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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赊欠及其市场、关系、文化嵌入性 
——基于安徽 ZX 镇绿园商店的个案解剖 

耿言虎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赊欠交易在农村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借鉴“嵌入性”理论，从社会学视角以“总体社会事实”的方

法对安徽 ZX镇绿园商店赊欠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农村赊欠紧密嵌入于农村市场、关系网络和赊欠文

化之中。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市场转型诱使赊欠由“支配型”向“共谋型”转变；人际信任、信任差序格局和

信誉再生产是赊欠运行的现实逻辑；“去耻辱感”、赊欠“善举”和象征资本的赊欠文化是赊欠成风的人文背景。

赊欠在农村具有牢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需要淡化其“问题”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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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redit and its embeddedness in market, interpersonal relation and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Luyuan store in ZX town, Anhui province 

GENG Yan-hu 

(Sociology Depart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Rural cred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rural society. Referring the theory of embeddedness, using the 
method of “total social fact”, this paper analyzes deeply the rural credit at Luyuan store, ZX town, Anhui province. The 
analyses results show that credit is closely embedded in the rural market,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credit culture. The 
transition from seller's market to the buyer's market made credit change from “controlling type” to “conspiracy type”; 
Interpersonal trust, 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 and trust and credit reproduction are the realistic logic of credit operation; 
The credit culture of "de-sense of shame", credit “goodness” and symbol capital ar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credit. 
Since credit in rural areas has a solid foundation of legality and ration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soften its character of 
"problem". 
Key words: rural credit; embeddedness; economic field; relation embeddedness; credit culture 

 

一、被漠视的农村赊欠  

赊欠在我国农村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见诸于

文献的关于“赊”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周

礼》。此后，对赊的历史记载从未间断。民国时期，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兴起，人们对农村赊欠有

了概况性的认识。当代农村经济史专家李金铮通过

整理数据资料发现，民国时期赊欠已成为农村经济

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上世纪)30年代期，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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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县，农民赊借者占 2/3，句容县占 60%⋯⋯又
据江西、安徽、湖北部分农家的调查，从商店赊借

的农民分别占总户数的 42%、37%、13%”[1]。当

代农村赊欠也非常普遍。人民日报 2002年报道“在
吉林省的农安、镇赉、磐石、永吉等县(市)的广大
农村，店铺赊销的情况普遍存在，赊出的数额从七

八千元到一万二三千元不等，平均在万元左右”[2]。

在笔者调查的安徽中部 ZX 集市，部分肥料商店年
赊卖金额达到几十万元之多，并呈现出“全民皆赊”

的景象。可见，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赊欠作

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频繁发生于我国农村地区。

但令人费解的是，面对如此盛行的农村赊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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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领域却鲜有研究。更为吊诡的是，学界对

民间金融、乡村信贷等的研究却热度不减。笔者认

为造成目前农村赊欠现象研究不足的原因部分是

因为学者将赊欠纳入了民间金融或乡村信贷的范

畴，而忽略了赊欠这种经济现象自身的特殊性。信

贷的两端都是“钱”，而赊欠的两端分别是“物”

和“钱”，作为贷款的“钱”和作为商品的“物”

背后蕴含的制约因素和行为逻辑的差异是明显的，

并且这种差异性是由基层市场、关系网络和农村文

化生产出的。此外，关注不足也与学界将“赊欠”

更多地看作一个经济现象有关。赊欠是由于交易中

的买方因短期支付能力不足，而发生的延期支付的

交易。按照经济学观点，在农村市场化改革发展到

一定程度的前提下，赊欠交易盛行反映了农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和问题，如农村正规金融服

务滞后、农村经济分化加剧等。按此逻辑，进而得

出减少赊欠的对策，如改善正规金融服务、缩小农

村收入分化等。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农村赊

欠现象与经济学视角有何不同？赊欠背后蕴含的

社会文化逻辑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理论视角与资料来源 

“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是新经济社会
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嵌入性”指的是经济

情境中决策受社会、文化、政治和认知结构等因素

的制约。“嵌入性”理论认为行动者与其所处社会

环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3]。与经济学家的理

性的“经济人”假设不同，社会学家更强调人的“社

会性”，作为一个“社会人”必然受到个人所处的

社会、文化、认知等多方因素的制约。波兰尼

(Polanyi)、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Uzzi、Barber、
Lee、Whiteman、Cooper、Zukin等诸多学者对“嵌
入性”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波兰尼提出“嵌入”

