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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生活富裕:农民的感知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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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生活富裕涉及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出发点、落脚点和最终评价标准。 本研究通过对五个省的 10 个村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

和深度访谈,考察农民生活状况,了解农民对生活富裕的理解、评价和需求。 研究发现,
农民家庭生计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困境,家庭收入来源以本地务农和在外务工为主,收
入较低且不稳定,教育、医疗等支出构成沉重负担,导致农民增收预期低;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仍存在诸多短板,教育资源上移、医疗资源匮乏、养老服务缺失、就业机会短缺等现

状不符合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影响农民的生活富裕感知。 农民视角的生活富裕,既
要求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与物质生活的富足,更需要基本公共服务来提供安全感和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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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生活富裕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之一,是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活宽裕冶的指导方针之后,国家为满足新时代农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出的更高目标和要求。 2018 年中央

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指出“生活富裕冶
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并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

增收,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六项基本任务。

学界对生活富裕的内涵及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位置给予了较多关注。 生活富

裕的目标要求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消费升级、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叶兴

庆,2018)。 具体而言,从收入上看,生活富裕指多数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生活水平,相
对贫困和低收入的农民居少数(李培林,2018);除了物质层面的财富增加之外,生活

富裕还包括农民在精神上、社会关系上和社会生活上的富足充实和对未来生活的乐

观自信(王思斌,2022)。 生活富裕在乡村振兴总要求中位于最后,其“目标导向冶的
地位凸显,表明“三农冶工作的奋斗目标和最终归属是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更



幸福(蒋永穆,2018)。 通过梳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学者指出农民生

活富裕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指引与

行动指南(黄承伟,2021)。 还有学者针对生活富裕建构指标体系,如贾晋等(2018)
从农民收入、收入差距、生活品质三个维度衡量生活富裕,卢泓钢等(2021)则从生活

水平、乡村基础设施、乡村公共服务三个方面设立指标呈现乡村生活富裕程度。
生活富裕涉及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农民在生活富裕方面的

现状和期待,反映着他们当前的生活水平和基本需要,也影响着他们参与环境改造、
文化传承、村庄治理等乡村振兴其他方面活动的态度和行为,这要求将农民生活富裕

作为乡村发展与建设的核心目标。 学界过往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客观角度出发探讨

生活富裕,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但从农民视角出发,
探究农民对生活富裕的理解与需求的研究较为少见。 对农民而言,生活富裕究竟意

味着什么? 在实现生活富裕目标的过程中,农民面临哪些现实困境、亟须解决哪些问

题? 唯有以农民视角为切入点,考察农民生活现状,探究农民如何理解生活富裕的内

涵,对相关条件有怎样的要求和预期,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满足农民的迫

切期待,进而把握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在山东、河北、浙江、湖南、陕西五省的 10 个村庄进行

实地调查,向农户发放“乡村振兴调查问卷冶,共回收问卷 529 份,并对部分农户进行

深度访谈,了解农民在生活富裕方面的现状、感知与需求,试图基于数据和访谈资料

分析,深化对生活富裕目标实现的讨论。

一、农民对生活富裕的理解

农民是生活富裕的实践者,也是生活富裕的受益者,对生活富裕有着不同于政

府、学界的,更为切身、实际的诠释。 那么,在农民心中,怎样才算是“生活富裕冶? 通

过实地调研直接询问农民的想法,本研究发现农民理解和表述的生活富裕主要可以

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获得感:家庭资产与收入的充实

从基本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大多数农民认为“吃穿不愁冶是生活富裕的基本要

求;但一些农民指出不能仅限于简单解决温饱问题,而是需要“上一个档次冶,比如

“吃到绿色蔬菜冶,“水果自由,肉蛋奶等基本营养品有保障,粗粮细粮的营养均衡搭

配冶,吃饱更要吃好。 住房改善和私家车购置也是物质生活的必备条件,有超过 10%
的农民认为“有车有房冶是衡量生活富裕的重要标准。 一部分农民认为在城市购买

商品房才能算富裕,不打算进城买房的农民则认为能够翻建和改善住房代表生活富

裕。 另外,多数农民认为拥有私家车是出行便利的必要保障。 这表明,农民不仅希望

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还将对品质生活的追求纳入对生活富裕的理解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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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中。
在农民眼中,品质生活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家庭积蓄的增加和给付能力的提升。

