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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生计模式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新疆玛纳斯县凉州户镇新渠村调查分析

万　冰，龙开义
（石河子大学 政法学院，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３）

摘　要：目前，我国农村家庭的生计模式可概括为“农业生计模式”“农业兼非农业生计模式”和“非农业
生计模式”三种。新疆玛纳斯县凉州户镇新渠村的家庭生计模式经历了从以牧业为主到以种植业为主，到

多元化发展的历程，生计模式的变迁是村民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及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和思想观念

的转变的必然结果。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现代化背景下，农村家庭生计模式变迁必然伴随着农村劳动

力的转移。一方面，农业的集约化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需要加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引导村民转

向非农生产，增加村民的非农收入；另一方面，要实现小规模农业生产向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转变，农村需要

引进农业技术人才，也需要政府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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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计模式是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内容，也是人

类适应自然与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微观层面

上，一个社会的生计模式影响或决定着当地的家庭

经济状况（岳小国，２０１１），它是人们用以谋生的基
本手段，也即是人们收入的主要途径。关于生计模

式的研究是近年来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热点与

方向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来探讨生计模式的形

态，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有的学者侧重于探讨

某一民族的生计模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周云

水（２００９）从独龙族的传统文化对其生计模式变迁

产生的影响出发，阐述了独龙族的发展轨道。有的

学者侧重于探讨生态环境与生计模式之间的关系。

如马海寿等（２０１２）分析了绿洲上回族的生计模式
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下不断变迁的过程。也有一些

学者侧重于探讨生计模式的选择与现代化建设之

间的关系。如周建新等（２００８）从新农村建设这一
社会背景出发，探析了乡村生计模式的转型与新农

村建设对接的理念；马海寿（２００８）分析了生计与
“新月人群”之间的关系及现代化建设对他们的

影响。

随着农村家庭生计模式的变迁，尤其是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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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现代

化背景下，必然会生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然而现

有文献很少对农村家庭生计模式变迁与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关系进行专门的研究，尤其缺乏实证调研

分析。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人类学、民

族学角度出发，以新疆玛纳斯县凉州户镇新渠村为

案例，研究其生计模式的类型、变迁过程及其原因，

并分析其生计模式变迁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情况，以期能丰富和拓展有关农村家庭生计模式的

研究，并为新疆地区农村家庭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与借鉴。

二、新渠村家庭生计模式的主要类型

玛纳斯县凉州户镇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

南缘，东距乌鲁木齐市１３５公里，西与石河子隔河相
望，全镇总面积 ６７１３．４万平方米。① 而新渠村，则
位于凉州户镇东南３公里处，该村有汉、回、哈等民
族１２０户，常住户只有９２户，总人口４７５人。② 该村
整体分布格局大致呈长方形，村内南北巷道５条，东
西路６条。村居民点北部、西部、南部及东部的大部
分区域种植制种玉米，约有３０００多亩；村东部的路
北和路南挨着河渠种植了约３０亩酿酒葡萄，另外还
有零散种植的油葵。据调查，目前新渠村家庭生计

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纯种植户
纯种植户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主要