概念，认为“非嵌入”性的、或者不接受社会、或

其他非经济权威治理的经济行动将是破坏性的。格

兰诺维特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概念，

认为经济行动是为“嵌入在正在运行中的具体的社

会关系系统中”，网络对于“嵌入”概念具有核心

意义[4]。Zukin和Dimaggio认为除了讨论“结构性嵌
入”外，还应研究“政治的”、“文化的”和“认

知的”嵌入[5]。我国学者对“嵌入性”理论也进行

了充分研究，并将“嵌入性”理论广泛应用于分析

诸如合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笔者试图将一

个“脱嵌化”的经济现象“农村赊欠”重新嵌入农

村社会生活中，以期对它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绿园商店位于安徽省中部ZX镇的农村集市中，

主要经营农资，包括化肥、磷肥和各类复合肥。绿

园商店已经营十余年，年营业额50万元左右。本文
的资料来源于笔者2008—2010年的多次田野调查，
访谈对象包括绿园商店及商店的顾客群体。商店每

年都有大量的赊欠现象发生，赊欠体现出如下特

点：第一，赊欠的人次多。首先，赊欠顾客的人数

多。商店的顾客群中至少50%以上的顾客都有过赊
欠的经历；其次，赊欠次数频繁。尤其在一些与老

顾客的交易中，重复赊欠次数非常多，赊欠以“赊

欠—还款—赊欠”的循环方式延续；第二，赊欠的

金额大。每年的欠款总金额占到当年商店的总营业

额的一半左右。以商店50万元的年营业额计算，至
少要赊欠20余万元。单笔赊欠和累计赊欠的金额也
很大。有的顾客单笔赊欠达到数千元。在商店的欠

款客户中，部分顾客累计赊欠金额达到6 000~7 000
元；第三，“非匮缺赊欠”比例很高。“非匮缺赊

欠”指非资金因素导致的赊欠。在商店的赊欠中，

非匮缺赊欠占到50%以上。 
ZX镇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一年两季，夏秋种植

水稻，冬春小麦和油菜。主要的赊欠发生在水稻、

小麦和油菜的播种期间。一般还款时间为农作物出

售的时间段。2000年以来，随着打工收入的增加，
农历年底还款比重有一定程度上升。超过95%以上
的欠款当年都可以回收（表1）。 

表1 绿园商店赊欠、还款时段与还款比例 
欠款时间段 还款时间段 还款事由 还款占欠款总额的比例 

9月、10月 次年 6月、7月 出售小麦、油菜收入 赊欠金额的 60%左右 

5月、6月 当年 10月、11月 出售水稻收入 赊欠金额的 60%左右 

 1月、2月 打工收入 当年赊欠金额总和的 30% 

 零散的时间 其他收入 当年赊欠金额总和的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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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转型与赊欠图景转换 

市场可以看作是实体性的交易场所，也可以看

作建构性的经济场域。布迪厄为反对原子论式的机

械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提出了经济行为的场域理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行为发生于特定的经济场域中，行

动者的影响力取决于各自拥有的“力量”，即占有

的各种资本的总和。经济场域是一个“斗争”场域，

各种力量的角逐建构了经济场域，价格就是力量(权
力)关系“斗争”而建构的产物[6]。农村赊欠发生在

农村市场的“场域”中，农村市场的权力结构是怎

样影响赊欠的？买方和卖方是如何互动的？ 
就农村市场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深刻

的变化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即由卖方市场向买方

市场的转型。化肥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国

家总体生产能力有限，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化肥的

生产、销售、定价管理都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

特色。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国家逐步放开生产、

销售和定价权。化肥的销售经营管理经历了“三步

走”的转型，即第一阶段：1988年以前完全计划；
第二阶段：1988—2009年适当放开；第三阶段：2009
年以后全面放开。② 

ZX镇肥料市场买方市场是以商店数量递增为外
在表现形式的。1990年前镇里唯一的肥料经销商是
ZX镇供销社，肥料短缺严重。1990年，ZX镇第1家
私人肥料商店出现，标志着肥料向私人流通领域开