在回应如何理解生活富裕时,近四成的农民直接提到钱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四个角

度。 其一,更高的收入。 对于收入的标准,农民的个体认知差异较大,有的认为每月

仅养老金收入 600 ~ 800 元就足够了,有的认为月收入至少要有 2 500 ~ 3 000 元,有
的认为要达到 4 000 ~ 5 000 元,有的认为月收入超过 1 万元才算富裕。 总体而言,农
民希望收入是稳定、可提升的。 其二,有结余、有存款。 农民对存款额度的期待有

3 万 ~ 4 万元、8 万 ~ 10 万元、20 万 ~ 30 万元、100 万元不等。 一些农民虽然没有给

出具体的标准,但希望尽可能多地为后代教育积蓄充足的费用,包括进城读书和上大

学的学费与花销;还希望有能力承担子女结婚的各类支出,包括购置装修婚房、筹备

彩礼等。 其三,没有负债。 其四,收入来源多样化。 农民不仅希望在农业生产方面扩

大经营、提升产量,还希望有副业,或务农和务工相结合,“粮食卖出好价钱,加上打

工赚些钱冶。 总之,家庭财产能够支持“有质量冶的生活和“有余裕冶的未来,是农民理

解生活富裕的重要方面。
(二)安全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有保障冶是农民经常提及的生活富裕标准。 在农民眼中,“就业有保障冶就是

“收入有保障冶。 农民将“能就业冶与生活富裕紧密关联,认为生活富裕就是有更多稳

定的工作机会,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能就业,大家都“有事做冶。 一些农民尤其希望村

庄产业有所发展,有本地就业的空间。 如河北一位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女性村民认

为“打工能在家门口,不需要跑远,能顾上家里,就算生活富裕冶。
生活富裕不仅需要就业方面的保障,还需要其他公共服务提供安全感。 比如,农

民认为“少生病最关键冶,“看得起病冶“不怕生病冶是家庭抗风险能力强的主要体现,
能做到“小病看得起、大病能报销冶是生活富裕的基本衡量标准,因此对改善医疗服

务有强烈需求。 农村教育和养老服务也是农民普遍提及的问题,农民认为“子孙有

学上冶“老了有保障冶,这些“后顾之忧冶先解决了才谈得上富裕,提出公共服务要以

“老有所养,少有所依冶为目标。 可见,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

升,是“有保障冶的生活的必要基础,构成农民生活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三)幸福感:美好生活的期待

生活富裕关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一些农民强调,生活富裕不局限于物质

生活方面,还需要精神层面的充实和满足,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其一,有丰富的文化娱

乐生活,有文化设施供休闲消遣,能够培养兴趣爱好,如跳广场舞等;其二,家庭和睦,
邻里友爱,人际关系和谐;其三,精神状态良好,心情愉悦、心态健康,有满足感和幸福

感;其四,有知识、有文化,找到人生意义和价值。 如湖南一位文化程度较高的返乡年

轻女性对此有较为全面的表达:“生活富裕首先在物质上要有基本的保障,但是更重

要的是在精神上的富裕。 当前贫富差距很大,给当代人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落差,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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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重要的是要让当代人,尤其是当代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命

价值冶。
一些农民则借助比较来界定什么是生活富裕:其一,与过去进行比较,认为超过

以前就是富裕,如山东一位年过八旬的纯务农农民理解的生活富裕是“过去吃不上

馒头,现在能吃上馒头了冶。 其二,与其他人进行比较,认为已在城里买房、已购私家

车、旅游次数较多的人达到了富裕水平。 其三,与城市进行比较,认为“让农村和城

市的服务设施一样便捷冶才是富裕。 此外,农民对生活富裕的想象和期待还在不断

提高,比如一些农民无法给出具体的定义和标准,因为富裕是“没有顶的冶“有再多钱

也不觉得生活富裕冶。
由上述分析可见,农民对生活富裕的理解,不仅是他们结合自身家庭和所在村庄

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表达,还包含着他们对乡村发展和资源分配的需求,凝聚着他们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许,希望在有保障、可持续的基础上,获得更有品质、更为充