包括种植制种玉米及酿酒葡萄。该村目前６２户人
家属于纯种植户，其中只有６户除了种植制种玉米
外兼种植了少量的酿酒葡萄，其余全部种植制种玉

米。每户人家的种植面积除了责任田（每人６亩３
分地）以外，大都承包了别人的土地，承包面积不

等，少的有２０几亩，多的则有１００多亩。这６２户人
家，有的是大型的种植户，他们资本雄厚，承包了大

量的土地，自己当老板，雇人来完成整个生产过程；

有的是村干部，这一工作使得他们没有空闲时间来

从事别的副业了，况且，这也是一部分收入；也有的

是单亲家庭及鳏寡孤独家庭，他们从事纯种植生产

维持生计外，家庭没有剩余劳动力从事畜牧业或其

他的副业，对他们来说，纯种植的生计模式是其家

庭经济发展不得已的选择。

种植大户徐兵告诉笔者，他们家除去责任田１９
亩地外，还承包了１００多亩土地，等再过几年，还准
备多承包一些土地，然后自己当老板，这样自己就

可以轻松一点，也可以赚得更多了；等到自己年老

的时候，就把自己家的土地全部流转给村委会，然

后到镇上去住。另外一户种植大户李学成告诉笔

者，他们家责任田只有２０亩，但是承包本村其他村
民土地１２０多亩，自己平时也不是很忙，只有在间苗
和抽雄的时候比较忙，大多会雇人来帮忙。他说：

“农民，农民嘛，以种田为本分，我们家只种田，没有

其他副业。现在，承包的土地越来越多了，也逐渐

种出了名堂啊。”这样的种植思想在新渠村普遍存

在。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得知，纯种植户中的大部分

都准备逐年增加承包土地的亩数，等达到一定规模

的时候，就雇人来进行田间劳作，这样减轻了自己

的负担，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农业生产离不开当地的自然环境，而气候又是

主要的影响因素，人们根据气候条件安排农业生

产，通常都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而周期性的生产

劳动又会折射出家庭成员的劳动分工。根据笔者

在新渠村家庭入户访谈的资料整理（以种植制种玉

米家庭为主），现将玉米的生产周期及村民一年来

的家庭生产生活安排总结如表１。
从玉米的生产周期以及一年的家庭农活及分

工安排可以看出，新渠村农民比较忙的劳作只有播

种、间苗、抽雄与收割时段，且很多数也是由雇工来

完成的。１２月份到４月份之间都属于农闲时期；而
平时忙季也只需要１０天左右的时间，因此，农忙之
外还是有大量的农闲时间的。在农闲时期，大部分

村民会找些副业，也会参加一些培训班，或是参加

一些娱乐活动。

２．纯养殖户
据村委会经管员罗占林介绍，该村养殖区建于

１９９６年，占地面积１０亩，无偿提供给农民搞养殖；
随着养殖业的发展，养殖区面积还将继续扩大。该

村现在有纯养殖户８户，其中纯养牛户２户，纯养羊
户５户，还有一户不仅养羊，还养了大量的猪。以下
是笔者对其中两家纯养殖户的访谈记录，从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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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户镇情况简介，ｈｔｔｐ：／／ｌｚｈ．ｍｎｓ．ｇｏｖ．ｃ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ｚｓｙｚ／ｔｚｚｎｎｒ？ｉｎｆｉｄ＝２３．
资料来源于２０１１年新渠村村委会统计。



