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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不合理消费行为及对策

——以武汉市为例
1

任利红，耿相魁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当前，我国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农民的不合理消费问题也日趋严重。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农

民不合理消费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为树立农民的合理消费观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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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迅速，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量非常大，由于城镇中心的土地征用和重建的成本过高，而农

村土地面积广，农村房屋较少，人口分散，土地征用成本低。因此城市开发者开始将眼光投向城市周围的乡镇农村，很多地方

政府每年都在不断加大对农村征地量和农村房屋拆迁的速度。在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失地农民在得到拆迁补偿后，由于农村群

体的综合能力不足缺乏劳动技能以帮助农民在城市中就业，并且农民突然获得的大量拆迁补偿金额，缺少正确的投资渠道和理

财观念，不懂得如何最优化分配自己手中的拆迁款，致使很多失地农民表现出短视的盲目消费行为。类似“拆二代炫富”等新

闻经常可见报道，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对于保障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因此本文以武汉市内已经被城镇化的农村作为调查对象，

对汉阳区、洪山区和东西湖区开展问卷调查及访谈，针对这三个区域村中的村民进行消费调查及访谈。共发放问卷 300 份（平

均每个区 100份），回收有效问卷 273份，有效回收率为 91%。

1、城镇化农村农民消费情况分析

本文在设计城镇化农村农民消费调查表中，结合实际生活中可能涉及的消费项目进行设计，分别是日常饮食、房产、学习、

娱乐、交通、人情、服饰、医疗保健、子女教育、嫁娶和其他。调查人群中，男性为 135人，女性为 138人，年龄范围为：25~60

岁，已婚人数为 150人，未婚人数为 57人，离异人数为 66人，已婚已育人数为 210人。结果如下表 1：

从上述表格中了解村民每年消费情况，按照消费金额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婚嫁、服饰、日常饮食、子女教育、人情往来、

医疗保健、娱乐、房产、交通。从金额消费中可以看出婚嫁所需的费用是最高的，其次是服饰和日常饮食。

2、城镇化农村农民群体不合理消费行为表现

针对上述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化农村农民群体不合理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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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平均每年村民消费统计/元

项目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日常饮食 273 14000 120000

房产 273 0 14000

学习 273 0 1800

娱乐 273 6000 24000

交通 273 1200 6000

人情 273 6000 60000

服饰 273 6000 120000

医疗保健 273 0 60000

子女教育 273 0 100000

嫁娶 273 0 1000000

其他 273 0 100000

总计 33200 1605800

2.1嫁娶消费越来越高

过去农村青年结婚流程简单，只要家里有房子，稍加装修以下，给女方几千块礼金或者是购买几件家用电器和家具就可以

办理一场婚礼。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对于婚嫁条件是不断提高，很多新人追求复杂的结婚程序，从恋爱到结婚需要的花

销巨大，特别是在农村，有的地方还要求男方必须拜访女方所有的亲属，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对于婚礼形式的要求也是各

种各样，男方提亲的礼金从几万到几十万都有，甚至还有国外旅行度蜜月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结婚环节都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

特别是城镇化的农村中对于这些特别的讲究，突然获得一大笔的资金，心理上的盲从就表现在消费上的不合理，从调查数据就

可以看出婚嫁金的消费是很大一笔。

2.2攀比消费越发高涨

过去由于经济首先，很多城镇化农村农民生活比较节俭，吃喝都是自己种田，饲养鸡鸭猪等，日常饮食消费花销很小。但

是最近几年，由于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农民手中有了大笔的资金，开始享乐。除了对饮食方面开始讲究，吃进口水果蔬菜，鱼

虾等，在服饰方面大量购买名牌衣服、箱包等，觉得越贵越好。在子女教育方面更是如此，中国国情是一向重视孩子的教育，

因此很多城镇化农村农民在获得拆迁款后，送孩子上国际学校，各种培训班，出国留学等等，甚至互相比较各自的教育花销，

攀比的心态是越发高涨。

2.3人情往来消费变高

礼尚往来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传统，也是很多人情交流的方式。但是发展到今天，人情往来的意义已经被各种名目繁多的人

群消费给曲解了。以往在过年的时候，长辈给予小辈一个小红包表示美好的祝愿，金额大小随意。但是现在很多人把给红包当

做展示自己面子的方式，金额越大面子越大。还有很多人以各种名目办酒席，例如乔迁、周岁、十岁、学业等等，很多人碍于

情面不得不给人情，为了收回自己的人情，又会以同样的名目办理酒席。金钱消费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衡量感情程度的标尺。

其实这些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并不是只存在于城镇化的农村中，对于一些地区的农村也存在上述的不合理消费现象。特别是

一些目前发展比较好的农村，攀比、炫富等不良行为也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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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民群体不合理消费行为分析

3.1农村居民的情感需求缺乏满足

目前很多的农村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村青壮年都进入城镇打工，留守的大多是儿童和年纪较大的老人。在红白喜事、

过节的时候很多外出打工的人就会回家，这是他们交流沟通的平台，同时也填补了农村公共空间的空缺。农民的情感需求就是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因此很多农民都热衷于办理各种红白喜事，很多农民都会参与到这些人群往来中。这些人情往来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外出务工人员的生活压力和焦虑的心态。

