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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路径下农民价值追求的实证分析
*1

吴春梅 刘可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农村转型关键期，农民价值追求多元化、盲目化甚至虚化，价值整合和提升任务艰巨。在“路径－目标”

分析框架下，个案研究发现，农民的生存价值追求强烈但生存意义面临现代转型，发展价值追求出现生长态势但贡献社

会的动力明显不足;社会化路径碎片化与不畅并存。路径的整体优化对提升农民价值追求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由大到

小依次为社会教育、文化传承与整合、社会环境、大众传媒，表明现阶段亟需借助社会系统的力量，通过社会涵化与个

体内化的有机结合来整体提升农民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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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价值追求是主体以积极理性行为实践达到自己所向往的一定价值目标的愿望和活动，是价值观念的核心要素，体现了价值主体

的根本目的、利益和需要
［1］
，并对实践具有导向功能。农民价值追求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农民价值分为延续生命体所必须的生物

学条件的基础性价值、传宗接代等人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本体性价值、人如何从社会获取意义的社会性价值三个层次，认为农民本

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
［2］

;生存分为一般意义上生命存活的生存 1和生存意义、生命质量以及人与自然社会全面协调的生存 2
［3］

;新生

代农民工价值追求的核心由生存追求转向生活+体面，贡献意识和群体主义趋于淡化，个体+发展的主题突显
［4］

;自我实现分为通过个

人才华与个人成就来达成的个人取向和通过完成角色责任与追求社会成就来达成的社会取向，认为现在的农民多通过承担人伦责任

来获得熟人社会的良性评价
［5］

，农民自我实现的目标分为过日子的基础层目标、人缘的社会层目标和积极参与村落公共生活的公共

层目标
［6］
。表明农民价值追求涵盖生存与发展两大领域，其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

社会化是个体外在知识能力到内在观念的全面变化过程。个体视角的社会化，是个体成为社会成员的过程
［7］

。综合视角的社会

化，是个体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过程
［8］

，是“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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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
［9］
。社会化路径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政治社会化路径包

括社会传播、政治学习与内化、文化传承与整合、社会环境
［10］

，社会化路径的体系化还有待深入探讨。

社会化与农民价值追求关系的相关研究集中于价值观影响因素。学界的共识是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是内外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代表性观点如下:个体价值观形成发展既是全体受政治经济、中西文化、大众传媒、各类教育等社会机制制约、影响、导向和强化的

过程，亦是个体通过价值理解、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整合的心理机制将价值心理提升为价值观的过程
［11］

;农民价值观念变迁

是社会变革在人们主观精神层面的写照，是农民自身因素、农村社会变革、农村教育、农村文化建设、政府及基层组织财政投入、

社会保障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12］

。表明价值观影响因素中农民可及的社会化与作为价值观核心要素的农民价值追求之间具有一定的

内在关联性。

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解构着农村传统的价值秩序，农民思维与行为逻辑趋于多元，价值世界趋于松弛
［13］

。农民的信

仰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缺失、迷茫与异化
［14］

。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必须有农民观念现代化的支撑，农民价值追求是实现其观念现代

化的一大内驱动因，社会化是提升农民价值追求的一大关键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对社会化和农民价值追求进行过独立探讨。本文在

了解样本村社会化路径和农民价值追求真实状态的基础上，尝试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分析社会化路径对农民价值追求的作

用机理与影响效应，以期借助社会系统的力量，达到整体提升农民价值追求的目的。

二、资料获取与研究变量

(一)调查区域与样本特征。

本文选取湖北省嘉鱼县三店村和安徽省寿县蒋家村 1 作为样本村。三店村地处长江中游，以水稻、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大白

菜、冬瓜、南瓜为主要经济作物。全村 6 个村民小组，785 户，3950 人，大部分劳动力在外打工或经商;耕地 7250 亩，鱼塘 11000

亩，自然地理环境较好。蒋家村是回族聚居村庄，地处沿淮湖洼地带，有鸡鸣闻三县之说。全村 9 个村民小组，804 户，3363 人，

其中回民 2248 人;耕地 346 亩，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且人多地少的大村。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经济发展落后，是全县出名的民

