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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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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型  

 

周国文 

 

 

[内容提要] 农村青年是中国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缘于城乡二

元分化——农村与城市的结构性矛盾、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困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社会城市

化进程的波涛汹涌，都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造成了迈向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青年的尴尬境遇。为了生

存的突围，当社会流动成了现代中国农村青年的一种基本选择，他们的职业取向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可

能。因应农业产业化与商品化发展与乡村社会的转型，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积极掌握文化知识与科学技

术；在健全价值观的塑造上以草根生活的生命底蕴、立足基层的时代呼唤、不懈努力的人生乐章，体现

出平凡生活中的伟大情操。 

[关键词] 农村青年，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社会流动，乡村转型。 

 

 

本文中所谓的农村青年，是出身、成长于中国乡村地域的青年农民。尽管他们中的很大一部份人在

土地上从事着传统的农业劳动，但他们中一部份有能力、有志向的青年农民在其职业发展意向上并不天

然地选择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因此对农村青年的界分是从地域角度来进行的，而不是以职

业角度来划分的。那么本文主要考察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乡村转型背景下，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现实

状态、发展路径与价值选择。 

 

一、缘自土地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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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尴尬境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但是目前农业劳

动力数量仍占劳动力总量比重的百分之五十；与此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数量相

当庞大。据权威统计：“中国现有农业劳动力4.7亿，耕地总面积为19亿亩，按每亩需要1人耕作计算，

农业只需1.9亿农业劳动力，加上乡镇企业吸纳的1.3亿农业劳动力，共有3 .2亿农业劳动力得到了充分

利用，因而我国目前至少仍然尚有数量高达1.5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其他出路。”（钟伟、巴曙

松、赵晓、高辉清：《中国经济：如何造就未来20年繁荣》，载《财经界》2002年第10期） 

中国农村青年的生活从其本然的意义上与土地紧紧连在一起。但现实生活中源于人地关系高度紧

张，他们中的一些人却为了生计谋而逃离了土地。这或许是一种生存的悖论。土地作为农民生于斯、始

于斯的生存资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不足以承载广大农村青年的发展渴望。在乡村转型而带来的社会

流动的滔滔人海中，农村青年的目光与脚步已超越脚下那片传统的土地，成为奔走四方的劳动主力军。

城市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农村青年随着这股大潮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但其中所隐含

的问题却不可逃避。 

1．城乡二元分化——农村与城市的结构性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建国之后的城乡分治政策通过

价格“剪刀差”强制性地从农民手中索取农业剩余来发展重工业。而后的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并且实行“户口登记条例”，现行户籍制度由此确立。城乡二元结构表现为城市——工业——市民和农

村——农业——农民的两大对立格局，前者以后者作为补给线和开发对象。城乡经济在两个相对封闭的

体系内运行，城乡之间的产品实行不等价交换，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农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基

本停滞，经济结构被严重扭曲。 

城乡二元分化是一种典型的差异化格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于悬殊，2000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6280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倍，这种收入差距甚至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城市的富庶繁华与

乡村的贫困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到现在基本上是3个农民的消费相当于1个市民的消费，其特殊的“二

元”景观处于一种对立的局面。马太效应的格局正愈加扩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愈加快速，乡村的经济困

局愈加困难。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既缺乏公平又缺乏效率。它对于农村青年的发

展是一种体制性的束缚。 

社会学界用“断裂社会”一词来描述中国城乡分割下的社会状态。这种“断裂社会”是双重二元结

构叠加混合而成。一种是“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不断地制造城乡之间日益加深的社会鸿沟。一种新

的“二元结构”是——“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过去城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消失，更为

严重的是，它导致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特别是城乡之间，几乎处于不同时代。这种不同时代，甚至具

有两种文明的含义。现在，这两种‘二元结构’正叠加在一起，构成了21世纪的中国必须面对的巨大挑

战。”（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

108页）可见，农村青年在跨越其身份鸿沟的道路选择中，其所面对的城乡差异的历史与现实是相当严重

的。 



2．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困局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征途中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一些落后地区存在着想象

不到的贫困与苦难、想象不到的悲壮与无奈。“截止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数为127627万人，其中乡村

总人口数为79563万人，所占比重为62.34%；全国总就业人数为7302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总就业人数为

36513 万人，所占比重为50.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版，第93、118页）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乃至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群体。但其生存与发展的中国乡村社

会，异常特殊的资源禀赋条件仍是令人忧虑。土地资源高度稀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另外在一些农村