实的生活。

二、农民生活状况考察

农民家庭内部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是衡量生活是否富裕的重要标准。 农民家庭的

收支情况和电器设备情况能够客观地反映生活状况,而考察农民对自己家庭经济状

况的主观感受,可以从农民视角出发,呈现他们的富裕感知和生活期待。 因此,本研

究从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家庭生计、家庭资产与设备、对经济状况的评价和预期三

个方面讨论农民生活状况。
(一)农民家庭生计状况

1郾 农民家庭收入状况

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活水平,稳定和多样的收入有

助于农民家庭抵抗风险和维持生计。 调查结果显示淤,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

本地农业经营收入和在外务工收入,本地务工收入和本地非农业经营收入也被一些

家庭视为主要经济来源(见表 1)。 从本地的收入来看,有 41郾 4%的家庭主要依靠本

地农业经营收入,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主要依靠本地务工获得收入,近两成家庭依

靠本地非农业经营收入;外地的收入主要考察务工和经商两种形式,近四成家庭收入

的主要来源是在外务工,仅有 2郾 8% 的家庭主要靠在外经营经商;低保、养老金等社

会保障收入是近五分之一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表明一部分农民家庭收入有限,仍需

依赖社会保障维持生计;此外,还有较少的农民家庭主要依靠亲属支持(9郾 6% )、退
休金(7郾 8% )和租金、分红等资产资源性收入(4郾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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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单位:%

本地

农业

经营

收入

本地非

农业经

营收入

本地

务工

收入

在外

务工

收入

在外经

营经商

收入

租金、分
红等资

产资源

性收入

投资

理财

收入

亲属

支持

退休

金

社会保障

(低保、
养老金

等)收入

其他

总体 41郾 4 19郾 9 26郾 7 39郾 1 2郾 8 4郾 0 0郾 8 9郾 6 7郾 8 17郾 8 2郾 5

山东 56郾 7 28郾 9 26郾 0 12郾 5 0 1郾 0 1郾 0 16郾 4 10郾 6 26郾 0 3郾 9

河北 47郾 1 15郾 4 25郾 0 51郾 9 2郾 9 5郾 8 0 8郾 7 3郾 9 18郾 3 0

浙江 22郾 3 17郾 9 33郾 9 49郾 1 7郾 1 5郾 4 0郾 9 8郾 0 6郾 3 25郾 0 4郾 5

湖南 20郾 8 15郾 8 25郾 7 44郾 6 3郾 0 5郾 9 1郾 0 12郾 9 11郾 9 7郾 9 2郾 0

陕西 60郾 2 21郾 3 22郾 2 37郾 0 0郾 9 1郾 9 0郾 9 2郾 8 6郾 5 11郾 1 1郾 9

摇 摇 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地区之间差异较为明显。 在陕西和山东的调查村,
均有半数以上的家庭以本地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来源。 山东农民家庭以本地收入为

主,主要依靠在本地的农业经营、非农业经营和务工获得收入的家庭分别占 56郾 7% 、
28郾 9%和 26郾 0% ,而以在外务工收入为主的家庭仅占 12郾 5% ,明显低于其他四省,呈
现出“不离土,不离乡冶的特征。 与山东相似,陕西农民家庭也非常依赖本地农业经

营收入(60郾 2% ),但仍有近四成家庭以在外务工收入为主要来源。 在浙江和湖南的

调查村,农民家庭收入更倚重在外务工,较少依靠本地农业经营,两地分别有 49郾 1%
和 44郾 6%的家庭将在外务工收入作为主要来源,以本地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的家庭约

占五分之一;当询问哪一项收入是最主要来源时,两省农民家庭收入“重务工、轻务

农冶的特征更为显著,仅有 2郾 7%的浙江农民家庭和 5郾 9% 的湖南农民家庭将本地农

业经营收入作为最主要来源。 此外,浙江农民家庭中还有 7郾 1% 将在外经营经商收

入视为主要来源,在五省中比例最高。 在河北的调查样本中,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以

在外务工收入为主,接近半数的农民家庭以本地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均高于总体水

平。 相较于其他四省,河北农民留在本地获得非农业、务工收入的机会较少,外出务

工和留乡种地几乎成为截然二分的常见选择。
2郾 农民家庭支出与负债状况

通过对农民家庭各方面支出所占比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农民家庭最主要消费

支出的基本情况(见表 2)。 36郾 9%的农民认为家庭的最主要消费支出为日常生活开

支,其次是教育支出(21郾 2% ),看病就医、城市购房(装修)和村内房屋翻建(装修)分
别占 18郾 4% 、6郾 1%和 5郾 5% 。 由此可见,除日常生活开支外,教育支出和看病就医是

