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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家庭是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消费单位。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户的生活消费依靠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

结合，以自给的方式获得满足。随着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深入发展，农民的日常生活消费更多借助“社会化”的渠道进

行。“社会化”在扩张农民消费欲望的同时，带来了货币支出的成倍增长。而农民的预算约束弹性极低，有限的预算

约束面临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消费欲求，农户家庭通过消费内容的“扩张”与“节制”、消费渠道的“自给”与“他

给”、消费时机的“提前”与“延迟”等途径，寻求“欲望”与“能力”的均衡，寻求消费“面子”与消费“里子”

的统一。笔者通过河南省开封县府君寺村农民日常生活消费“社会化”满足与“家庭化”满足的选择，对其进行具体

分析。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视角 

1.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三农”研究成为显学，农民消费问题也成了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农民的生活消

费。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是整体消费状况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当前农民消费的现状、特征，揭示制约农民消费的因素，并据此提出扩大

农民消费的对策。如刘玉玲撰文指出：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升级缓慢，消费增长迟缓。其制

约因素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重，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消费环境差，并把增收作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突破

口。[1]胡雪萍从农村消费环境的现状出发，认为阻碍农民消费的关键因素是农村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堪

忧，扩大农民消费的对策在于优化农村消费环境。[2]另外，黄彬、王广深、李帅帅等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农民的消费

现状，分析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① 

二是消费模式研究。段庆林根据生产力水平决定消费模式的理论，把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从东到中再到西部分为

小康型、过渡型、温饱型三个层次，并把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模式归纳为沿海、郊区、农区、杂居、高原五种类型。

[3]唐淑云根据空间位置、个体收入、文化差异、资源与生产特征等因素，把我国农村的消费模式归纳为近郊型、远郊

型、偏远型、资源型、乡镇型、牧区型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型等七类，并探讨了不同模式的相应特点。[4] 

三是消费结构研究。卢嘉瑞等从多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消费水平由温饱向小康转

变，消费行为由传统波动型向稳定发展型转变，消费需求由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变，消费内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等

[5](p134-145)；郭为从农民流动性角度分析了其消费结构的被动性调整，提出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有赖于农民消费结构的

自主性改变[6]。而董永茂和陈艳等则利用扩展型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了浙江省、辽宁省农民生活消费结构的特征和

变动趋势②；另有作者讨论了山东、江西、甘肃、黑龙江等省份农民的消费结构。
 

2.研究缺陷 

以上内容可以说代表了学界研究农民消费的前沿成果，但是上述研究也存在一些缺憾。 

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不够。特别是个案实证研究不够。理论上的总体描述可以作为分析微观社区农民消费行

为的背景，多元的消费模式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农民的消费行为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理论对微观区域内

农民的消费行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也不能提供一个微观社区(比如一个村庄)农民消费行为的生动图景。在农村，村

庄是基本的社区单位，农户是基本的消费单元，研究农民的生活消费，以村庄、农户为观察对象才能对农民的消费行

为进行具体勾勒。 

宏观研究有余，微观描叙不足。如消费结构研究中，一般根据年鉴资料把农民生活消费的内容分成八个项目③。这

种划分层次不够细腻，要深入探讨农民的生活消费，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分层，一般把对食物、必要的衣物和住房归

为农民的生存需要，作为日常生活消费的组成内容。而且生存消费的内容还可进一步细分，食物可以分成主食和副

食，副食又可分成蔬菜、肉类、食用油等④。内容越是细分，越有助于解释农民消费选择的细微变化。
 

一般抽象研究较多，特质性研究不足。上述研究无论是探讨消费现状，还是消费结构与模式，一般把对象定位于

全国或全省，至多是某县，进行共性抽象，寻找一般规律。发生在具体社区的农民消费行为，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不同，在不同的村庄、乃至同一村庄的不同家庭之间都有其独特性和差异性。以村庄为解剖对象的特质性研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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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农村消费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提供新的素材。 

