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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计转型与土地意识嬗变

——来自贵州穿青人地区的调查
1

熊正贤

（长江师范学院 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摘 要】：农民生计转型与土地意识嬗变是农村社会变迁的主要表现形式。贵州穿青人地区农村社会呈现如下

特征：务工农民赚钱修屋、农耕农民生活清苦、经商农民不离乡土、手艺农民农作兼顾。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村

要素禀赋的裂变，以及城市文化的涵化，以“旅游+”为路径的新型农民生计方式，以“绿色+”为模式的新型土地

意识以及城乡居民优越感逆转将成为穿青人地区，甚至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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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我国城乡社会趋同化现象越发明显。空间上，城市边界逐渐延伸，乡村空间变得模

糊；观念上，商品经济和市场意识深入人心；文化上，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不断接触、影响和融合。农村社会正迎来一场经济

与文化交织、感性与理性并存的巨大变迁。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是农民工的主要供给区，也是人口净流出地区，不

论是自然环境、经济水平、社会文化，还是农民生计方式、土地意识等，都明显不同于东中部地区。长期以来，社会各界的注

意力主要集中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变迁问题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而这恰恰是我国

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点。本文以贵州穿青人为案例，以农民生计方式转型、农民土地意识

嬗变为切入点，揭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内在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生计方式与土地意识的理论

（一）生计概念与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力。

有关生计的定义，学界并未形成统一而明确的界定。Chambers•Conway 提出，生计就是谋生的方式，它建立在能力、资产和

活动基础之上
[1]
。Carney•D认为，生计是包括能力、资产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

[2]
。李劼认为，生计类似于谋生，生计

方式类似于民间的“过日子”，其实质是指维持生存的手段
[3]
。总体来讲，从生计多样性角度展开研究的学者认为，生计包括资

产（包括自然、社会与金融资本等）、行动和资产获取的途径
[4]
；从生计可持续角度展开研究的学者认为，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

能力、资产以及行动组成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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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力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该动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的推动。快速发

展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不仅从空间上逐渐模糊了城乡的边界，形成城乡结合部，使得城乡居民的交流互动变得更为频繁，农民

生计观念发生改变；而且城镇化建设过程带动了劳务、交通、住宿、餐饮、建材等若干就业，而就业的主力是农民。此夕卜，

城镇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瞄准商机“下乡”，农村的特色种植养殖、旅游开发等领域不断吸收社会各界的生产要素资源，

农村生计环境发生改变。二是乡村要素裂变产生的拉动。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提髙，城镇居民的休闲、旅游、度假等精神需求

大幅度提升，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对养生养老的需求让农村清新的空气、无公害的蔬菜、优质的自然风光成为了生计要素。由

此催生了农村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商贸物流等行业，促使农民由传统生计向现代生计转型（图 1）

图 1 农民生计方式的变迁动力

（二）土地意识及其与农民生计方式的关系。

“土地意识”早期主要出现在文学之中，被用来描述农民的土地情结，如薇拉•凯瑟在《啊，拓荒者！》中多次流露出农民

的土地伦理意识。王伟认为，土地意识就是对土地的依存、珍视、迷恋的情感以及认知系统
[6]
。陈胜祥认为，土地意识可理解为

农民关于土地及其产权和制度的态度，包括农民的土地情结、土地所有权意识、土地其他权利意识、土地保护意识等
[7]
。徐贵将

土地意识、小农意识和乡土意识进行了对比，认为土地意识将土地作为社会地位和财富资源的象征，小农意识是将土地作为生

活的基本保障，乡土意识是将土地作为精神家园和情感寄托
[8]
。夏金凤认为，土地情感、土地认知和行为倾向构成了土地意的主

要内容，土地情感主要指土地相关体验和主观感受，土地认知指土地实践中的相关知识，行为倾向指土地相关的利益计算与权

利意识
[9]
。李保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土地意识变迁呈现三个阶段，一是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公平私有”意识；

二是农村集体化时期，属于土地归属不清和产权模糊时期；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平均地权”意识
[10]
。康来云将 1978

年以来农民土地意识划分为唤醒期、迷茫期、低谷期以及提升期四个阶段
[11]
。

图 2 农民生计方式与土地意识嬗变的关系

笔者认为，土地意识的嬗变与农民生计方式的转型密不可分。从时间维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土地意识变迁呈

现阶段性的特征。第一阶段是土地意识的强化阶段。时间跨度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实施以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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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农民的生产热情高涨，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农民生计方式以农业耕种为主，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的土地意识十分强

烈。这种强烈的土地意识反过来又巩固了农民的传统农耕生计方式。很长一段时期里，不事农耕、不做农活的人被视为游手好

闲，不务正业。第二阶段是土地意识淡化阶段。20世纪 90年代以后至 2000年左右，农村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逐步暴露其弊端，