放。1994年，肥料经营商店就达到9家，供需矛盾大
为缓解。2000年商店增加到了15家，基本满足当地
的需求，供需逐渐平衡。2010年商店增加到了20家，
供大于求现象迅速呈现。市场转型如何影响到买卖

双方的微观赊欠行为呢？ 
1．“支配型”赊欠：卖方市场下的赊欠图景 
在“卖方市场”阶段，商店赊欠比例较少。这

是宏观市场环境制约的结果。由于总供给有限，化

肥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据店主介绍，1990年前，由
于只有 ZX镇供销社销售肥料，顾客需要排队购买，
供销社新货一到就被哄抢一空。90年代中期前，虽
然个体商店兴起，但是肥料的匮乏性仍然没有得到

实质改善。“短缺经济学”研究专家科尔内指出，

交换关系不仅是物的所有权的交换，而且是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确立，而短缺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7]。资源的稀缺性赋予资源占有者以绝对的权力，

卖方在与买方的力量博弈中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卖

方市场下，店主对交易对象有较大的选择权，他们

一般优先选择现金交易，以便尽快回笼资金，避免

赊欠的风险。通过这一筛选机制，相当部分客户的

赊欠要求会被拒绝，这批顾客转而通过借钱等形式

购物，一部分潜在赊欠转化为借贷等其他融资行

为。这一时期，有限的赊欠发生于店主的亲戚、朋

友、熟人等“强关系”客户身上，能赊欠的都是“有

关系的”。 
“那时候就一家个体卖肥料的，还经常没

货……很多人买不到肥料。商店会有一些赊欠，主

要是店主的亲戚、老顾客、朋友赊的。”(店主
/2009.7.30) 
在卖方市场下，赊欠的内部权力结构表现为由

店主占主导的“支配型”赊欠，即店主最终裁决是

否准许赊欠、赊欠金额大小等。经济场域是由卖方

主宰的，赊欠表现出单方的决定性。 
需要注意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前顾客的赊欠

基本上都是由于资金匮乏引起的“匮缺赊欠”。在

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农业。传

统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特点造成了资金匮缺的
高频率：1)先投入后产出。产出与投入具有时间差，
一般为农作物生长期，约 5个月。需要投入种子、
农药、化肥等，以及相关的灌溉、收割、犁耙田等

费用。2)收入时间的固定性。农业生产的另一大特
点是收入时间的固定性，当地 6、7 月份与 10、11
月份是出售农作物的主要时间段，也是农民获取现

金的主要时间段。 
2．“共谋型”赊欠：买方市场下的赊欠图景 
2000年以后，随着农村大规模的打工经济开始

出现，以及国家的农业税减免、“粮补”的发放，

农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改善。ZX 镇所在的长丰县
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 460元，2005年增长到
2 565元，2010年更是达到 6 120元。③ 

令人诧异的是，赊欠消费的数量并没有随着收

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而相应地急剧下降，绿园商店每

年仍有大量的赊欠发生。店主表示，“现在两三千

元的肥料钱，谁家拿不出？”有能力付款但是还采

取赊欠消费的方式，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实际上

这与农村市场转型关系密切。2000年以后，当地肥
料市场逐渐过渡到买方市场。买方市场的特点逐渐

显现：低位价值与低位价格、过剩的供给和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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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卖者之间的竞争[8]。市场转型彻底扭转了买

卖双方的力量对比，消费者成为“上帝”。策略依

赖于特殊的权力结构[6]，权力结构的转变迫使商店

经营策略的转变。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商店需要

想方设法拉拢客源，提高销售量。“买方市场效应”