承袭传统研究假设的较多，根据变化重构分析框架的较少。现有研究中不少作者指出制约农民消费的根本原因是

收入增长缓慢，正是由于农民增收不足，购买力低下，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些分析看到了市场经济对农民消费

的影响，触及到了需求与购买力之间的冲突，但未能进一步挖掘其深层根源——农民消费欲望膨胀与货币压力的矛

盾，也就跳不出收入决定消费的单向线性分析框架。 

事实上当今的农民已不是生活在封闭的世界里，市场经济已把他们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化体系中。农

民消费的产品包括日常消费品已不需要，也不可能仅靠自家生产。社会化分工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内容，也

刺激了农民的消费欲望，推动了农民的外购行为，但市场购买以支付能力为前提。社会化的实质是货币化。而我国目

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农户，多种因素决定其收入增长已跟不上消费的增长。需求的现代性与能力的传统性之间高

度紧张。这对矛盾不仅存在于发展、享受消费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于农民的生存消费过程中，农民在满足日常生活消

费时会通过什么样的选择来化解这对矛盾就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选定以下三个研究视角：一是调整研究假设，将农户置于社会化的大背景中，以社会化小农

的分析框架解释农户的日常生活消费行为；二是立足于微观，以农户为观察对象，只考察食物、衣物、住房三类消费

品，食物包括主食和副食中的蔬菜与肉类，同时引入与食物消费密切相关的燃料。选择这些变量是因为本文定位于分

析农户的日常生活消费即生存性消费；三是寻找货币与需求的均衡，从农户生存消费行为的选择中，探讨农民是怎样

在“欲望”和“能力”之间寻求平衡的。由于任何消费行为都涉及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何时消

费，即要确定消费内容、消费满足方式和消费时机，因此本文讨论的农户日常生活消费选择将分别从消费内容、消费

方式和消费时机三方面切入，把前述变量与这三方面的讨论相结合，但每一方面对变量的处理各有侧重，而不平均使

用力量。 

3.个案描述 

本文选取的个案——府君寺村，隶属于河南省开封县袁坊乡，距离县城约20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平原聚居村落。

村里共5个村民小组，近1800人。黄河从村子北边流过，黄河流经该村的河道经常摇摆，属于典型的游荡性河段，所

以该村属于黄泛区，耕地多为沙地，适宜种植小麦、花生、红薯、玉米和西瓜等旱地作物。农民的收入除了来自传统

的种植业外，非农收入主要依靠村里的旋木加工和外出务工，以及少量的养殖、运输和粮油加工服务等。文中有关该

村的资料主要通过问卷获取，在5个村民小组随机抽取了206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农户类

型、主业与副业、收入构成、日常生活消费内容、方式、水平、建房时间及成本等；另外还有部分资料来自访谈和实

地观察。 

选择该村为研究对象，缘于在该村做农民增收与就业调查时，发现村民在日常生活消费中存在悖论现象：一是村

民普遍反映种粮不赚钱，手头缺现金，但村里种菜和饲养牲畜的农户很少，蔬菜和肉类消费以集市购买为主，农户所

用燃料除了自产的秸秆，还有煤和液化气；二是村里近80%家庭的院落入口处建有门楼，相当一部分住户的门楼非常

高大气派，但院内正屋却矮小简陋。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村民蔬菜和肉类的实际消费水平怎样？如果村民重门楼是出