看出纯养殖户们在生产实践中逐渐找到了更适合

自己的发展方向的，其专业养殖道路的选择也是适

应市场经济规律的探索过程。

表１　制种玉米的生产周期及新渠村一年的家庭农活分工安排

时间 劳作者 主要劳作

２—３月中旬 全家成员（劳动力） 平田整地

４月中旬—５月初 全家成员
男性 开农机具播种

女性 检查播种质量

５月初—５月底 全家成员，亲戚与邻居帮忙，雇工 放苗、间苗、定苗

６月初—６月中旬 男性 开沟、挖渠、施肥、灌溉

６月下旬 全家成员，亲戚与邻居帮忙，雇工 抽雄

７月中旬 全家成员、技术员 复查

７月底 男性 砍除父本

８—９月份 全家成员
男性 灌溉、打药

女性 配药

９—１０月中旬 全家成员
收割及对收割回来的玉米进行晒、

脱、选、装袋

１１月中旬 男性 犁地

１２—２月（这里指仍在村
上住的村民）

全家成员
男性

从事副业、参加一些培训班、娱乐活

动（打麻将、下棋等）

女性 做鞋、家务、看电视、临时工

　　个案１：罗旭东，男。２００３年我才开始从种植
户转向养殖户，主要原因是从事种植业的土地资

源有限，增收的可能性不太大。想来想去，就想着

自己创业吧，就将家里的３０亩左右的地承包了出
去，一次性收取了 １０年的承包费用，刚好用来建
牛棚。那一年，就从村内搬到村的外围了，主要是

村的外围场子大。养牛的收入主要就是牛肉和牛

奶，我家每年可以卖５０到６０吨牛奶，一年收入大
概在１６万左右吧，牛肉每年也可以卖到十几万
元。养牛看似比种地轻松，实际上每天也是从早

忙到晚，每天都得给牛喂水、喂吃的，还得经常清

理牛棚。等养牛的规模扩大了，家里的积蓄也增

加了，我就雇一些工人来养殖场帮忙，自己也就不

用那么累了。

个案２：陈文山，男。我从２００３年就开始养羊
了，当时刚开始养，也只有２８只。那个时候家里地
少，只有七八亩地，靠种地来维持生活是比较困难

的。以前养的羊都是出去放养的，养的都是生产

羊，今年开始才圈养，养的都是育肥羊，育肥羊比生

产羊赚得多。现在我们家已经有２００多只育肥羊
了，育肥羊一般养上３个月就可以卖了，一年可以进
羊４次，一只羊的净收入达２００元。我说啊，圈养比
种地可轻松多了，赚钱也还不错，我们家一年的收

入有２０万元左右。我还准备进一步扩大养羊的规
模呢，养多少都是养啊。

３．种植兼跑运输户
近年来，在新渠村从事客运、班车和货运的个

体户在不断增多。据笔者调查，新渠村目前既从事

种植业又跑运输业的共有１１户人家，种植业都种的
是制种玉米，跑运输则有开出租车的，有开小面包

车的，有开客车的，还有开油罐车的，等等。以下是

笔者的个别访谈记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种植兼

跑运输户的家庭经营特点及趋向。

个案３：杨彦忠，男，３０岁。我家有２５亩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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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土地２０亩，全部种的是制种玉米，我家承包的
土地是一年承包一次，说不定以后就不种地了。

２０１１年，我买了一辆面包车，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
在车子上花的时间１天也就４～５个小时，平时该干
农活的时候，还是以农活为主。种地的收入还是稍

微多于面包车的收入，不过，跑运输相对来说是比

较轻松的。等过几年，再换一个大点的车，到时候，

就可以不再承包土地了。我老婆还想在街上开一

家服装店呢，刚好，我们把自己的土地承包出去，就

可以一家人搬到街上去住了。

个案４：赵明艳，女，５２岁。我家有责任田 ２８
亩，另承包土地４０亩，已经承包了有七八年时间了。
２０１０年３月份，我丈夫和儿子各买了一辆３６座的
二手客车，共花了３５万，全部是贷款。我儿子和丈
夫都比较忙，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因此家里的

农活，尤其是忙的时候都会雇人帮忙。家里除了种

地的收入，额外收入还是比较大的。等到把买车的

贷款还清了，我们也就不种地了，把土地承包给别

人种。我们就搬到街上去住，自己还可以开个小卖

部什么的。

从以上访谈记录中，可以看出，种植兼跑运输

户基本上家里的田地是比较少的，而且他们潜意识

里都想着以后不再种地了，即使目前种地的收入还

是大于跑运输的收入。他们逐渐从“以种植为主、

运输为辅”转向“以运输为主、种植为辅”，甚至是不

再种植这了，他们的主营业务收入也将不再是种植

业的收入了。

４．纯跑运输户
纯跑运输户的家庭经济来源主要是运输方面

的收入。近年来，新渠村跑运输的越来越多了，但

是，纯跑运输户还只占少数比例。据笔者调查，新

渠村目前纯跑运输户有９户。其中一家有吊车的纯
跑运输户村民（金树珍，女，４４岁）告诉笔者，她们家
的地也有３８亩，这几年都把地都承包给别人种了，
是因为自己的丈夫要开吊车，家里没有剩余的劳动