最先表现出的是“价格战”。各商店纷纷采取低价

竞争，商店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商家叫苦不迭。

同时，赊欠作为一种经营策略也被频繁使用。绿园

商店店主概括了这一变化趋势：“早几年我们做生

意是能不赊就不赊，那时候不怕东西卖不出去。现

在是能赊就赊，不赊就卖不出去”。这种由“能不

赊就不赊”到“能赊就赊”的经销策略的转变，虽

然扩大了销售量，但是也扩大了赊欠群体的数量。

在这种经营策略下，赊欠门槛大大降低，顾客被鼓

励可以赊欠购物。赊欠由一种“迫不得已”的商业

行为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营销策略。 

赊欠经营策略产生了两种后果。其一，其他渠

道融资行为受到排挤。卖方市场阶段，没有强关系

的客户，赊欠难以完成，从亲戚朋友处借贷等方式

成为重要融资渠道。买方市场阶段，在赊欠经营策

略刺激下，“赊欠”对其他融资行为产生明显的排

挤作用，借贷购物的顾客数量明显下降。其二，“非

匮缺赊欠”群体数量激增。这是赊欠经营策略的非

预期后果。“非匮缺赊欠”在农村地区数量甚为庞

大，绿园商店这类赊欠顾客就占到全部赊欠顾客的

一半以上。“非匮缺赊欠”顾客选择赊欠购物方式，

源于自身的利益考量。由于赊欠价格与现金交易价

格并没有显著差别，顾客选择赊欠交易并不需要付

出额外成本，而闲置资金可以充分利用，产生收益。

商店为了商品销售，也积极鼓励赊欠。可以说，买

方市场下，赊欠由卖方单方支配转变为买卖双方的

共谋行为(表 2)。 

表2 “支配型”和“共谋型”赊欠特征 
 支配型赊欠 共谋型赊欠 

时间跨度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前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后 

赊欠原因 资金匮缺 非资金匮缺 

市场环境 卖方市场，供不应求 买方市场，供大于求 

赊欠方式 高价赊卖商品，提高单件商品价格，获取收益 低价赊卖商品，抢占市场份额，获取收益 

场域权力结构 买方弱势，卖方强势 买方强势，卖方弱势 
 

四、关系嵌入与赊欠运作逻辑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将经济视为在现代社

会中日渐分离和分化的领域，因为经济交易不再由

这些交易活动的社会或亲缘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

对个体赢利的理性算计来界定的。美国经济社会学

家格兰诺维特批评了这种“低度社会化”的解释，

他的研究表明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即使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亦然；并不像交易成本理

论认为的只有通过正式合同才能遏制机会主义行

为，基于交往的人际关系产生的信任也会克服这个

问题[9]。作为经济行为的农村赊欠与社会关系网络

密不可分。 

1．熟人赊欠与陌生人赊欠 

绿园商店的赊欠按照顾客与店主的关系，可以

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熟人赊欠，即发生于店主和

熟人客户之间的赊欠；另一种是陌生人赊欠，即店

主与陌生客户之间的赊欠。 

由于处于农村市场中，熟人客户交易占到商店

总销售额的 70%~80%，而熟人赊欠占赊欠总数的

90%以上。商店的“熟人客户”根据形成特征可以

分为两类：一种是先赋性关系的客户，即店主与亲

戚、邻里关系等基于亲缘、地缘而形成的关系；另

一种是获致性关系客户，即通过频繁的互动建立的

关系群体，主要是一些老客户。店主评判赊欠的标

准如下：一是信誉。正如布迪厄所言，信誉作为一

种象征资本在市场上很有作用[10]，信誉是店主决定

赊欠与否的首要标准。先赋性关系群体由于较为熟

悉，店主对其信誉信息了如指掌。获致性关系群体

交往密切，以往的互动经验是重要参考。二是经济

能力。欠款人的经济能力是店主考量的重要标准之

一。虽然有些客户信誉较好，但被拒绝赊欠的现象

也曾发生。 

陌生人赊欠占商店赊欠总数的 10%。由于信息

的不透明，身份、信誉、经济能力等重要信息无从

知晓。在绝大多数交易中，买方和卖方这两个概念



 
 

2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www.hunau.net/qks                2014年 4月 

倾向于融入中间人和担保人网络，这些中间人和担

保人的目标是把供求之间的纯经济关系转化成一

种在系谱上成立的和有保证的关系[10]。担保人以一

种“牵线搭桥”者的身份出现，类似于民间借贷中

的“中人”。担保人需要与双方都熟悉，愿意担保，

信誉较好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格兰诺维特指出：“行为和制度是深深受到社

会关系的限制的，把他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极

大的错误，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是‘镶嵌’在一起

的。”[9]马克斯·韦伯认为经济行动者在进行经济

行为时，必须将他的经济行动指向其他经济行动

者，同时还要指向法律秩序。同时，韦伯区分了两

种契约关系：初民社会的“身份契约”和较发达社

会的“目的契约”。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契约社会”