于要“面子”，那么轻“内在”的原因何在？府君寺村村民在日常生活消费中表现出的特质性和对以上悖论的解释促

成了该个案的选择。 

由于日常生活消费是满足生存需要，存在一个最低消费水平，农户的消费既面对大市场、大社会，又发生在同质

的农村社区，由此形成了本文研究府君寺村农民日常生活消费的三个约束条件：一是社会化背景下货币压力的约束，

二是传统“面子”观念的约束，三是农民的最低消费忍耐度的约束。下面的分析就是在这三重约束下，考察农户消费

内容、方式和时机的具体选择。 

二、消费内容：“扩张”与“节制”并存 

1.蔬菜与肉类：形式与内容殊异 

该村村民的蔬菜和肉类消费大多来自市场，而不是以自给为主。在调查的206户家庭中，有15因自己种有少量蔬

菜，一般不买菜；另有12户家庭声称，因缺钱而从未购买蔬菜；其余的179户家庭多多少少都购买一定数量的蔬菜，

种类涵盖时令菜品和外地贩运而来的反季节蔬菜，一般都是赶埂(当地村民称赶集为赶埂)时从当地的集市购得。 

肉类的消费同样如此。除了几户养猪和养鸡专业户外，被调查的206户家庭中2004年只有36户家庭养猪，户均3

头，2005年57户养猪，平均每户不到3头；2004年有36户家庭养鸡，户均不足7只，2005年76户家庭养鸡，每户也不

到8只；春节时农户一般也不杀年猪(2004年有2户家庭杀了年猪)。即蔬菜和肉类消费主要通过外购(见表1)。 

尽管村民不种蔬菜，也很少饲养牲畜，但市场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菜品和各类肉食，只要有消费需求和消费能

力，村民不能自给的消费品完全可以借助市场来获得。附近的米厂每月逢四、九是赶埂时间，一月共有6次定期集市。

村民蔬菜和肉类的平均外购频率也不算低。但市场消费需要货币支出，缺少货币的村民在“扩张”了的内容背后却是

消费的节制。这从蔬菜和肉类的实际消费水平可以看出(见表2)：调查对象中有27户(包括15户自己种有少量蔬菜的农

户)家庭做了“从未购买蔬菜”的选择；月蔬菜支出在30元以内的农户最多，占38.4%，这类家庭蔬菜支出平均每天不

到1元；31—60元的有53户；只有12户家庭月消费蔬菜超过100元。从肉类食品的消费来看，受调查农户户均月支出

17.5元，如果剔除99户没有肉类消费的家庭，剩下的107户家庭户均每月肉类支出33.7元，虽然自称没有肉类消费的



99户家庭并非严格的从无消费，偶尔有亲戚来不得不破例买肉，但除此之外平时几乎没有肉类消费。即便有消费，平

均每天肉类支出不到1元的家庭仍占了最大比例，达35.4%。村民的说法是首先填饱肚子，蔬菜和肉类消费尽管需要，

但只要身体能够忍受，节制这类“营养”物品的消费可以减少货币支出。 

2.门楼与正屋：“面子”与货币压力的权衡 

在府君寺村，住房是村民的脸面，而门楼又是住房的脸面。房屋作为必需品，也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反

映了其在村庄的社会地位，甚至会影响其子女的婚姻前途，所以村民往往不惜倾其所有修房建屋，而在房屋修建中又

重门楼轻正屋。 

该村村民的住房一般由门楼、院落和正屋三部分组成。门楼是从外面进入院落首先穿过的那部分高大建筑，与院

落围墙相连并巍然耸立于其中，而且风格各异，形式多样。村里80%农户家的正屋前建有门楼。门楼的修建成本为

1500元到4000元的最多，一般占到整个房屋建筑成本的15%-25%左右。无论是老式门楼上古朴典雅的花鸟虫鱼砖雕，

还是新式门楼光洁鲜亮的现代装饰都十分引人注目，白色瓷砖熠熠生辉，琉璃飞檐气宇轩昂。但穿过门楼进入一些院

落却是另一番景象：院坝中风吹尘舞，秸秆、树枝满地堆放；与门楼相比，正屋矮小狭窄，房间结构松散，室内灰暗

简陋，缺少基本的家具，相当部分农户家里没有凳子和椅子；个别家庭甚至没有室内厨房，只在院落里用石头、砖块

搭成的“露天厨房”中做饭。门楼的豪华和正屋的简陋形成巨大反差。村民把有限的货币收入集中于住房的“脸

面”——门楼的修建上，正屋的修饰只得勉强应付，炫耀性的外在消费是以牺牲内在生活的舒适为代价的。少数生活

困难的农户没有修建门楼，或即便有门楼也是由几根柱子或砖块简单搭建而成，维持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替代了“面

