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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层次理论与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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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低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后会产生较高层
次的需要，而相对最迫切的需要会成为激励人行为的动因。在新农村建设中，为了更
好的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举措应以调查、研究农民需要为
切入点，准确把握农民需要，并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适时调整，以实现城乡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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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 rac t：      Human need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levels from low to high， and 
the needs of high- levels will  be emerged after the needs of low- level are satisfied.  
The most pressing needs will  be the driving force for inspiring actio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udy the needs of farmers as the start ing point to build the 
new countryside， accurately   grasp the needs of  farmers and adjust  i ts  act ions on 
local conditions， on people， in good time， so as  to  achieve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  

     Key  words：      Hierarchy of  Need； Building of the New Countryside；
Government actions  

      

要做到以人为本，需以发现并了解人性为出发点，尊重并激励善良的人性，创造并实
现完美人生，进而才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调查研究农民的需要，从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入手进行新农
村建设，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各项政策才能对农民具有持续的激励作用。因而研
究农民需要应成为政府行为的切入点。  

   一、对需要层次理论的解析   

1、需要层次理论的基本含义。心理学认为，需要是人的一种主观状态，是个体在生存
过程中对既缺乏又渴望得到的事物的一种心理反应活动，引起个体需要的事物应具备
两个条件：缺乏性和渴望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要，这
些需要按照优先次序可以排列成金字塔式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
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  

生理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需要，如对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的需要，
它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强大动力，是最强烈的、最低层次的需要。在我国农村仍然有许
多农民不能满足这些最基本的生理需要。  

安全的需要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职业安全、希望免遭痛苦、疾病、灾难、威
胁等的需要。它比生理需要高一级，当生理需要得到适当满足后，安全需要将走出幕
后，成为希望得到保障的需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就是满足人们安全
需要、规避风险的很好形式，然而在这些方面我国农村欠缺严重。社交的需要也叫爱
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个人渴望得到家庭、朋友、同事、团体的关怀和爱护，是对友
谊、爱情、信任、温暖的需要。它位于安全需要之上，是与前两者相比，更细微、更
深刻，更难以把握。当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影响人的精神状况，情绪低落。
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向往传统乡村式的纯朴的亲密关系，这也是我们力求建立温
馨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重要原因之一。  

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和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即自尊与他尊。一
方面对自身实力与能力的认可和良好感觉，是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体现。另一方面希望
得到外界按照自我感觉的形象的认可和接受，受到外界的注意、赏识与尊重。在赢得
外界尊重的同时，内心得到满足，从而神清气爽、积极热情，否则会感到沮丧、情绪
消沉。因此，尊重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就会产生推动力，需要一旦转化成
为推动力，就会使人产生持久的热情与动力。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进而实现理想与抱负
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有自我实现需要的人，能全身心地体验生活、忘我的工
作，并且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一种创作。2、对需要层次理论的深层解析。需要层次
是一个相对的金字塔，不管是否意识到，人都潜藏着这五种需要。但在不同的社会文
化背景下，基本需要的形式不尽相同，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对各种需要的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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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程度也不同。只有人最迫切的需要才能成为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动因和动力。  

一个人并不是在一种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之后才产生较高层次的需要，而是某一层次的
需要得到适当满足或相对满足后，其需要的重点就会发生转移，较高层次的需要缓慢
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对人的激励作用也开始由弱变强，当它发展成为人的迫切需要
时，就成为激励人行动的主导因素了。  

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与重叠，较高层次需要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低层次需要的
消失，而是依然存在，只是对激励的影响程度减弱而已。如果外部环境发生突变也可
能再转变为迫切需要。  

无论是低层次的需要还是较高层次的需要，无论是物质的需要还是精神的需要，它们
都是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发展生产一起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低层
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变得清晰，进而发展成迫切需要，而高层
次的需要反过来又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二、需要层次理论对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举措的启示   