里，目的契约逐渐取代身份契约[11]。韦伯意义上的

“身份契约”其实质是与人际信任相类似的，是一

种“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的关系。由熟人赊欠

和陌生人赊欠的方式可以看出，身份契约在赊欠中

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赊欠中的“身份契约”正是

产生于农村熟人社会，蕴涵于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

中的。可见，社会关系和赊欠在农村市场的实践中

表现出了极强的亲和性。 

2．关系信任与赊欠运作 

如果仅仅将影响商店赊欠运作的社会关系从

熟悉和陌生两个维度阐述，未免有简单化之嫌。实

际上，现实中赊欠往往是复杂多样的。客户与店主

关系按照远近程度，总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四类：1)

核心客户，主要是亲戚、朋友、邻里关系等；2)熟

人客户，主要是一些获致性关系的老客户；3)半熟

人客户，介于熟人客户和陌生客户之间；4)陌生客

户，客户与店主不认识(图 1)。阎云翔将私人关系网

依据关系的远近分为核心区域、可靠区域和有效区

域[12]。就店主与顾客的关系而言，核心客户属于私

人关系的核心区域，熟人客户属于可靠区域，半熟

人客户属于有效区域。当然，图中用虚线表示的每

个区域的边界具有模糊性，各区域本质上是连续的

整体。同时，区域之间也具有流动性，属于边缘区

域的客户通过持续性的交往和互动，会逐渐向核心

区域靠近。 

 
图1 绿园商店关系圈与信任示意图  

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对于西方的“团

体格局”而言，是一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都

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

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13]。如图所示，客户与店

主的关系也呈现差序格局，关系的差序格局会导致

信任的差序性[14]。关系越紧密，信任度则愈高。反

之，信任度则愈低。这种信任的差序格局作用于商

店的赊欠交易，并且衍生出了一套独特的运作逻辑。 
店主对不同关系的顾客采取差别对待的办法。

处于信任最中心层次的“核心客户”得到了绝对信

任，赊欠的条件最为宽松。这一类顾客拥有很大权

力，不需要写欠条，赊欠价格也是最优惠的；处于

信任次中心的“熟人客户”得到了店主有限的信任，

根据其赊欠商品的价值，酌情考虑是否写欠条。店

主表示“一般钱不多的，二三百以下的，基本上都

是不写欠条的。要是四五百以上，一般都会要求他

们写欠条”；处于信任最低层次的是一些“半熟人

客户”。对于“半熟人”店主只是“面熟”或打过

一两次交道，但对其信誉、经济状况等信息是不甚

清楚的。店主对这一类顾客保持一种“低度信任”，

在其赊欠时，除了一些百元以下价格较低的商品

外，店主都要求他们写欠条，以避免日后可能产生

的纠纷；处于最外层次的“陌生客户”，店主对其

是“无信任”状态，赊欠必须写欠条，且需要担保

人介入。对不同关系的欠款人，店主采取“差别对

待”的方式，放松对高信任客户的风险防范，对低

信任客户群给以最高程度的防范措施，从而有效地

降低了赊欠风险。 
3．重复赊欠与信誉再生产 
绿园商店重复赊欠现象突出，大部分顾客都有

过多次赊欠经历，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对于多次赊

欠的客户，表面上是“赊欠—还款—赊欠”的循环，
实质内部蕴含着信誉“生产—复制—再生产”的循
环。作为双方初始交易的重要参考变量，信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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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店主是否赊欠。而后，随着店主与欠款人之间的

交易次数的不断增加，信誉不断地进行再生产。每

一次欠款人的表现可以作为下一次店主决定是否

赊欠的参考标准，信誉在不断地进行复制。看似赊

欠—还款—再赊欠的循环，实质是信誉的生产—复
制—再生产的螺旋上升过程(图2)。随着信誉的这一
累进过程，店主—欠款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不断得到
加强。而一次次赊欠可以看作一个个“过滤器”，