同时随着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先进生产力的普及，农村开始出现闲置劳动力，农民生计意识开始出现从解决温饱向发家致

富转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从一人一户向整村外出转变，大批的农村劳动力移出农村，成为城市打工者。这一时期，农民的

土地意识逐步弱化，兼业农民成为主流，纯粹从事农耕的农民被认为没有本事，农村土地撂荒在这段时期也较为严重。这种情

况影响了年轻一代，“80后”和“90后”基本不会农耕技术，也没有从事农耕的意愿，农民生计意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阶段

是土地产权意识加强阶段。2000 年以后，农村土地流转如火如荼，高速公路、铁路建设、城镇化建设等需要大量的土地，农民

开始意识到土地的资产价值，这段时期，农村土地私自流转，租借、售卖屡见不鲜，农民的土地产权意识和权利意识强化。

从农民生计方式与土地意识嬗变的关系来看，在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时期，农耕文化传承顺其自然，农民的土地情感和认

知都很强，农民生计方式单一，生计观念基本不变。在务工为主要生计方式时期，农耕人数减少，人员结构以中老年为主，农

耕意识、土地情感、土地认知弱化，农民生计方式开始转型，农村生计方式呈现多元化。近 10年来，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

新农人回归乡村，农业种植大户、乡村旅游、农村商贸物流产业开始兴起，农村生产要素开始出现裂变，土地本身的生产属性

减弱，土地的其他权益属性增强，农民的土地意识转变为土地的权益意识和资产意识。这种意识对农民生计方式转型带来了巨

大推动（图 2）。

二、穿青人生计方式特征与土地意识的嬗变

穿青人信奉五显神，崇拜山魈，享受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目前总人口约 70万，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纳雍、织金等县。长期以

来，该地区经济发展明显低于国家和贵州的平均水平，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学界有关穿青人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从族群、文化、历史等角度来进行探索。研究穿青人生计方式和土地意识的文献很少，

李裕林系统分析了穿青人的文化问题，其中手工工艺部分涉及历史时期穿青人的生计方式问题
[12]
。织金县政协编辑的《穿青人

历史与文化》在论述穿青人社会经济发展部分涉及到穿青人的生计问题
[13]
。总的来说，穿青人农民生计方式和土地意识问题未

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穿青人生计方式与土地意识。

笔者对贵州织金、纳雍等地穿青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发放问卷调查 23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90 份，深度访谈 40

多人。调查表明，穿青人生计方式主要分为四种：打工为主型、农耕为主型、经商为主型、手艺为主型。从生计收入方面看，

打工为主型家庭年均收入为 5.8 万元；农耕为主型家庭年均收入为 2.5 万元；经商为主型家庭年均收入为 6.7 万元；手艺为主

型家庭年均收入为 5.4 万元。相比而言，经商型和打工型家庭收入最高，农耕型家庭最低。从土地意识看，大部分穿青人的乡

土意识比较浓，比如在问到“致富后是否愿意在城市安家”时，有 176 人持否定态度，其中常年外出打工的 65 人中，有 10.7%

的人愿意留在城市；农耕为主的 110 人中，有 4.5%的人认为，如果富裕了，愿意去城市生活；经商为主的 10人中，有 2人认为

住在城市便于经商，可能会生活在城市；手艺为主的 5人中，没有人提出想生活在城市（可能因为数据样本较少）。在回答“收

入提高后最大愿望是什么”时，190 人中，有 58.9%的人提出想修缮自家的房子，或者重盖小洋楼；想在省城或县城购买商品房

的占 13.2%；想“改善物质条件，教育好子女”的占 11.1%；其他回答的 16.8%。被问到“如果以后脱离农耕生产之后，打算如

何处置自家土地”时，55.3%的人回答“让亲戚、邻居代种”；18.9%的人回答“有合适的价格就卖给人家”；6.8%的人回答“没

人耕种只能抛荒，但不愿白送人”；18.9%回答“没想好、或等待政府开发占地”（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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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穿青人农民生计方式与土地意识