子”追求。 

3.燃料：收入决定选择 

村民们以前的燃料主要是秸秆和树枝，包括玉米秆、麦秆、大豆苗、花生苗和少量枯枝。现在村民的燃料选择日

益丰富：除了秸秆外，还有煤炭，连以前不敢想的液化气也进入了农民家庭(见表3)。 

秸秆是农作物收获后的副产品，不需要另外的开支，但用起来不卫生，不方便；煤炭尤其是液化气的使用为村民

做饭带来了便捷，但需要增加相应的货币支出：一个四口之家若只烧气，一月要消耗一罐，烧煤需200-300斤，煤的

价格一般0.21元/斤，液化气50元/罐，加上运费，接近55元/罐。燃料越现代，支出的费用越高。为节省货币支出，

村民往往根据自己的收入进行燃料选择。家庭收入高的用液化气的多，村里一部分做旋木成品加工、搞运输和从事养

殖的家庭，一般都只烧煤或液化气，其余家庭大多是几种燃料搭配使用，农闲一般烧秸秆，农忙时节为节省时间，使

用液化气的较多。另有54户家庭因收入很少，面对丰富的燃料来源，也只能望而兴叹，选择不用花钱的秸秆。 

从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来看，已不再是“自产自消”，市场丰富了他们的消费内容，但也增加了货币支出，农民

为节省开支，既可能节制消费欲望，也可能为“门面”而放弃必要的内在生活满足，有时根据收入状况决定消费内容

也是理智之举。 

三、消费方式：“自给”与“他给”均衡 

1.自给自足：节省货币的途径 

我国小农家庭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给自足是其消费满足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农民家庭凭借传

统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在20世纪的集体经济时代，国家强行的制度安排使农民的日

常生活消费仍然在自给自足的轨道上重复。在府君寺村，为节省货币支出，自给性消费仍然得以延续。村民们自己生

产的消费品主要是食物中的主食——面粉以及副食中的食用油，还有少量家庭以自己喂养的家畜提供部分肉食，食用

自家地里的部分蔬菜。村民们以面食为主，所以家家户户都种小麦，绝大部分农户的小麦供自己食用，少有出售，村

民们说不指望种粮能赚钱，主要是解决全家的口粮问题；食用油是自产的花生油和少量的菜籽油。除此之外，燃料中

的秸秆也以这种方式获得。自给性消费既与农业生产的特性有关，也是一种节约货币支出的途径。 

2.物物交换：迫不得已之举 

物物交换是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交换形式，是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间或有剩余物品时偶然发生的交易，

这种人类交换的雏形在府君寺村依然存在。农民家庭自己不能供给的消费品，一般在市场购买，但村民们缺少货币，

为满足需要，便通过物物交换来换取一些日常生活消费品。通常是小商小贩走村串巷带来村民需要的日用品，村民用

自己的农产品与之交换，比如用小麦换水果，用黄豆换豆芽、豆腐，偶尔也可用黄豆换到鱼类产品。交易的比例既考

虑约定俗成的比价，也取决于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但一般是农户要吃点亏。如1斤黄豆换2斤豆芽或1斤豆腐，但1斤



黄豆一般可以生产3-4斤豆芽，或2-3斤豆腐，除去加工费用等非原料成本，交易比价对村民不利。谋求以最小支出获

取最大满足的理性消费者之所以会接受这种交换方式，通过询问和观察，发现首要的原因是节省现金支出，其次是为

了实现食物消费的多样化。 

3.市场购买：社会化与“面子”的推动 

近代商品化过程中，小农参与市场主要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余缺调剂。而当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复兴，

