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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道义经济行为变迁研究 

——以贵州省马场坪农民工返乡为例 

刘赟
1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投身到打工浪潮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情的双重影响

下,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农民工返乡后导致乡村的商品交易、酒席以及互惠帮工等道义经济行为产生变迁,而

这些变迁一方面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打破了乡村道义“安全第一”以及“回避风险”这两大原则。本

文通过分析农民打工返乡后道义经济行为变迁,思考乡村经济发展中利益经济与道义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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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经济最早是由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提出来的,他认为道德经济是以连续的传统观念为基础的社会规范和义务以及集体

应有的经济功能合在一起。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认为道义经济是基于农民对饥荒的恐惧而产生的一整套关于技术、社会、

道德等的行为模式。钟小鑫认为道义经济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放弃利润最大化。在国内学术界对于道义经

济的研究主要分为对于道义经济理论的思考以及农村土地流转问题。闫丽娟,王瑞芳(2012)通过征地事件分析了底层农民的道义

经济观和在社会转型中人情网络关系向个人契约关系转变的失败。张建雷,王会(2014)指出,“自己人”逻辑和“礼俗”性地租

减少了土地流转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保障了村庄中经济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总的来说,学者们对于道义经济的研究都有各自

独到的见解,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对于受到利益经济冲击后返乡农民工对乡村道义经济变迁研究比较少。本文通过对笔者

家乡农民工返乡后道义经济行为,研究道义经济受市场经济冲击后对于乡村建设的影响以及思考,丰富已有的研究。 

1 马场坪农民外出务工背景 

马场坪中的“马”是地支“子”,因地势较平坦而得名。马场坪隶属于古苗疆走廊交通要道福泉,位于京滇古驿道上。有汉、

苗、布依、侗、彝、水等 25 个民族。其中除了对家坡和王家坡是苗族聚集村寨外,其他地区大多是多民族混合居住。马场坪打

工浪潮的兴起除了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位置以外,还得益于大量的磷矿。1990年 11月 1日,世界最大的磷矿厂经国务院批准建在

马场坪,马场坪还兴办了编织货、汽车修理、建材等行业以及各种乡镇企业。这些工厂的兴建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使得部分

农民失去了土地,因此打工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市场经济的冲击及农民工回乡后带来的新思想和高物质生活,使得更多的农民

选择了外出务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落叶归根”,无论在外获取多大的利益,农民工们的内心并没有归属感。偌大的城市中他

们只是外来者,他们的家在乡村。乡村中的农民由于外出务工,受到外面文化的影响和涵化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冲击,回乡

后其传统道义经济行为也产生了变化。 

2 农民工返乡后乡村道义经济行为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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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外出务工后传统小农经济意识受到冲击,现代化经济意识得到提升,使得传统的道义经济发生了改变。 

2.1商品交易行为的变迁 

商品交易中传统的赊账,一般是在买主与卖主有亲戚、血缘关系基础,或者是卖主朋友圈中熟识的人,卖家才会允许买主赊账,

但是这样的道义经济圈较小。农民工返乡后赊账从传统的先建关系再赊账变为了先赊账再建关系。这样的行为方式为返乡的农

民工购物提供了便利,促进了马场坪各民族间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形成了一个大的道义经济交流圈,不但满足

买主与卖主各自的需求,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情互惠网络。 

赊账的村民与商家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好客的买主在办酒席的时候也会邀请商家,商家的到来加强了买主与商家的关系。由

于道义的关系买主将有相关需求的亲朋好友带到商家这里,照顾商家的生意。同样,商家也是农民在街上的熟人,当农民需要买其

他物品的时候,会找到商家。而商家根据买主的需求将他介绍给自己熟识的店家。因此也就形成了情感上以及经济上的互惠,扩

大了道义经济网络,使得更多的人到这个网络中来。农民工返乡后的商品交易中道义经济的变迁扩大了同一道义经济互惠圈,使

得更多的人得到情感以及经济的互惠,从而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2.2酒席行为的变迁 

酒席本是乡村经济中一种互惠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过去的传统道义经济中,村民家里要宴请宾客的时候,将全村的桌凳、锅碗