地区黑恶势力当道，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在暗流潜动；而且转轨中的农村社会不能漠视

基本的社会公正问题，围绕身份和财产的制度设计需要在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中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这种资源禀赋与社会情势条件不仅能够说明“三农”问题的实质，而且在主客观条件上说明了乡村

社会困局的源由所在。可见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困局，其实质在于乡村转型的问题。 

乡村社会远离城市中心，资源匮乏、信息闭塞、社会条件恶劣、经济相对落后。因为贫困，农村青

年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只能依靠悟性和本能从父辈的言传身教里获得一些生存技能。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镇则是8899人），高中和

中专起点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

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1页）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大部份农

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

级。大多数农村青年很早就被迫接过父辈无力继续承担的生活重担，靠透支生命和体力以换得延续全家

生命的口粮。与城市青年相比，农村青年的青春非常短暂，早衰是他们的普遍特点。 

乡村原有的自然条件并不尽如人意，加上小农意识的长期影响，乡村转型不仅要实现由传统小农经

济形态向现代农业经济形态的转变，而且还要实现乡村政治发展——由依附型治理结构向契约型治理结

构的转变。但城乡分割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的自然流动，从而限制了生产力要素的合

理配置；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给本来就十

分稀缺的土地带来巨大压力，并且严重地阻碍了农村青年自我发展的步伐，限制了农村青年跨出农门的

选择。 

3．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波涛汹涌 

伴随农村青年眼界与思路的不断打开，乡村转型是青年农民走出困境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以往

“农村”这个字眼往往同闭塞、愚昧、落后相联系。这是长期农耕社会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

此在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中，让农村青年由乡村而城市（乡村城市化），由农民而市民（农民市民化），

这是实现乡村转型的必经途径。据国务院发展中心最新发布的消息：“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将达到6.3

亿。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间，将有3亿人由乡村转移到城镇，转向第二、三产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跨越——当代农村青年报告》[1999-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版，第167页）实现乡村转型的核心环节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而与此同时，留在土地上的

青年农民将会受到市场相对价格信号的引导安排生产、配置资源，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而现代社会城乡距离的缩短与交流的密切，让农村青年不仅仅是通过声像媒介读物，而且是感同身



受地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知道“城市里的空气自由”。耳闻目睹城市生活的便捷化，慢慢地

培养起他们对城市的好感，并使其对城市化进程充满憧憬。一颗跳动着热情的心灵，让他们成为实现乡

村转型的动力人群，并意图有朝一日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城市化使农村青年的城市生活不再只是一种梦想，而把青年农民从对土地的传统的依附中解放出来

成为时代的必然。减少青年农民，转移青年农民，把一些适应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转变为市民，并最终

实现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较为完善的统一的城乡市场经济体系，在那

只“看不见的手”的巧妙指挥下，包括土地、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进行充分的自由流动，在

城市工业与服务业部门的高度扩张和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下，依附于土地的青年农民将会源源不断地被

吸纳到城市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并真正有效地推动城市化进程全面深入。 

 

二、为了生存的突围： 

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社会流动与职业选择 

 

1．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几种人生格局 

农村青年既是变革的弄潮儿，又是风险的承担者、利益的拓荒人。农村青年缘于个人资质禀赋、努

力程度、家庭背景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走向与人生格局，特别是在多样化的职业选择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位置。 

升学是当代中国农村青年“脱下草鞋，换上皮鞋”的主流化选择，也是现代精英社会知识效用的折

射。学而优进城，学而优则仕，以受教育作为人生选择的厚势资源，以知识改变命运的作为换取自己新

生活的资本。这不仅是借助升学，从户籍上改变自己农户的身份；而且是通过大学教育，赢取自己将来

在城市职场上的入场券。从传统中国的科举制，到改革开放之后恢复的高考制度，尽管其形式褒贬不

一，但都为中国广大的农村青年精英创造了一个梦想的阶梯。这是一个开放、平等、流动的通道，也是

一个不断向上晋升的自主通道。读书破万卷，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靠上大学跳出“农门”的唯一出

路，已经由一例例生动的示范成为普遍化的路径选择，体现出替代式社会流动的进步轨道。由此它产生

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也才能借助公正的社会升学机制不断推动社会进步。 

而打工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主要选择。研究显示，目前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农村青年实际上不会少于1.6亿人，占农村劳动力人口4.9亿的32.5%。据称8000万的流动民工中，其主体

