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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万丰村的社会发展

— 中国乡村都市化的一个案例分析

郭正林 周大鸣 王金洪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万丰村工 业化与都市化关系的考察
,

说 明了乡

村都市化是工业化的伴生现象
。

通过实证调查数据
,

描述分析 了工 业化和都市化后

的乡村社会结构功能
、

社会职 业变动及新生活方式的诸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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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都市化是当代中国富裕农村的普遍现象
,

标志着富裕农村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
。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的万丰村已经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乡村都市化
,

其都市化历

程
,

既体现出中国乡村都市化的一般特征
,

又具有独创性
。

这就是以共有制为农村体制创新
,

按照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
,

群策群力
,

发展乡村工业
,

壮大集体经济
,

兴建和发展了地产
、

电子
、

五金
、

包装等龙头产业
。

万丰在短暂的 10 年中完成了从农业文 明到工业文明
、

从村落到都市

的巨大社会变迁
,

实现了共同富裕
,

为中国的乡村都市化提供了一个榜样
。

本文以万丰村社会发展为例
,

主要分析工业化和都市化后的乡村社会结构功能
、

社会职业

的结构性变动以及新生活方式的特征
。

一
、

乡村都市化是农村工业化的伴生物

万丰村现有 570 户
,

1 936 人
,

其中劳动力 920 人
,

占总人口 的 47
.

5 %
。

外来人 口 5 万多
,

是本地人 口的 25
.

8 倍
。

1 994 年村人均收入达 1
.

6 万元
,

① 人均年消费支出 7 9 8 0
.

6 元
, ② 人

均节余 80 00 多元 (纯收入 )
。

这种富裕水平
,

不用说在全 国
,

就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很高

的
。

1 9 9 3 年珠江三角洲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 2 4 6 7 元
,

③ 按 18
.

6 % 的增长速度计算
,

1 9 9 4 年

的人均纯收入为 2 925
.

9 元
,

则万丰的人均纯收入是珠江三角洲的 2
.

73 倍
。

万丰村实现了社

会主义共同富裕
,

也完成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性转变
。

据笔者调查
,

1 994 年万丰村经济收入有 90 % 以上来自工商业
,

村全资企业和万丰合作参

股企业的总产值达 7 亿元
,

村财政收入达 8 000 万元
。

产值比上年增长了 10 %
,

收入增长了

25 %
。

而且
,

自 1 9 8 8 年推行共有制以来
,

村财政收入年均递增 30 %
。

就企业发展和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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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

万丰村现有企业 1 13 个和两个工业区
。

这些 企业可分为两大类
,

一是全资企业
,

占

13 % ;二是合作参股企业
,

占 87 %
。

全资企业是万丰村民共有的企业
,

企业的产权全部属于万

丰村民
。

合作参股企业则是万丰村与外国资本
、

国内资本合作兴办的企业
。

万丰村的企业中
,

机电
、

五金类生产企业所占比例最大
,

其次是电子
、

通讯器材类的生产企

业
,

两项合计为 38
.

