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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结构已由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由传统农业、乡村管理、外出打工、

非农产业构成的多元职业结构。相应的传统农民群体、乡村管理群体、打工群体、非农经营群体在物质消费方式、

休闲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虽存在程度不同的浅层和局部差异，但在整体上并未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大多数职

业农民认可劳动收入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除打工群体外，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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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division and the lifestyle differences of the Chinese farmers: 

Based the survey of Y town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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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farmers’ occupation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raditional farming to a multiple structure 

including traditional farming, village administration, working as migrant workers and running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Accordingly, the lifestyle of different farmers’ populations is different in certain 

degree, though it has not changed a lot. Most of the vocational farmers regard the different lifestyle and income as 

common things, and all of them except migrant workers have no strongly demands for changing 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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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是人们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采取

的各种活动方法和展开的各种活动形式。从活动内

容分，物质生活方式可分为消费方式、休闲方式、

交往方式等种类。国民生活方式的差异是由国民的

职业分化造成的，一般而言，国民的职业不同，其

空闲时间、劳动收入、生活需求都不一样，从而造

成不同职业群体在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

上的种种差异。目前中国学界对农民职业变化影响

其生活方式变化问题的关注很不够。[1-3]只有王雅琳

提出的重构“生活/生产互构论”的社会发展研究范

式对农民社会生活方式研究有重要意义。[4,5]黄润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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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西龙胜金竹寨为例研究了壮族农民职业分化

对生活方式变迁的影响。[6]单方面研究农业职业变

化和农民生活方式变化的成果倒是不少。如牟少岩

专门研究了造成农民职业分化的原因。林元强调，

农民职业分化是中国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之一。[7]龚维斌指出，职业多元化是当代中国农民

群体分化的主要表征。[8]任燕华等界定了农民生活

方式现代化的内涵，并指出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是

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建构和谐社会之路。[9]郭景萍认

为，应合理调控农民的闲暇生活方式，等等。[10－15]

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没有对当今中国农民职业分化

与生活方式变化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但是也给笔

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诸多启发。以下以四川Y镇

为例，对当今中国农民职业分化导致其生活方式的

差异现象进行具体分析。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68c%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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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职业群体农民的形成与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政策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在这

个变革中，中国农村社区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形成了不同职业群体的农民。 

1．不同职业群体农民的形成 

改革开放前，对于农民来说，只有农业生产一

种职业。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社区出现一些非农

产业，如乡镇工业、运输业、乡村贸易业等，以及

从事乡镇企业管理的职业，这为中国农民提供了新

的就业渠道。另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

实，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出现了剩余劳

动力，兴起了外出进城打工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

农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单一的传统农业

生产职业转变为由传统农业、乡村管理、外出打工、

非农产业构成的多元职业结构。笔者认为，可以将

农村社区具有农村户口的、符合法定劳动年龄的、

具有劳动能力且正在从事农业生产、乡村管理、外

出打工和非农经营的农民称为职业农民。不符合法

定劳动年龄、丧失劳动能力但具有农村户口的儿

童、老人等其他农村群体则为非职业农民。一般而

言，职业农民在当今中国农村社区的职业结构中的

占比并不同。 

以四川省 Y 镇为例，该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逐渐兴起了传统农业生产、乡村管理、外出打

工、非农经营(主要是商业贸易、运输、工业生产)