瓢盆全都借过来,还请村子里的人帮忙煮菜做饭招呼客人。因此,在乡村办酒非常热闹,一般都要吃三天左右,促进了村民们情感

上的交流。酒席中传统的送礼一般是送面条、米、肉、白糖,为主人家的酒席提供物质上的支持,有钱的也可以送钱,给予经济上

的支持,但这也是少数的。村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互惠互利,相互帮忙。 

农民工返乡后,酒席模式也就变了。大量劳动力的外出,使乡村酒席找不到人帮忙,于是出现了代办酒席的群体,他们包揽了

租借酒席需要一系列相应物品和做菜,称为“万帮”。宾客们则通过麻将、扑克等一系列娱乐活动交流感情。在送礼上,人们直

接送钱。它不同于之前亲朋好友送物资对于酒席的支持,而是通过送钱来对主人家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与帮助。无论是乔迁还是红

白喜事,都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大部分村民因此欠下一些款项,而收的礼钱,正好可以还了这些账。农民工返乡后酒席道义经济的

变迁扩大了乡村村民间相互支持的范围。 

2.3乡村帮工行为变迁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命脉,而粮食的种植与收成又受到时节与天气的影响,因此就存在了村民间的相互帮工。记得小时候,读初

中的大表哥带了四个同学回家,把大舅家和外婆家的稻子收完以后,他一个星期没有回家,后来听舅妈说他去帮同学家收米去了。

上初中时,我们班里也有很多同学这样相互帮忙。由此可见,我国农民之间相互帮工互惠的道义经济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它不同于

经济学中的追求利益最大化。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大部分农民家里仅留下了老弱妇孺,有的连妇女也出去打工了。而土

地作为农民的生命之源,部分农民工虽然离家务工,但家里的土地也仍然种上了庄稼,农忙时节田土间的劳作就只能通过花钱请

人来帮忙完成。帮工这一道义经济的变迁不仅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压力,同时也促进了乡村经济的流通与发展。 

总的来说,农民工外出务工后返乡带回来的一些新思想以及经济意识使得乡村中的道义经济也随之变迁,从而从某些方面促

进了乡村的经济发展。但是也正是由于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影响,导致乡村道义经济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3 问题与思考 

由于受到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以及利益经济的熏陶,返乡农民工在乡村道义经济的行为中也存在许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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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后,利用道义经济的行为获取了自己的利益以后,不但不做出回报,还存在拖

账、赖账等行为。除此之外,还通过酒席这一经济扶持的道义经济来谋取私利。许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借口办酒席,想从中获取

利益,却增加了被邀人的经济负担。久而久之,酒席中的道义经济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在帮工道义经济中部分农民工由于出了钱,就感觉高人一等,对前来帮工的村民指手画脚,不尊重人,过分压榨别人的劳动力,

觉得别人的帮忙是理所应当,没有感激之情。导致亲近的人越来越少,乡村的人情味也越来越淡。 

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利益经济的影响,使得道义经济失去了原有的互惠与相互扶持。部分农民工更多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对家中父母一味地索取。当父母干不了活后,却不愿意赡养父母,自己住着小洋房,却看着父母住在黑漆漆的老房子里。兄

弟姐妹之间窝里斗,害怕自己吃一点亏,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总的来说,返乡农民工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以及利益经济的双重影响。使得道义经济行为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异变。这些异变

也对乡村建设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3.2思考 

道义经济主要是基于“安全一”和“回避风险”两大原则的集体互惠,它为乡村这一共同体中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

符合人们的基本生存安全价值观,而返乡农民工回乡后道义经济行为的异变,却打破了“安全第一”以及“回避风险”这两大原

则。返乡农民工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影响下,一方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却又害怕风险。因此他们在返乡后的经济行为

中利用道义经济的互惠性以及“回避风险”的原则来获取利益,将风险转移到他人身上。部分村民的赖账行为以及办酒席获利后

断联系等行为,都体现了返乡农民工回乡后道义经济异变对乡村的安全以及风险回避的破坏。返乡农民工道义经济行为的异变,

是农民工快速适应以及接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变所产生的弊端。而这些弊端瓦解了乡村道义经

济的中互惠、互助等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人性变得冷漠。乡村建设失去向心力,则会走向衰落。因此,解决和处理

好乡村道义经济行为的异变,就显得尤为重要。 

4 总结 

通过对贵州马场坪返乡农民工对道义经济行为变迁的研究,可以看出利益经济与道义经济在乡村经济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以及道义经济行为的变迁对于民族团结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农民工外出务工后经济意识的提高对于乡村道义经济来说是把

双刃剑。我们需要辩证地来看待和处理它,不能一味地批叛也不能一味地推崇。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

地处理和解决问题,促进乡村道义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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