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职业分化状况及其社会影响

金 榜

农村职业分化程度是衡量农村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示器
。

对于农村职业分化 状 况 的 了

解
、

对于农村职业分化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的探究
,

有助于对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了解和把握农

村现代化的规律
。

这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的事情
。

以下我们结合束鹿农村职业分化状

况谈谈我们对这一个问题的初步认识
。

一
、

束鹿农村职业分化的一般状况

通过对束鹿县 1 57 个村的调查统计
, 1 06

, 6 73 名农业劳动力 中已改行从事其它非农行业 的

有 32
,

76 2人
,

占总劳动力的 31 %
。

这也就是说
:
这里的职业分化程度是 31 %

。

在对 157 个村分

组以后看
,

各村职业分化程度是不平衡的
。

其中
:
分化度在 10 % 以下的有 15 个村

,

占总数的

9
.

6% , 2 0一 2 9%的有 5 9个村
,

占总数的 3 7
.

6% ; 2 0一 2 9% 的有 3 6个村
,

占总数的 2 2
.

9% ; 3 0一

3 9%的有 15 个村
,

占总数的 9
.

6% ,
40 一 4 9%的有 16 个村

,

占总数的 1 0
.

2% ;
50 一 59 的有 8 个

村
,

占总数的 5
.

1% , 60 一 69 %的有 2个村
,

占总数的 1
.

3% ; 7吞一 79 % 的有 1 个村
,

占总

数的 0
.

6% ; 8 0一 5 9%的有 2个村
,

占总数的 1
.

3% ; 9 0一 9 5%的有 3个村
,

占总数的 2
.

9%
。

从 以上的统计芬组中可以发现
,

分化程度在 10 一 19 %的最多
,

是 59 个村
,

占样本总数的

3 7
.

6%
。

这说明大多数农村职业分化程度还不高
。

分化程度在 50 % 以上的村共有 16 个
,

占样本的 1 0
.

2%
,

这表明在这些农村中
,
已有半数以

上的农民从农业 中分化出来从事其它行业
。

它标志这些村庄中的产业 结构已发生根本转变
,

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了
。

在这 16 个村中
,

其中有 10 个村 (街 ) 就在县城所在地方

的辛集镇
。

有 4 个村 (安古城
,

东 良马
,

裴辛庄
、

冯方 ) 地处县城郊区
。

只有陈卫
,

贾辛庄

两个村距县城较远
。

通过对 已改行从事非农业的 28
,

55 1人的统计
,

这些改行的人分布在 1 4 5种职 业 上 (这里

的职业是非标准划分
,

以从事具体职业为准 )
。

这些职业是
:

(见下表 )

从 以上 1 4 5种职业分布中
,

我们不难看出
:

农村正 由单一职业 向多种职业分化
,

社 会结

构正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化
。



有出路剩余劳动力在职业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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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引起农村职业分化的原因

引起农村职业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从束鹿调查的结果看
,

主要有如下各项原因
:

1
. “ 农活不够干

,

产品不够用
” 的人地关系矛盾是 引起农村职业分化的最根本动因

。

在这里
,

人地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农村人 口的绝对过剩和相对过 剩
。

所 谓 “ 绝 对 过

剩 ”
是指

: 由于人 口增长
,

单位面积土地负担的人 口绝对数增加
,

人均耕地减少
,

土地负担

过重
,

因而造成了
“
农产 品不够用

” 的状况
。

所谓
“ 人 口相对过剩

”
是指

:

由于 农 村 不 断

采用新技术
,

使生产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大量减少
,

这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

量出现
,

造成了 “ 农活不够干
” 的状况

。

由此可见
,

单靠耕种这有限的土地是不能满足人们

不断增长的物质
、

文化需要的
。

农民面临这样的现状
,

只有三条可以选择的道路
:

一是经营

更多的足够负担迅速增加的人口 和足够容纳所有剩余劳动力的土地
; 二是在经营有限土地的

同时兼营它业
; 三是改行从事其它行业

。

走第一条道路 的人
,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

特别是 由于土地和劳动力的限制
,

只有少数人

才可能成功 ; 多数人还在走第二条道路— 兼业发展的道路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生产技术水

平的提高
,

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正在多起来
。



总之
,

不管走哪条道路
,

都会使农民比只种几亩责任 田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

因此
,

人地关系的矛盾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的心理是使农村职业分化的基本动力
。

2
.