等四类劳动部门。根据笔者在该镇进行的抽样调

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职业农民占调查样本(165

个)的 27.9%；从事乡村管理工作的职业农民占调查

样本的 25.5%；外出务工的职业农民占调查样本的

27.3%；从事非农经营的职业农民占调查样本的

13.3%；从事其他行业的职业农民占调查样本的

5.5%。当地农民进入不同劳动部门就业，形成了不

同职业群体。滞留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形成传统

农民群体，这个职业群体主要靠在家里种庄稼、养

猪获得劳动收入；进入乡村企业或其他管理部门就

业，形成乡村管理群体，该职业群体主要由一些有

文化、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农民被乡镇行政单位聘请

为零时性管理人员和一些有声望的农民选为“村支

两委”干部以及一些有技术、有专长的农民进入乡

镇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农民构成，这个职业群体的

收入来源是从事管理工作得到的报酬以及其他劳

动收入；进入外出打工大军中的农民形成打工群

体，他们一般被称为打工族，工作地点主要在沿海

城市，进入的外地工厂主要是玩具厂、毛衣厂、手

表厂等，这个职业群体主要靠在城市工厂打工获得

劳动收入；在乡镇社区经营商业贸易、运输、工业

等非农产业的农民，形成个体户和私营业主群体，

做生意是个体户的主要收入渠道，办企业是私营企

业主的主要收入渠道，他们的富裕程度有较大差

别，一般来说，在 Y 镇，私营企业主比个体户富裕。 

2．不同职业群体的农民家庭收入的差异 

一般来讲，职业不同，劳动收入就不同。笔者

就不同职业的农民在 2010 年获得的家庭总收入进

行了调查。通过频数分析和对 Y 镇不同职业农民家

庭总收入与不同家庭收入来源的卡方检验，可以揭

示职业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在关系（表 1）。 

                              表 1 农民家庭收入与职业差异的列联表                            /% 

 2万元以下 2-4万元 4-5万元 5-10万元 10-50万元 50万元以上 

传统农业 31.8 52.2  9.1  6.8 1 0 

乡村管理 20.6 28.2 30.7 25.6 7.7 5.2 

外出打工 13.3 28.2 20.5 20.4 4.6 0 

非农经营 10 15  5 35 35 0 

其    他  1  6  0  0 2 1 

百 分 比 46 42 44 22 9 1 
      
注：X2=143.773，df=110，P=0.017

通过对家庭总收入和收入来源(职业)的卡方检

验，发现其 P 值为0.017，小于0.05，说明两者之间

存在相关性。表1显示，在传统农民群体中，52.2%

的家庭年收入在2～4万元之间；31.8%的家庭年收

入在2万元以下；9.1%的家庭年收入在4～5万元之

间；6.8%的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之间；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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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年收入在10～50万元之间；没有家庭年收入

在50万元以上。在乡村管理群体中，30.7%的家庭

年收入在4～5万元之间；28.2%的家庭年收入在2～

4万元之间；25.6%的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之间；

20.6%的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7.7%的家庭年收

入在10～50万元之间；5.2%的家庭年收入在50万元

以上。在打工群体中，28.2%的家庭年收入在2～4

万元之间；20.5%的家庭年收入在4～5万元之间；

20.4%的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之间；13.3%的家

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4.6%的家庭年收入在10～

50万元之间；没有家庭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在非

农经营群体中，35%的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之

间；还有35%的家庭年收入在10～50万元之间；15%

的家庭年收入在2～4万元之间；10%的家庭年收入

在2万元以下；5%的家庭年收入在4～5万元之间；

没有家庭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说明 Y 镇的不同职

业的农民家庭收入在发生变化，出现了明显分化。 

二、不同职业群体农民生活方式的差异 

职业不同导致农民群体的收入不同，也会促使

其在消费能力、空闲时间、生活需求方面发生分化，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当今不同职业的农民在物质生