农民的主要经济负担;同时,一部分农民家庭可以支付城市购房(装修)或村内房屋

翻建(装修)费用,生活水平有所提升。 此外,人情往来也对农民家庭构成压力,有
5郾 1%的农民认为这方面的花销最大。 受到礼尚往来传统观念和乡土社会风俗成规

的影响,当前农村人情名目繁多,往来范围扩大,金额逐年提升,形成“攀比风冶“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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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冶,成为农民的一项隐性重负。 如何将沉重的“人情负担冶恢复为适度的人情交往,
成为移风易俗活动和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五个调查地区的农民在家庭支出方面也有所不同。 河北调查村的农民家庭认为

花费最多的是看病就医(31郾 7% ),其次是教育支出(28郾 9% ),在五省中比例最高。
这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医疗条件有关,农民相关负担较大;湖南农民家庭的教

育支出压力也较大,认为家庭最主要消费支出是教育支出的农民家庭占 27郾 7% ;浙
江和陕西农民家庭认为人情往来开支为最主要消费支出的相对较多,占比分别为

9郾 8%和 8郾 3% 。

表 2摇 农民家庭的最主要消费支出 单位:%

日常

生活

开支

教育

支出

看病

就医

人情

往来

彩礼

支出

购买

家具

家电

购买

私家车

城市购房

(装修)

村内房

屋翻建

(装修)
其他

缺失、
漏填

总体 36郾 9 21郾 2 18郾 4 5郾 1 0郾 4 0郾 2 1郾 1 6郾 1 5郾 5 3郾 2 1郾 9

山东 40郾 8 19郾 4 14郾 6 1郾 0 1郾 0 0 2郾 9 6郾 8 1郾 9 9郾 7 1郾 9

河北 22郾 1 28郾 9 31郾 7 1郾 0 0 0 1郾 0 6郾 7 3郾 9 4郾 8 0

浙江 37郾 5 14郾 3 17郾 0 9郾 8 0 0 0郾 9 9郾 8 8郾 9 0 1郾 8

湖南 34郾 7 27郾 7 9郾 9 5郾 0 1郾 0 1郾 0 1郾 0 5郾 9 7郾 9 0 5郾 9

陕西 49郾 1 16郾 7 18郾 5 8郾 3 0 0 0 0郾 9 4郾 6 1郾 9 0

摇 摇 考察负债状况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农民家庭大宗开支所在。 调查结果显示,共有

161 个农民家庭存在负债情况,占总体 30郾 4% 。 村内房屋翻修(装修) (23郾 6% )、城
市购房(装修)(19郾 9% )和看病就医(19郾 3% )是较为主要的负债成因;其他因素如建

大棚、做生意、搞养殖业、扩大经营等产业发展和因经营原因而需要临时周转,约占总

数的十分之一。 可见,住房、医疗和产业经营构成农民家庭负债的主因。
(二)农民家庭资产与设备状况

从前文分析可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购买家具家电

已不构成最主要花销,但家庭资产的购置与设备设施的持有仍能反映农民家庭的生

活质量。 图 1 表明,在农村冰箱和洗衣机的普及率已超过九成,86郾 2%的农民家庭中

配备有热水器(太阳能、电、燃气),基础家用电器已遍及农村地区,农民的基本生活

质量得到保障。
在网络通信方面,自 2015 年中国推进电信普遍服务建设工作以来,农村的通

信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信息“大动脉冶逐步打通。 随着“村村通宽带冶工作的不

断升级,本研究调查五省农民家庭宽带网络普及率达 76郾 1% ,农民智能手机的使

用率为 76郾 4% ,可见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幅拓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冶有所

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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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超过两成的农民家庭出于子女教育、子女婚姻、医疗条件、就业机会等方面