农村中的传统手工业是职业分化的社会历史基础
。

由于人地关系矛盾引起的 “ 不够干
、

不够用
” 的状况

,

在中国历史上 旱已存在
。

正如费

孝通教授早就指出的
, “ 乡土经济中的土地问题早 已存在 …但在传统的经济中却有一条防线

挡住 了这潜在的间题暴发成佃户和地主中的严重冲突
。

这道防线是乡
_

L工业
。

在海禁击开之

前
,

中国人民的 日用消费品是 自给的
。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
,

而一直有相当发
`

达的工业
。

可是传统的工业并不集中在城市里
,

而是分散在人数众多的乡村里
。

所以是乡土

工业
。

各地依它的土产加工制造成的消费品
,

1[ 积月累
,

各种工艺都有著 名 的 产 地
4 · ·

… ”

(引 自 《乡土重建》 )
。

传统手工业分散在农民家庭里使普通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项家

庭工业的收入
,

维持其一 定的生活水准
。

但是在
“ 左倾

” 路线影响的年代
,

传统工业被视为

资本主义尾巴而 加 以 禁 止
。

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特别是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

制以后
,

家庭工业才又重新恢复
,

并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
。

那些有传统手艺的各种行

家里手
,

往往首先重操旧业
,

从农业 中分化出去
,

那些 旧的工业品著名产地
,

往往率先成为

今天的 “
专业村

”

—
职业分化程度非常高的村

。

如束鹿县东良马
、

冯方这样的 皮 毛 专 业

村
,

王 口烟花专业村等
,

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传统
。

这些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统手工业成了

今天农村专业化发展和农村职业分化的社会历史基础
。

3
.

足够
“
剂量

” 的外来刺激是农村职业分化的诱发因索
。

隔离性
、

封闭性
,

是落后农村的特点之一
。

因此
,

能否打破这种隔离性
、

封闭性
,

能否

接受足够
“
剂量

” 的外来刺激是促进农村职业分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

.

在世界高度 工 业 化 和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

虽然农村具有产生职业分化的各种根据和条件
,

但这 些 分 化 都

不会 自发地完成
。

这就是说
,

某一地区的现代化的实现
,

不会
,

也不可能不接受发达
、

先进

地 区的影响而 自发地实现
。

调查结果表明
: a .

那些处于有利于接受外来影响的地理位置的村

镇
,

即处于城郊或交通要道的村镇的职业分化程度就高
,

而且分化复杂
。

b
.

那些交往范围较

大的农民
,

比交往范围狭小的有更多的机会改行从事非农业生产
。

为什么这种 “ 刺激 ” 又需是 “ 足够剂量 ” 呢 ? 因为
,

在当前的农村一点不受外来影响的

村子几乎没有
,

收音机的普及使他们
“ 不出户而知天下

” ,

电视机和电影的发展 可以使农民
“ 不出村而看世界

” 。

不过引起农村的职业分化单有这些还不够
,

还必需有广泛 的 商 业 交

流
,

有新技术的传入
,

并月要达到一定的量
,

农村的职业分化才能真正实现
。

换句话说
,

就

是要实行开放
,

搞活经济
,

技术下乡
,

才能实现这 一目标
。

4
.

农村劳动力适于转业的素质
,

是职业分化的劳动力 自身条件
。

调查结果表明
,

有文化
、

有技术
、

有进取精神的农民
,

比无文化
、

无技术
、

思想保守的

农民
,

更容易转业从事其他行业
。

例如
,

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看
:

没有念过书的人当专业户致富的机会是 41
.