力了，而且靠那三十几亩地也赚不了多少钱。她还

想，今年冬天到县城租一套楼房，一方面可以照顾

丈夫，另一方面小孩子上学也很方便了；可以的话，

自己在城里先给人家打工学习一些手艺，将来自己

还可以开个小卖铺。

在我们访谈过程中，还有很多跑运输的农户都

在等待时机成熟就把土地承包出去，自己专心经营

运输，“种植兼跑运输”的生计模式只不过是从“纯

种植”生计模式到“纯运输”生计模式中间的过渡

阶段。

５．经营商店户
在新渠村，商业行为是非常少的，服务业发展

也相对缓慢，据笔者调查，村内只有２户人家经营商
店，而且商店的规模也是比较小的。除了偶尔有拉

着货物的车到村里叫卖，本村并没有人从事流动经

营的现象，也再无其他的商业活动。

其中一家的商店名叫新华商店，位于村内双行

道上，店主是一位５９岁的回族人，他把自己的土地
全部交给儿子种，商店经营也有十几年了，近年来，

收益也不是很好，但是基本够自己和老婆的零用；

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商店准备今年冬天就

不再营业了。另外一家商店距离新华商店 １００多
米，在双行道的另一边，名叫佳新商店，到这一家来

买东西的人比较多，平时商店门口也非常的热闹，

经常有很多人在商店外面玩扑克，因此而带来烟

酒、饮料等的生意；店主告诉笔者，家中主要收入来

源就是商店货物销售及她丈夫的打工劳务费，她丈

夫打工的月工资有２０００多元，虽然不多，但是够两
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了；店主还告诉笔者，在村子里

面开商店是有局限性的，毕竟村子里就那么人，但

是，还是比种地轻松多了，开个商店也算是为村民

生活方便提供服务吧。

三、新渠村家庭生计模式的变迁与原因

一个村落的生计模式是对特定的生存环境适

应的结果，生计模式必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渐变

迁。生计模式遵循了这样一条发展规律：调试—整

合—变迁—重构—再调试（马海寿，２０１０）。新渠村
的家庭生计模式也正是随着这个发展路线而逐渐

变迁的。当被问及新渠村民以前是靠什么为生时，

在新渠村居住时间较久的知青杨大爷（７０岁，１９６１
年便从凉州户乡一队西凉州户调来新渠村当基层

干部）和罗浩梅（６４岁）告诉笔者：
最初居住在新渠村的人并不是靠种地为生，那

时候土地少，村民主要以养殖为主，有牛、羊、马等

牲畜。但是后来草场越来越少，牛羊都养不活了，

大家开始开垦荒地，响应国家政策，开始进行生产

建设。这个时候，村民除了养一些牲畜外，还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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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为主的。单单就是种植业也经历过很多变

化。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村由原来的集体经济转变

为包产到户，那个时候，由于需求限制，村民主要以

种植小麦为主。后来，由于小麦是粮食作物不是经

济作物，种植小麦基本无法致富。大概１９９０年我们
就开始大规模种植番茄，当时，我们种植的番茄都

是订单式生产，收获的番茄几乎全部由附近的番茄

加工工厂收购。但是，后来番茄的产量越来越少，

并且不易存放，也逐渐没有了经济效益，主要是由

于村外围的化工厂排污，使番茄受到污染，导致番

茄腐烂，产量和品质急速下降，大家都赔了很多。

因此，１９９８年就不再种植番茄了，自那以后村民又
陆续种植棉花和酿酒葡萄。由于我们这儿的自然

气候原因，靠近天山，棉花的开花度不高，产量也不

高；而酿酒葡萄，又由于日照、病害及浇水问题导致

产量大大降低。那几年，村民都没能从地里获得多

大的收入。２００４年，有一家公司到本村来进行试验
种植，发现本村土地质量、自然环境等都比较适宜

种植玉米，便建议我们种植制种玉米，收成一定会

很好。考虑到也是订单式种植，风险较小，我们村

有几家就开始小规模种植制种玉米，到目前为止，

全村种植制种玉米率达到９９％了。
新渠村人的历史记忆告诉我们当地生计模式

变迁的轨迹：新渠村在历史上曾是以牧业为主；后

来，随着荒地的开垦，有了种植业；随着种植品种

的改良、农业技术的传入、生产工具的改进、田间

管理技术的引进，人们逐渐学会了适应其自然环

境，磨合社会环境，利用自然资源，不断变更着自

己的生计模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及时代的

进步。

目前，新渠村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农业收入（表

２）。近年来，随着种植质量的提高，养殖专业化的
加强，该村种植业收入与牧业收入在逐年提高；而

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运输业与商饮业收入

也在逐年提高。从表２及表３可知，新渠村的家庭
生计模式虽然还是以种植业为主，但已开始向多元

化方向发展，已基本摆脱了以往单一的家庭生计

模式。

对一个民族来说，其生计模式是其自然环境与

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民族生计模式的这

两大环境是互为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客观实在系统

（罗康隆，２００４）。新渠村家庭生计模式变迁的原

因，除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及其生存环境的影响

和制约外，村民自身的因素也有一定影响。

表２　新渠村近几年经济收入情况表／万元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种植业 ５６２．８ ６７８．３ ７７８．９ ９０４．０