欠款人如果在任一环节出现有损于其信誉的行为，

如抵赖、恶意拖欠等，店主就会拒绝欠款人的下一

次赊欠行为，将信誉差的欠款人过滤掉，从而使这

一循环终止。而保留下来的，都是信誉良好的客户。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交易次数越多，双方关系越

稳定，赊欠行为也越能维持下去。 

 
图2 重复赊欠中信誉的生产—复制—再生产图  
在彼此熟悉的社会关系中，人际约束是主要的

维持信任机制。这种环境下的高信任程度与下列几

个因素有关：了解交易伙伴；重复交易的概率很高；

交往的非单一性[15]。在笔者所描述的这条赊欠循

环链中，店主正是通过信誉了解交易伙伴，并且通

过这种“赊欠—还款—赊欠”的循环的重复交易，
不断地修正、检验欠款人的信誉。同时，面对相对

高昂的违约成本，理性的欠款人也不会在牺牲未来

交易的前提下，进行欺骗活动。这就不难解释为何

会有这种高信任程度以及赊欠可以重复不断的原

因了。 

五、赊欠文化与赊欠风行 

经济行为的文化嵌入最早可以追溯到韦伯的

研究。他指出以“禁欲主义”、“天职观”为代表

的“新教伦理”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性化

及其所要求的合理分工、合理谋利、恪尽职守、勤

俭守时等为表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

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的兴起[16]。当代经济社

会学家 Zelizer、DiMaggio 认为解释经济的分析方
法中应该包括“文化元素”(cultural component)，

DiMaggio 进一步指出文化可以是“建构性”
(constitutive)的，如各种范畴、书写物以及表征性的
概念，也可以是“规范性”(regulative)的，比如各
种规范、价值观和惯例等[5]。透过对文化的研究，

可以解读赊欠现象频繁发生的深层原因。 
笔者将地域性的关于赊欠的亚文化称为“赊欠

文化”，包括一组对赊欠的价值评判、看法等观念

的集合。对赊欠历来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从笔

者下面引用的材料可以看到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 
“前天晚上和小妹吵的很厉害，缘起于几个梨

瓜。最近我们手头的钱都用完了，所以我到小区的

商店里赊欠了四个梨瓜。小妹不认同我这样做，认

为赊欠对我们是一种耻辱。 

我的理由是，赊欠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行为，因

为我有足够的信用归还，否则商店的老板也不会爽

快地答应我延迟付账…… 

但小妹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有辱人格和形象。

为什么小妹会觉得赊欠是一件让人耻辱的事

呢？……赊欠并不是一个很好听的词，在某种程度

上，指代的是匮乏和贫穷……”
④
 

如上文所示，一种观念认为赊欠具有耻辱性。

赊欠在某种程度上是贫穷的象征。贫穷会被认为是

个人能力的不足或是懒惰，被认为是在经济竞争中

失败的一方，甚至有人认为“贫穷是最大的耻辱”。

同时，贫穷者自身也具有某种“贫困心理”，表现

为耻辱感和自卑感。在“匮缺赊欠”者身上明显体

现了这种“贫困心理”。另一种观念是去耻辱感的

赊欠文化。赊欠是农民在经济困难时采用的融资途

径，合情合理，与借贷、典当类似，是一种应急的

手段，只要能够准时还款，就无可厚非。 
实地调查中很多商店客户表示赊欠在当地已

经成为“风气”。透过对“赊欠风气”的考察可以

深入窥探当地的“赊欠文化”。社会风气是在一定

的价值观影响下自发形成的，表现为大多数社会成

员趋近的思想意识、道德价值、行为意向、行为方

式等，集中体现人们相近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17]。

通过对绿园商店赊欠顾客的访谈，笔者认为“赊欠

风气”体现的当地人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如下：其

一，赊欠是“合情合理”的，赊欠被“去耻辱化”。

很多人表示赊欠是一种正常现象，没有什么丢人

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赊欠经历，赊欠顾客也是数

赊欠人交易表现 信誉 

他人评价 

信誉的生产 信誉的复制 

赊欠 

信誉的再生产 

交易表现

不赊 

是否赊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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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极为庞大的群体。其二，赊欠是“善举”。商店