5 % ; 念 1 一 5

年书当专业户致富的机会是 48
.

1% ; 念 6 一 9 年书当专业户致富的机会是 5 2
.

3% ; 念 10 年以

上的人当专业户致富的机会是 5 5
.

8%
。

又如
,

原先是社队企业的 「部
,

成为专业户而先富的可能是 8 9
.

7% ; 社队企 业 的
_

I
_

人

当 专业 )
`
,

先官的 可能性是 8 8
.

6% ; 原先的大队干部 当专业户先致富的可能性是 4 7
.

7% ; 生产

队
一

干部当专业 ) ” 先富的可能性是 4 1
.

7% ; 社员当 专业户先富的可能性是 3 9
.

0% ; 有技术特 长 州



的人当专业户先 富的可能性是 72
.

9% ;
无技术特长的人当专业户先富的可能性只有 2 0

.

5 %
。

总之
,

农民有文化
、

有技术
、

有进取精神等这些有利于转业的素质
,

是农村职业分化的基本

条件
,

他说明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

对农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是 何等重要
。

5
.

党和政府提倡
、

鼓励
、

支持
、

指导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

是农村职业分化的重要保障
。

党和政府提倡
、

鼓励
、

支持
、

指导农村调整产业结构不仅是符合农村发展客观规律的
,

更是符合农民要求的
,

同时也是农村职业分化顺利进行的保障
。

没有这样正确的政策
,

农村

产业结构的调整
、

职业分化的顺利进行是不可能的
。

三
、

农村职业分化的社会影响

农村职业的进一步分化
,

促进 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

促进 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而且

对农村乃 至于整个社会将产生
,

并正在产生各方面的影响
。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
:

1
。

职业分化促使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化
。

调整农村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是实

现农村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

这不仅有农业内部的结构问题
,

同时包括农
、

工
、

商
、

副等方面结构的合理化
。

合理的产业结构
,

会极大地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促进生产力

水平的提高
,

调查结果表明
,

凡职业分化较高的村人均收入也高
,

该村的生活水平也高
。

如

束鹿县辛集镇各街
,

及安古
、

冯方
、

东 良马等村的事实都可以说明这一观点
。

2
.

职业分化促使农村的社会职业结构发生变化
。

农村正由单一职业 向多种职业转化
。

农

村的人
,

不再是单纯种地的农 民了
。

农村正由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转化
。

农村社会正逐步

向城市一样复杂起来
。

这必然使农村原来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减弱
,

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还跟不上

的情况下
,

犯罪增加
,

自杀增加
,

离婚增加是难免的
。

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

同时
,

应多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
,

其中尤其是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

以建立好的现代化新秩序
。

3
.

农村职业分化
,

促使农村人 口出现在空间上集中的趋势
。

这种集中趋势促进了小城

镇的发展
,

也促进了大中城市的发展
,

加速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

从 1 20 个村改行从事非 农 职

业的 24
, 1 05 人的流向城乡的分配来看

,

在大中城市从业的有 6 94 人
,

占2
.

9 % ;
在县城从业的

有 7 , 1 77 人
,

占2 9
。

8% (包括辛集镇 10 街改行的人 ) ;在乡镇从业的人有 6 , 0 72 人
,

占 2 5
.

2% ;

在本村改行从业的人有 1 0 , 1 62 人
,

占 4 2
.

2%
。

这几个统计数字充分证明上述论点是有根据

的
。

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趋势
,

是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

是农村城市化过

程的具体体现
。

4
.

职业分化改变了农村社会结合方式
。

以往农村的社会组织的结合方式 绝大 多 数是

以地缘和行政的方式结合起来的
,

而现在在农村职业分化大量出现以后农村出现 了 越 来 越

多的业缘和自愿的结合的企业
、

联合体
、

学会等社会组织
。

就是党团组织的建制
,

也有的改

变了以原来的村队为单位的组织形式
。

这种以业缘和 自愿方式结合起来的组织打破了 地区的

界限
,

比靠行政方式结合起来组织更有效能和效率
。

这可能预示着
,

农村正出现一个权利分

散化
,

组织垂直化的趋向
。

5
.

