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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化与农民家庭观念的变迁

— 浙江省芝村 乡调查

王 金 玲

通过对非农化程度较高的浙江省芝村乡的调查
,

作者分析 了农民的家庭观念中

有关权力
、

消费
、

生育
、

交往和支持
、

隐私等观念在 40 余年间的变化
,

认为农民的家庭

观念正受到
一

非农化 的影响而变化
,

特别是 1 9 8 5 年后非农化长足发展
,

这种变化更为

显著
。

但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
,

比如由于农业 以外组织 的建立使
“

单位
”

观念进入农

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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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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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 5 4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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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学刊》副主编
。

合
·

19 49 年以来 ;
`

中国农村的非农化经厉了五个阶段
:
1 9 4 9一 1 9 5 7 年的农村工业萌芽时

期 ; 1 9 5 5一 1 9 5 9 年
“

公社工业化
、 ’

时期 ; 1 9 5 9一 1 9 6 5 年非农企业调整时期 ; 1 9 6 6一 1 9 7 5 年的发

展停滞时期江979 年以后的大发展时期
。仍 从发展的后果氰耳卜农化

,

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新

时期的非农化使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层次的结构性
:

的变化
,

而且推进了农村家庭和农民家

庭观念的转型— 由传统向现代
、

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
。

东
-

·

一卜
.

一 中国农民家庭观念的转型是拼渐进的过硅
、
整干社会大背景的

,

中国特色文决定了这一转

型的
“

中国化
” 。

本丈仅以浙江省芝村乡农户调查中所友映或折射的农民象庭观念等为切火

点
,

探讨非农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民象庭观念的规状特征; 中国农民家庭观念转型的过程岌非农
化进程中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差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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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本研究
一

调查点的浙注省芝衬乡位子杭嘉
一

湖平原腹地犷属桐乡市(县级市 ) 、 总面积

力
.

1 平方公里
,一

总人口 23 9 65火
、

总户数劝 12 户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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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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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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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芝村乡的工亚企业始于本世纪 6仃
一

年代树
,

一

当时乡农真厂中有从事打铁 、修蚕谊的职士 3D

人左右
。

至 60 年代中期
,

乡里又创办了共批村办丝广
,

几干位农民在农闲时进广从事缥丝土

作公从飞 , 7感年开始
犷` 批小型砖瓦厂开办

, .

至
一

80
一

年代初
,

小型水泥厂
、

小砖密
、
小水泥预制件

厂已星罗棋布
,

但全乡年工业
碑

息产值仅
·

10 00 元左右
。 一

从 传8 , 年起
,

芝村哆角各期卜农产亚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

。

至钩93 年
,

与
L

l如8牵比
,

全乡社会总产值中
,

农业和副业产值的比例夯别
从 6

.

7 % 和 30
.

9 % 下降到共占
一

6
.

5 %
、

;
士亚户值的

一

比例从 .2 1嘴上齐到 93 万%丫企事业欢土在

总劳动力中的比例从 9
.

8 % 上升到 53
.

26 % ;农民人均收入中工资所占的比例从 10 % 弱上升

到 6 0 % 左右
。

浙江省是全国非农化程度较高的一个省份
,

桐乡市是浙江省非农化程度较高的

一个市 (县 )
,

而芝村乡又是桐乡市乡村企业最发达
、

非农劳动力在总人 口及总劳动力中所占比

例最高
、

非农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一个乡
,

所以
,

该乡农民家庭观念的变化

是能较典型地反映中国农村非农化过程中农民家庭观念变迁的特征和规律的
。

-

① 参见辜胜阻
:

(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 9 9 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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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农户收入进行了在平均水平之上
、

平均水平
、

在平均水平之下的分层后
,

本调查共随

机抽取了样本 巧 3 份
,

占全乡总户数的 2
.

6 8 %
。

问卷由农户 自行填写
,

村调查员协助发放和

回收
,

问卷的回收率为 100 %
,

有效率为 94
.

12 %
,

调查时间为 1 9 9 4 年 5 月
。

问卷涉及的有关问题共 16 个
,

按芝村乡经济社会发展三个 阶段的 50 年代
、

1 9 8 5 年前
、

现

在进行年限划分
。

14 4 位有效问卷填写者的基本特征为
:

男性占 84
.