8 %
。

这类企业的科技含量较大
,

集约化生产程度高
,

大部分属于合作参股

企业
。

再次
,

纸品
、

印刷
、

包装类生产企业也占有较大的比重
。

这类企业一般投资小
,

见效快
,

在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很普遍
。

对于万丰村来说
,

最重要的是商贸
、

地产和控股类企业
。

这类企

业万丰村有 12 个
,

其中就有 9 个是全资企业
,

已是万丰村的
“

核心公司
” 。

例如
,

万丰 (集团 )股

份公司
,

实际上是一个控股公司
,

其它公司要受其制约
。
又例如

,

万丰商厦公司
,

它实际上是万

丰村第三产业的
“

托拉斯
” ,

这个公司的股本大
,

股东多
,

主要经营商场
、

店铺和酒店业
。

控制了

这些核心公司
,

实际上也就掌握了万丰经济发展的命脉
。

万丰的农业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 从工农产值结构来看
,

19 84 年以来
,

其农业产

值在村经济产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

改革开放以前
,

万丰村总产值才 60 万元
,

工业产值所

占比重不足 10 % ;经过了 10 年
,

万丰的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已超过 90 %
,

而农业产值仅占 2 %

左右
。

主要原因是工业发展迅速
,

而农业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

目前万丰村仅剩下 800 多亩耕

地
,

其中菜地 200 亩
,

果园 200 多亩
,

荔枝树近千棵
,

鱼塘
、

水面 4血多亩
,

山林绿地近 1 平方公

里
。

从农业生产管理来看
,

采取企业化承包经营方式
。

即将相对集中的稻 田
、

菜地
、

鱼塘等
,

由

村民投标承包
,

价高则得
,

5 年一期
,

承包款交给集体
。

承包者除种
、

养殖收益外
,

还可从村集

体中分得红利
。

我们了解到
,

万丰村民大多已成为企业职工和厂长
、

经理
。

从事农业的村民所

占比例很小
,

见表 3
。

他们其实是农业
“

老板
” ,

主要负责管理: 而农活主要由外来工承当
,

这些
.

外来农民实际成了万丰村的农业工人
。

万丰村的工业化已到了发达阶段
,

开始注意环境保护
。

本村保留菜地
、

果林的目的
,

是保持生态平衡和绿色景观
,

满足村民的怀旧情感
。

一

调查表明
,

87
.

85 % 的万丰人不同意再征用村里的土地建工业区
,

其中 73
. ’

6% 明确反对占用农地搞开发
。

二
、

从万丰看都市化后的乡村社会功能及结构的变化

乡村工业化
、

都市化不仅引起农村经济体制和结构重大变化
,

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关系
、

结

构的深刻变化
,

导致了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形成
,

农村与城市生活差距的缩小
。

公共领域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福利与服务
、

公共教育
、

公共卫生与保健
、

公安与怡安

等
。

都市化的社会
,

其公共领域分化程度高
,

成为社会相对独立的部门
。

例如
,

任何一个城市

都有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系统 (政府及职能部门 )以及教育
、

环卫
、

银行
、

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等
。

而在不发达的社会
,

社会的这些功能分化程度低
,

没有出现相对的社会公共领域
。

目前
,

万丰

的社会公共领域分化比较高
,

公共管理方式和机构也达到了城市化的要求和水平
。

1
.

社会公共管理系统
。

万丰村的公共管理系统主要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大部分组成
。

党支部是万丰村一切重大事项的决策中心
。

万丰村委会相当于党支部决策的最高执行机构
。

为体现政企分开原则
,

村委会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发展
,

而是协调
、

控制各公司特别那些具有控

股性质的大公司
,

如万丰发展公司
、

万丰股份公司等等
。

村委会负责集体资产的管理
、

村基础

设施建设
、

福利分配方案的制定等等村里重大事项的管理气落实
。

村委会直接管理的下属单

位是村里的 13 个事业单位
。

2
.

社会福利与公共教育
。

从
“

硬件
”

方面看
,

19 90 年投资 1 0 0 多万修建了万丰影剧院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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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5 0多亩
,

建筑面积 2 0 0 0 多平方米
,

中央空调
,

内有 1 0 0 0 多个座位 ;投资 400 万元
,

修建了占

地 200 多亩的万丰公园 ;投资 50 万设立了万丰图书馆
,

现藏书 3 万多册
,

对外开放 ;投资 50 万

元建立了万丰幼儿园 ;投资 250 万元改善万丰小学的教学条件 ;投资将过去的
“

万丰祠堂
”

改造

成现在的万丰敬老院
。

从
“

软件
”

方面看
,

万丰村免费入幼
,

上中小学亦免费
,

资助本村青年进大学
、

学院继续深

造
,

近两年来
,

村里保送了 40 多名优秀青年读大学
。

19 9 5 年万丰村教育经费达 1 50 万元
,

人

均教育经费高达 774
.

8 元 (全国水平是
,

1 9 9 2 年人均 39
.