活方式上发生差异。 

1．物质消费方式上的差异 

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指在一定社

会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需

要，消费生活资料的方式和方法。可以用反映农民

消费水平的购买家用电器、私家车的指标和反映农

民消费内容的家庭开销项目的指标，来描述不同职

业群体农民在物质消费方式上的不同。 

(1)拥有家用电器、私家车的差异。经济收入提

高后，多数农民会添新家电。通过问卷数据的统计，

可看出 Y 镇农民家庭普遍拥有家用电器；也可看出

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来源与家用电器、私家车拥有

量存在相关性（表2）。 

                       表 2 不同职业群体农民与家庭拥有电器等情况的列联表                        /% 

 传统农业 乡村管理 外出打工 非农经营 其他 总数 

电视机 100 100 93.2 100 100 161 

电冰箱  76.1  85.7 75.0 100 100 136 

洗衣机  93.5  92.9 93.2 100 100 153 

热水器  28.3  78.6 45.5  78.3 100 92 

微波炉   4.3  33.3  6.8  21.7  66.7 30 

空  调   2.2  47.6  9.1  52.2  55.6 42 

饮水机  37.0  73.8 52.3  73.9  77.8 95 

电  脑  15.2  73.8 36.4  56.5  55.6 72 

私家车   8.7  33.3 15.9  34.8  22.2 35 

照相机  19.6  40.5  9.1  30.4  44.4 41 

摄 机 像   0  11.9  0   8.7  11.1 8 
       

表2说明，Y 镇多于90%的农民拥有电视机和洗

衣机；75%以上的农民拥有电冰箱，说明不同职业

群体的农民在购买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等必要家

电的消费方面差异不大，但是在奢侈品家电的消费

上，差异比较明显。如，大于78%的乡村管理者和

非农经营者购买了热水器，但是只有45.5%的打工

族和28.3%的传统农民购买热水器；52.2%的非农经

营者和47.6%的乡村管理者购买了空调，而只有

9.1%的打工族和2.2%的传统农民购买空调；73.8%

的乡村管理者和56.5%的非农经营者购买了电脑，

而只有36.4%的打工者和15.2%的传统农民购买电

脑。在交通工具上，34.8%的非农经营者和33.3%的 

乡村管理者购买了私家车，而只有15.9%的打工族

和8.7%的传统农民购买私家车。说明购买热水器、

空调、电脑、私家车等“奢侈品”的能力与农民从

事的职业和家庭收入水平成正相关。同时也说明传

统农业群体与打工群体在家用电器消费上具有趋

同性；而乡村管理群体与非农经营群体在家用电

器、私家车消费上具有相同特质，也就是说，传统

农业群体和打工群体在家用电器、私家车消费上与

乡村管理群体和非农经营群体存在差异。 

(2) 家庭开销上的差异。调查统计显示：不同

职业群体农民的消费项目有差异，具体情况见表3。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8F%E6%B5%8E
http://wiki.mbalib.com/wiki/%E6%B6%88%E8%B4%B9%E8%80%85
http://wiki.mbalib.com/wiki/%E9%9C%80%E8%A6%81
http://wiki.mbalib.com/wiki/%E9%9C%80%E8%A6%81
http://wiki.mbalib.com/wiki/%E6%B6%88%E8%B4%B9%E8%B5%84%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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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不同职业群体农民与消费项目的列联表                          /% 