族贫困村。

为深入了解样本村情况，2016 年 2 月课题组采取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地调查。对 20位村民代表进行深度访

谈，从典型事例和开放式对话中了解农民的社会化路径和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价值追求。将调查问卷按 1:1 比例在两村发放，采取随

机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跳过不在家或不愿接受调查农户。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250 份，回收问卷 238 份，其中有效问卷 22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2．4%。从样本构成来看，男女比例接近 6:4;以中青年为主，20-50 岁的占 70．5%;学历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

者占 63．2%;以在家务农为主的被访者占 35．9%;人均年收入在 1－2万的被访者占 39．8%;80%的被访者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和

务农;52．7%、35．9%的被访者分别认为自家收入在当地属于中等收入、低等收入。春节期间调研，外出务工返乡农民较多，样本在

户籍村民中具有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与因子分析。

价值追求。农民价值追求是本文选取的第一个变量。受制于物质财富的短缺和生活空间的狭窄，传统农民的行为方式和认知原

则是以维持基本生存为最高目标，其中“家”、“乡土人情”、“勤俭与消闲”等价值诉求在传统农民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15］

。传统向

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农民价值追求，不再仅仅局限于被动维持生存，更要追求自我全面发展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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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前述相关研究对农民价值的分层和对自我实现的分类，结合现阶段农村实际，将农民价值追求分为具有递进层次的维持基

本生存与延续后代的生存价值追求和实现个人才能与贡献社会的发展价值追求。与此相对应，以基础性生存价值追求(维持基本生

存)、本体性生存价值追求(延续后代)、个人取向发展价值追求(实现个人才能)、社会取向发展价值追求(贡献社会)为测量维度，共

设计了 16 个题项，答案选项包括“不同意”、“不太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并按照李克特量表方法将这 5个答案

选项依次赋值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运用 SPSS17．0 软件对农民生存价值追求的 7 个题项、发展价值追求的 9 个题项分

别进行信度分析，Alpha 信度系数分别为 0．753、0．845，表明调查问卷题项的信度较高。农民价值追求 16 个题项的 KMO 抽样适度

测量值为 0．816＞0．600，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1147．909，自由度为 120，显著性水平 sig．=0．000＜0．01，表明

它们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从这 16个题项中抽取四个因子(见表 1)。这四个因子分别是基础性价

值追求、本体性价值追求、个人取向发展价值追求、社会取向发展价值追求。这些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9．264%，且因子载荷较

高，表明这些因子对农民价值追求的解释效果较好。通过将每个因子值乘以其方差贡献率后相加，得出农民价值追求变量的值，其

计算公式为:

农民价值追求
①2
=社会取向发展价值追求×0．1883+个人取向发展价值追求×0．1684+基础性生存价值追求×0．1250+本体性生

存价值追求×0．1109

社会化路径。社会化路径是本文选取的第二个变量，依据学界对社会化内涵的界定、对社会化路径以及对政治社会化路径的归

纳，结合农村实际，本文将社会教育、大众传媒、文化传承与整合、社会环境作为社会化路径的测量维度，共设计了 17 个题项，采

用与第一个变量相同的方法进行测量和评判。对社会教育的 4 个项目、大众传媒的 3 个题项、文化传承与整合的 5 个题项、社会环

境的 5个题项分别进行信度分析，Alpha 信度系数分别为 0．748、0．836、0．668、0．840，表明调查问卷题项的信度可以接受。

社会化路径 17 个题项的 KMO 抽样适度测量值为 0．803＞0．600，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1509．970，自由度为 136，显

著性水平 sig．=0．000＜0．01，表明它们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从 17 个题项中抽取四个因子(见

2 ① 采用何晓群《应用回归分析( 第三版) 》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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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这四个因子分别为社会环境、社会教育、大众传媒、文化传承与整合。这些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1．398%，且因子载荷较

高，表明它们对社会化路径的解释效果良好。采用与农民价值追求相同的方法计算社会化路径的值，其计算公式为:

社会化路径=社会环境×0．1861+社会教育×0．1554+大众传媒×0．1392+文化传承与整合×0．1333

三、调查结果

依据个案访谈笔录和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整体上看，村民价值追求具有明显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特征，现代性嵌入中的生存价值

追求强烈，社会化整体处于自发状态，路径的碎片化与路径不畅问题较为突出，主体性和公共精神对农民价值追求提升的支持有限。

(一)农民价值追求:传统与现代交织。生存价值追求:现代性嵌入中维持整体高水平。问卷调查显示，农民生存价值追求在现代

化进程中被赋予了一些新的生存意义内涵。生存价值追求 7个题项的得分均值介于 4．10－4．50 之间，同意率介于 90－97．2%之间。

表明现阶段农民的生存价值追求整体强烈，基础性生存价值追求面临升级且致富欲望强烈，本体性生存价值追求面临意义拓展和观

念变革。农民依然爱土地，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爱种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将土地视为重要的财富来源和精神寄托，视为

安身立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农民传统的传宗接代本体性价值追求依然存在，但其意义内核正在发生改变。农民传统养儿防老的思想

逐渐淡化，更为注重家庭关系和谐、生育质量、子女教育以及延续后代过程中精神意义追求，男女地位逐渐趋于平等。

发展价值追求:个人取向发展价值追求相对积极，社会取向发展价值追求滞后且分化。农民的发展价值追求明显弱于生存价值追

求，以贡献社会为表征的社会取向发展价值追求明显弱于以实现个人才能为表征的个人取向发展价值追求，呈现出低水平不均衡生

长态势。个人取向发展价值追求 4个题项的得分均值介于 3．68－4．06之间，同意率介于 63．1－86．9%之间。表明现阶段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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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发展价值追求较为强烈，尤其体现在具有传统与现代交织特征的人际交往、矛盾化解和合作增效领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

社会过渡依然存在诸多障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农民明显加大了

对外联系与合作，交往格局不断扩大，交往内容不断更新，但业缘关系的扩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社会内部基于血缘和地缘关

系的主体地位。社会取向发展价值追求 5个题项的得分均值介于 3．03－3．70 之间，同意率介于 37．3－67．2%之间。表明现阶段

农民的社会取向发展价值追求一般，职业技能提高和关心利用惠农政策相对积极，集体行动滞后，社会主体性和公共精神明显缺乏。

农民的民主法治等意识整体极不平衡，思想和行动又往往缺乏一致性，群体意识趋向淡化。例如，近两年三店村实施了征地修建高

速公路项目，一位农民状告村委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大部分村民对此持否定态度或表示不看好。农民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

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实际的村庄公共生活中，农民总是或多或少存在政治冷漠现象，只有事关自己切身利益时才会关心，对村干

部的政治信任感较差。

(二)社会化路径:碎片化与不畅并存。

社会教育:过度依赖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积累，社会教育的体系化建设滞后。一些农民反映，家庭环境因素对家人的价值追求和

行为习惯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但在青壮年多外出打工的条件下，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和支持减少，家庭隔代教育问题

值得高度关注，农村家庭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65．9%和 69%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学校教育经历使自己具备了终生学习的意识、

有助于更好地看清问题实质，表明学校教育在传授知识和培育能力的同时形塑着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75．9%的受访者

在工作生活中非常重视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他们感受到知识与能力贫困的局限，能够调适自己以适应社会，较为重视工作经验积累，

但自主学习难以下决心更难以坚持。

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功利性和农民对传媒的技术陌生，使媒体教育功能受限。诸多农民反映，大众传媒既向农民展示现代化生

活和消费方式，开发、诱导物质消费欲望，亦丰富了农民的闲暇时间，拓宽了获取知识技能的渠道，强化了社会认同。49．5%的受

访者认为大众媒体的广告会影响自己消费的需求与方式。42．3%、55．4%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大众媒体会影响自己的处事方式、看问

题的想法。大众传媒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从负面影响看，大众传媒的功利性会弱化其公益性。以广告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所倡导的生