的考虑,在城镇购买商品房(21郾 6% );农民家庭的私家车拥有率达到 44郾 5% ,老年代

步车拥有率为 13郾 8% ,37郾 3%的农民家庭拥有电脑(含平板电脑),表明私家车和电

脑已经不再是个别富裕户的奢侈品,农民生活状况已经有了较大改善。

图 1摇 农民家庭资产与设备设施普及情况
摇

从表 3 可以看出,浙江和湖南两省的农民家庭在城镇商品房、私家车、电脑方面

的购置情况明显多于其他三省,超过三成的家庭在城镇购房,半数以上的农民家庭拥

有私家车,买了电脑的家庭占 40郾 0% 以上。 另外,湖南调查村在三种家用电器设备

的拥有率上也高于其他四省。 智能手机在河北和湖南调查村的普及程度相对较高,
使用率均超过了 80郾 0% 。

表 3摇 调查五省农民家庭资产与设备设施拥有和使用情况 单位:%

重要固定资产 家用电器设备 网络通信设备

城镇商

品房
私家车

老年代

步车

热水器(太阳

能、电、燃气)
洗衣机 冰箱

宽带

网络
电脑

智能

手机

山东 22郾 3 44郾 7 10郾 7 85郾 4 81郾 6 92郾 2 73郾 8 36郾 9 74郾 0

河北 13郾 5 43郾 3 1郾 9 81郾 7 90郾 4 95郾 2 73郾 1 35郾 6 86郾 5

浙江 33郾 9 53郾 6 19郾 6 85郾 7 85郾 7 91郾 1 76郾 8 40郾 2 64郾 3

湖南 30郾 7 56郾 4 14郾 9 92郾 1 97郾 0 99郾 0 82郾 2 45郾 5 83郾 2

陕西 7郾 4 25郾 0 21郾 3 86郾 1 96郾 3 91郾 7 75郾 0 28郾 7 75郾 0

(三)农民对经济状况的评价与预期

前文从客观层面描述农民家庭生计和资产设备情况,还不足以呈现农民生活现

状的全貌。 为充分把握农民视角的生活富裕,还需从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和

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入手,考察主观层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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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的自我评价

从农民自我评价的结果可知,接
近一半的农民认为自己家庭的经济

状况在本村属于中间水平,自认属于

中低水平的约占四分之一, 仅有

1郾 0%的农民觉得自己家庭经济状况

在本村中算得上富裕水平(见图 2)。
究其原因:其一,从家庭生计方面考

虑,中国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以农业

经营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易受自然

灾害和市场价格影响,收入相对较

低;作为农民家庭收入的另一个主要

来源,务工收入具有季节性和波动

性,在疫情的影响下不稳定性也有所提升;就医、教育、人情等开支负担,也使农民在

评价自身家庭经济状况时持相对保守的态度。 其二,调查家庭中有 14郾 9%原属于建

档立卡贫困户,虽然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但由于家庭成员有重病、伤残等不具备劳动

能力的情况,仍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 这些家庭对自身经济状况的评价往往较低,认
为处于本村低水平的占 38郾 0% ,中低水平的占 26郾 6% 。 其三,一些农民在和他人的

比较中,认为自身和“真正的富裕冶仍存在一定差距,比如指出本村富裕户都进城买

房、送孩子进城读书等,又如有农民认为“我还没有车,不能说是富裕冶。 其四,还有

一些农民希望“藏富冶、避免“显富冶,即使认为自家经济状况较好,也不愿意选择“富
裕冶,而倾向于回答“中间水平冶或“中上水平冶。

在农民对家庭未来收入的预期方面,仅有 25郾 4% 的农民认为未来 3 ~ 5 年家庭

收入会继续增长,约三分之一的农民认为会保持稳定,26郾 0%的农民认为不稳定而难

以判断收入的增减趋势,15郾 0% 的农民认为会有所减少,总体而言预期较低(见

表 4)。
区分各省情况可见,山东和河北两省调查村预期收入保持稳定的农民占比最多

(43郾 7%和 42郾 3% ),而预期增收的农民占比都相对较低(18郾 5%和 18郾 3% ),结合两

省农民家庭收入来源的情况(见表 1),山东受访农民主要依靠在本地的各类收入,最
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本地农业经营,河北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主,本地非农就业和务工机

会较少,留守和返乡的农民从事本地农业经营且收入较低。 可见,收入来源的单一性

会对农民收入预期造成一定影响,让农民觉得未来收入不会有太大变化,也不太可能

变得更加富裕。 陕西调查农户对外出务工和本地农业经营都较为依赖(见表 1),有
接近四成的农民无法判断未来收入的走向。 浙江调查村对家庭收入持乐观预期的农

民占比最高(34郾 8% ),但认为收入会减少的农民在调查地区中也最高(17郾 0% )。 浙

江农民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务工,在外经营经商的也相对较多,最不需依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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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来维持生计;可见相比于其他四省,浙江农民家庭更多地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
这些特点体现在收入预期上,表现为预期增收的比例高,预期减收的比例也高。 与浙