 传统农业 乡村管理 外出打工 非农经营  其他 总数 

饮食开支 67.4 78.6 60.0 69.6 66.7 113 

日常用品 63.0 52.4 71.1 30.4 77.8 97 

交通通讯 10.9 31.0 11.1 30.4 11.1 31 

孩子上学 56.5 40.5 64.4 56.5 44.4 89 

赡养老人 30.4 14.3 24.4 26.1 11.1 38 

娱乐活动  8.7  4.8  2.2  4.3 11.1 9 

人情往来 15.2 26.2 26.7 21.7 22.2 37 

看    病 26.1 11.9  2.2 13.0  0 21 

其    他  8.7  7.1  2.2  4.3 11.1 10 

没有选择  0  2.4  0  0  0 1 

总    数 46 42 45 23  9 165 
 

表3说明，Y 镇农民在食品、日常用品、子女

教育等项目上的开支差异不大。但在交通通讯、医

疗、娱乐活动等方面的开支差异较大。乡村管理者、

非农经营者、打工者、传统农民四个职业群体认为

交通通讯是自己的消费项目的占比分别为：31 %、

30.4%、11.1%、10.9%，说明工作性质是交通通讯

消费差异的决定因素。体力劳动者专注劳动，交通

通讯消费少；管理工作者专注人事沟通，交通通讯

消费多。乡村管理者、非农经营者、打工者、传统

农民四个职业群体认为看病是自己的消费项目的

占比分别为：11.9%、13%、2.2%、26.1%，说明职

业者的体质是农民医疗消费差异的决定因素，长期

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农民体质较差，看病消费多；

外出打工的人都是身强力壮的人，体质较好，看病

消费少；而从事管理工作和当老板的农民体质状况

处于传统农民和打工者之间，看病消费比传统农民

少、比打工者多。乡村管理者、非农经营者、打工

者、传统农民四个职业群体认为娱乐是自己的消费

项目的占比分别为：4.8%、4.3%、2.2%、8.7%，说

明职业空闲时间是农民娱乐消费差异的决定因素。

因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劳动与生产的滞后性等

特点，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拥有较多休闲时间，

所以，传统农民的娱乐消费多；而外出打工的人因

受工业生产管理模式的制约，休闲时间很少，娱乐

消费少；而从事管理工作和当老板的农民休闲时间

处于传统农民和打工者之间，因而娱乐消费比传统

农民少、比打工者多。同时说明在家庭开销上乡村

管理群体与传统农业群体、打工群体、非农经营群

体存在一定差别。 

2．休闲方式的差异 

休闲方式是人们在非劳动或非工作时间内，以

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达到身

体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的目的的一种生活方

式。笔者用休闲项目指标来分析不同职业群体农民

在休闲方式上的差异现象。不同职业群体的农民往

往根据自己的职业情况选择休闲项目。一般会选择

与自己职业有关的项目来休闲。具体情况见表4。 

                                表 4 不同职业群体农民与休闲项目的列联表                      /% 

 传统农业 乡村管理 外出打工 非农经营 其他 总数 

很少休闲 26.1 19.0 17.8  8.7 22.2 32 

看 电 视 80.4 78.6 88.9 78.3 77.8 135 

上街赶场 52.2 33.3 51.1 34.8 33.3 72 

玩 棋 牌 30.4 33.3 40.0 52.2 55.6 63 

看书读报 15.2 26.2 15.6 17.4 11.1 30 

聊    天 47.8 40.5 26.7 39.1 55.6 65 

走亲访友 13.0 19.0 20.0 21.7  0.0 28 

学习技术  6.5  9.5  6.7  4.3  0.0 11 

上    网 10.9 14.3 15.6 13.0 44.4 25 

其    他  6.5  2.4  6.7  0.0  0.0 7 

没 有 选  4.3  7.1  2.2 13.0  0.0 9 

总    数 46 42 45 23  9 165 
 

表4说明，在看电视、学习技术、聊天、走亲 访友等休闲项目上，所有职业群体农民没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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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但是，50%以上的传统农民和打工族爱好

上街赶场，而75%以上的乡村干部和老板不爱好这

个休闲项目，说明收入低的职业群体具有利用休闲

时间赚钱的特点。52%以上的老板喜欢玩棋牌，只

有少数传统农民、打工族和乡村干部玩棋牌，说明

收入高是职业农民选择棋牌休闲方式的决定因素。

乡村管理群体中喜欢看书读报的人要比其他三个

职业群体的人多10%，说明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职业

群体更爱看书读报这种休闲方式，在看书读报上的

消费比较多。 

3．交往方式的差异 

交往方式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的方法

和形式，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由

于交往出行使用的工具、交往范围、交往频率直接

决定着人们交往能力的强弱，所以，最能反映当今

中国农民交往方式出现差异的指标是交往出行

使用的工具、交往范围、交往频率。[12]笔者用这三

个指标来分析当今职业农民在交往方式上的差异。 

(1) 交往出行使用的工具差异。在交通化时代，

没有交通工具，是难以发生交往行为和维持交往关

系的。所以，交通工具是交通化时代人们发生交往

的必要条件。不同职业群体的农民，因收入差距，

购买交通工具的能力不等；因职业活动特点，选用

交通工具的习惯不同，使他们在交往方式上出现了

差异。Y镇农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使用情况如表5。 

                         表 5 不同职业群体农民与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交往情况的列联表               /% 