活方式对农民具有吸引力，在经济收入不断提高和农村社会面子竞争的支持和诱导下，一些农民容易受到金钱至上、消费主义等的

影响，这会弱化大众传媒的价值引导功能。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主流文化是城市文化，与农民生活并不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农民

自身判断能力不强，就存在对大众传媒的技术陌生，这是现阶段农村文化多体现为城市文化嵌入为主、乡土文化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正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很多农民觉得电视上“他说他的，我听我的”。

文化传承与整合:农村传统文化根基较深，多元文化整合能力较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织以阶段性均衡态势在农村社会显现，

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并具有一定的现代文化整合能力。传统守望相助的价值追求和乡村记忆仍在农民心中留存，但农村社会的

流动性和异质性使得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趋于解构，眷恋故土更多表现在农民情感上，行为上却更加倾向于到城市发展。82．8%的

受访者认为在家乡更有归属感，说明城市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使农民的城市融入受阻，尽管城市环境和生活条件较为优越，农民在心

理上更为眷恋故土和乡村安逸的生活方式。84．1%的受访者认为传统风俗习惯和节日仪式应该坚持，说明农民在其中获得了意义和

面子感受。文化传承与整合余下的 3个题项的得分均值介于 4．06－4．30 之间，同意率介于 87．8－93．1%之间。表明农民已具有

一定的多元文化整合能力，在保留传统文化观念的同时接受和理解现代价值观念。但是，农民文化传承在观念上是自发的，在行动

上是务实的;农民文化整合是被动的，记忆中的乡土文化是边缘的，知与行可能不一甚至是背离的。

社会环境:农民对社会环境的评价不高，村集体认同困境尚未出现实质性改变。农村社会环境趋于复杂化，多元、异质、不均衡

的转型特征较为突出。社会环境 5个题项的得分均值介于 2．60－3．53之间，同意率介于 22．3－58．4%之间。表明农民的社会环

境感知不佳，基于人情的守望相助传统逐渐被基于利益的契约合作所替代，村庄治理绩效不容乐观，村集体行动亟待强化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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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对“国家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公开透明”的认同度并不高，这可能是受到周边一些不公正事件的影响所致。因此，

要警惕少数村干部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扮演私利倡导者的角色，这会解构地方性规范和共识。

四、社会化路径对农民价值追求的影响

根据前文生成的农民价值追求与社会化路径两个综合变量，对二者进行积矩相关测量。Pearson 系数为 0．746，表明社会化路

径与农民价值追求呈正相关关系;经单侧检验，两者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以社会化路径诸因子为自变量，农民价值追求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目的是观察社会化路径对农民价值追求的具体作用

状况。多元回归结果显示，最后的确定系数为 0．609，即社会化路径诸因子能够解释农民价值追求的 60．9%，表明社会化路径与农

民价值追求高度相关，同时，该模型在 0．01 水平上呈现显著水平。在以 0．01 为显著性水平的情况下，社会化路径中的社会教育、

大众传媒、文化传承与整合、社会环境四个因子均进入模型，非标准化系数(B)均为正值，表明这四个因子与农民价值追求均呈正相

关关系，社会化诸路径的优化均有利于提升农民价值追求。从标准系数看，四个因子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教育(0．535)、文化传承

与整合(0．409)、社会环境 0．336)、大众传媒(0．224)，标准系数越高，表明其对农民价值追求的促进作用越大。

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路径的整体优化对提升农民价值追求的作用显著，四条具体路径对农民价值追求的促进作用由大到小依

次为社会教育、文化传承与整合、社会环境、大众传媒，清晰了社会化路径对农民价值追求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效应。这表明，现阶

段亟需借助社会系统的力量，通过社会涵化与个体内化的有机结合来提升农民价值追求。

五、结论与对策

在农村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民价值追求多元化、盲目化甚至虚化，传统价值追求受到冲击，现代价值追求在不断生长，但整体