江相似,湖南受访农户的收入来源结构也有“重务工、轻务农冶的特点,但没有浙江明

显;在收入预期方面,湖南农民觉得收入会增加的比例也较高(31郾 7% ),认为收入将

有所减少的比例则接近总体水平。
表 4 还呈现了其他因素对收入预期的影响。 从年龄上看,收入增加的预期主要

集中于 40 岁以下,60 ~ 70 岁和 70 岁及以上的老年农民有较大的比例认为收入会保

持稳定;还需注意到,50 ~ 60 岁和 60 ~ 70 岁两个年龄段中有不少农民认为未来收入

会有所减少,这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年龄群体的务工机会逐渐减少,挣钱养

家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因而降低了他们的收入预期。 从职业来看,纯务农和兼业农民

很难相信未来收入会增加,非农工作则使农民对收入持有更积极的预期。

表 4摇 农民家庭收入的预期情况 单位:%

会继续增长 会保持稳定 不稳定,难以预判 会有所减少

总体 25郾 4 33郾 7 26郾 0 15郾 0

山东 18郾 5 43郾 7 21郾 4 16郾 5

河北 18郾 3 42郾 3 25郾 0 14郾 4

地区 浙江 34郾 8 27郾 7 20郾 5 17郾 0

湖南 31郾 7 30郾 7 22郾 8 14郾 9

陕西 23郾 2 25郾 0 39郾 8 12郾 0

< 40 岁 42郾 9 23郾 8 25郾 4 7郾 9

40 岁(含) ~ 50 岁 34郾 0 31郾 1 28郾 2 6郾 8

年龄 50 岁(含) ~ 60 岁 21郾 9 28郾 5 30郾 5 19郾 2

60 岁(含) ~ 70 岁 15郾 8 42郾 5 21郾 3 20郾 5

逸70 岁 22郾 6 40郾 5 22郾 6 14郾 3

纯务农 19郾 2 36郾 4 25郾 3 19郾 2

职业
兼业 23郾 4 31郾 8 28郾 6 16郾 2

非农工作 41郾 7 29郾 8 21郾 4 7郾 1

只做家务 23郾 5 29郾 4 35郾 3 11郾 8

摇 摇 总体而言,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显著,农民生活获得明显改善,但仍

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反映出农民家庭生计的脆弱性。 农民家庭收入倚重农业经

营和在外务工,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程度有限;农业经营收入较低,农业和农村所能

提供的收入机会较少;仍有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农民家庭缺乏长

期、稳定、有保障的经济来源。 在家庭支出方面,教育、医疗、住房、人情方面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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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较大,对农民家庭构成负担。 上述结构性困境导致农民对自身经济状况评价不

高,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较为悲观,且部分脱贫户存在返贫风险,与整体实现生活富

裕的目标仍有距离。

三、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需求和预期

乡村振兴的“根基冶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关生活富裕的成色(夏英,王海

英,2021),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予以高度重视(李燕凌,2014)。 随着统筹城乡发展

战略的深入,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向城乡一体化供给格局转变,但目前农村与城市的差

距仍然较大,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质量较差、效率低下等问题(马志敏,吴朝阳,
2013;徐艺宁,潘伟光,2021)。 那么,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如何评价? 最迫切