牧业 ８６３．０ １０９０．２ １２３８．１ ８７９．０

林业 —　 １０．６ １０．９ １９．０

运输业 ３０．０ ５１．０ １２６．０ ２２０．０

商饮业 １３．０ １４．０ ２８．２ １７２．０

其他 ３８．９ ４２．６ ４６．３ ７３．０

劳务收入 ３２．６ ３７．８ ４１．７ ５３．０

总收入 １５６０．３ １９３４．５ ２２７０．１ ２３２０．０

总费用 １０７０．２ １３７８．３ １６９１．８ １７０４．０

净收入 ４７９．１ ５４６．２ ５７８．３ ６１６．０

人均年纯收入 １．０６ １．１４ １．２２ １．３０

表３　新渠村近几年家庭主要生计模式（以常住户为主）／户

纯种植户 纯养殖户
种植兼

运输户
运输户 商店

２００８ ８２ ３ ４ ３ ２

２００９ ７３ ５ ７ ５ ２

２０１０ ６９ ６ １２ ７ ２

２０１１ ６５ ６ １２ ７ ２

２０１２ ６２ ８ １１ ９ ２

２０１３ ６０ ８ １０ １３ １

注：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１年统计时间为年末，２０１２年为年中旬，

２０１３年为年初。本文调研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８月份，

２０１３年初统计资料来自回访，常住户每年有个别变化。

具体来讲，导致新渠村家庭生计模式变迁的客

观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影

响。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原本就是互为依存的整

体，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离不开对自然生态系统

的关注与认识的。新渠村从牧业为主转变为种植

业为主，而种植业又从种植小麦、番茄到棉花、葡

萄，再到现在的制种玉米的种植，是与其土地资源、

日照、气候、水资源等息息相关的，种植种类的选择

是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

影响。一个民族在地球上得以生存和发展，并不仅

仅依赖其客观的自然生存环境，因为构成民族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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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仅仅具有生物性的一面，不仅仅依赖空气、阳

光、水等物质就能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具

有社会性，他们的各种要求必须在社会中得到满

足，自身在社会的培植中得到生存和发展（罗康隆，

２００４）。因此，社会环境也是生计模式变迁的重要
推动力。新渠村村外围的加工厂、一些公司去村里

的机遇性的考察，使得当地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自

己更好更快地发展的生计模式。而政府对养殖业

的投资政策以及鼓励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等，不但是

基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对该村的

家庭生计模式的变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渠村村民自身发展的需要和思想观念的转

变则是其生计模式变迁的主观原因。在新渠村，很

多纯种植户的思想也早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了，他们想的是自己当种植业的老板，自己成为管