都是农村青年。从1978中国改革开放起，城市的现代化的速度加快，当土地不再能满足青年农民的生存

期盼时。不少农村青年成了在农村──城市之间来回流动的“候鸟式”打工者。劳动密集型的城市民

营、私营与合资企业，以及建筑行业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要企业。而还有一些农村女青年则在餐饮、娱

乐、酒店等服务行业就业及从事家政、保姆等工作。另外在城市的街头小店、早市和农贸市场中，也可

以看到许多青年农民的身影。 

“能力强、有资金、会经营管理”的农村青年，投资当老板也是一种选择。在一些经济条件优越、

生活富裕地区，农村青年能人在经济大潮中敢于搏击，勇于冲浪，从创办乡镇企业、投资办厂，到成为

农民企业家、农村致富领头羊，在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领域中一显身手，以一人之富带动



众人致富。1978年我国农村劳动者在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只有2827万，占总数的9.23%；而1996年这一数字

达到13508万，占总数的27.55%。因此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不仅为农村社会的飞越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大量农村青年“离土不离乡”创造了就业的可能。 

而留在土地上的农民青年，是农村农业劳动的主力军。无论是自耕、还是受雇于他人，无论是机械

化作业、还是手工劳动，他们矢志不渝地继承父辈的选择——以土地作为生存资料。其收入的主要来源

仍是农业经营收入。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实践者，成为现代农业技术耕作与

经营的受益人。但他们中的更大一部分人保留了传统农民的劳动手段与本色，其生存境地与经济状况仍

然令人担忧。 

2．城市化中的社会流动——当代中国农村青年改变人生的路径选择 

社会流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出于职业或社会地位的变动过程。最早专门研究“社会流动”的美国

社会学家索罗金把社会流动定义为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的转移，具体分为社会位置的水平流动

和垂直流动（Sorokin，1927）。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流动主要有两重涵义，一是垂直流动，二是水

平流动。垂直流动，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地位的上升和下降。水平流动就是不改变社会地位的流动。当代

中国农村青年的社会流动从其属性上看，既有以打工为代表的水平流动，又有以升学代表的垂直流动。 

农村青年水平流动属于复制式社会流动，它是身份社会的体现。在这种社会流动中，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受家庭、身份、财产、地位的限制，在复制式的生命轮回中衍生社会不平等的代代相传。诚如中国

民间的一种说法：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种子承父业的“生命周期”，反映的是

一种复制型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结构。它的背后，其实质是一个不平等与不流动的身份社会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当代中国青年农民的每一次流动，都会使他获得一种社会地位。尽管这种社会地位并

不是如他所愿，但毕竟在此是社会个体自己后天获得的资源——“后致性因素”影响了他的社会流动，

而不是他先天继承的资源——“先赋性因素”影响着他的社会流动。而且令人欣喜的是，农村青年在社

会流动中，长了见识、学了本事、变了观念；在社会流动中，为农村产业调整转移了剩余的劳动力，为

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社会流动中，他们又把财富和文明带回家乡，拉近了乡村同文明

和现代化的距离，并促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开放社会的形成。 

但回顾过往，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传统，“父母在，不远游”这一传统同几千年的农耕

社会密切相关。历史上，农民的流动总是同躲避战乱与自然灾害相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部世界

几乎没有什么需求，以至许多农民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自己生存的那块土地。建国之后我国特有的城乡

户口管理制度日益强化，因为自由迁徙权被限制，农民被长期束缚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那一方土地

上，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迁徙，加剧了本已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 

而发生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青年农民大规模的社会分化与流动，则是经济发展引起的农业剩

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这种劳动力转移主要朝向两个方面，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务工，二是进厂

又进城的就业。“20年前，由于农村经济落后，极少有农民进入城市。90年代兴起的‘民工潮’，冲破

了农民生活的地域限制，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约有8000万农民在中国大地上流动，这是中国乃至世

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宏伟景观。这其中，70%左右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可以说，20年来我国农民的

分化与流动，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对当代农村青年来讲，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环境的出现，不但基于



经济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的解放，其意义非同寻常。”（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新跨越——当代农村青年报告》[1999-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农村的社会变迁在农村青年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社会流动则成为农村青年实现梦想的基本选

择。随着中国加入WTO，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由于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市场具有充