72 %
,

女性占 巧
.

28 ; 最年

长者 78 岁
,

最年轻者 19 岁
,

平均年龄 39
.

9 岁
,

中位数年龄 38
.

5 岁 ;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的占

13
.

79 %
,

初中 38
.

19 %
,

小学 40
.

97 %
,

初识及文盲 6
.

94 % ;职业为职工 (包括干部
、

教员
、

乡村

医生等 )的占 52
.

08 %
,

半工半农 18
.

75 %
,

农民 29
.

17 %
。

一
、

农民家庭观念现状特征

权力和权利观念 调查问卷设置 了有关家庭代际权力
、

性别权力
、

个体权利三个方面的六

个与权力观念相关的问题
。

其中
,

现在家中当家人为第二代的占 59
.

03 %
,

为家中辈份最高者

的 2 6
.

3 9 % ;小辈和长辈顶嘴为
“

从不
”

的占 5 1
.

3 9 %
, “

有时
”

的 2 8
.

4 7%
, “

偶 尔
”

的 1 8
.

7 5 %
,

“

经常
”

的 1
.

3 9 %
。

当家人性别为男性的占 95
.

83 %
,

为女性的占 4
.

17 % ;家务活全 由女 的承

担的占 0
.

69 %
,

全 由男的承担的为无 ;家务劳动中男女无固定分工的占 93
.

56 %
,

有固定分工

的 5
.

5 6 %
,

家庭成员成婚 由当事人作主征得 当家人同意的为 33
.

33 %
,

完全由当事人作主的

30
.

56 %
,

当家人作主征得 当事人同意的 1 1
.

81 %
,

完全由当家人作主的 2
.

78 % ;家庭成员的收

入全部 由自己支配的占 60
.

42 %
,

留下足够的饭钱余下归已的占 15
.

28 %
,

全部交给当家人的

占 14
.

5 8 %
,

留下足够的家用余下的归已的占 9
.

72 % ;

生育观念 除了 15
.

97 % 的未生育者外
,

对于
“

现在您生养孩子的 目的是什么
”

一问
,

回答

为
“

传宗接代
”

的占 36
.

81 %
, “

养儿防老
”

的 26
.

47 %
, “

增添生活乐趣
”

的 15
.

28 %
, “

服从老人

意愿
”

的 1
.

3 9 %
, “

维系夫妻感情
”

的 0
.

69 %
, “

传宗接代
”

和
“

养儿防老
”

等二项的 3
.

39 % ;

消费观念 现在家庭 日常消费是
“

根据家庭生活需要
”

的占 56
.

94 %
, “

喜欢什么买什么
”

的 19
.

4 4
, “

根据孩子需要
”

的 14
.

58
, “

根据当家人 自己需要
”

的占 5
.

56 %
, “

根据家中老人需

要
”

的 0
.

6 9 % ;

交往和支持观念 对于
“

您的烦恼一般告诉谁
”

一问
,

选择了
“

朋友
”

的占 29
.

28 %
, “
配偶

”

的 1 1
.

8 1 %
, “

同事
”

的 1 1
.

1 1 %
, “

兄弟姐妹
, ,

的 9
.

7 2 %
, “

父母
”

的 8
.

3 3 %
, “

村干部或单位领导
”

的 5
.

5 6%
, “

孩子
”

和
“

邻居
”

的各占 2
.

0 8 %
, “

谁也不告诉谁
”

的 17
.

36 % ;平时来往最多的人是
“

邻居
”

的占 4 3
.

0 6%
, “

朋友或同事
”

占 2 7
.

7 8 %
, “

亲戚
”

占 15
.

2 8 %
, “

村干部
”

占 6
.

9 4 %
, “

单位

领导
”

占 2
.

08 %
,

其它占 1
.

39 % ;在节假 日当家人常去看望的人是
“

亲戚
”

的占 55
.

56 %
, “

朋友

或同事
”

占 2 9
.

86 %
, “

邻居
”

和
“

单位领导
”

各占 4
.

17 %
, “

村干部
”

占 2
.

08 % ;有了困难一般最

先求助的人是
“

亲戚
”

的占 55
.

56 %
, “

朋友或同事
”

占 25
.

69 %
, “

单位领导
”

占 6
.

25 %
, : “

邻居
”

和
“

村干部
”

各占 4
.

