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１ 卷 第 ４ 期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农业社会学的美国传统

熊春文

［摘　 要］ 　 因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转型道路，形成了农业社会学的国别传统。 在

美国农业社会学的源头，教会、政府和大学是三种重要的影响力量。 本组专题的三篇论

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形塑美国农业社会学品格的三种因素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在此基础

上，本文概括了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即综合性、学科交叉性和实践性。 在中国

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入研究他国的农业社会学传统，有助于我国农业社会学

的学科建设和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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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社会学的国别传统

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的过

程中，我们曾设想过如何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农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这一子课题。 除

了对农业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现当代诸流派分别进行研究外，我们还注意到农业社

会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各有特色且不均衡，因此萌生了对农业社会学国别传

统进行研究的想法。
经过初步的文献整理和针对性的文本阅读，我们发现农业社会学之所以在理论

和方法上体现出国别特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农业

转型道路（Ｂｙｒｅｓ，１９９６；２００９）都在其农业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比如，以圈地运动和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２００９）为前提促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英

格兰道路对于成果丰硕和特色鲜明的英国农政研究传统具有原发性意义（Ｎｅｗｂｙ，
１９８３；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０；伯恩斯坦，２０１１）。 恩格斯（１９９５）对于“法德农民问题”的思考，
考茨基关于“资本如何掌握农业？”的发问（Ｋａｕｔｓｋｙ，１９８７），乃至韦伯（２０１８）在易北

河以东的农业调查和关于民族国家政策的宣言，无疑都是基于普鲁士道路的学理探

索。 而农业转型的俄国道路更是激发了列宁和恰亚诺夫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学术争

论，在 ２０ 世纪后期仍有延续（列宁，１９８４；Ｓｈａｎｉｎ，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ａ；１９８６ｂ；１９９０；恰亚诺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40724.002



夫，１９９６），并最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农业农村政策和具体实践。 当代农业社会学的

瓦赫宁根学派也是基于恰亚诺夫问题在欧洲的回响，特别注重现代化新阶段所表现

出来的再小农化和农业多功能性等新趋势（范德普勒格，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此外，当然还

有东亚道路所引发的关于日韩模式、东亚小农圈、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等诸多讨论

（Ｂｙｒｅｓ，１９９１；祖田修，２００３；黄宗智，２０１０）。
上述简略勾勒意在表明，各个国家和地区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均与其农业现

代化转型实践密切相关。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社会学正是因应农业转型过程

中的现实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

二、形塑美国农业社会学的三大力量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欧美世界为应对农业现代化所导致的农场兼并、乡村萧条

等危机，农业社会学逐渐从农村社会学中独立出来，美国在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化进程

中起着引领作用。 最早的《农业社会学》专著是由康奈尔大学的巴特尔教授领衔发

表的（Ｂｕｔ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 美国在推动农业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

务、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建设等方面都很活跃（熊春文，２００９）。 近年来，美国成

功使农业社会学转向食品与农业社会学全产业链研究，包含食物主权、金融化、转基

因技术、动物伦理、气候变化、生态农业、替代性农业等新议题，当今最活跃的理论流

派如食物体制学派、商品链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调节学派、农业生态学范式等在美

国均有体现（Ｃａｒｏｌａｎ，２０２２）。 可以说，美国在农业社会学的议题引导和理论研究方

面都居于领先地位。 但美国在农业社会学中的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在早期，美国农

业社会学没有与农村社会学相分离，甚至跟农村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杂合在一起。
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农业社会学的传统，我们开展了本专题研究，发现在美国农业社

会学的源头，有三种力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形塑了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品格。 这三

种力量分别是教会、政府和大学。
傅春晖的论文《乡土重建：美国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中的教会传统》考察了进步

主义时代教会在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中的作用。 教会在乡村的本来工作是拯救心

灵，偏重道德和精神方面。 但为应对乡村的总体危机，进步主义时代的农业农村社会

学家认为，乡村教会应该承担起解决乡村总体问题的使命；应该把自己和产业更加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满足农民真正的需要；应该走进社区，开展社会调查，提供全方位

的社会服务。 例如巴特菲尔德认为，乡村牧师需要具备基本的社会学知识，需要推动

乡村教会的社区化，把它建成一个“社会服务”性质的组织，做一种类似于“乡土重

建”的工作。 查尔斯·加尔平（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ａｌｐｉｎ） 则发明了一种区划乡村社会的方

法———“社区制图”，为农业农村社会学留下了重要的学术遗产。 美国早期的农业农

村社会学还通过农业传教士的工作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 文章以卜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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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传教士的典型，展现了美国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方式及其

困境。 这些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西学东渐水土不服的社会学机制。 正是在这一

点上，乔启明对卜凯的思想进行了本土化改造，结合“社区制图”的方法，对南京周围

的市镇做了出色的研究，并且与农业推广相结合，确立了以乡镇为中心的农业推广模

式。 即便在今天看来，乔启明的探索无疑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马学军的论文《政府机构与美国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兴起》则考察了美国内