1、以农民需要为导向，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新时期的工作重
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农民处于主体地位，所以政府首先要
了解农民的需要，准确把握农民的迫切需要，以此为切入点展开新农村建设，才能充
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农民主体的作用。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发展水平不
同，发展速度各异，当前各地农民所处的需要层次不同，因而政府的各种政策应因地
制宜。  

2、树立动态发展的理念，因时制宜。以发展的眼光，密切关注农民需要的变动与发
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引导农民的需要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3、因人制宜，建设特色新农村。第一，农民的需要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只是需
要的迫切程度不同，即有的需要是现实需要，有的需要是潜在需要。一旦条件具备，
潜在需要会转化为现实需要。第二，不同层次需要的具体满足物不同，即便是同一层
次的需要，不同的人所需具体满足物也不尽相同。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尊重农民的风俗
习惯，并加以正确引导。  

4、以系统观念为指导，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的整体发展。农村是个综合系统，
社会、经济、自然等各因素交织在一起，通过满足农民需要，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
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性；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
达到合理、高效率的利用资源；通过多目标协同，促进农村的整体发展。  

   三、调查、研究农民的需要——新农村建设中各地政府举措的切入点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农民的需要层
次也就各异；即便是处于同一层次需要，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具体内容也会存在着差
异。因而各地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所采取的行为不能一刀切，应以本地农民的实际需
要为切入点。为此提出以下准确把握当前农民需要的基本方法：1、情报联络网调查
法。以各自然村为基点，自下而上建立快捷、畅通的情报联络网络，将搜集农民需要
层次与具体需求资料的工作与农民直接相联。由于涉及的范围广，能直接获取大量、
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2、长期跟踪调查法。长期跟踪调查法也叫固定样本调查法，是
指按照一定的方式（通常按比例）从农户总体中确定样本农户，对其进行长期持续的
跟踪调查。这样可以获得持续、系统、可靠的原始资料，重要的是可以对农户的生产
生活进行长期的、动态的观察，对农户的需要及其变动有着准确地把握。  

3、问卷调查法。针对调查目的拟定问答题目或调查表，由调查人员深入农户进行调
查，并当场记录被调查者的回答，并对答卷进行分析、综合和推断。  

4、面谈访问法。调查人员通过与农民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提问，甚至是讨论等方式来
获得有关的信息。因为这种方法是调查人员能当面听取农民的意见，并能直接观察其
反应，所以搜集到的信息较全面、深刻、真实。  

5、专家意见法。在新农村建设中，相关专家即不代表起主导作用的政府，也不代表处
于主体地位的农民，因而更能客观的对农民需要状况做出判断。并能凭借其深厚的理
论知识对农民需要状况进行科学分析和预测。  

   四、对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举措的几点建议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满足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农民最迫切的需要通常就是农民因
有缺乏感而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也就是缺乏型需要。首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农民的需要不尽相同。政府应因地制宜，深入研究当地农民的状况，准确判断农
民的需要层次。其次，调查并准确把握农民自身的要求，即满足农民需要的具体满足
物。以此为目标激励并发挥农民的积极性。第三，贫困地区的农民，低层次的生理需
要和安全需要最迫切，因而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带领农民发展生产，脱贫致富。

 

2、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满足农民较高层次需要。当农民的生活走出温饱达到较高水
平时，良好的农村环境的构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对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科学文化、道德风尚、精神文明等健康向上的活动需要会越来
越明显和迫切。而软硬环境的建设同步进行，才能逐步构建起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所以，当农民较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后，政府的引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宣
传、教育等方式，帮助农民克服小富即安的思想，避免农民的需要在较低层次停滞不
前，避免农民的需要偏向不健康的方向。通过先进地区的示范作用，引导农民需要不
断向更高层次发展。这种在政府有意识的引导、规范下、在先进地区的示范下所产生
的需要属于引导型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作用，在物质和精神两方



面逐步培养农民向着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发展。从长远来看，教育农民增强法制意识、
自我保护意识、参政议政意识、行使自身权利的意识，使农民的需要向着更高层次发
展。这些需要可以称之为发展型需要。  

不论农民的需要处于何种层次，不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都离不开物质的支
持。发展生产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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