职业分化正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
。

农村职业分化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村

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多了起来
。

许多农民家庭变成了亦工亦农的家庭
,

甚至有的变

成了纯非农家庭
。

它标志着农民正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

观念的改变
,

在于生活本身的改

变
。

生活本身的改变必然随之发生观念的改变
。

手表的普及
,

使农村正由经验计时
,

向标准

计时转变
,

儿点儿分 也成为农民的 日常用语
;
铁路发展

,

公路向外延伸
,

自行车普及
,

正改



变着人们的空间观念
,

开拓农民的视野 , 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
,

正促使着农民由重经验向重

技术转变 , 在教育上
,

从满足于识字
,

正变为要求受到职业教育 , 由 “ 息事宁人
”
向竞争心

切转变
; 由 “

知足乐道
” 、 “

节俭
”
的生活正转变为追求更高更多的消费品

;
· ·

…

总之
,

农村职业分化正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
,

转变着农 民的传统观念
。

以上五个方面的影响
,

这是较为显著的容易发现的
。

其它方面的影响还会有很多
。

这些

都是应该引起人们重视和认真研究的新问题
。

四
、

促进农村的职业分化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

农村职业分化程度是农村现代化的一项指标
。

促进农村的职业分化
,

就是加速农村现代

化的进程
。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

我以为应作好 以下几点
。

l’.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好调整产业结构的规划
。

落后农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职业

分化程度太低
:
基本是单一职业或只有少量与农业相关的非农职业

。

换言之
,

就是农村的产

业结构不合理
。

另一方面是 由于人口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而导致产生大量的农村 剩 余 劳 动

力
,

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极低
。

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就是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有

计划
,

有组织地发展一些新的行业
,

安排农村大量存在的剩余劳动力
。

这里所说的调查研究 ,’ 就是要对本地区本单位的人力资源
、

人才资源
、

自然资源
、

人们

消费水平
、

消费结构的变化
,

进行切实的定量分析
,

以便发展那些本地的优势
,

有效地开发

本地区
、

本单位的人力
、

人才和自然资源
,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
、

文化的需要
。

这方面

的工作有许多单位已经这样做了
,

还有许多单位没有这样做
。

须知这是实现农村现代化不可

缺少的工作
。

“
·

引沙技术是促进职业分化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

调整产业结构的实质就在于使农
业剩余劳力改行从事其它非农行业

。

而要使长期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从事其它新行业的关键是

引进新技术
。

不 引进新技术
,

不上新项 目
,

调整产业结构就是一句空话
。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

引进技术是促进农村职业分化的突破口
。

3
.

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是促进农村职业分化的重要条件
。

在调
.

查 中发现
,

在实践中
,

向农村引进新技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农民虽然强烈地要得到新技术
,

但是
,

农民必竟

是农民
。

他们 自身的保守性
、

狭隘性
、

怕担风险的心理又限制了他们对技术的接受
。

另一方

面
,

农民对新技术的掌握确实还要有一个困难的过程
。

这样要加快调整农村产业 结 构 的 步

伐
,

促进农村的职业分化
。

对农民进行切合实际的职业教育
,

帮助他们掌握新技术是不可缺

少的条件
。

4
.

给予农村以足够剂量的外来刺激是促进农村职业分化的重要条件
。

凡属城郊
、

交通

要道的地方职业分化程度较高
,

社会经济发展也快
。

在世界发展的今天
,

在城市化发展的今

天
,

仍处于隔离
、

落后
、

封闭的农村
,

是不能不受发达地区的影响
,

不能不受城市 发 展 影

响
,

而 自发地实现农村现代化
。

因此
,

给予足够剂量的外来刺激
,

是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

整
、

农村职业分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

当然这些外来刺激包括政治的
、

经济的
、

文化和技术

各方面
。

对农村来说不仅有个对外开放的问题
,

对 内也还有个开放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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