战时期、进步主义时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农业部相关机构的成立与发展，分
析了美国政府机构与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兴起的关系。 他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虽
然美国一直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建制原则，但农业部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科学化

和专业化的施政风格，致力于将公共政策建立在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基础之上。 尤其

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下属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是
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机构。 该部门存续 ３４ 年，在加尔平和泰勒两位社会学家的持

续领导下，拓展了农场租赁、兼职农业、文化和农业、农业和社区、技术与农业等社会

学主题的调查研究；推动了 １９２５ 年《珀内尔法案》的出台，将农村社会学确立为农业

试验站的一门合法研究学科；广泛采用科研合作协议培养各大院校农村社会学师资

力量；定期评估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状况；极大促进了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知识生

产和学科扩展，也为政府制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美国农业农村

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的工作还获得

了当时社会学专业组织的高度认可，例如加尔平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副主席

（彼时美国农村社会学协会尚未成立），泰勒更是当选为美国农村社会学协会和美国

社会学协会的主席，足见其在美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 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几位为这

个机构著书立传的作者直称其为“政府中的社会学”（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本专题的最后一篇论文是谢彤华的《赠地大学与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 文

章以赠地大学为切入点，通过学科发展史的爬梳，重新审视了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兴起

与发展。 赠地大学早期的农业公共实践催生了农村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学分支学科

不同，早期农村社会学在大学建制中往往隶属于农学院，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密切

合作，服务于农技推广和社区发展，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和实践性。 但后来由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农业农村的整体性危机，以及在制度上对赠地大学的依附，农村社会

学逐渐偏离了其公共性初衷，陷入萧条、迷惘的困境。 为应对学科危机，农业社会学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应运而生，以“社会学的想象力”重新勾连起现实问题与知识生

产。 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虽然在机构建制上多有流变，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农业

社会学一直以理论与方法创新、议题拓展和现实参与等面貌引领农村社会学乃至发

展社会学、公共社会学的发展。 文章敏锐地提出将“公共性”作为农业农村社会学的

关键动力和初衷使命，以新的姿态重返全球—在地“社区”，迈向更加宏阔而又细致

的有机公共社会学，是美国农业社会学发展的可能出路，也是中国农业社会学学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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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有益参考。

三、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独特品格

如前所述，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形塑美国农业社会学品格的三种

源头力量进行了充分的回顾和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独特品格由此

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综合性。 在农业农村社会学创生的年代，学科分化和社会分化还不明显，

其应对的现实问题是综合的、整体的，农业农村问题与经济政治乃至宗教文化问题也

是不分你我、融合在一起的。 现实是综合的，学术是综合的，从事学术和解决问题的

人也是多面手的。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三篇论文都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即加尔平。
他既是牧师也是学者还是官员，教会、大学、政府因素完美地汇聚在他一人身上，成就

了他对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贡献，也最好地诠释了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综合传统。
今天的美国农业社会学则倡导打通农业与食品全产业链，并努力将农业与全球政治

经济文化关联起来思考，尝试建构一个面向整体问题的新兴学科。
第二，学科交叉性。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美国早期的农业社会学、农村社会

学是不分家的，农村社会学因赠地大学的农技推广服务任务而创生，农业社会学则寄

生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当中。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农业社会学独立出来，仍然以“新
农村社会学”自称；２１ 世纪的“食农社会学”更以重返社区的姿态试图拓展农村社会

学的新视野。 在大学里，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学术研究、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一般

设置在农学院；在政府部门，“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下

属的一个机构，农业农村社会学从一开始就与农业经济学、农业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密切交融在一起，社会学、经济学、农学等学科之间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良好关系，体
现了显著的学科交叉性。

第三，实践性。 相较而言，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实践性（或称“公共性”）更为明显。
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实践性特征，一方面是由其直面现实危机、解决实际问题的初始使

命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建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实用主义传统遥相呼应、相互成

就。 早期阶段，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接续农业立国的理想，在实践层面致力于社会服

务和乡土重建的整体工作；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更是以创新扩

散—采纳的农技推广为核心任务和主流范式，引领了赠地大学的主导工作，并通过绿

色革命影响波及第三世界国家；２１ 世纪以来，“食农社会学”更是走向全球，以新的理

论方法和话题引领，深度参与诸如食物主权、慢食运动、有机农业、替代性食物景观、
反向社会运动等公共社会学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综合性、学科交叉性和实践性特征不仅体

现在其创始初期，也贯穿其发展的整个历程。 正是这些鲜明的特征，成为美国农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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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不断往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因此成就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入研究美国与其他国家

农业社会学的传统，无论对于新时代如何开展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增强

这一新兴学科应对、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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