17 % ;发生 自己难以处理的矛盾时
,

一般请来帮助处理者是
“

亲戚
”

的占

54
.

17 %
, “

朋友或同事
”

占 2 1
.

5 3 %
, “

村干部
”

占 8
.

3 3 %
, “

单位领导
”

和
“

邻居
”

各占 4
.

8 6%
,

其

它占 1
.

39 % ;

隐私观念 邻居家中如发生夫妻吵架
,

被调查者常去劝 阻的占 40
.

28 %
,

有时去劝 阻占

29
.

86 %
,

从不去劝阻占 16
.

67 %
,

偶尔劝阻占 13
.

19 % ; 自己家中发生争吵
,

邻居常来劝阻的占

40
.

97 %
,

有时来劝阻占 27
.

08 %
,

从不来劝阻的 18
.

06
,

偶尔来劝阻的 13
.

94 % ; 出入家门时随

手关门是经常的占 44
.

44 %
,

有时的占 31
.

94 %
,

从不的占 16
.

67 %
,

偶尔的占 6
.

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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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
,

非农较高的地区农民家庭观念的现状特征为
:
个体和下代的利益

和权力得到 了承认和扩展 ; “ 男主外
,

女主内
”

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 已被突破
,

但
“

男主女从
”

的

定势仍具有相当的刚性 ;继嗣和保险仍是生育观念的主导
,

但现代成份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

家庭消费除生活需要外
,

下代需要地位上升 ;血缘亲情及其支持作用仍被人们看重
,

而友缘
、

业

缘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直至介入家庭 ;尽管对于尊重他人隐私与邻里相助的界限不甚分

明
,

但对于 自家隐私的关注 已有所建树
。

以这些特征为镜
,

可以说非农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民的

家庭观念仍带有相当的传统农业文明的色彩
,

而新的现代观念也已在传统的母体中成长
。

二
、

农民家庭观念的年代间比较

50 年代
、

1 9 8 5 年以前和现在
,

是芝村乡非农化过程的三个主要阶段
,

三个阶段之间的百分

比比较及解释如下
:

表 1 下代权力和权利

现现现在比 50 年代代 1 9 85 年前比 50 年代代 现在比 19 85 年前前

士士士 %%% 士 %%% 土 %%%

家家中当家人的辈份为为为为为

辈辈份最高的的 一 55
.

5555 一 4 4
.

4 444 一 1 1
.

1111

家家中第二代人人 + 4 5
.

1 444 + 4 4
.

4 444 + 0
.

777

家家中第三代人人 + 9
.

7 333 + 2
.

0 999 + 7
.

6 444

家家中小辈与长辈顶嘴是是是是是

经经 常常 一 6
.

2 555 一 4
.

8666 一 1
.

3 999

有有 时时 + 2
.

0888 一 4
.

1777 + 6
.

2 555

偶偶 尔尔 一 3
.

4999 + 1 7
.

3 666 一 20
.

8 555

从从 不不 + 1 1
.

8 111 一 6
.

9 444 1 8
.

7 555

与长者权力的大幅度削减相对应
,

40 余年来
,

下代的权力和权利得到 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

其中
,

第二代人对于当家权的掌握在 1 9 8 5 年前已成定局
,

而到了近几年
,

又出现了第三代人的

更多进入
。

小辈人与长辈顶嘴作为小辈不服从长辈管教的一个现象
,

是下代权利观念强化的

标志之一
。

与城市家庭代际间冲突的不断加剧不同
,

此间小辈与长辈的顶嘴是不断弱化的
。

而进一步的访谈发现
,

在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
,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的权力和

利益的重新分配
,

家庭代际间的冲突是有所增加的
。

经过一段整合后
,

随着成年子女分户的增

多和长者的逐步退让
,

成年子女的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实现
,

与长者间的冲突大大减少了
。

但在

与家长同居共食被抚养教育的未成年子女中
,

与过去相比
,

不服长辈管教
、

与长辈抗争者是比

比皆是
,

不断增加的
。

由于本调查未将此问题进行年龄分层
,

故而出现了此间小辈与长辈顶嘴

现象减少的结果— 实际上
,

下代的权利观念是逐渐得到了强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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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性别权力观念

现现现在比 50 年代代 1985 年比 50 年代代 现在比 19 85 年前前

士士士 %%%士 %%%士 %%%

当当家人性别是是是是是

男男男 一 4
.