 传统农业 乡村管理 外出打工   非农经营   其他 总数 

自 行 车 10.9 12.2 22.2  4.3 11.1  22 

私 家 车  8.7 29.3  8.9 34.8 22.2  30 

摩 托 车 45.7 24.4 35.6 26.1 33.3  56 

公共汽车 15.2 14.6 24.4 30.4 22.2  33 

步  行 19.6 19.5  8.9  4.3 11.1  23 

总    数 46 41 45 23  9 164 
 

表5显示，用私家汽车出行交往的个体私企老

板和乡村干部比例要比传统农民和打工族高20%；

但是传统农民用摩托车出行交往的比例比个体私

企老板和乡村干部约高20%；打工族用摩托车出行

交往的比例比个体私企老板和乡村干部约高10%。

由于传统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本村

本乡，所以，他们选择步行交往的比例比个体私企

老板高15%、比打工族约高11%；由于非农经营老

板经常在城里做生意，其选择公共汽车出行交往的

比例比传统农民和乡村干部约高15%；打工族经常

在城里务工，其选择公共汽车出行交往的比例比传

统农民和乡村干部约高10%。由于自行车行使速度

过慢，农民很少骑自行车出行交往，只有少部分打

工族在城里经常使用自行车出行。因为国家在新农

村建设中实施了“村村通公路”工程，每个村庄基

本上都有硬化公路，所以，农民倾向使用机动车出

行交往，只是购买机动车的种类不同而已。 

(2) 交往出行的范围差异。出行范围是了解不

同职业群体农民交往的地理界限的重要指标，是确

定农民社会网络空间的主要依据。Y镇农民的交往

出行范围主要情况如表6。 

                           表 6 不同职业群体农民与交往出行范围的列联表                            /% 

 传统农业 乡村管理 外出打工 非农经营 其他 总数 

村 里 30.4  4.8  9.1 17.4  0  24 

镇 上 54.3 54.8 43.2 26.1 33.3  76 

县 里  4.3 31.0  6.8 21.7 22.2  25 

本市里  4.3  2.4 22.7  0  0  13 

省 内  4.3  7.1 13.6 34.8 33.3  22 

省 外  2.2  0  4.5  0 11.1   4 

总 数 46 42 44 23  9 164 
 

表6说明，绝大多数职业群体的农民的交往出

行范围局限于省内，很少有农民经常出省交往。但

是在省内、市内、县内、镇内、村里交往出行，就

有较大差异。交往范围限于村内的传统农民要比乡

村干部高25%、比打工族高21%、比非农生意人高

13%。但是54%以上的传统农民和乡村干部交往出

行空间在本镇，其比例比打工族高11%、比非农经

营的老板高28%。乡村干部经常去县里联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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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内出行的比例比传统农民高26%、比打工族高

24%、比个体私企老板高8%。打工族的主要交往出

行范围在市内，其比例比乡村干部和非农生意人高

20%、比传统农民高18%。非农生意老板交往出行

范围在省内，其比例比传统农民高31%、比乡村干

部高27%、比打工族高21%。这种差异显然与职业

活动特点有关。 

(3)交往出行的频率差异。交往出行频率反映交

往主体的交往强度和交往紧密程度。我们以县城为

职业农民月出行交往次数的考察范围，分析其交往

方式上的差异（表7）。 

                           表 7 不同职业群体农民与去县城交往次数的列联表                        /% 

   传统农业  乡村管理 外出打工  非农经营  其他 收入来源 

1次/月 51.2 14.3 22.2  8.7 11.1  41 

5次/月以下 39.5 73.8 44.4 34.8 22.2  78 

5-10次/月 4.7  2.4 15.6 30.4 33.3  20 

10-20次/月  2.3  7.1  6.7 13.0  0  10 

20次/月以上  2.3  2.4 11.1 13.0 33.3  13 

总  数 43 42 45 23  9 162 
     

表7说明，不管哪类职业群体的农民不去县城

交往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去县城交往的次数是有限

的，每个职业群体的农民比较集中的去县城交往的

频率是每月5次以下，尤其是73.8%的乡村干部更是

如此。一般来说，农民去县城交往的次数越多，比

例越小。只有30%的非农经营老板的县域交往频率

在5次/月以上；13%的非农经营老板的县域交往频

率在20次/月以上；11%的打工族的县域交往频率在

20次/月以上。其他职业群体农民的县域交往频率在

20次/月以上的不过3%。表7还透露一个信息：农民

交往出行是理性的，都是根据职业活动需要来安排

出行次数的。相对而言，做非农生意的老板去县城

交往的次数多一些，如县域交往频率在5-10次/月的

老板约比打工族多15%、比传统农民多25%、比乡

村干部多28%；县域交往频率在10-20次/月的老板

约比打工族和乡村干部多6%、比传统农民多10%；

县域交往频率在20次/月以上的老板约比打工族多

2%、比传统农民和乡村干部多10%。 

三、不同职业群体农民对劳动收入和生

活方式差异的认知 

如上分析说明，Y镇不同收入来源的职业农民

在物质生活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当今职业

农民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劳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

差异的？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国家在农村社区建

立和谐的生活方式。为此，笔者对当今职业农民是

否满意自己的生活方式问题进行了调查，表8是职

业农民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统计表。 

表 8 不同职业群体农民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收入情况 6.5 14.3 2.2 13.0 17.4 14.3 13.3 13.0 45.7 50.0 40.0 52.2 15.2 7.1 37.8 13.0 15.2 14.3 6.7 8.7

生活条件 19.6 16.7 8.9 26.1 30.4 38.1 26.7 52.2 39.1 35.7 48.9 17.4 2.2 0.0 4.4 4.3 8.7 9.5 11.1 0.0

休闲生活 17.4 9.5 8.9 13.6 17.4 31.0 26.7 31.8 47.8 42.9 40.0 31.8 15.2 7.1 22.2 22.7 2.2 9.5 2.2 0.0

