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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
,

中国农村家庭都是最小的农业生产组织
,

新中国成立后
,

农村家庭的生产功

能虽然有时被削弱
,

有时得到加强
,

但始终没有消失
。

因此
,

中国农村家庭的形态
,

与农村

的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

并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变化而变化
。

新中国成立后的 40 年中
,

农村家庭发生过两次重大变化
。

一次是 1 9 5 8年人民公 社 化 运

动
,

农 民全部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

由于他们在劳动生产
、

交换分配上没有 自主权
,

又在同

一基本核算单位中按工分配
, 2。年后

,

农 民家庭 的经济收入状况
,

生活方式的差 别 已 被 拉

平
。

策二次是从 1 9 7 8年底开始逐步在全国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之后
,

中国 8亿多农民的家庭从单一从事种植业 向兼业户
、

专业户和非农业户转化
。

1 9 8 8

年走出农田的有 1
.

2亿人
,

大约为 7 千万户
,

占全国农村家庭总数的 3
.

5%
。

1 9 7 8年时的农村

家庭中哪些维持原状
,

哪些发生变化
,

除了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文化技术素质和机遇外
,

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微观结构
。

因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较低
,

大部分地区还靠牲畜和手

工劳动
。

人 口较多和劳动力较强的家庭往往容易充分发挥家庭生产职能
,

率先发生变化
。

调
一

查表明
,

专业户中同代人婚后没有分家的多
,

残缺家庭
,

即没有一对完整夫妇的家庭少
。

专

业户大多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中期
,

即当家人尚在壮年
,

父母大多健在
,

子女逐渐成婚
,

最

富有活力
,

能够迅速从农田里走出去
,

从事非农生产
。

今后 50 年里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将有三方面的重大转变
,

相应地会产生新型的农

村家庭
。

中国 ;久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第一个重大转变是
:

农业生产将由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所

形成的平均化小规模土地经营格局转换为以家庭农场为主要方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和企业化经

营的新体制
。

与此相应产生一批
“
农场家庭

” 。

他们大多为三代四代同堂联合结 构 的 大 家

庭
,

拥有足够的劳动力以应付繁杂的田间作业
。

他们实行民主经济和民主管理
,

家庭成 员有

互补的文化知识结构
,

基本具有一个农业企业所必需的经营管理知识和农机农艺知识
。

他们

的经济效益好
,

收入稳定
,

是农村中的富裕阶层
。 “ 农场家庭

”
在全国农村家庭中的比例不

低于 2 。%
,

经营着全国耕地的 50 一 60 %
。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第二个重大转变是
:

把小城镇作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唯

一手段 的思路
,

将被大力发展大中城市与高水准地发展小城镇双重并举 的思路所取代
。

新思

路根据资源分布
、

区域特点发展一批大城市
、

特大城市
,

将农村中文化素质高的剩余劳力吸

收进来
。

大批农村剩余劳力离乡进入城市就业
,

随之产生
,

一批
“
城乡家庭

” 。

他们夫妻各 自

在城市和农村就业
,

在城市中企业为他们提供公寓可以建立一个简朴的
“
家

” ,

乡下则有他

们 自己的住宅
。

社会提供的便利使他们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或在城市或在乡 下 共 同 生

活
,

从而保证
“
城乡家庭

” 的稳定
。

多数
“
城乡家庭

”
是丈夫在城市就业

,

妻子 在 乡 村 就

业
,

妻子的就业率很高
,

因为夫妻的文化素质相差不多
。

他们以核心家庭为 主
,

便 于 城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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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栖生活
” 。

他们多数是中等家庭收入
,

十分珍视保持经济自立
,

与双方父母更多的是情

感和家务上的往来
,

而不是经济上的互助
。

长期的城乡
“ 两栖

” 生活使他们吸收了很多城市

生活方式
,

更加注重夫妻间的情感
。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第兰个重大转变是
:

80 年代崛起并得到超常规发展的乡镇

企业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
,

从第二代乡镇企业开始发生了两方面变化
。

一是产业结构由第一

代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为主变成以 1
.

5产业①和第三产业为主 , 二是企业布局 由第一

代的 “ 星罗棋布
” 、 “ 遍地开花

”
变成开辟乡镇工业区

,

与农业区隔离
。

从 90 年代开始
,

第

一代乡镇企业所造成的农民兼业化和农业区被污染两个尖锐的农村社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

在农业区中一批在 1
.

5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按技术分工的需要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业生产 和 服

务的
“
专业技术家庭

”
便应运而生了

。

他们先后放弃了土地
,

由于种种原因未从家乡迁移出

去
。

他们中有资金的都购置小型农副产品加工设备
,

就地把农副产品加工成保鲜食品
、

快餐

食品
、

风味食品
、

工艺品和生活用具等丰富城乡市场
。

更多的则加工成工业原料供给城市中

的轻工企业和小城镇里的乡镇企业
。

这些集技术
、

加工
、

经营于一身的
“
专业技术家庭

”
能

获得较高的收入
,

他们与
“ 农场家庭

”
共同构成农业区里的

“ 上流社会
” 。

缺少资金的
“
专

业技术家庭
” 至多购置 自己专业必备的农业机械或科研检测仪器

,

有的则除了精通某项技术

外一无所有
。 “

知识型
” 的 “

专业技术家庭
”
专业分工极细

。

由于他们主要经济来源是各种

技术服务费
、

咨询费
,

很难有稳定的收入
,

多数是低收入家庭
,

尤其是人均收入更低
。

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没有给每一个农村家庭都带来同样的实惠
,

但它最大限度地

避免了当中国农村 21 世纪初进入老龄社会后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
,

使之顺利进入小康时代
。

未来富裕的有社会地位的农村家庭依然是掌握着一定生产资料
,

由善于经营的年轻当家人管

理着的大家庭
,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然有着极强的凝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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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1

.

弓产业
”

指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
,

通过深加工使农产品增殖
,

它是种植
、

养殖业的延伸
,

也称
“

加

工农业
” 。

因为它介于一二产业之间也称
“
1

.

5产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