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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内容概要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通过活生生的案例和事实，揭示了中国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代际之间对土地态
度的变化，中国农村人口离土的趋势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农民不愿种地”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为突
出的问题，也是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和匮乏成为中国农业面临的新问题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如何拯救农业？脱离了农业特点和违背农业发展规律的种种做法会把农业推
向危险的边缘。呼唤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全书30万字，通俗易懂，感人肺腑，富有启发性。不仅适合与农业有关的研究者、管理者阅读，也是
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农业教育和了解农民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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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作者简介

朱启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农村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朱启臻教授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
和省部级研究项目20多项。主要论著有《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研究》《中国农民教育研究》《农村社会
学》，《农业社会学》等。

赵晨鸣，先后从事建筑业、房地产业、农业、农业电子商务。曾就职于北京住宅开发建筑公司、万科
企业、联想控股、鲁能集团；先后组建北京四季花海现代农业发展公司、中农信达企业：现任中国农
民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协会理事。不仅对“三农”问题有深刻的思考，而且致力于“为
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农业产业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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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书籍目录

未来的农业不能靠老年人来维持(序一)
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何在(序二)
主编自序

第1章 好好学习，一定要离开农村
无奈的逃离
好好学习，一定要离开农村
不离乡也要离土
即使农业挣钱，也不愿意从事农业
“会种地”也不种地
退伍兵的理想
“出来了，就不会再回去”
我想属于城市
只为那一个梦想
人往高处走
三代人的共同心愿：不再种地

第2章 “真不知道以后谁来种地”
孩子捡食了毒苹果干
一个十四岁的主要“劳动力”
村里找不到一个能干重活的
老窑洞里的故事
全村只有极少的年轻人
阡陌独舞的留守小媳妇
女孩子更不能留在农村
不得已留守，别样逃离
无助老人与土地的羁绊
相依为命的留守祖孙
“真不知道以后谁来种地”

第3章 “我们将来吃什么？”
无奈的抛荒
“够吃就行”
三个老人一起种地
当农民活着就没有退休
一厢情愿的寄托
84岁的老人和8分田的故事
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
守着土地，等着儿子回来
种地撑不起心中的希望
消退的土地情结
老书记的担忧：“我们将来吃什么？”

第4章 农村和农民能消灭吗？
从事生态农业的一家
志在务农的年轻人
“农场主”的加法与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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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返乡创业的人们
离土未离乡的木耳大户
西方的养猪大户
讷河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一当百”的农机手
能轻轻松松种地吗

第5章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谁是农民
农民的工作内容是农业活动
农业是个公益性产业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没有农民的土地
如何才能留住农民
言犹未尽
希望更多的人行动起来(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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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章节摘录