1777 一 2
.

7 888 一 1
.

3999

女女女 + 4
.

1777 + 2
.

7 888 + 1
.

3999

家家中家务活是是是是是

完完全由男的干干 一 2
.

7 888 一 2
.

7 888 000

完完全由女的干干 一 18
.

0 666一 17
.

3 666一 0
.

777

男男女有固定分工工 一 2 1
.

555 一 3
.

4 888 一 9
.

0 222

男男女无固定分工工 + 35
.

4 222+ 5 2777 + 9 7 222

4 0 余年来
,

当家人中女性的增多是缓慢且微弱的
,

两性的权力结构 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
, “

男主女从
”

仍是性别权力关系 中的主导观念
。

相 比之下
,

两性 在家务劳动上的分工在

19 8 5 年年前就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在近几年来进一步趋向平等
。

这意味着
,

与权力的占有

相比
,

人们对于家庭内劳作角色分工的平等更能宽容和接受
。

表 3 个体权利观念

现现现在比 50 年代代 1 9 8 5 年比 50 年代代 现在 比 1 9 8 5 年前前

士士士 %%% 士 %%% 土 %%%

家家中人成婚时时时时时

完完全由当家人作主主 一 7 2
.

2 222 一 6 5
.

2 888 一 6
.

9 444

当当家人作主
,

征得当事人同意意 一 0
.

6 999 + 5 6
.

9 444 一 5 7
.

6 333

当当事人作主
,

征得当家人同意意 + 3 3
.

3333 + 1 5
.

9 777 + 1 7
.

3 666

完完全由当事人作主主 + 2 9
.

8777 000 + 2 9
.

8 777

个个人收人支配方式式式式式

全全部交给当家人人 一 7 555 一 4 8
.

6 111 一 2 6
.

3 999

交交上足够家用后余下归己己 + 6
.

9 444 + 32
.

6 444 一 2 5
.

777

交交上自己饭钱后余下归己己 + 1 5
.

2 888 + 6
.

9 444 + 8
.

3 444

全全部由自己支配配 + 5 6
.

9 555 + 1 1
.

8 111 + 4 5
.

1444

个体对婚姻的决定权在 4 0 余年中一直呈增长态
。

其中
,

以 1 9 8 5 年为界
,

在此之前更多地

是由非自主转 向半自主
,

在此之后
,

则更多地 由半自由转向全自主
。

与之相同
,

个体对于收入

的支配权在 40 余年中亦不断扩展
。

当家人绝对控制权的失落在 1 9 8 5 年前已成定局
,

不过仍

是个体收入的重要掌管者
。

而近几年
,

个体的绝对支配权大幅度扩展
,

以上交饭钱或家用方式

维持家庭生计不再是个体必尽的义务
。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个人利益获得了农村家庭成员更多

的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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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生育观念

现现现在 比 50 年代代 19 85 年比 50 年代代 现在比 1 98 5 年前前

士士士 %%% 士 %%% 士 %%%

生生养孩子的主要目的是是是是是

传传宗接代代 000 + 5
.

5555 一 5
.

5 555

养养儿防老老 + 4
.

8 666 + 1 5
.

2 888 一 10
.

4 222

多多子多福福 一 1 1
,

1 111 一 8
.

3333 一 2
.

7888

维维系夫妻感情情 + 0
.

6 999 + 0
.

6 999 000

增增添生活乐趣趣 + 15
.

2 888 OOO + 15
.

2 888

服服从老人意愿愿 + 1
.

3 999 000 + 1
.

3 999

与传统生育观念相比
,

现代生育观念在增长
,

当然
,

其中又有一番曲折
:

与家庭生产功能在

7 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被强化相对应
, “

传宗接代
” 、 “

养儿防老
”

的传统生育观念在 80 年代中期

增强了
。

但 90 年代以后
,

随着非农化的进行
,

传统生育观念转而逐渐被弱化
,

具有现代意义的

生育观念开始萌发和成长
。

表 5
.

家庭消费观念

现现现在比 50 年代代 1 9 85 年比 50 年代代 现在比 198 5 年前前

土土土 %%% 士 %%% 士 %%%

家家中生活开支更多地依据据据据据

家家庭生活需要要 一 3 5
.