生活环境 13.3 14.3 6.7 22.2 26.7 21.4 33.3 30.4 48.9 45.2 48.9 34.8 6.7 11.9 8.9 17.4 4.4 7.1 2.2 4.3

注：A为传统农业农民、B为乡村管理农民、C为外出务工农民、D为非农经营农民 

表8说明，Y镇30%的调查样本不满意自己的收

入状况，70%的调查样本认可自己的收入状况；只

有10%左右的调查样本对目前的生活条件和自己所

处的生活环境不满意，大约90%的职业农民对自己

的生活条件和所处的生活环境是认可的；只有20%

的调查样本不满意自己的休闲生活，80%的调查样

本是认可自己的休闲生活的。将这四项指标平均计

算，可以说，当今中国只有17.5%的职业农民不满

意自己的劳动收入和生活方式发生差异；82.5%的

职业农民是认可劳动收入和生活方式差异化状况

的。如果按照职业群体来评价，对目前生活状况感

觉最满意的是从事非农经营的个体户，比例最少的

是打工者。这是因为个体户是自由职业者，受他人

干预的机会很少，其劳动收入比较高，自然，他们

对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方式比较满意。打工群体与之

不同，是因为外出打工不仅要受别人管，而且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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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遵守厂方和老板的规定，工作强度较大，可是劳

动报酬在厂里属于低下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城市

里劳动和生活，了解市民的生活状况，因而，在评

估自己的劳动收入和生活方式时，要与市民对比，

这就容易导致打工者对自己目前的劳动和生活状

况不满意的感受。不过，从80%以上的农村职业农

民认可自己的劳动收入和生活状况的结论来判断，

目前中国农民除打工族外，其他职业农民都没有改

变所处地位和提高声望的强烈要求。 

四、结论 

当今中国职业农民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

的同质性群体，因职业分化，在劳动收入和生活方

式上发生明显的差异。传统农民群体具有在家用电

器消费上与打工群体一致而与乡村管理群体和非

农经营群体不同、娱乐消费比较多而学习消费比较

少、用摩托车在村内出行比例高而在县城出行比例

低的特征；打工群体具有在家用电器消费上与传统

农民群体一致而与乡村管理群体和非农经营群体

不同、娱乐消费和学习消费都比较少、主要用摩托

车在市区内出行而很少在家乡县城出行的特征；乡

村管理群体具有在家用电器消费上与非农经营群

体一致而与传统农民群体和打工群体不同、在家庭

开销上与其他农村社区职业群体存在较大差别、学

习消费高于其他农村社区职业群体、拥有私家车的

人比较多、去县城出行的次数多等特征；非农经营

群体具有在家用电器消费上与乡村管理群体一致

而与传统农民群体和打工群体不同、娱乐消费和学

习消费都少、拥有私家车的人多且需要在省内出

行、但去县城次数比较多等特征。 

但是，中国职业农民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是浅

层和局部的，并没有在所有生活指标上发生深刻变

化。不同职业群体的职业农民在生活方式上既有个

性也有共性。第一，从消费方式来看，职业农民在

奢侈家电消费上，差异较明显，但在必要家电消费

上差异不大；在交通通讯、医疗、娱乐活动等方面

的开支差异较大，但在食品、日常用品、子女教育

等项目上的开支差异不大。第二，从休闲方式来看，

看电视、学技术、聊天、走亲访友是不同职业农民

的共同消遣，但在上街赶场、玩棋牌、看书读报等

休闲方式上存在明显的职业差别。第三，从交往方

式来看，职业农民都倾向选择机动车出行交往，但

是在购买机动车的种类上存在明显的消费差距；不

同职业农民的交往出行范围都局限于省内，很少有

职业农民经常出省交往，但是在省内、市内、县内、

镇内、村里交往出行，就有较大差异；不同职业的

农民都会去县城交往，其频率大约每月5次以下，

但是去县城交往的频率大于每月5次以上者，就有

明显的职业差别。这说明农民交往出行是理性的，

都是根据职业活动需要来安排出行次数的。第四，

虽然生活方式是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表现形式；

是区别群体地位的主要依据；是划分阶级地位和尊

荣的主要标志，但是从80%以上的职业农民认可自

己的劳动收入和生活状况的结论来判断，可以说，

目前绝大多数职业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比较

满意的，绝大多数职业农民都没有改变所处地位和

提高社会声望的强烈要求。 

这些来自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地方政府制

定建设新农村尤其是治理农村社区方案和开展相

关工作应该考虑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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