赊欠经营策略导致“非匮缺赊欠”数量激增，赊欠

的“贫困象征”涵义逐渐降低。相反，很多顾客认

为赊欠是在“行善举”，甚至有顾客表示“不赊，

商店东西怎么卖掉呢”。第三，赊欠体现某种“象

征资本”。在当地，有些顾客身无分文就可以购得

商品，这使得他们引以为豪，甚至以赊欠作为炫耀

的方式。能赊到说明赊欠人“面子大，声誉好，店

主信任”。这种赊欠体现的象征资本成为某种可以

攀比的物质，嵌入到赊欠文化中。 
当前我国农民行为受传统的、革命的、现代的

三种因素共同影响[18]。“赊欠文化”的形成既受到

传统的影响也与现代因素关系密切，是“传统性”

和“现代性”叠加的产物。就“传统性”而言，赊

欠在农村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历史上，赊

欠的产生与农业生产、农民收入方式有关，甚至是

农村高利贷的一种变异形式[19]。布迪厄指出经济场

域中的个体行动者带有他们各自的“经济惯习”或

者称为“经济先见”(economic predispositions)，这
使得他们未来的行动与他们过去的经验联系在一

起[5]。可以说，农民的赊欠行为受“赊欠惯习”[20]

影响深远。同时，“赊欠文化”的形成也与农村市

场转型密切相关。我国农村市场产品供给逐渐由

“匮缺”走向“丰裕”，市场也从卖方市场转向买

方市场。市场转型迫使农村商店参与到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他们积极运用赊欠经营策略，对“赊欠文

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六、总体社会事实下的农村赊欠 

现代社会科学为了追求研究的深刻性，通常采

取“片面的深刻”的研究方法，以局部的、割裂的

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但是这种方法是以丧失整体

性、全面性为前提的。马塞尔·莫斯对此提出了尖

锐的批评。他通过对“古式社会”中馈赠、夸富宴

等经济现象的研究后发现，“交换—礼物”经济根

本不能纳入功利主义经济的框架。莫斯进而提出了

“总体的社会事实(total fact)”的研究方法：“只有
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

的运动、其活生生的面相，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与

人对其自身、对其面对他者的情境生成感性意识的

那一生动瞬间”[21]。无独有偶，为了反对传统史学

割裂自然和社会现象，割裂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

研究方法，法国史学研究的年鉴学派提倡“全面的

历史”的研究方法：把个别事件放到特定的社会环

境里加以考察理解，找出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

相互关系[22]。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

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时间划分方

法，分别称为“结构”、“局势”和“事件”[22]。 
本文以“嵌入”(embeddedness)概念阐释农村

赊欠现象的形成背景正是遵循“总体社会事实”研

究方法的一个尝试。笔者寄希望于通过全面的、整

体的面貌阐释赊欠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

体系。“嵌入”概念的提出者波兰尼对完全自发调

节的市场经济持批判态度，他指出脱嵌的、完全自

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的建构。他把市场

看作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而广阔的经济是更

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23]。同样，农村赊欠是农村经

济的一部分，更是农村社会的一部分。农村赊欠是

嵌入于农村市场、关系网络和赊欠文化背景之中

的，并且有着不同于民间金融和信贷的产生背景和

行为逻辑。正是农村市场、关系网络和农村文化特

点衍生了规模巨大的赊欠现象，赊欠在农村具有牢

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与经济学视角相比，

笔者认为赊欠现象的盛行并不完全是农村经济运

行中的“问题”的反映，实际上绝大部分赊欠是风

险可控、烂账极少的交易。赊欠是农村社会中的市

场转型、关系运作以及农民“赊欠文化”的反映。

另外，与现代金融制度及其信用体系不同，赊欠背

后蕴含的熟人信任机制在农村地区具有多重优势
[24]，如可接受性强、信息透明、操作简单、方便灵

活等，可以广泛用于小额贷款等领域，从而弥补现

代金融在乡土社会的水土不服。 

注 释： 

① 感谢导师陈阿江教授的悉心指导，文责自负。 

② 与此相关的三个文件是：1988 年 9 月 28 日国务院颁布

的《国务院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

1998 年 11 月 16 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化肥

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2009 年 8 月 24 日国务院颁布

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化肥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 

③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资料。 

④  《一件烦心事》.佚名.http://seo.woku.com/html/ 

article/2007/05/30/336/chzl/13924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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