4222 一 9
.

7 222 一 2 5
.

777

当当家人 自己需要要 2
.

7 888 6
.

9444 一 4
.

1666

家家下老人需要要
一 0

.

6999 000 一 0
.

6999

家家中孩子需要要 1 4
.

5888 2
.

7 888 1 1
.

888

喜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么 1 8
.

7 555 000 18
.

7 555

家庭生活的必需在家庭日常开支中份额的减少是始于 80 年代中期而在近几年又大幅度

扩展的
,

与此相对应
,

近几年来随意性在农户消费中生长
,

孩子需要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

这意

味着以家庭需要为出发点
,

以长者需求为重的家庭传统消费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作为烦恼倾诉对象
,

家中老人和父母在 40 余年中一直呈减少状态
,

不过
,

较之家中老人的

减少高峰出现于 80 年代中期
,

父母的剧减则是近几年发生的事
。

向兄弟姐妹的倾诉在 80 年

代中期出现增加而在近几年又趋下降
,

而 向孩子倾诉是保持常态
。

此外
,

向同事尤其是朋友

倾诉呈持续的较显著的增长
,

向配偶的倾诉在近几年中大幅度增长
。

这表明
,

在情感交往中
,

传统的血缘亲情正在逐渐被业缘
、

友缘
、

姻缘所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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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交往和支持观念

现现现在比 5 0 年代代 1 98 5 年比 5 0 年代代 现在比 1 98 5 年前前

士士士 %%%士 %%%士 %%%

若若有烦恼一般告诉诉诉诉诉

家家中老人人 一 1 8
.

7 555 一 18
.

0 666 一 ()
.

6 999

父父 母母 一 3 6
.

8 111 一 6
.

555 2一 3 0
.

5 666

孩孩 子子 000 000 000

兄兄弟姐妹妹 + 5
.

5 555 + 13
.

8 999 一 8
.

3444

邻邻 居居 + 2
.

0 888 000 + 2
.

0888

朋朋 友友 + 26
.

3 999 + 13
.

8 999 + 1 2
.

555

同同 事事 + 10
.

6 222+ 3
.

6888 + 6
.

9444

村村干部或单位领导导 + 5
.

3 777 + 7
.

6 444 一 2
.

777 2

配配 偶偶 + 1 1
.

2 222丰 0
.

777 + 10
.

4 222

谁谁也不告诉诉 + 1 3
.

1 999 + 2
.

7 777 + 10
.

4 222

际际中平时来往最多的是是是是是
亲亲戚戚 一 3 2

.

6 444 一 21
.

5 333 一 1 1
.

1 111

邻邻居居
一 4

.

1 666 + 9
.

0333 一 13
.

1 999

朋朋友或同事事 + 7 2
.

0 999 + 1 1
.

1 222+ 15
.

9 777

村村干部部 + 6
.

9 444 + 0
.

6 999 + 6
.

555 2

单单位领导导 + 0 888 2+ 0
.

6 999 + 1
.

3999

当当家人节假 日常去探望的是是是是是

亲亲戚戚 一 3 6
.

888 一 1 4
.

5 888 一 2 2
.

2 222

邻邻居居 + 1
.

3999 + 4
.

1 666 一 2
.

7 777

朋朋友或同事事 + 29
,

1 777 + 8
.

3 444 一 2 0
.

8 333

村村干部部 + 2
.

0 888 + 2
.

0 888 000

单单位领导导 + 4
.

1 777 + 0
.

6 999 + 3
,

4 888

绿绿中产生矛盾常请来帮助处理者是是是是是
亲亲戚戚

一 3 3
.

3 333 一 2 7
.

0 888 一 6
.

2 555

邻邻居居 + 0
.

6 999 + 4
.

6 888 一 4
.

1 777

朋朋友或同事事 十 1 8
.

0 666 + 9
.

7 222 + 8
.

3 444

村村干部部 + 6
.

9 444 + 9
.

7 222 一 2 7 888

单单位领导导 + 4
.

8 666 + 1
.

3 999 + 3
.

4 777

脉脉中有困难最先求助者是是是是是

亲亲戚戚 一 38 1 999 一 2 555 一 13
.

1 999

邻邻居居 + 1
.

3999 + 1 2
.