60 元 )
。

在万丰不存在入托入幼难
,

也不存在人学难的问题
,

而这两个问题却令许多城市居民头疼
。

为活跃村民娱乐生活
,

自 19 92 年起村里成立了
“

万丰粤剧社
” ,

现发展成
“

万丰艺术团
” ,

村

民自编
、

自导
、

自演
,

仅 1 9 9 3年就演出 60 多场
,

多次获奖
。

还邀请了香港演艺员和国内专业剧

团来万丰演出
,

共达 100 多场
。

19 9 2 年
,

万丰开办了职工培训学校
,

常年培训
,

为本村企业培养所需人才
。

万丰老人享受退休待遇
,

除常规性分红外
,

每月村里发 60 元
“

利是钱
” ,

年节 日还给
“

红

包
” 。

仁人志士们期待的那种
“

幼有所教
、

壮有所用
、

老有所养
”

的大同境界在万丰已显雏形
。

3
.

公共卫生与保健
。

公共卫生包括环境建设
、

环境卫生
,

公共保健包括医疗条件和健康

保健
。

万丰村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

首先
,

在社区生活环境建设方面
,

在万丰 6
.

8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

有 2 3/ 的地面修建了路
,

盖了房
,

居住着 5 0 000 多人
,

人 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 7 6 4 2 人
。

为便于交通管理
,

万丰村加强

村建规划
,

划分出 巧 个管理小区
,

纵横 20 条干支街道
。

为 1 6 条街道定名
,

树立 了 40 多个路

标路牌
,

和城市没有两样
。

近几年来
,

村里已投资 3 000 万元用于道路交通建设
,

城市化面貌 日

新月异
。

其次
,

在村的市政管理方面
,

万丰设立 了村环卫管理处
,

从业人员 70 多人
,

配备了三

辆环卫车
,

负责全村街道的清扫和防御工作
。

同时
,

万丰还成立了消防队
,

消防队员 16 人
,

消

防车三辆
,

其中水炮灭火车有一辆
。

再次
,

在医疗保健方面
,

万丰村投资 600 多元兴办了万丰

医院
,

现有医务人员 9 0 多人
,

副主任医生 10 多人
,

拥有留医病床 60 多张和先进的医疗设备
。

每天就诊的有 400 人
。

过去那种缺医少药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

4
.

公安与治安
。

公安局在万丰村设立了派出所
,

共有警员 30 多人
。

村办的治安大队有

100 多人
,

企业护卫人员 600 多人
。

这支队伍是维护万丰社会治安
,

打击流窜案犯
,

实行农村

社会综合治理的基本力量
。

其次
,

万丰还设立了民事裁判处
,

主要处理解决工业村内各种劳资

纠纷
,

村民各种民事矛盾
。

1 9 9 4 年
,

该处与劳动部门一起处理各种个案 100 多起
,

公平合理地

解决了一些企业发生的劳资纠纷
,

维护了工人 (主要是外来工 )和厂商双方的合法权益
。

由于万丰村为村 民提供了优越的福利条件和社会化的各种服务
,

万丰村民的公共意识大

大增强
,

万丰村的内聚力也大为提高
。

其内聚力奠定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
,

这种精神力量促进

了万丰共有社会形态的形成
。

相比而言
,

在实行共有制以前
,

万丰村处于分散的小农经济形

态
,

集体经济薄弱
,

人心涣散
,

近 50 % 的村民跑到香港
。

现在的万丰村象一块磁铁
,

多数村民

都不愿离开本村
。

反而过去跑到香港等外地的村民又想回到万丰定居生活
。

我们的调查数据

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



农 1 万丰共有经济体的内聚力测 t《1 )

万万万丰村村 沙井镇镇 中示城市市 大城市市

户户户户 %%%户户 %%%户户 %%%户户
_

%%%

愿愿意居住的地方方 5555 51
.

999 6 777
.

6662 333 2 1
.

7772 111 19
.

888

裹 2 万丰共有经济体的内粱力测 t (2 )

根根根本不想想 目前不想想 想离开开 主意未定定

.....

户户 %%%户户 %%%户户 %%%户户 %%%

想想离开万丰村吗吗 2 2 888 6
.

444 3000 2 8
.

333 999 8
.

3999 5553 6888

表 1 显示出
,

如果能自由选择居住的地方
,

万丰村民的一般意见是选择本村
,

其次是选择大城

市
,

再次是选择中或小城市
。

表 2 中明确表示
“

想离开万丰村
”

的村民只有 8
.

5%
,

表示
“

根本

不想
”

和
“

目前不想
”

的合计达 54
.