理者，他们经营土地的思想也不再是故步自封了，

他们都想着在自己的这片领域里做得更好。这无

疑会对新渠村家庭经济未来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

响。还有一家开货车的车主告诉笔者，“等到我家

孩子上小学了，我就把土地承包给别人种，我们一

家就搬到街上去住，我开车拉货也方便。几十亩地

还得有人看着，不如承包给别人。种地嘛，要么就

大规模的种，要么就不种。”可见，村民对种地是很

有自己的见解的。而专业养殖户罗旭东和陈文山

的创业经历（上文中已提及），也给新渠村村民带来

了不少的启示。后来回访时，他们还说，“自己养殖

的经历也算是很丰富的了，只有咱们村村民有需

要，有愿意从事养殖的，只要他们有不懂的，尽管来

问我。我一定毫无保留。”“农村缺乏人才，希望有

技术的人才来农村。”这也响应了国家“先富带后

富，共同富裕”的政策。很多村民都响应政府政策，

去参加诸如汽车驾驶、烹饪、营业员等技能培训班，

他们不再只围绕着自己的几十亩地转了，而是积极

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增加非农收入。可见，在外

界的影响之下，新渠村人早已意识到，要获得更好

的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传统的思想观念，要接受

新事物，逐步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使自己的生存

范围、生存途径不断地扩大、增加。

四、新渠村家庭生计模式变迁中的劳动

力转移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新渠村近年来劳动力转

移有一百多人，有出去务工的，有买了车自己开的，

也有开商店的，开餐饮店的，还有开服装店的，等

等，这些个体户小型项目的规模大都在几万元，个

体户类型也比较多。据新渠村村委说，“我村２０１２
年将继续鼓励劳动力转移，将继续培训农村劳动

力，有引导性培训，也有技能培训。开展多渠道、多

层次、多形式的劳动力转移培训，以便进一步增加

农民的非农收入。”据笔者对村民的访谈，新渠村这

几年来确实在鼓励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有诸多的鼓

励政策和引导方法，如：鼓励妇女小额贴息贷款；鼓

励村民去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班，有电焊、汽车驾驶、

营业员、物业管理等诸多项目；文化室里面的远程

教育也随时为村民服务；等等。

个案５：张文艳，油博士粮油加工厂老板，女，
４４岁。我在２００７年花了５万元钱买了一台榨油
机，把自己种的２００多亩的葵花籽榨成了油，把炸
好的成品油上街卖掉，随后在本村开了一个小型

加工厂，只经营榨油。后来，觉得在本村的经营规

模受到限制，来榨油的人逐渐减少了，而且村里的

交通不怎么方便，于是在２００９年将加工厂搬到了
旱卡子滩乡六队路口；同年，将原来的榨油机卖

掉，又重新买了一台榨油机和一台搅拌机，当时政

府给补贴了８千元。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我除了经营
榨油、磨面、玉米粉碎带搅拌外，还出售面粉、大

米、清油以及牛、羊吃的各种饲料，规模一直在扩

大。虽然现在来榨油和买饲料、面粉等的都是些

散客，但等到大型搅拌机买回来之后，我就自己收

购玉米、绵粕、油渣等订单做牛、羊、鸡等成品压缩

饲料，找一些小的销售点代售我的产品，再雇一些

人来给我打工。

从表４和表５可见，新渠村大多数劳动力都转
移到玛纳斯县城、昌吉州、石河子市等地方，从事行

业也多种多样；同时，新渠村村民的劳务输出也越

来越多了，表明其非农增收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

村民非农收入也快速增长。而张文艳粮油加工厂

的个案也在向我们展示，有技术、懂经营的农民发

挥着自身的优势，自己创办实体，不仅解决了自己

的劳动力问题，还吸纳了本村或是邻村的劳动力，

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提高了农民的非农收入。

这将成为新渠村家庭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力的引导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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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１年新渠村主要的劳动力转移