农民的日常生活消费便开始由自给型向半自给型转化，由实物性消费向货币性消费转变。尤其是在社会分工发达，市

场化、社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条件下，与现代商品信息相伴的流行价值观念和消费行为方式广泛向农村渗透，农民的

消费欲望急剧膨胀，在消费中不仅无法自给，更无法自足，欲望的满足越来越依靠市场购买。 

一方面，市场化和社会化使农民勿需根据自己的产出来安排家庭的消费，外购成了府君寺村村民消费社会化的主

渠道。该村周围有米厂、东祖良、黄河大桥和袁坊四个集市，但村民常去的是另一个村庄米厂村所在的集市，虽然米

厂仍是一个村社之间的集市，但这个市场是附近的农产品集散地，府君寺村村民消费的蔬菜、肉类大都在这里购买(见

表1)，而且服装也大部分在此处购买(见表4)。农户也参与更高一级的市场交易，比如有些村民到县城或省城购买服

装，或到县城购买液化气等，但大多数的外购都发生在集市上。调查中发现村民建房所用的砖瓦、水泥、木材等也完

全市场化了。 

注：表中的 “本地”指村民赶埂的地方，本文中指村民常去的米厂村集市。 

 

    另一方面，“面子”观念也推动了借助市场的消费。比如村里的裁缝已“失业”，村民们大多认为裁缝做的

衣服“土气”，不如集市上买的时尚。虽然村民们主要在村社集市购买服装，面料也以化纤为主，质地和做工都相当

粗糙，但仍不愿意穿裁缝做的衣服。村民对同样属于日常生活消费的理发、洗澡地点的选择也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1995年，村里有过一家集理发与洗澡为一体的澡堂，洗澡和理发的价格非常低，但因门庭冷落不久就关门了。村民愿

意付出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到米厂或袁坊去理发洗澡，而不愿享用身边提供的服务，原因在于村民尤其是年轻村民大多

认为村里理发师的手艺不如集市上的，付出更大的代价换来的是脸面的“光彩”。 

从村民日常生活消费方式的选择来看，自给自足、村社内物物交换和市场购买同时存在，但市场购买已逐渐占据

主导地位，选择三种方式的结合在于寻求欲望满足与货币压力的平衡。 

四、消费时机：“提前”与“延迟”搭配 

1.波动的预期收入 

人们都希望自己的消费水平稳中有升，解释稳定消费行为的理论主要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

家庭对稳定消费的癖好胜过对不稳定消费的偏好，家庭消费保持稳定有利于获得更高的效用满足水平，在收入水平保

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理智的消费者一般不会把今天的钱花光，以免明天的消费水平下降。[7]弗里德曼把消费者的收

入分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两部分，暂时性收入指短期的、非连续性的、带有偶然性质的收入；而持久性收入是消费

者可以预期到的、连续的、带有常规性的收入。这两部分收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不同 

的，家庭是根据持久收入来决定消费，即家庭消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对其持久收入的理性预期，并使

家庭消费行为与之相一致。 

府君寺村95%以上的农户以农业为主业，农业收入是其主要的持久收入来源，而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决定了农业收

入作为持久收入始终处于波动之中。2004年该村人均农业纯收入1210.7元，扣除自给消费的口粮部分，当年的人均农

业纯收入为783.8元。2005年由于黄河涨水，该村大多数花生地被淹，作为主要经济作物的花生大面积减产；而农业

生产资料中的地膜则由2004年的50元/卷上涨到63—65元/卷，化肥和农药的价格也一路上扬；机耕费从每亩15元上涨

到20元，机器收割费用从每亩5元上涨到每亩8元……在农作物减产的情况下，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却与去年持平，个别