7 %
,

表明万丰村民的总体意见是不想离开本村
。

所以说
,

只要政策得当
,

通过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

推进乡村都市化进程
,

农民不用进

城
,

也能在自己的家园享受都市化所带来的生活便利
,

并能减少人 口巨大迁移所带来的痛苦
。

三
、

从万丰看乡村的职业分化
、

农民的职业分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

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

万丰村经历了 10

年的工业化
、

城市化后
,

在村落内部完成了农民的职业分化
。

这也说明
,

乡村都市化不一定要

走将农民迁移到大中城市的道路
,

而是生活方式的转化
,

表现在生活质量
、

生活水平的提高
,

或

者说是物质
、

精神李括多样性的变化
。

从城市的角度来看
,

我国城市的实际容纳的能力极其有限
。

城市对农村发展的拉力不足
,

根本无法承受农村剩余人口对城市的迅猛冲击
,

民工潮危机的实质正在于此
。

而从农村的角

度来看
,

农村内部人 口城市化的推力太大
,

谁也阻挡不了
。

要解决这一客观矛盾
,

唯一的出路

在于农村自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

通过自我发展
,

在农村内部按照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

的内在要求
,

逐步从村落过渡到集镇 (集镇化 )
、

从集镇过渡到市 (城市化 ), 再谋求城市的国际

化等等
。

万丰所走的就是这个路子
,

只不过万丰村的都市化还处于集镇化的阶段
。

从万丰村民的职业构成来看
,

其都市化水平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

我们从 106 户中每户调

查一人
,

其中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只占 12
.

3%
,

此外还有 5% 的家庭主妇
。

也就是
,

说万丰人

口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 83 %
,

大大高于珠江三角洲的平均水平 43
.

12 %
。

而且
,

万丰村民的职

业分层明显
,

厂长
、

经理
、

工人
、

办公室文员
、

公关人员
、

报关员
、

会计
、

出纳
、

保安等都占有一定

比例
。

表 3 中的
“

自由职业者
” ,

包括个体户
、

小私营企业主
,

手工艺者等等
。

这一部分人也拥

有万丰股票
,

属于万丰共有经济体的成员
,

从而能够享受万丰集体经济成果
。

这些职业大多与

万丰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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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万丰村民职业构成

厂厂厂长 财务 文员 司机 自由 企业 种植 家庭庭

经经经理 人员 公关 保安 职业 工人 养殖 主妇妇

人人数数25 3160 6 2 1 81 3555

%%%%% 2 3
.

6 2
.

85 1
.

15
.

7 1 8
.

9 7 1
.

0 2 1
.

34
.

777

就全国来说
,

1 9 8 8 年和 1 991 年
,

全国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分别是 9 3 0 0 万人和

% 00 万人
。 ① 这些人的户籍身份虽然仍然是农民

,

但经济生活所赋予的实际身份是产业工 人
。

这些人中一部分
,

由于 自身的素质和机会
,

又从一线工人变成车间主任
、

厂长
、

经理等等
,

社会

职业的分化由此出现
。

没有乡村工业的发展
,

农民的职业难以达到如此的分化程度
。

农民社

会身份的变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
。

这种现象
,

在珠江三角洲
,

在苏南
,

在鲁东
,

在 闽南
,

在

中国大地的许多农村 已经相当普遍
,

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

就万丰来说
,

各人现有的职业与人们过去在村里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

关于这一点
,

我们

可以通过年龄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分析
。

我们调查的 106 个样本中
,

厂长
、

经理阶层的文化大多分布在初中和小学两组
。

其文化程

度的众数是初中
,

他们的年龄 比较大
,

过去没有多少深造的机会
,

所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

文

员主要包括办公室人员
、

企业主管员
、

报关员
、

公共关系人员
、

会计
、

出纳等万丰村的 白领阶层
,

一奋 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高
,

主要分布在大专和高中两组
,

其众数值是
“

大专以上
” 。

这部分人年龄

较轻
,

近些年村里将他们保送到大学深造
,

文化程度有所提高
,

万丰将来经济社会的管理工作

主要靠他们承担
。

务工主要是指工厂工人
、

司机等
,

他们的文化程度主要分布在初中和小学

组
,

其众数值是
“

初中
” 。

目前
,

他们中一部分经企业培训或万丰培训中心培训
,

成为熟练工人
,

与外来工相比
,

他们是本村企业的生产骨干
。

自由职业者主要是指手工艺者
、

私营个体户
,

他

们是一些
“

小老板
”