555 一 1 1
.

1 111

朋朋友或同事事 + 2 5
.

6 999 + 1 0
.

4 999 + 15
.

222

村村干部部 + 3
.

4 888 + 1
.

3 999 + 2
.

0 999

单单位领导导 + 6
.

2 555 000 + 6
.

2 555

心中的烦恼不向任何人倾诉者
,

尤其在近几年有较大的增长
。

这是农村家庭成员情感交

往障碍强化的表现
。

这是否非农化的一个结果
,

尚须作更深入的探讨
。

与血缘亲情作用在情感交往中的弱化相对应
,

农户 日常交往
、

礼节性交往
、

困难求助和矛

盾处理也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 次级社会群体在农村家庭交往和支持网络中对于家庭
、

邻里等初级社会群体作用的取而代之
,

其中
,

朋友或同事作用的增加尤为显著
。

而
“

单位领导
”

作用的略强于
“

村干部
”

则典型地反映出非农化在农村家庭交往和支持网络中的作用
:

农民的

10 3



更多进入企事业单位带来了
“

单位领导
”

对于农民家庭的更多介入
。

裹 7
.

隐私观念

现现现在比 50 年代代 1 95 5 年比 50 年代代 现在比 1 9 85 年前前

土土土 %%% 土 %%% 士 %%%

邻邻居家夫妻吵架去劝阻是是是是是

经经常常 一 6
.

2 555 一 6
.

2 555 000

有有时时 000 一 7
.

6444 + 7
.

6 444

偶偶尔尔 一 3
.

4 888一 1
.

3 999 一 2
.

0 999

从从不不 +1 1
.

111 8 +0
.

777+1 1
.

1 111

自自家吵架
,

邻居来劝阻是是是是是

经经常常 一 3
.

4 777 + 6
.

2555 + 2
.

7 888

有有时时 一 6
.

2555 + 7
.

6 444 一 1 3
.

8 999

偶偶尔尔 一 4
.

0888 一 2
.

6999 一 1
.

3 999

从从不不 + 14 5 888 + 1
.

3999 + 13
.

222

家家中人随手关门是是是是是

经经常常 + 1
.

3888 一 1 2
.

555 + 1 3
.

888

有有时时 一 9
.

7 333 十 5
.

5666 一 14
.

5999

偶偶尔尔 000 + 6
.

2555 一 6
.

2 555

从从不不 + 9
.

7 333 + 1
.

3999 + 8
.

3444

不插手邻居家庭事务
,

尤其是夫妻冲突和随手关门已被视作是中国的一种注重家庭或个

人隐私权的城市行为
。

从以上三表可见
,

农户不插手邻里家庭冲突在近几年中大幅度增长
,

这

无疑是一种
“

城市化
”

的趋势 ;而随手关门则出现颇耐人寻味的现象
:

一是经常随手关门者在经

过前 30 余年的减少后在近几年明显增加
,

一是从不随手关门者在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中又

在近几年中出现了较高于过去的增长率
。

对此
,

我们在访谈中获得的解释之一是近年来农村

家庭经济收入差距扩大
,

家庭贫富状况不同
,

关门行为也就大不相同— 富者多关门而不富者

少关门 ;解释之二是近几年农村治安较差导致农户关门行为增多
。

但在一些文明活动开展得

较好的村子
,

小环境的治安状况较好
,

不随手关门的就多一些了
。

究竟是贫富差距还是治安状

况
,

亦或是两种因素乃至还有其它因素
,

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 的调查
。

不过
,

从经常随手关门

者较之从不关门者在近几年中有着更大的增长这一事实来看
,

我们仍可以断定
,

随着非农化的

深入
,

农户对于家庭或个人隐私的关注是强化了
。

三
、

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差异性

用卡方检定三个年代间的差异性
,

原假设为农民家庭观念在三个年代间无显著性差异
,

显

著程度取 0
.

05
,

检定结果如下
:

1
.

下代权利观念有显著性差异
。

其中
,

当家人辈份 r 二 n 3
.

9
,

D F 二 6
,

P < 0
.

0 01 ;小辈

顶嘴扩 = 2 4
.

6
,

D F = 6
,

P ( 0
.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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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性别权力观念中两性家务劳动分工 X “ = 73
.

1
,

D F 二 8
,

P < 0
.