　　&ldquo;靠天吃饭&rdquo;是几乎所有访谈对象对家乡收入状况的评语。是呀，对于生活在中国这
片广袤土地上的数亿农村人口来说，有什么比天气更能决定自己地里庄稼的收成呢？风调雨顺是无数
人祈盼的年景，对于农民来说，秋天收获的不单单只是粮食果实，还有一年辛劳后的幸福，同时也攒
下了美好的未来生活。然而春种了，未必就会秋收，农民可以决定自己地里种什么种子，却无法决定
秋天是否会收获种子结出的果实。因为，大自然随时会用它的残酷将农民辛勤的劳作顷刻化为乌有。
没有了收获就没有了收入，没有了收入就没有了希望&hellip;&hellip;　　于是，许多人选择离开土地，
离开那些毫无定数的祈愿，到另一片天空下追寻建立自己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做主的生活方式。
　　走出来的人群中，男的一般在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女的可能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也可当保
姆和清洁工；出来的人群中有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打工的年轻人，也有年逾花甲的老人。我曾经访谈
过一个已经83岁了还没回家的老人，他在一家餐馆给人看门，每天20元的工资，但是包吃包住，对这
个高龄老年人依然有吸引力。用他的话说，&ldquo;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rdquo;。回家连个做饭的
也没有，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绝大部分农民工来说，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却也只能用艰辛来形
容，可是农村的生活，除了艰辛还要再加上&ldquo;贫困&rdquo;。很多人就是因为穷才不得不走出农
村。如今这些走出来的人们绝大部分已不愿再回到农村，甚至开始厌恶农村的生活环境，很多农村家
庭甚至是举家迁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农村的家只成了一个概念，每年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
回去几天，然后又迅速回到城市。　　离开农村和农业的理由很多，除了收入低，农业劳动辛苦，恐
怕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我们发现一些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尽管有很丰厚的收入，其子女依然热
衷于打工生活。在一些年轻人的眼中，农村的日子是那样的枯燥，他们认为没有比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更单调乏味的了。农民的生活其实只能算得上生存，根本谈不上生活，更不要说有质量的生活。在
城市里呆得越久，对于城市的生活也就越向往。因为城市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相对稳定和较农村丰厚
的收入，还有着更优越的生活和教育环境。这种感觉像一种振动波，一圈圈扩散给更多的人。　　因
此，&ldquo;离开农村&rdquo;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共识和努力的方向，父母对孩子讲得最多的
是&ldquo;好好学习，否则就只能当农民&rdquo;；教师教育学生也是&ldquo;考不上大学，没出息，就
只能当农民了&rdquo;。社会为人们树立的一个又一个榜样，都是怎样努力成功离开农村的典型。　　
一个离家出走去拜师学习种地的女孩告诉我说，由于高考失利，家长、老师、亲戚、邻居、同学都给
她施加压力，使她没有在村里生活下去的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下，&ldquo;离开农村&rdquo;成了
人们最强烈的愿望。离开的途径是各种各样的：升学最为体面；打工也很风光；如果能嫁到城里那是
最受羡慕；入赘到城镇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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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精彩短评

1、最近一直在读关于农村的书籍，从小生活在农村，确实有很多亲身体会，农村问题应该引起社会
的重视，不止是口头上的，更应该行动起来。农村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没有稳定且有
保障的收入，农民不能满足自己生存需求，农民哪会管什么乡村建设。还要给农民以公民身份，政府
不能从制度上歧视农民。发展农村，政府主要应该提供制度支持，具体如何建设要交给农民，你又不
是农民，你又不生活在农村，你怎么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农民想怎样建设自己的家乡。
2、写得像教科书⋯⋯
3、好书，对我研究有很大帮助
4、我来自农村，所以，一看书名就买了。书的内容不够深刻，但是真实的反映了现在农民和农村和
土地的令人堪忧的状况。读了它，你就更明白每个人对农民和农村和土地的伤害。伤悲啊。
5、这本书出彩之处就在最后一章，写出了农村目前的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刻。其他的４０几个故事
文学色彩太强了，感觉没有什么思想。
6、感兴趣的可以买
7、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8、等抽空写一个书评
9、还行吧。还没有读太多。
10、可能是我自己也从事相关工作的原因，觉得没有太多新意，不管是写法还是观点
11、一本很值得读的书。
12、中国农民是中国工业社会的缔造者！
13、该书有丰富调查资料，前半部分基本上是调研，后面分析很不错
勾勒了中国农民现状
14、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真实，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来记录采访的人群，但最后你会发现这些被
采访的人多是少年/老人/妇女，这就让人不知不觉认识到现在农村存在的现状--农民真的离开土地了
，留守的都是老弱。
书的最后作者也提出来一些解决的办法，总之这是一本真心实意的书，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15、农民问题看的很清楚
16、因为关注朱启臻才买的这本书，有3/4的版本用来对我国农民的生活现状等进行个案说明，读起来
有点枯燥，想睡觉。不过后面的1/4内容就还不错，能从专家/政府的角度客观解释了一些问题，也解
释了我对于三农的一些困惑。所以还是比较满意的。
17、文字朴素，但反映的问题值得深思
18、文本一般，内容大多是举例，分析不充分，这种书我都能写得比作者写得好。
19、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20、不错，这已经是我不知道多少次从当当网上买书了，很值得依赖的网站，可以买到书店都没有的
书，离不开你了。希望你续努力啊，我也会继续掏腰包 的
21、开头简直就是学生的调查感想！不过后半部分还是不错的。感叹新观点难提，前人好多
22、研究这一问题的可以看看
23、这本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第一次向我传递了社区支持农业的信息.
24、三农问题不是一份红头文件，一件向农村 农业和农民倾斜的财政政策便可以解决的问题。该书从
农民对于农业问题的看法着手，剖析了农业难以维系的主管原因、劳动力缺失和相关配套设施的衰败
对于农业的影响，有助于读者更为深入的理解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和不同于西方农业生产维继的个人
原因。本人建议对农业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应该阅读本书，并参照我国农业发展历史古代 近代
和现代部分梳理出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并由此重新评价与之有关的政策制度。
25、正在看还不好说
26、离开了原本生活的环境，劳动力流失，土地荒芜，农产品价格上涨。
资源配置原本可以使得农产品价格升高，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行耕地。但是，农产品价格需要被
干涉，这是民生问题！又怎么办？
第一次意识到二元社会的不公平性，身份，教育，精神，生活。
有人说，土地需要由粗犷型向精细化，集成化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需要自始至终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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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