分的弹性，世界制造业的基地或中心开始逐渐向中国大陆转移。这无疑将会为当代中国农村青年改变人

生的路径选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蓝领生活与白领梦想 

中国农村青年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当代中国农村青年中的一

大部分在其能够自主的年龄一般上都选择了对乡村的逃离。这种逃离是对一种新生活的向往。 

一部分农村青年从进城务工的选择上来看，蓝领生活是其基本状态。这也是一种可实现的职业选

择。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替换了城镇国有企业工人，

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所占比例已超过半数，成为本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在产业工人当中，

持农业户口的人占54.9%，持非农户口的人占45.1%。农民蓝领工人成为产业工人的新兴力量。它是主要

从事产业性的体力劳动，即在生产服务第一线围绕生产具体的产品或开展运输、商业与服务等类行业劳

务活动的从事具体操作的职业。 

作为“农民工”，他们也被叫做外来务工者，他们是新型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

是分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服务业的相关人员。

作为体制内或体制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的蓝领受雇者。他们拥有很少量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与组

织资源，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 

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服务业）急速变迁的时期。“1999年的GDP中，第一产业占17.7%，第二产业占49.3%，第三

产业占33%。……到1999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6235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8987万人。”（《中国统

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信息网）体现在社会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这

也对原有的产业工人阶层形成冲击与影响。 

但他们要实现蓝领务工向白领职业的转换十分困难。毕竟没有知识积累、没有技术储备，特别是在

没有学历作为文化凭证的基础上，想要实现蓝领向白领的跨越，基本上没有可能。脑力劳动对于他们来

说，只能是心向往之，而无能为力。这种职业分殊的差异，如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存在

天壤之别。白领梦想只能是一种对优裕生活与体面职业的期盼。这种期盼对于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

部份农村青年来说，根本上也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 

 

三、平凡中的伟大： 

当代中国农村青年健全价值观的塑造 

 

1．草根生活的生命底蕴 

当代中国农村青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其不甘于沉沦，但又事实上处在一个



“被遗忘的角落”。他们作为草根阶层的新生代，尽管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由于他们现实中不拥有足

够的社会资源，生存条件仍然平乏，人生命运依然坎坷。 

现实生活中，缘于乡村社会发展的困难，许多人经常哀叹：农民日子不好过，农村青年没奔头。这

里确实有乡村生活精神的贫乏、以及部分农村青年科学文化素养欠缺等原因。弥漫宗法制传统的中国农

村社会，怪力乱神充斥于世，宗教信仰的狂热情感往往容易取代积极进取的人生力量。在意识形态信仰

淡漠的同时，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农村青年那相对简单的头脑里容易趁虚而入，并转化为支配他们行动

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但由此也折射出他们朴实的人生性格，既有无知的蒙昧，也有单纯的实在。 

无论是进城务工，还是扎根乡村，草耕生活的本色对于农村青年来说，是极其朴实与厚重的。尽管

艰苦劳作之后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枯寂，是一种家常便饭，但也是一种生命底色。手上粗厚的老茧，脸庞

绵密的皱纹，更有操不完的心事——父母的身体、孩子的学费、生计的各种费用，压在他们的肩上。苍

白的精神生活以及窘迫的经济现状，折磨着大多数农村青年的身心。也许生活是平淡的，但平淡中却有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诸种味道。在过去文学作品中令人赞许有加的农民兄弟率直、朴实、乐于助人等品

性，也仍然在这一代农村青年身上得到体现。确实每个农村青年都是平凡的，但平凡人生却孕育不平凡

激情。 

千千万万的青年农民分布在大中城市的角落与广大农村，哪里风险大、工作脏累差，哪里就有青年

农民。他们干的是城市居民嫌弃的苦活、重活、脏活和危险工种，为乡村的繁荣与城市的发展建设做出

了重要贡献。任劳任怨的农民本色在此显露无遗。劳动是他们最光荣的人生宣言，也是草耕生活铸就的

不平凡的生命乐章。尽管付出很多，收获很少。但他们甘于平凡，却不甘于沉沦。 

2．立足基层的时代呼唤 

农村青年是最基层的社会力量。他们来自乡土，深知土地的伟大与基层的呼唤。而我们的时代也需

要一大批立足基层建设的青年精英。广大农村青年与他们的父辈一样，存在着强烈的恋土情结，他们深

知，土地是他们自由的依归，也是他们生活的最终保障。“近几年由于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资料涨

价、农产品降价和进城挣钱的诱惑，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和土地抛荒的事。但这决

不意味着土地对于农民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新跨越——当代农村青年报告》[1999-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尽管在高歌挺进的

