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农立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农立场》

13位ISBN编号：9787562047483

10位ISBN编号：7562047480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贺雪峰

页数：3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小农立场》

作者简介

贺雪峰，湖北荆门人，1968年生，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乡村治理
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区农村调研。出版十多部著作，发表百余篇论文。主要著作
有《新乡土中国》（200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2004），《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2004）
，《乡村的前途》（2007），《什么农村，什么问题》（2008），《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
（2009），《村治的逻辑》（2009），《乡村社会关键词》（2010），《地权的逻辑》（2010），《组
织起来》（2012），《地权的逻辑Ⅱ》（2013）。

Page 2



《小农立场》

书籍目录

前言 1
I、农村经营制度 1
中国式小农经济 1
坚持农民经营主体地位不动摇 10
如何做到耕者有其田 14
三化同步的提法不科学 20
老人农业有效率 25
关注新中农现象 32
土地私有化会损害农民利益 37
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43
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保持稳定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经验 50
II、关注资本下乡 57
警惕资本下乡 57
将农业变成工业的第一车间？ 62
谁来养活中国 70
为什么会菜贱伤农？ 74
农产品为何会滞销 80
农业利润与土地租金问题 85
珠三角土地租金为何那般高？ 91
III、农民组织问题 98
以小农经济为前提思考农村治理 98
农民需要有组织 103
组织起来的陷阱 107
农村内置性金融 111
天旱无人情 115
农民用水户协会难推广 121
农田水利的关键 127
小农户与大水利的对接 130
湖北省以钱养事改革再调查 135
IV、村级治理制度 150
警惕富人治村 150
村干部正规化的问题 154
农村边缘群体在快速崛起 158
农村精英与中国乡村治理 162
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 171
农村法制社会及其盲点 183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 196
V、财政支农问题 199
财政如何支农 199
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203
富有想象力的郝堂模式 207
农村正在形成分利秩序 213
低保户为何变成了低保人 217
VI、农民进城与返乡 223
将选择权留给农民 223
产业升级才能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居 229
也说民工荒 232

Page 3



《小农立场》

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238
政府不应鼓吹农民工返乡创业 246
全民创业要慎重 250
如何推进中国的城镇化 255
VII、农村文化变迁 262
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 262
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之变 271
农村文化的实践与变迁 282
VIII、G村故事 290
田友 290
篮球场 293
农技推广 297
村庄选举 301
农民的住 303
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308
乡村混混 311
后记 314

Page 4



《小农立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好在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至少在目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农业问题，而且要远比日韩台
成功得多。或者反过来讲，中国农业竟然在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的同时，还解决了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
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能不说是不可思议的成功。 在乡务农的中老年人，他们在城市就业
已无优势，但从事小规模农业经营尤其是粮食生产，则是正好。或者说，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中老年
农民的机会成本很低，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给自足，生活成本低，且在家乡
的熟人社会生活，安全感高。他们生活的村庄，往往是一个生产、生活和人情三位一体的共同体，亲
戚朋友都在附近经常走动。有个农家小院，生活从容。在目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小规模经营并非繁
重劳动。1年3个月种田，3个月过年，还有半年农闲，农闲间断地分布在农忙之间。春播、秋收，随着
季节展开的是农民的心情，是他们的生活本身。天旱时盼下雨，农闲时盼过年（因为过年时外出务工
的子女都回来了）。因为心中有事要操持，因为从事农业生产有收入，人生过得充实有意义，劳动成
了一种需要，这比被人闲养在城市有趣得多。或者说，那些进城没有就业优势的中老年农民，他们在
家种那点田，实在是玩儿一样，是一种享受，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生活。 农村低龄老人从事农业生
产，高龄老人无力再进行农业生产，高龄老人子女必已年龄较大，在城市就业渐难，孙子也已经成长
起来参加工作了。高龄老人的子女返乡务农，他们的返乡并非一次完成，而往往是一个过程。从40岁
开始返乡，回来种1年田，又外出务1年半年工，再回来种田，经过几次往返，年龄越来越大，外出务
工机会越来越少，务农水平也越来越高了。到了50岁，城市的灯红酒绿已经厌倦，农村山亲水亲地亲
人亲。该落叶归根了，因此成功地从城市抽身撤退。从50岁到65岁，都是好的农业劳动力。 在可以预
见的未来20～30年，进城农民中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都难以体面地融人城市，到年龄比较大，在城
市就业已无优势时，他们就要回到农村，好在他们还可以回到农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城不再能回
到农村，农民除少数体面融入城市以外，多数是不体面地落到贫民窟中。漂泊的不稳定不安全的贫民
窟的生活质量，显然是远不如中国农民在农村的生活质量。 七 这样一来，在未来20～30年，中国农村
以中老年农民为主的农业人口，仍然数量庞大，且他们需要以小规模经营来作为获取经济收入和展开
人生意义的场所。他们是进城失败的人口，是城市淘汰下来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种田几乎不计算
自己劳动成本的群体，这样的群体种田，尤其是种粮食，就具有任何资本下乡进行规模经营所没有的
无比优势。农业经营的特点是劳动难以计量，家庭经营，农民利用太阳未起之前和晚上太阳将落之后
的时间，就可以打理好农田。资本规模经营，雇人照看庄稼，就一定要按日计酬，雇工就一定会磨洋
工。最终，几乎所有资本经营的规模种粮，都敌不过农户家庭经营的种粮。家庭经营可以赚钱，资本
农场却几乎没有不亏本的。家庭经营的粮食亩产都很高，而资本经营农场即使总产高，论起亩产，则
一定敌不过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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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农立场》由贺雪峰著，书中写到：最近十多年，笔者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尤其在全国农业型地
区进行入户访谈，深刻感受到了农民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所思所想和迫切愿望。因为长期在农村调查
，所写的调研报告、政策评论，就自然而然地烙上了小农立场的痕迹。笔者希望《小农立场》所提出
的小农立场的角度，可以增加我们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的关注，想他们之所想
，急他们之所急。唯有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真正生产生活得好，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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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中前七章，都是作者以往所著书籍的缩减版，可谓言简意赅；第八章介绍了作者调查过的一个
村庄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当前中国农村的真实形象。作者在呼唤要根据当前农村的基本情况和农民的
真实需求来制定政策。另，本书以作者所著之短文罗列成章，类似于论文集。
2、贺雪峰老师关于小农的观点在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但又有理有据，他的小农立场其实是国家立场
、民族立场。
3、挺棒的老生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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