或
“

小包工头
” ,

其文化程度主要分布在小学至初中组
,

其众数值是小学
。

务

农者是指仍然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万丰村民
,

他们的文化程度也 比较低
,

其文化程度的众数

值是小学
,

其中含有文盲程度的人
。

年龄因素更能反映出都市化乡村人们职业分化和社会经济角色的新旧交替特征
。

调查显示
,

厂长
、

经理阶层的年龄大都分布在 3 1 一 50 岁这两组中
,

其众数值是 4 1 一 50 岁
,

也就是说目前万丰的高层管理人员以中老年为多
。

但同时一个重要的变化趋势是 31 一 40 岁

的中青年任厂长经理的人数在增多
,

年轻化的趋势明显
,

这也体现了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用人方

针
。

可以预见
,

今后几年
,

万丰村要保持集体经济持续发展
,

大量学历高
、

经验多的年轻人将走

向厂长经理岗位
。

其次
,

文员队伍以年轻人为主
,

他们担负着万丰实际管理的繁杂工作
。

这部

分人专业化水平比较高
,

近几年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受到 良好的正规化教育和培训
,

懂得现代

经济管理知识
,

正在积累实际管理经验
。

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成为万丰未来的厂长经理
。

而务

工
、

务农和私营个体人员
,

年龄的众数都在 41 一 50 岁
,

他们是万丰村工农业的一线人员
。

从以上分析可见
,

对万丰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厂长经理阶层
,

显然 比新生代的文员 (即

① 马洪
、

孙尚清主编
:

(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 (经济白皮书 19 93
一 1 9 9 4 ))

,

中国发展出版社 1 9 94 年 4 月版
,

第 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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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助手 )的文化程度要低
,

他们之所以仍处于关键性的位置上
,

一是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社

会经验和经济管理能力
,

第二就是他们是万丰发展的开荒牛
。

其职业地位是自然形成的
。

从

某种意义上说
,

他们目前的职业地位和社会角色
,

是其原有地位和角色的承继
,

这一点也明显

地反映在各职业的年龄结构特征上面
。

都市化后万丰村
,

其社会分层
、

角色分化与人们的地位

变化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
。

也许
,

这是每一个都市化后的乡村社会都已经或都将面临的社

会变迁
。

四
、

都市化后的乡村新生活方式

199 4年
,

万丰集团总产值近 7 亿元
,

纯收入从 1 99 3 年的 60 00 万元上升到 8 000 万元
,

村

财政收 入达 2 0 00 万元
。

村民人均收入从 19 9 3 年的 1
.

3 万元上升到 1 9 9 4 年 1
.

6 万元
。

村民

的各类存款超过 1 亿元
,

是 1 980 年的 20 倍
。

万丰村民的
“

贫困线
”

定为人均年收入 6 000 元以

下
,

低于这个水平的家庭可以从村集体财政中获经济补助
。

另外
,

万丰村属下的 5 个小村 (自

然村 )的集体资产达 500 0 万元
,

1 994 年纯收入 750 万元
,

形成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

1 994 年万

丰被评深圳首富农村
,

跨入了中国亿元村的行列
。 ① 随着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

,

万丰村民家庭

的物质生活条件获得大大改善
,

生活方式已完全城市化了
。

如果按照
“

中国农村小康综合评价
”

指标体系评估万丰村民的经济生活水平
,

那么万丰村

远远超越了小康境界
,

已达到富裕生活水平
,

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和超过韩国及香港一般市民的

生活水平
。

见下表
:

衰 4 万丰村民经济生活水平评估表

} 1 1
项 目

人均纯收入

恩格尔系数

衣着消费支出

钢木结构住房比重

电视机普及率

服务消费比重

平均文化程度

安全卫生水普及率

用电户比重

电话普及率

小康标准①

) 1 10 0 元

< 50 %

> 7 0 元 /人

> 80 %

> 70

> 1 0 %

初中

> 90 %

> 95 %

> 70 %

万丰村实际水平②

1 600 0 元

2 7
.