城市化进程中，他们对城市的向往是一种人之常情，但他们中的一些优秀青年，志当存高远，却始终立

足于脚下的土地。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城乡综合协调发展才是稳健的可持续性的社会发展。城市并不是一美百

美，农村也不是一丑百丑。谁都希望拥有一纸城市户口，谁都憧憬优越舒适的城市生活。但城市的容量

却是有限的。对只能在城市里暂时就业的农村青年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

微，进城打工至多也只是暂时减缓生活的苦痛而已。于是退一步，农村天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纵横驰骋需要一颗宽广的心。 

“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村青年立足于基层，并不有悖于积极进取、向上拼搏的精神。它反而是时

代的最强音。农村基层比城市更需要人才，更需要青年人的加入与青春热血的浇铸。没有农村的发展，

也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发展。它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唤，也正是城乡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



和谐社会的整体要求。 

3．不懈努力的人生乐章 

当代农村青年是向往知识、敢于求富的一代，是奔走四方、不懈努力的一代。这种努力不仅是体现

在对知识技术的强烈渴望上，而且是表现在人生作为的弘毅进取上。这一代农村青年有近2/3的人离开过

家乡外出打工或做生意，这是他们的长辈难以想象的。他们是吃苦耐劳的社会人群，尽管他们处于社会

底层，但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力。他们从小就与他们的父辈一起辛勤劳作，终年累月

在酷暑下、在严寒中、在农田里、在灰尘中与贫困作斗争，在汗水与泪水间任劳任怨。 

不屈不挠地迎难而上，积极进取地刻苦拼搏，这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年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可能。他

们没有什么社会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社会关系。因而可能在一些习惯

了知足的农村青年心目中，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生活目标很简单：男青年能找个媳妇，女青年能嫁个好人

家，没灾没病，子孙满堂。其中所反映出的传统观念：“自给自足”、“安土重迁”、“重农轻商”、

“小富即安，谨小慎微”、“多子多福”等，与传统农民的既有思想具有一致性。 

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现代交通与资讯传播手段的逐

步普及，既使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日益丰富的信息及交流手段，又使青年农民与时俱进地具有了自

己的崭新观念。他们不再满足当前的现状，他们敢于出头、奋勇争先，多数青年农民已初具独立意识、

竞争意识、契约意识、风险意识和科技意识。他们的眼界宽了，心眼儿活了，观念新了，干劲更足了。

他们的素质在自我强化，自信度也随之增强。 

虽然当代农村青年的文化程度比其前辈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对较高，但他们并不满足，因为他们普

遍认为自己身边比较富裕的人主要是因为和“有文化、有技术、有能力”。这种认识使当代农村青年在

学习与教育方面形成了“双高”趋向：即学习实用文化科技知识的高热情和对子女教育的高预期。他们

是眼界开阔、观念较新、渴求文明进步的一代，青年农民信息量的增加，干劲与底气的增强，无疑可以

变成一种资本和财富，进而推动农村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也反映出当代农村青年不甘现状、勇于

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四、结  论 

 

农村青年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力军。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农村35岁以下人口有

4.54亿，占全国同龄人口的63.78%；其中15-34岁人口达2.49亿，占全国相应年龄人口的59.22%。”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第45页）农村青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主力军，是推动农村

发展、农村转型的重要力量。这样一群人数庞大且充满生命力的青年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选择，在相当

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农村的精神风貌和未来发展趋向，也影响着整个民族处境的前途和命运。 

关注农村青年，新的“乡村建设运动”势在必行。这也正是关注农业与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

尽管大多数农村青年在挑战中不断超越自己，在困难中不断拓展自我；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农村青年在

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对暴力的崇尚、对低俗的趋奉、对丑恶的不辨、对人道与善良的践踏和对人间惨象的

麻木不仁，这些现象令人痛心，这种倾向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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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青年与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一样需要的是大发展和合理转型，而决不是仅仅停留在解决

2.5亿农村青年的温饱问题上。因此，关注农村青年，研究农村青年的现实状况与精神状态，给他们一点

关爱，尽力帮助他们挣脱贫困的泥潭与半蒙昧状态的精神枷锁，对于消弭社会鸿沟，消除社会冲突，协

调社会发展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确实城市经济现在应该开始反哺农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拖延逃避

了。在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和商品化进程中，在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创业潮”的开拓性实践中，在开

放、平等与公正的社会流动中，农村青年应当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努力塑造适应小康社会发展需要的现

代观念，创造农村青年开拓进取的崭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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