项目 人数 转移地址 备注

出租 ７ 玛纳斯

个体 １７
玛纳斯、昌吉、石河子、乌

鲁木齐

服装店１人，卖菜２人，开商店４人，二拖三２人，美发厅
１人，电脑维修１人，餐饮２人，不详４人

客运 ３ 玛纳斯 １９座２辆，３３座１辆

务工 ２７
玛纳斯、昌吉、石河子、乌

鲁木齐
货运 １ 玛纳斯

老师 １ 玛纳斯

合计 ５６

表５　２０１２年新渠村主要新增的劳动力转移

项目 人数 转移地址 备注

出租 ２ 玛纳斯

个体 ８
凉州户镇、玛纳斯、昌吉、

石河子、乌鲁木齐

粮油加工厂１人，餐饮１人，南疆部队后勤２人，电焊修
理部１人，卖挂面２人，不详１人

客运 ２ 玛纳斯 ２辆均为１７座

务工 ３１ 玛纳斯、石河子、昌吉
有当驾驶员的，有在厂子里面打工的，有在餐饮店里面

打工的

总计 ４３

五、结语

人们的生计模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

着外界各种因素及本身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不断

变化。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新渠村民目前的生

计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亦即收入来源的渠道多种多

样。总的来讲，我国农村家庭的生计模式可概括为

“农业生计模式”“农业兼非农业生计模式”和“非农

业生计模式”三种。从访谈中，我们也看出，新渠村

家庭经济的发展大部分是趋向专业化。一些种植

户要么准备扩大规模继续种植，成为种植大户，要

么准备把自己土地承包给别人，或流转给村委，自

己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还有一些专业的养殖户都

准备继续扩大养殖规模。而非农生计户也没想过

要返回去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要带动一些剩余农

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生产中去。无论是农业规

模的扩大化生产，还是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人口规

模的扩大化，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渠村家庭经济

的发展，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总之，随着新渠村村民家庭生计模式的多元化

趋向，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

城镇。同时，土地种植集约化的形成，还需要引进

一批具有种植经验及管理水平的人才来对该村大

规模种植进行引导与指挥；该村村民本身也需要继

续学习种植与管理技术，以便更好地种植与管理田

地。而随着养殖业规模的扩大化，也需要培养一批

具有专业养殖技术的人才。因此，土地种植趋向于

集约化，农业生产也更加现代化，农村的剩余劳动

力也将越来越多。此时，则需要加大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扩大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引导农民转向非

农生产，鼓励小规模自主创业，以增加村民的非农

收入。而小规模农业生产如何实现向大规模农业

生产的转变，也应是政府有关部门需要重点考虑并

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罗康隆．２００４．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Ｊ］．中央
民族大学学报，３１（５）：４４５１．

６２

万　冰，龙开义：农村家庭生计模式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马海寿．２００８．西陲新城“新月社区”的生计透视［Ｊ］．青海社
会科学（６）：１６９１７３．

马海寿．２０１０．当代新疆昌吉地区回族生计方式变迁研
究———以庄浪户村为例［Ｄ］．兰州大学民族学：２９．

马海寿，陶健．２０１２．新疆天山北坡绿洲生态与回族生计方式
研究［Ｊ］．青海民族研究，２３（３）：５２５６．

秦红增，唐剑玲．２００６．瑶族农民的生计转型调查研究———以
广西大化县七百弄布努瑶为例［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Ｓ１）：８５９１．

岳小国．２０１１．藏族社会生计模式与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研
究———以西藏贡觉县三岩区为例［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３２（５）：６５７０．

周建新，张勇华．２００８．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生计模式转
型探析———以客家古村三僚文化生态旅游为例［Ｊ］．广西
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３０（６）：６８７２．

周云水．２００９．小民族的生计模式变迁与文化适应———人类
学视野中的独龙族社会结构变迁分析［Ｊ］．阿坝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学报，２６（２）：４６４９．

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Ｌａｂｏｒ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Ｘｉｎｑｕ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ｕＴｏｗｎ，ＮａｓｉＣｏｕｎｔ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ＮＢｉｎｇ，ＬＯＮＧＫａｉｙ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Ｓｈｉｈｅｚ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ｈｉｈｅｚｉ８３２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ｃａｎｂ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ｓｕｃｈ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ａｎｄ“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ｏｆＸｉｎｑｕ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ｕＴｏｗｎ，ＮａｓｉＣｏｕｎｔ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ａｉｎ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ｔｏｔｈｅ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ａｉｎｌ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ｏｐｆ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ｔｏａｄａｐ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ｓ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ｄｅａ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ｔｏｂｅ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ｗｉｔｈｒｕｒａｌｌａｂｏｒ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
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ｒｕｒａｌｓｕｒｐｌｕｓｌａｂｏｒｅｒｓｗｈｉｃｈ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ｌａｂｏｒｅ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ｕｉｄｅｄｔｏｂ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ｏ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ｎｅｅ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ａｌ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ｕｒａｌｌａｂｏｒ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ｔａｌ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ＣＬＣｎｕｍｂｅｒ：Ｆ３２３．６；Ｄ４２２．７；Ｃ９１２．８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ｏｄｅ：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２００８

（编辑：南　北）

７２

万　冰，龙开义：农村家庭生计模式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2期正文.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