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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的农民意识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

随着社会现实的巨大变迁而出现的，反映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

理。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成为中国农民的共识。公平意识、学习意识、

进取意识、眼光长远意识等已成为中国农民意识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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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民意识的定义  

  要搞清楚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农民意识的变迁，必须首先弄明白什么是意

识，什么是农民意识。一般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意识“是对客观

存在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而具体到农民意识，也是社会意识的一

种，它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社会意识具有比较复杂的结构。首先，按照层次的不同，可以将社会意识由

低到高划分为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式（思想体系）两部分，显然农民意识属于

社会心理层面，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一定社会成员（农民）内部的社会心理，从

意识的层次上来讲并没有上升到思想体系的高度。其次，社会意识按照主体的不

同，可以划分为个体意识（又叫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农民意识在这里属于群

体意识，因为这里的“农民”显然不是一个个体概念，而是指作为农民这个社会

阶层的整体概念，它是普遍存在于农民阶层中的一种社会意识。最后，需要特别

强调的是，农民意识和小农意识是有很大区别的。笔者认为，小农意识是一个贬

义词，它集中反映的是农民意识中狭隘、保守、愚昧、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一

面，但是，农民意识中虽然包括小农意识中所具有的这些不好的方面，但也有勤

奋、善良、纯朴、诚实的另一面，所以，农民意识是个中性词，不能将其与小农

意识混淆。  

  因此，笔者认为，农民意识可以定义为：整个农民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社会心

理状态，是对于客观的社会存在的反映。  

  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农民意识的变迁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我国农民意识的变迁是与这届影

响深远的大会以后历届执政党大会的脉络紧密相联的。  

  1、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四大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命运之重要毋庸赘言。在这次大会之后，安徽凤阳

小岗村的村民冒着杀头的危险搞起了“包产到户”，随后，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推广开来。当时，农民在自我意识里把政策理解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

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于是，大伙生产积极性高涨，因为这跟以前的人民公

社大锅饭不一样了，那时干多干少都一样，养了一批懒汉，现在从分配上来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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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劳多得，于是大家都鼓足了干劲。事实证明，这时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同时把

农民意识里面的勤劳善良的一面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出来，使得劳动致富的观念真

正深入人心。时间一长，尝到甜头的中国农民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  

  2、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

以后，市场经济体制下分散的小农经营不再有优势，“三农问题”浮出水面。2000

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的一封信

里集中反应出这种情况，在信中，他喊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的肺腑之言。李还在 2002 年著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引起了中央领导对“三

农问题”的关注。李昌平的陈述基本反映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实情。这些现实体现

在农民意识里，就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农业已经不再是一种能够发家致富的行

业，于是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干着城市人不愿意干的活。这个时期是农民内心

最为挣扎和彷徨的一段时间，原来富有活力的、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农村经济不再

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生机勃勃了，而是日益萎缩。大家在考虑，什么工作能赚钱

就去从事这种工作。市场经济下“一切向钱看”的思潮也在逐渐侵蚀着农民原本

纯朴的内心世界。  

  3、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至今  

  2005 年 10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从此，中国的“三农”翻开了新的一页。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重新使得农村焕发了活力，国家首先每年拿出固定款项开展“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为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国家还采取各种措施，

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如费改税，取消农业税费等等，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三

农”的投入力度。这时的农民在潜意识里看到了新的曙光，农民不再是无知、粗

鲁、落后的代名词，而是能够实实在在地得到国家的帮助，于是大家为响应中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鼓足了干劲，广大农村再次出现了生机。  

  三、当代中国农民应有的意识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意识的变迁可以看出，农民意识无不反映着客观社会存

在的变化。在新时期，笔者认为，中国农民除了应该继承传统的勤奋、善良、纯

朴、诚实等意识、摒弃狭隘、保守、愚昧、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等小农意识以外，

还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识，从而为正在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

力支持。 

 1、男女平等的意识  
  现在的农民当中仍有少数人具有一定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认为生了女孩就是一件“赔钱”
的事，尤其是在受教育方面，对女孩的教育不那么重视。应该注意的是，男女生来平等，女

人低男人一等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  
  2、主动学习的精神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不学习的人总有一天会落伍。农民应该有

意识、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重点是科技兴农的知识、市场经济的知识、民主选举的知识等

等。如果进入城市打工，更要主动接受各种培训，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  
  3、进取意识  
  小富即安是传统的农民意识，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巨大的竞争压力从城市逐渐传导到农

村，小富即安已经不足取了。农民必须具有较强的进取意识。从心理层面而言, 农民的进取

意识是推进整个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 从社会层面而言, 农民的进取意识也是农业建设

和农村稳定的基础。不积极进取的农民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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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眼光长远的意识  
  短视是很多农民的通病，他们总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长远利益根本没人考虑。围湖造

田、滥采滥伐等行为突出地反映了一些农民的目光短浅。更有甚者，对自己渴望上学的女儿

说：“上那么多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干活给老子挣钱来得实在。”有道是“放长线，钓大

鱼”，目光短浅看似能够很快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值得的。所以，

应该具有较为长远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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