包括机械、种子和水利灌溉。
这些支持农业的服务费用也来自村办企业的收入。
每家每户的口粮田都由农户家庭自己承担，当然农忙季节时，亲戚或临时工短期帮帮忙。
而且，在大忙的时候，村办企业也特地让雇员放假几天回家帮忙。
但是，村民们逐渐发现来自农业的微薄收入不值得他们回家帮忙，因为放假回家几天，在厂里的工资
就要相应扣掉几天。
村委会的主要成员认为，他们要尽快使本村脱离农业，用现金来代替粮食税和国家的订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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