产品还略有下降，该村2005年估计的人均农业纯收入只有1152.8元，如果仅维持与上年相同的人均口粮消费，2005年

该村人均农业纯收入只有725.9元，比上年低7个多百分点，农业收入作为预期的持久收入缺乏稳定性。 

    如前所述，村民的农业外收入主要来自村内小工、外出打工和饲养、加工等非农产业。村里的旋木加工起源

于上个世纪60年代，目前有近60户家庭从事这一行业，但大都是在冬季农闲时进行。正因为村里存在旋木加工，使得

相当一部分村民没有选择外出务工，只是农闲时在村里做小工——为旋木加工户从事零件加工、装配或油漆。而该村

的旋木加工业普遍规模太小，面对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原料供应不足，市场前景堪忧，2004、2005年的销量和价格

都明显下降，相应地也影响了小工的收入。2005年村里的几家养鸡专业户深受禽流感影响，全面亏损。大部分外出打

工的村民农忙时都回到村里收割庄稼，打工收入也不稳定。即多种因素致使村民的非农收入只能是暂时性收入。总体



来看，村民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对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理解，预期的持久收入是不稳定的。 

2.艰难的时机选择 

“理性预期”的持久收入而非当期收入决定农户的消费水平，持久收入的不稳定和增长乏力，使得农户不得不在

消费时机上艰难抉择，持久收入高的家庭才会有较高的平均消费倾向，收入不稳定的家庭就必须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

费之间进行选择。 

在日常生活消费中，村民的偏好顺序是“吃穿用”，而不是城市居民的“用穿吃”。村民首先解决的是吃饭问

题。在吃的问题上，先数量后质量，首先满足主食的消费，副食则可以一再压缩。服装的消费则尽量节俭，先满足孩

子的需要，成人的服装消费欲望被一再克制、推延。从村民的年购衣支出来看，2004年户均支出为350.8元，其中孩

子平均花费245.6元，成人平均花费105.2元。有的村民说有时两三年也不添一件新衣。 

住房消费的时机选择让村民颇费心思：住房是农户的一项必要品，有儿子的家庭都面临修建新房或翻新旧房的问

题，而修房需要庞大的开支，甚至要借钱，与此同时，市场上建筑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反正迟早要修，与其听任材

料涨价，不如在基本具备建房条件时就动手实施，村民的住房消费有普遍提前的趋势，尤其是1980年代和1998年前

后，收入稍有增长，村里建房速度就明显加快(见表5)，一些资金不足的家庭也在这几年内借钱修建了住房。随后农

民收入增长减缓，村里建房速度又开始回落。 

村民追求消费偏好的稳定，但波动的预期收入决定其消费路径是不稳定的。在修建了新房以后，有些农户需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存钱还债，为此不得不压缩日常生活开支，家庭成员可能要减少蔬菜、肉类的消费，或在几年内很难添

置新衣，桌椅或其他日用设施的置备或更新也会被推迟。 

五、结论 

考察府君寺村农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简单结论： 

第一，“小农”消费供给由家庭转向社会。本文分析的基本单元虽然仍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单位，即通常意义上

的小农家庭，但已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封闭的、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当下的农民家庭已被裹挟至高度开放的市场化