1 %

67 7
.

7 8 元

1 00
.

0 %

100
.

0 %

4 1
.

7 %

初中

1 00
.

0 %

100
.

0 %

100
.

0 %

对比度

1 4
.

5 倍

5 0
.

2 %

9
.

7 倍

12 5
.

0 %

142
.

9 %

4
.

7 倍

1 11
,

1 %

105
.

3 %

14 2
.

9 %

注① :

小康标准根据 《19 94 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兼析 199 乏年发展趋势》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 9 95 年版
,

第 37
一

38 页
。

注② :

万丰实际水平根据笔者调查数据 (有效户数 93 户 )
。

调查中可看到
,

万丰村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档次都很高
,

中国的一般农村家庭不

播强恩
:

( 94 年度万丰村工作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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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之相比
,

同时也超过了一般城市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水平 (表 5 )
:

裹 5

电视机

万丰村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状况

冰 箱 摩托车 空调机 热水器 煤气炉

94
.

3 8 1
.

1 6 8
.

9 7 8
.

3 9 3
.

4

音 响 电饭煲 洗衣机

87
.

9 9 9
.

1 9 4
.

3

在住房方面
,

万丰村民自有房产 13 00 多幢
,

建筑面积达 25 万平方米
,

人均拥有房产面积

达 129
.

1平方米
。

万丰民居建筑一般是三至四层 的楼房
,

有些民居的楼层高达 6一 7 层
,

少数

村民还拥有 2一 3 幢房屋
,

所以人均占有住房面积很大
。

万丰村民住房装修高档化
,

住房地板

普遍用大理石装
,

其次是用釉面砖装修
。

万丰村与外界的联系十分密切
。

从层面上来看
,

既有企业间的商务往来
,

也有个人间的密

切交往
,

既有国内的
,

也有国外的
。

据笔者调查
,

67
.

6 % 的万丰村民有住在国内城市中的亲戚
,

有 5 3% 的村民保持与他们经常来往 ; 8 1
,

1 % 的村民有海外关系
,

与他们保持经常联系的有

6 3
.

2 % 户
。

万丰村民与境外亲戚的联系多于与国内亲戚交往
。

这种社会关系
,

有助于万丰外

向型经济的发展
,

也增进了村民的见识
。

调查还显示出
,

万丰村民去的最多 的境外地区是香

港
,

被调查者中有 17 % 的人去过香港
。

其原因不难发现
,

一是商务需要 (万丰村在香港设立了

联络处 ), 二是万丰人在港亲戚较多
。

国内城市去的最多是北京
,

21
.

7 % 的被调查者去过北京
。

万丰村民十分注重借助大众传媒手段加强与外界的信息沟通
。

通过大众传媒
,

既能捕捉

市场这 只
“

看不见的手
” ,

以推动万丰经济的发展 ; 又能及时了解 国内外大事
,

掌握国家政策这

只
“

看得见的手
” ,

以调整 自己的发展步骤和方 向
。

为此
,

万丰村委会免费为全体村民订了 《深

圳特区报 )和 (参考消息》
。

据调查
,

村民喜欢阅读的报纸版面内容如下
:

表 ` 万丰村民喜欢阅读的报纸内容

国国国内外新闻 经济社会 体育 娱乐 小说连载 其它内容容

%%%%% 2 8
.

5 25
.

3 1 7
.

3 8
.

6 8
.

6 1 1 777

表 6 显示出
,

首选
“

国内外新闻
”

和
“

经济社会
”

的读者最多
,

共占 53
.

8%
,

说明万丰人读报

的主要动机是捕捉经济社会信息
,

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特别是有关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其变动
。

同时也显示出
,

读报不是万丰人的主要娱乐手段
。

因为他们有更丰富的闲暇生活内容
,

如看电

视与电影
、

逛街与超级商场
、

上茶楼与咖啡馆
、

卡拉 O K 活动等等
,

这也是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

特点
。

万丰村人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

虽说万丰在行政上还是一个村的建制
,

或

者说还是个农村
,

但人们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
,

代以快节奏的
、

多样化的
、

便利的都

市生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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