生计类型 调查人数 家庭年收入情况
致富后愿在城市

安家的人数

收入提尚后

最大愿望

脱离农耕后如何

处置自家土地

打工为主：在

广东、福 建、

贵阳等地从

事建筑、搬

运、餐饮服务

等工作。

65

3万以下 2户；3-5

万 35户；5-7万 22

户；7万以上 7户。

平均 5.8万。

7人，占 10.7%。

A“修繕房屋或重 修小洋

楼”，112人，占 58.9%；

B “在省城或县城买 商

品房”，25人，占 13.2%；

C“改善物质条件，教育

好子女”，21人，占

11.1%；D “孝敬父母、

做点 小生意、还没有想

好”等 32人，占 16.8%。

A“让亲戚、邻居代

种”，105人，占 55.3%；  

B“有合适的价格就卖

给人家”，36人，占

18.9%；C“没人耕种就

抛荒，但不愿白送

人”，13 人，6.8%；D 

“没有想好、等待政府

开发占地”等，36人，

占 18.9%。

农耕为主：从

事玉米、水

稻、洋芋等种

植以及猪、

鸡等散养。

110

2万以下 52户；

2-3万 43户；3万

以上 15户。平均

2.5 万元。

5人，占 4.5%。

经商为主：在

城镇、乡村

从事屠宰、山

货贩卖、运  

输等。

10

3-5万 2户；5-7万

4户；7-10万 4户。

平均 6.7万。

2人，占 20%。

手艺为主：从

事泥水匠、

木匠、石匠、

陶瓷、刺 绣

等。

5

3万以下 1人；3-5

万 2人；5-7万 2

人。平均 5.4万

无

（二）穿青人生计方式与土地意识的特征。

1.务工：赚钱修屋。穿青人大批外出务工出现在 20世纪 90年代末，尤其是 2000年以后，在省内贵阳、云南、广东、福建

等地从事建筑、搬运、餐饮服务、装修等行业的穿青人开始增加。穿青人勤劳能吃苦，省吃俭用，积攒收入的最大愿望是回家

修缮房屋，把自家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笔者在纳雍县、织金县以及贵阳等地深度访谈穿青人务工人员约 30人，发现穿青人面子

观念比较重，尤其热衷于赚钱修屋。当收入积攒到 10 万元以上时，85%的人希望再打几年工就回家修新房子。当收入积攒到 20

万元以上时，63%的人选择到县城或镇上购买商品房。此外，从穿青人农村的走访来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房屋、小洋楼基本

上属于经商型和打工型家庭，而农耕型家庭一般以砖瓦房和土坯房为主。

2.农耕：生活清苦。穿青人种植的农作物既有水稻、玉米、洋芋等粮食作物，也有茶叶、烤烟、金银花，核桃等经济作物，

并且多数家庭有饲养牛、羊、鸡、鸭的习惯。农耕留守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生活清苦。如一户陈姓家庭，上有父母常年有病吃

药，夫妻两人 40多岁，下有 3个子女，大女儿读大学，二女儿在广东外出务工，小儿子读初中，夫妻俩依靠 5亩土地（加上代

种和开荒可能超过 5亩），每年产约 1万斤土豆，产约 0.5万斤玉米，养鸡鸭 30余只，除去成本，每年净赚约 0.5万元。此外，

丈夫闲时在纳雍县城打工，每年能收入约 1 万元，二女儿每年能寄回 0.5 万元，家庭总收入约 2 万元。支出部分，两个小孩的

学费和生活费每年约 1.9 万，父母看病需要约 0.6 万元（除去农村医保部分），一家人日常生活开销 0.2 万元，人情送礼 0.2

万元，每年开支约 2.9 万元，每年欠债 0.9 万元。这种人不敷出的情况在穿青农村家庭并不少见，但他们骨子里仍然有股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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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乡土情，当被问到“是否想出去打工，改变现状”时，往往回答“没有什么技术，出去也做不了什么”、“上有老，下有