00 1
,

有显著性差异 ; 当

家人性别梦 二 5
.

7
,

D F = 2
,

P > 0
.

1
,

无显著性差异
。

3
.

个体权利观念有显著性差异
。

其中
,

婚姻自主权 梦 二 3 86
.

7
,

D F = 6
,

P < 0
.

001 ; 自我

收入支配权 X Z = 7 3
.

1
,

D F = 8
,

P ( 0 0 0 1
。

4
.

生育观念 梦 = 74
.

9
,

D F = 12
,

P < 0
.

00 1
,

有显著性差异 ;

5
.

消费观念有显著性差异
。

消费出发点梦 二 95
.

8
,

D F = 10
,

P < 0
.

0 01
。

6
.

交往和支持观念有显著性差异
。

其中
,

烦恼倾诉者 X Z二 200
.

67
,

D F 二 18
,

P < 0
.

0 01 ;

平时来往者 梦 = 1 0 3
.

6 3
,

D F = xo
,

P ( 0
.

0 0 1 ;节假日看望者 梦 = 7 7
.

1
,

D F = 1 0
,

P ( 0
.

0 0 1 ;

困难求助者 梦 = 9 5
.

1
,

D F = 10
,

P < 0
.

0 0 1 :矛盾处理者 Xz = 5 4
.

2
,

D F = 1 0
,

P < 0 0 0 1 ;

7
.

隐私观念有显著性差异
。

其中
,

邻居夫妻吵架去劝阻 梦 二 16
.

9
,

D F = 6
,

P < 0
.

01 ; 自

家争吵邻里来劝阻 X Z = 26 3
,

D F 二 6
,

P < 0
.

0 01 ;随手关门 X “ = 19
.

8
,

D F 二 6
,

P < 0
.

01
。

可以看出
,

除当家人性别外
,

余者年代间的差异性是显著的
。

由于本调查 问卷设置的年代

实际上是非农化程度为依据的
,

所以
,

首先
,

上述所谓的年代间无显著性差异或有显著性的差

异即意味着非农化进程中农民某一家庭观念变化的不明显或明显 ;其次
,

这也折射出了非农化

与农民家庭变化之间的相关性—
绝大多数农 民家庭观念的变化倾向于与非农化进程相随

。

四
、

结论

1
.

与过去相 比
,

经过 40 余年的非农化
,

今天非农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民的家庭观念 很大

程度上弱化了传统特征
,

实现着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渡和转型
。

2
.

与现代城市家庭观念相 比
,

某些传统农业文明的决定性作用依然使得今天不少农民家

庭观念的转变还只能是
“

非传统化
”

而不是完全的
“

现代化
” ,

只能是
“

非农化
”

而不是完全的
“

城

市化
” ;加上村干部和企事业单位领导握有进出企事业单位

、

建房审批
、

工资调级
、

工种调动等

大权而更多地进入农村家庭交往和支持网络
,

更使得农民家庭观念的转变具有某种特有的规

定性
,

因此
,

所谓今天非农化程度高地区农民家庭观念的特征在更大程度
.

上只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
、

处于过渡阶段的农民家庭观念的特征
。

3
.

从年代分层的数据比较看
,

农民家庭观念的变迁更多地是在近几年中强化
、

扩展或明

显化的
,

这表明 1 9 7 9 年以来的新时期的非农化引起了农民家庭观念更具有本质性的转变
。

同

时
,

我们也发现
,

在前 30 余年中
,

农民家庭也相应地萌发和成长了一系列的变化
,

尽管与近十

几年的变化相比
,

前 30 余年的变化更属于
“

非传统化
”

和
“

非农化
”

的变化
,

但也不能忽视或看

轻
。

因为正是有了这一基础
,

近几十年来农民家庭观念的变化才会如此广泛化和本质化
,

而且

这是历史
,

是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
“

中国化
”

进程— 或者说
,

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观念

变化的轨迹
。

4
.

通过 r 检定发现
,

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差异显著性不尽相同
。

这表明
,

尽管就总体而

言
,

农民家庭观念的变化与非农化有着较强的相关性
,

但社区非农化对于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

影响和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和均等的
,

农民家庭观念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自己的运行体系
,

它的现

代化和城市化除了经济动力外
,

其它力量的驱动和推进也是必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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