的需求集中在哪些方面? 本节内容试图从农民的感受和表达出发,分析农民对基本

公共服务的评价、需求和预期。
(一)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

农民对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对居住环境的满意率最

高,近九成的农民表示满意;其次是网络通信和便民服务,感到满意的农民占比均超

过 85郾 0% ;农民对防灾救灾、交通和物流的评价也较高,75郾 0%以上的农民觉得满意

(见表 5)。

表 5摇 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 单位:%

满意 不满意 不适用

交通 77郾 4 21郾 3 1郾 3

自来水 68郾 3 25郾 3 6郾 5

燃料改造(煤改气、煤改电、清洁煤使用等) 65郾 3 15郾 4 19郾 2

居住环境 88郾 2 9郾 9 1郾 9

农村教育 56郾 2 31郾 3 12郾 5

医疗卫生 66郾 6 29郾 0 4郾 4

养老(服务) 57郾 2 25郾 7 17郾 1

就业(信息、渠道、服务) 55郾 7 28郾 3 16郾 0

物流 76郾 9 15郾 9 7郾 2

网络通信 86郾 7 6郾 1 7郾 2

便民服务(商店、取款等) 85郾 2 10郾 3 4郾 6

防灾救灾 78郾 1 10郾 0 11郾 9

摇 摇 农民明确表示不满意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主要有农村教育(31郾 3% )、医疗卫生

(29郾 0% )、就业(28郾 3% )、养老(服务)(25郾 7% )和自来水(25郾 3% )。 结合对农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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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支出的分析,教育和医疗之所以构成农民家庭生计的主要负担,是因为农村社区内

相关机构和设施缺位或质量低下,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去乡镇、
县城寻求更好的服务,带来较大的开销和不便。 如山东一位兼业运输的农民,坚持让

孩子在县城上学,因为“成绩就是比在镇里的好,基本上多 20 分冶,为此他每年需多

支出 3 万元教育费用。 医疗方面,河北一位 60 岁女性村民的表述很具代表性:“看病

非常不容易,村里的医疗站和乡里的卫生院医疗水平有限,稍微大点的病就要去县医

院,去了就要住院,做各种检查,得花很多钱冶。
结合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分析,社区内就业方面的信息不畅、渠道阻塞、服务缺失

阻碍了农民本地收入形式的多样化和收入水平的提升,是农民感到失望的重要原因。
他们只得或背井离乡外出务工,或留守村里种地为生。 如河北一位返乡农民工,因附

近大城市建筑工地不再接收 60 岁及以上劳动力而滞留家中种地,始终无法找到合适

的本地就业机会,提出“无论是服装加工厂也好,还是木材加工厂也好,至少能让人

进去打工挣点钱冶。
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这一深刻变化对农村的影响远超城

市淤,而目前农村养老服务,在供给总量和供给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需

求。 如山东一位在村里做会计的中年女性农民明确表示,希望能在社区层面“抱团

养老冶,因为“下一代老人不能再完全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冶;浙江一位纯务

农农民提出:“老了烧不动饭,社区互助养老让我去吃口饭就好了冶。
为探讨地区差异,本研究对调查五省农民最不满意的三类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排

序,发现各省农民最不满意的类别存在差异(见表 6)。

表 6摇 调查五省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排序 单位:%

最不满意的三类基本公共服务(不满意人数占该省样本的比例)

山东 农村教育(24郾 0)
燃料改造(煤改气、煤改电、清洁

煤使用等)(21郾 2)
医疗卫生(18郾 3)

河北 就业(信息、渠道、服务)(47郾 5) 农村教育(36郾 3) 养老(服务)(35郾 6)

浙江 农村教育(31郾 3) 就业(信息、渠道、服务)(24郾 1) 养老(服务)(22郾 3)

湖南 自来水(51郾 5) 交通(46郾 5) 医疗卫生(45郾 5)

陕西 医疗卫生(27郾 8) 农村教育(26郾 9) 就业(信息、渠道、服务)(25郾 0)

摇 摇 湖南调查村农民最不满意自来水(51郾 5% ),其次是交通(46郾 5% ),不满意的人

数均为半数左右。 调查村受山地丘陵地形和居住形式分散限制,不具备铺设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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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的条件,自来水入户率低(20郾 0% 以下)。 生活用水依靠水井,虽然相较于自来

水经济实惠,但井水水质差不宜饮用,村民普遍反映饮水成为生活一大难题,“希望

能喝上干净的饮用水冶。 交通方面,由于缺乏资金,湖南某调查村道路狭窄、硬化率

较低,入村道路不够便利,村内道路建设薄弱,引发村民普遍不满。
河北调查村农民对本村就业相关服务最不满意,占比达 47郾 5% 。 这是由于老一

代农民工返乡后发现农村合适的工作岗位较少、工资过低,与在外务工的收入落差较

大。 就业岗位的缺乏产生一系列影响,既制约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也加深了农村养老