小，出不去，年纪大了，也不想出去折腾了”。

3.经商：不离乡土。“穿青人善经商，经商的也不少，但大款没得。”一位穿青老者如是说。调查中发现，10 户经商户中

有 2户在城镇购买了商品房，同时也在农村有宅基地和砖瓦房，平时两头都住，自家的土地仍然还在耕种，只是交通条件不好、

贫瘠的土地让给亲戚耕种。有一 9 口之家的勾姓家庭，男主人从事过土鸡贩卖、水泥销售、大豆贩卖等行当，近几年以屠宰和

贩卖生猪、零售猪肉为营生，女主人从事传统农业耕作，闲时帮忙照料生意。儿女 7个，其中工作 1人，大学生 2人，初高中 3

人，小学 1 人。每年用于小孩教育和生活费用支出超过 4 万元，人情、抽烟、油盐米醋茶等生活支出约 2 万元，合计支出达 6

万元。男主人经商每年收入 8-10 万元，女主人从事农业耕种和养殖收入 0.5-1 万元，家庭总计收入约 9 万元，全年能盈余 2-3

万元。另一陈姓建筑包工头，常年在织金、纳雍等地从事建筑工程承包，年成好时收入达 10-15 万，不好时收入 4-5 万。他在

纳雍县城有商品房，在农村也修了小洋楼。由此可见，经商农民生活条件要明显好于其他类型，但穿青人经商，多数小富即安，

离土不离乡。

4.做手艺：农艺兼顾。穿青地区是手工技艺的富集区。据调查，穿青地区主要有以下六类手工技艺。一是刺绣类，穿青妇

女擅长在头巾、布鞋、衣领、袖口等上面绣各种花纹图案；二是草鞋类，穿青人历史上不仅自用草鞋，也用于市场交易，但如

今编织草鞋和穿草鞋已经明显减少了；三是竹编类，穿青人生活中常用竹编类工具，偶尔也在市场上销售，但以自用为主，交

易量很小；四是木工，穿青木匠会打桶、制柜、抠瓢等木工技艺，制作水平较高；五是泥瓦工，早期穿青人精于土筑墙建造工

艺，近年来，土筑墙建筑越来越少，现代建筑越来越多，部分泥水工匠也在转型，学习现代房屋的泥水工艺技巧。六是砂陶工，

穿青人地区有悠久的砂陶工艺历史，如今仍然在传承和发扬，如织金县以那镇沙田村的砂陶产品省内外闻名，砂陶匠人以此为

生计，每年可创收 0.5-0.8万元。总体上，穿青人的手艺更多是文化传承、生产自用，只有部分人以此为辅助生计，补贴家用。

即便是以此为生计的匠人，也没有放弃农耕生产，仍然是两者兼顾，忙时农耕，闲时以手工技艺补贴家用。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穿青地区农民的生计方式已经呈现多元化，但仍以农耕生计方式为主，打工生计方式已经改变了穿青人的传统

生计格局，经商型生计和手艺型生计方式还不是主流。穿青人土地意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都市文化的冲击，以及自身观

念改变，经商型生计群体和外出务工群体的乡土意识变弱了，在条件允许时，愿意离开农村的人数比例达到 7.4%。对土地的认

知也发生了改变，从事农业耕作的人数在减少，从事农耕人员的年龄在变大，脱离农耕的愿望更强了；同时，对土地的权益意

识加强了。

穿青地区农民生计方式转型与土地意识嬗变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山雨欲来风满楼”，西部地

区农民的生计方式和农村土地流转将何去何从？文化涵化理论认为，一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交流过程中，会产生变迁，

形成新的文化适应和变异。农村社会变迁是永恒的主题，只有快慢的不同。就西部地区而言，除了城市文化的涵化作用之外，

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一是包括空间、文化、观念在内的快速城镇化的推进，引起了农民土地意识的根

本性变化，经济理性取代了感性，现代生活打开了传统社会的“大门”；二是乡村要素禀赋的裂变和逆转。数年后，乡村可能

不再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乡巴佬”也不再是农民的陋称，现代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越高，乡村的生态环境、绿色食物和乡

土文化变得越发珍贵，“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将不再是一种记忆，而是一种优雅而文明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

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在若干年后有可能会呈现另一番景象。

一是新型农民生计方式的形成。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乡土的才是珍贵的，西部民族地区具有天然的气候生态条件和优质的

乡村旅游资源，不论是休闲度假、避暑养生，还是周末农家民俗旅游等，都具有发展潜力。近年来，每年夏天重庆有超过 5 万

人赶往贵州、云南、湖北利川等地方避暑度假，城市居民周末下乡住别墅、自驾游也已成为一种时尚。因此，通过加强乡村道

路建设提高通达度，通过娱乐设施、互联网等建设提高乡村生活品质，进而推动农村离土不离乡的旅游就业，带动农产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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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的商品化，从而带动土地附加经济价值的增加，增强农民的乡土自豪感，形成“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农耕农民本土就业、

手艺农民旅游兴业、经商农民振兴家业”的新型农民生计方式，它将成为一种可能。

二是新型土地意识的产生。当今，安全食品、绿色食品已经成为奢侈品，而农村自家肥种植出来的农产品、自家院子养出

来的鸡鸭更是成为了珍品。“小锅菜”比“大锅菜”香，农业规模化生产代替不了传统小户农业，过去三十年里，“不施化肥，

不打农药，不用激素”的原生态农产品从普通产品到几乎绝迹，如今又变成了珍贵食品，在这个回归的过程中，伴随新型职业

农民的出现、新农人的出现、原生态农庄的出现，农民的土地意识从抛荒、卖地、代耕到新型农耕意识的回归将成为一种可能。

三是城乡居民优越感反转。城乡居民的身份是历史形成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农民向往城市生活，追求城市户口。这种

局面在发达地区已经被打破，农村居民购买商品房即可获得城市户口，但农民不愿意了，城市居民想购买乡村土地修房建别墅，

但被拒绝了，这意味着乡村的资源禀赋开始出现了裂变。随着西部地区农户收入的增加，尤其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小汽车和

互联网在农村普及以后，农民既可以享受乡村优质的生态环境、绿色食品和淳朴的乡土文化，也可以享受城市的现代医疗条件

和信息交往需求。如果城乡居民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出现了反转，那城乡居民优越感逆转就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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