Boss问我：房价和土地所有制关系怎么看？为什么城市居民的房子可以买卖而土地只能流转.
这就是不公平。

还是没明白要害。

我在想：若干年后，会不会没有食物了？

文章中有一小段文字，让我很生气。关于环境保护的。在这不细说了。

改善这个问题，不是仅仅户口上加非，改善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等。
还需要使得整个社会人对这个职业有更认真，客观的认知。关于平等。

27、三农，粮食安全。现在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养尊处优。
28、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更加热爱，也更加担忧
29、不错的书，写得很真实
30、从意识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农民”：认为自己面对着无奈的世界—每一件事都要付出不同方
面的成本（有些根本无法用经济价值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不会因为进城当了
干部或者工人就会改变，特别是保守、依赖是如此根深蒂固。
31、里面大都是访谈性的小章节纪实文字，很现实，但有些累赘。
32、主要是一些调研访谈记录，作为论文写作参考资料。在中国思考政策问题，尤其需要重视人及保
障就业的因素。中国农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农民。农民问题中绝大部分可归结于利益，少数可
归结于对传统的留恋。转型是必须发生的，转型的过程却不是舒适的。就如同小孩子不想去上学一样
。尊重选择、利益引导，快速结束这段痛苦吧。
33、这本书向我们描述农民的真实片段 虽然零碎 确是事实 是从新闻联播里面鲜见的
我是农民 曾经去浙江打过工 为了增加阅历 锻炼自己 两年挥度而回
在回来的火车上碰到一个陕西的打工仔 他说他的家乡可以说空巢了
有钱的没钱的都离开了 因为落后、闭塞 因为生存与生活
当我们喊着无聊 任凭时钟空转 等待下班的钟点
又有多少人为了生存挥洒着汗水 我体会过绝望 无助的悲切
这个社会 问题太多太多了 以至于好多人都失掉了勇气去改变 就如一叶浮萍 飘然随浪
就像部门领导说的，现在是经济社会了，所有人都忙着挣钱了。
农民进城，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了改革前沿地带的经济的繁荣
有得必有失，造成的问题，农村留守人员的困境，农业的困境，劳动力的缺失造成大量耕地的荒废
破冰之法有之，但是总是要解决的。
政策倾向 国家的惠民政策首当其冲，农民医疗合作，粮食补贴，xx下乡
基层服务领导 加强农村基层领导服务意识 组织农业信息的普及和统计
转变种植观念 该种经济类作物，发展规模化种植，搞特色农业
金融助力 企业带头 农村小额贷款的帮扶力度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与农民协调合作
3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通过活生生的案例和事实，揭示了中国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代际之间对土
地态度的变化，中国农村人口离土的趋势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农民不愿种地”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
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和匮乏成为中国农业面临的新
问题。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如何拯救农业？脱离了农业特点和违背农业发展规律的种种做法会把农
业推向危险的边缘。呼唤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全书30万字，通俗易懂，感人肺腑，富有启发性。不仅适合与农业有关的研究者、管理者阅读，
也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农业教育和了解农民的教材。
35、书包装的些不错 内容很** 从头到尾一大堆案例。。。最后一章拼凑点农业常识，还说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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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丝毫没有深度，没有营养，没有自己的观点，本年度买的最失望的一本书
36、喜欢这种有根有据的书，所有观点都必须由证据来支撑。
37、当中国的七八亿农民都离开了土地，这个国家的消亡不远了。
当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开，我们就应该从社会各种现象出发，让农民在家乡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让
农村让农业恢复活动，让农村的娃娃还有老人们，生活的更好更幸福，让城市里少些饱受冷眼的外乡
人。而城市户口的民众也要多关心多体量下来自远方的同胞。
38、⋯⋯⋯⋯这
39、实在是太浮于表面了，浪费我感情，书钱和时间
40、其实本书回答了“农民为什么不离开土地？”的问题
41、类似新闻调查，可以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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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精彩书评