滞后、结构分化、发展不均衡等特征较为突出
［13］

;生存价值追求强烈但生存意义面临现代转型，发展价值追求出现生长态势但贡献

社会动力明显不足。推动农民生存价值追求的现代转型，必须重视农民的主体性，通过外来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有机契合来推进乡村

文化的现代化;必须重建代际交换关系平衡，借助村庄舆论力量和地方性共识的约束力量来优化家庭代际传承意义。实现农民发展价

值追求的可持续均衡生长，应依托对个体之私和熟人有限空间的超越来避免自我实现走向世俗化和庸俗化，应通过提升农民的村庄

生存发展预期和培育公共精神来激发贡献社会的动力。具体对策如下:

第一，激发社会教育的涵化效能，推动农民价值追求由自发向自觉转变。四个因子中社会教育对农民价值追求的促进作用最大，

彰显教育的厚实底蕴。针对家庭教育空心化或虚拟化、职业教育边缘化或技术化等问题，笔者建议:倡导家庭关系和谐，强化家庭成

员的交流沟通，促使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家庭关系的理性化;发展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农村职业教育，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院

校为基地、以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以农业教育与科技推广为支撑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为农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支撑;挖

掘以人情为基础的守望相助传统在人际交往中的现代价值，培育农民的合作共赢能力和公共精神，建立新型乡村互信合作、互助帮

扶网络，使农民在潜移默化中觉悟到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实现价值追求的理性自觉。

第二，强化大众传媒的价值引领功能，推动农民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四个因子中大众传媒对农民价值追求

的促进作用最小，对农民价值追求的促进作用有限。要发挥制度优势的启蒙作用，强化制度软实力对农民价值追求的激励作用。针

对大众传媒的功利性和农民的技术陌生等问题，笔者建议:借助大众传媒载体的具象化、鲜活化宣传和外部环境的“示范效应”，让

主流价值落地落实，实现农民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培育农民在大众传媒中的主体性，积极开发农民喜闻乐见和自

主参与的大众传媒栏目、内容和品牌，让农民在分享大众传媒资源的同时，树立乡土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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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升农民的文化传承与整合能力，推动农民价值追求现代化和乡土化。四个因子中文化传承与整合对农民价值追求的促

进作用仅次于社会教育，表明传承优化传统文化、吸纳现代文化成果，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整合优化，

有助于提升农民价值追求。文化传承与整合直接作用于新时期农民价值追求内核的凝聚。针对现阶段存在的农民文化整合被动化、

乡土文化边缘化等问题，笔者建议:将现有的文化网络和文化资源通过多种形式延伸至乡村，建立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互

哺”机制，强调农民的参与性和自主性;创新文化内容和文化传播形式，以农民可以理解的内容、可以接受的方式传播文化，将农民

的个体认知和情感诉求过滤成农民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推动农民价值追求的现代化，以此来弥补农民生命意义追求转变可能带

来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虚化等问题;强化传统风俗习惯对农民的文化涵化和文化认同作用，对乡村文化进行再认同，突出农村文化

建设的乡土本色。

第四，注重农民的社会环境感知，推动农民价值追求的持续提升。四个因子中社会环境对农民价值追求的促进作用位居第三，

表明社会环境优化有助于提升农民价值追求。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基于人情成分的互助合作减少，诱致了一些农民价值追求的短

视化和无序化，因此，要着力优化农民的社会环境感知，强化其对农民价值追求的促进作用。现阶段农民对社会环境的认同度不高，

集中体现在农村基层服务和个人获得感上。鉴于此，建议以基层服务为抓手，带动乡村治理优化和政府公信力提升，进而优化农民

的社会环境感知，推动农民价值追求的持续提升。具体措施如下:切实提高乡村干部的素质、公信力和威望，克服“最后一公里”制

度不及所导致的诸多困境，使农民的利益能通过合法性渠道得到维护;切实提高村庄治理绩效，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自上而下的

转移资源过程中构建农民利益共同体，加强村庄之间和农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通过互动互助强化精神纽带和价值追求，进一步形

成意识共同体;以政府服务职能为主线实现与农民的合作共赢，切实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和正义感，抵御农民价值追求的庸俗化、短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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