和社会化体系之中，农户家里消费的许多生活资料，已不再自己生产，而是通过市场购买。市场诱发了农民的消费欲

望，扩张了消费内容，并拓展了消费渠道。不仅府君寺村农户的蔬菜、肉类消费以外购为主，邓大才在湖南“湖

村”、刘金海在湖北“山村”的调查反映了同样的趋势：来自湖村2004年的206份有效问卷显示，栽种蔬菜的家庭有

194户，占94.17%，不种蔬菜的12户，但实际外购蔬菜的农户为115户，达55.8%，湖村村民几乎家家饲养牲畜，但户

均购肉仍达5.09次/月[8]；对山村249户家庭2003年的调查显示，其中120户、50户和75户家庭户均消费自产猪肉、鸡

肉和鱼肉分别为77斤、13斤和32斤，但该年山村仍有168户家庭外购猪肉，户均46斤，165户购买鱼产品，户均30斤，

另有若干家庭分别购买了鸡肉、羊肉和牛肉。[9]农民蔬菜和肉类的外购行为说明传统的自给生产已不能满足农民的需

求，农民的生活消费乃至生存性消费已由家庭供给为主转为社会供给为主。 

第二，农户通过相机决策缓解货币压力。社会化赋予农民更多的消费选择，农民不再局限于自己生产什么就消费

什么，但社会化消费网络和现代消费时尚在膨胀农民消费欲望的同时，增大了农户的货币支出压力。在收入有限的情

况下，农户通过相机消费决策来缓解货币压力：为节省开支，面对丰富的消费内容，只得节制欲望；在方式上，除了

继续依赖部分产品的自我供给外，还会寻求节省货币的替代途径，包括回复到以物易物的传统交换形式；在时机选择

上，则会把可以忍耐的消费向后推延，首先满足食物消费，其次是住房，然后才考虑衣物的添置。与此同时，当有限

的农业收入已不能应付社会化消费的支出时，农民就会改变对土地的“过密化”劳动投入，把劳动配置由家庭转向社

会，以追逐货币收入。于是，农户的兼业化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选择外出务工。 

第三，家庭消费欲望与货币约束取得了强制性均衡。传统封闭条件下的农民家庭，由于收入有限，生活消费往往

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而处于社会化大背景下的农户，日常生活已与市场紧密相连，大众传媒不断地向农村输入现代

消费信息，农民的生活消费标准不再是向邻居看齐，而是要求逐渐向城市靠拢，农民的消费欲求便会急剧扩张，超出

自己的支付能力。但当前以小规模的家户经济进行经营和生产的农民，本质上仍是小农，增收能力十分有限，难以长

期“寅吃卯粮”，膨胀的消费欲望与相对低下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欲望的强行节制得到平衡。然而，扩张

起来的欲望之火往往难以平抑，由此造成的身心痛苦使农民在生活水平绝对提高的同时，生活满足感却相对下降。 

第四，农户消费行为是多重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农民在安排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时，要顾及传统的“面子”观

念，因为“面子与荣誉相连，是一种个人的心理满足，是他人给予的社会评价”[10](p163)。乡村社会中的“面子”不

仅影响个人在其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和声望，而且成为了一种道德资本，悄然影响着农民的消费行为。其次，要考虑身

体的忍耐极限，因为消费不足会带来身心的痛苦，于是为了“面子”而节衣缩食或为了必要的消费满足而舍弃“面

子”的窘境时常困扰着农民。当然，农民的消费还必须受制于家庭的收入水平，日常生活“全方位”社会化是以增加

货币支出为代价的。农民面对货币压力、“面子”观念和最低消费忍耐度三重约束的消费满足过程，就是理性的消费

选择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界定农民的消费理性，即是在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习俗等约束条件下，农户通过对消费内

容、消费方式和消费时机的选择来获得既定条件下的最大效用满足。 

 

注释： 

①黄彬在《湖北农民消费与治理地区贫困研究》(《消费经济》2005年第3期)、王广深在《当前农民消费需求不足



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农业经济》2003年第11期)、李帅帅和刘东昌在《启动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对策思考》(《经

济纵横》2005年第9期)等文中论及相关内容。 

②董永茂在《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结构变动及需求弹性分析》(《财经论从》2005年第9期)、陈艳和陈利

昌在《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及变动趋势分析》(《农业经济》2004年第8期)，高山和王楠在《我省农村居民

生活消费支出情况分析》(《统计与咨询》2005年第2期)，张可成在《山东省农村消费现状调查分析》(《山东社会科

学》2003年第3期)等文献中分别论及浙江、辽宁、黑龙江、山东省农民的消费结构特征。 

③指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其它商品及服务，既

包括生存性消费，也包括发展性消费和享乐性消费。 

④对农民而言，蔬菜和肉类曾被视为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但现今已日益成为必需品；住房虽有一定的享受消费

和储蓄价值，但在农村，没有住房则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所以本文将其纳入日常生活消费内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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