1、《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的目的在于作者以大量的调查案例反思当前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
及这种关系背后的个体原因、社会原因、制度原因，而其根本的目的是作者为了呼吁政策制定者和全
社会人员重新认识农业的本质，强调政府支持农业的责任和全社会关心支持热爱农业的责任。以土地
为生的农民不再把土地视为生命，年轻农民以离开土地为荣，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
造成了农业老龄化、农村空心化，这样“谁来种地”的问题成为今后不远一段时间人们必须解决的问
题。未来农业何去何从?机械化、规模化是不是农业唯一的形式？谁来保护农业？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2、1、作为一种正常的“向上”流动欲望，农民离开土地并不需要惋惜，也不能指责为“背叛土地”
。关注点应该在那些留下来或意愿回去的人，有两点是需要考虑的：经济和身份。即经济上如何让务
农能和城市务工达到平等；身份上如何让农民能享有和非农相同的待遇。在提高农民收入上我们经常
能听到诸如“产业化调整”“农村合作社”“重回集体化”这样的字眼，在媒体的鼓动下我们也看到
了许多成功的案例，但整体的农民状态却依然如此。我们从基础上看起，农村水利建设、种植方法、
机械化利用程度依然还在集体化的水平（甚至更差），这上面涉及到的就是政府职能部门的缺席。往
后，在农业产品的市场化中，农民如何获得市场话语权？农村合作社是否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或者和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小贩合作（以他们为基础的农协）。当然政府的市场调控功能也显得尤其重要，特
别是农产品供大于求之后如何保证农民利益。农民的身份福利问题更为重要。1、我们需要确定农民
作为一种职业的退休年龄，及退休后享有的养老福利。2、农村教育投入的公平（子女的教育是很多
人不愿回来的原因）。3、农村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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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的笔记-第300页

               关于中国农民理性与否仍然存在争议，但在众多的实证材料与分析面前，我们更相信中国农民
的行为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中国农民具有独立人格和分析能力，他们同样能够感受到市场的变化，能
够看清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如果单纯的经济角度分析农民的某些行为，可能是不理性的行为，但是
如果考虑到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多方面因素，就会知道看似非理性同样是一种理性的表现。乡
土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逻辑，农民面对着无奈的处境，做每一件事都要付出不同方面的成本，有
些是不能仅仅用经济价值尺度去衡量的。正如释然所说：“农民的经济理性得以完成的文化基础不是
经济理性本身，而是文化意义很强的等意交换，更准确地讲，它是一种道德灵魂的交换。”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都是“农民”，这不仅表现为我们大多数人与农民有着密切的渊源关
系（一个自称自己不是农民的人，其实他爷爷或他爷爷的爷爷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从思想、
观念和行为特征上更能折射出典型农民的特征。
⋯⋯
       实际上，我们无论属于哪个群体，农民的特征都是存在的，或变换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这是
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职业意义上的农民行为特点：

守望相助，诚实守信
安土重迁
极强大的忍耐力
⋯⋯
       农民就是在各种不可预测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因此，练就了顽强的品格和
惊人的忍耐品质。

Page 11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