3.2农村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的亲属关系比较复杂，因此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亲属之间存在“熟人效应”和“攀比”的现象。这些不合理的消费

心态非常普遍，对于农村中富裕者的消费水平会成为一个村的谈论话题，其他的农民在消费的时候往往会以髙消费水平作为标

准。特别是婚嫁方面，如果有村民购买了品牌的电器或者是获得男方高额的彩礼，其他村民就会以此作为消费标准。

3.3农村文化建设落后

农村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很多农民闲赋在家的时候就会赌博。很多农村没有图书馆、电影院、游乐场。娱乐设施非常匮

乏，加上如今的农村人口大多分布较散，且大部分人都外出打工，农村老龄化非常严重。

3.4商品经济意识侵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社会交际开始变得经济化，一些农村的社交生活都是以金钱为目的，对于富裕的村民村内都

比较吹捧，也乐意频繁进出交际，希望能够可以从中获利；但是对于贫困的村民，很多人都是避开，害怕会被借钱。

3.5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化

虽然国家推行婚姻自主，很多地区农村的落后婚姻关系已经消失，但是对于很多贫穷家庭的农村青年，很难结婚，因此不

得不付出高额的代价来获得婚姻，例如负债给女方彩礼，同时很多农村的老人还是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因此也愿意用自己的

女儿来换取高价的彩礼，留作自己的儿子结婚的资金筹备。

3.6封建迷信思想盛行

现代科技发展飞速，但是很多农民对于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和知识都不懂，因此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习惯去询问所谓的神婆

或者是算命先生。这些封建迷信思想活动反映了农民精神文明建设和管理的缺乏，社会上对农民的封建迷信现象关注度较低。

4、改进农民群体不合理消费的对策和建议

4.1加强对农民群体精神文明建设

目前社会对于农民群体的关注越来多，国家对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也很大。很多的乡镇都建设了小型的图书馆和社

区文化馆，帮助农民开展日常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些投入的力度还不够，还有很多农村由于道路等原因

并没有能享受到以上的国家政策福利，因此对这些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还需要考虑不同的帮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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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纠正攀比等不良风气

对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情往来不可能全部取消，但是可以进行正确的引导。当地的村委干部或者是党支部可以起带头

作用，宣传节约的精神风貌。鼓励农民进行节俭的红白喜事，进行正确的购物指导等。可以选取当地比较有名望的老人和妇女

组成红白喜事班，对于村里的红白喜事统一安排，限制农村的婚礼规模和丧事规模。对于违反规定和参与封建迷信的党员干部，

给予严厉的处罚。

4.3发扬农村特色文化

很多农村的特殊文化正在逐渐消失，这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失。对于这些特色的农村文化可以通过电视宣传，旅

游农村等方式，帮助农民丰富自己的生活。例如各地戏曲的发展，对农村儿童的体育教育发展等方式。在帮助农民丰富自己的

日常文化生活中，自然就摈弃了不良风气，同时还能帮助农民进行创收。

4.4培养优良乡风典型事例

培养典型事例对于建立农村优良乡风是很有益处的。农民更相信发生在身边的好人好事，当地政府可以发扬尊老爱幼的思

想，宣传当地的好人好事，对虐童和虐老的现象给予揭露和谴责。培养典型事例，做好宣传推广。可以先建设文化站，奖励做

好事的人，让农民看见好人有好报的实例，鼓励农民之间相互帮助，创造良好的乡风建设环境。

4.5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

教育水平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农民的素质水平。目前，很多农民的教育水平不高，思想上很容易受到不良风气的

影响，对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造成了不利影响。政府可以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可以在目前已经建好的农村文化馆进行针

对性的农民技能培训学习。培养农民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基本技能，实现科学化、规模化的生产，在农民得到利益的同时也认同

国家宣传的科学文化，转变过去的传统文化观念。同时农民赋闲在家的时候会积极到文化馆进行学习，或者有条件的农民可以

在家自己上网学习，也就不会聚众赌博。

4.6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关心

由于外出务工农民长期离家打工，在社会上因为知识水平较低，工资和工作内容受限，同时又认为即使学习了知识也没有

很大的帮助，个人思想上的封闭和社会开放式的思想发生冲击，很容易使农民受到金钱的诱惑产生重利忘义的思想。农民存在

攀比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导致农民在日常的消费中不自觉的参照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当农民回到农村的时候也会把这种

不良的消费思想带回家乡。因此应加强对外出务工农民的生活和工作关怀，成立老乡会，帮助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引导农民正

确的消费观。

5、结 论

在国家发展建设中，农村的物质文化建设已初见成果，但是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尤其是消费观念并没有提高，这种不平衡

会导致农村社会的矛盾激化。关于农村消费问题，需要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这个过程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帮助农民

群体建立合理的消费观，倡导节约精神，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

[参考文献]：



5

[1]郭崇，李晓梅.基于“互联网+”的商贸流通业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7（20）：41-43.

[2]胡帮勇，张兵.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动态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3（01）：34-38+53.

[3]温涛，田纪华，王小华.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异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03）：42-52.

[4]陈利昌，孔晓雯，侯嘉钰，等.广州城郊“农民农”的消费结构与对策分析[J].农业经济，2017（10）：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