难的困境:一方面,本村能够提供的岗位无法满足家庭开支,老年群体依靠自身劳动

的收入微薄,对养老问题深感忧虑;另一方面,缺少就业机会让外出打工的人缺乏返

乡意愿,留守乡村的一部分农民也会因“家乡没有发展前途,回来没有发展空间冶而
不期待在外的家人返乡,老年群体普遍面临缺乏照料的困境。

(二)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

“最关心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冶可以反映出农民在生活中最亟待满足的需求(见图

3)。 首先是医疗卫生(27郾 3% ),随后是交通(18郾 8% )、农村教育(16郾 1% )、养老(服
务)(15郾 2% )、自来水(13郾 3% ),与农民最不满意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类别一致。 这些

类别或是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道路、自来水),或是与农民家庭生

计紧密相连、体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综合水平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深
刻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富裕感知。

图 3摇 农民最关心的基本公共服务
摇

此外,占调查总体 14郾 6%的农民属于“不适用冶类别,基本包含两种情况:其一,
受访农民因“说不清冶“没想好冶“不知道冶而未作答。 这类农民一般年龄偏大或文化

程度较低,他们并非对公共服务没有需求,而是无法准确表述自身需求。 其二,农民

最关注的内容在选项之外,难以归类。 例如,浙江省某调查村村民以茶叶种植和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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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养殖为主,周边山中茶田经常遭野生动物滋扰,“野猪一年要拱好几次冶,养殖的鱼

类则病害频仍,正常年份病死率达 30% ~ 40% ,始终无法确诊病因,农民对农业技

术、农业保险等产业相关的社会化服务存在需求,而这些需求在选项之外。
对本研究考察的十二种基本公共服务类别,调查五省的需求不尽相同。 图 4 呈

现了各省农民最关心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占比排名前三位的情况。 湖南调查村农民高

度关注医疗卫生(36郾 6% )、交通(33郾 7% )和自来水(32郾 7% );同样将医疗卫生排在

首位的还有山东(28郾 2% )、河北(27郾 9% )和浙江(21郾 4% ),三省农民次要关心的内

容则有所不同,山东农民关心养老 (服务) (27郾 2% ),河北农民关心农村教育

(24郾 0% ),浙江农民则关心居住环境(11郾 6% );陕西农民对交通问题予以最高关注

(25郾 0% ),其次关注医疗卫生(23郾 2% );相较于其他四省,浙江调查村经济发展状况

较好,农民关心的基本公共服务类别相对分散。

图 4摇 调查五省农民最关心的基本公共服务
摇

(三)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预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农民评价较低、需求迫切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集中在教育、
医疗、养老、就业、基础设施五个方面,针对本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提出的改进建议也

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1郾 期待改善农村教育环境,降低教育收费

农民充分重视教育,认为只有教育环境改善才能培育人才,激发村庄的发展潜

力。 其一,希望保护和支持乡村小学建设。 撤点并校后,一些村庄没有设置学校,部
分村民希望保留村小,“不要撤并太多冶,否则“孩子们读书不方便冶。 其二,希望改善

村庄的基础教育条件,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师资素质和水平。 仍保留学校的

村庄,面临基础设施落后、教学资源薄弱、师资质量较差、教育设施不完备等问题。 其

三,希望降低学费。 农民反映教育负担沉重,学费太高,尤其是私立学校、补习班、培
训班、幼儿园费用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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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期待降低医疗保险费用,提高医疗报销比例,改善村级镇级医疗条件

首先,农民反映医保费用难以承受,对农民家庭构成负担,希望降低医保费用,使
其真正起到保障作用。 其次,农民期待扩大医保报销覆盖范围、提升报销比例,向大

病倾斜,解决报销难的问题,促进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统一。 如山东一位纯务农的女性

村民,身患糖尿病和白内障,治病报销比例较低,希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针

对就近看病不便的现状,农民希望加大对乡村医疗资源的投入和补贴,增加村级卫生

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备、药品储备,提升医疗人员水平。
3郾 期待提高社会保障性质的养老补助,加强多种类型的社区公共养老服务

众多农民反映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退休金,养老补助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也
难以应对生活中的突发情况,希望老年人获得更多养老保障和补助,补充生活来源。
除了家庭养老,农民还寄希望于社区公共养老服务,由村庄为养老提供支持。 其一,
建立公益性质的集中养老机构,农民反映养老院费用较高,希望村庄修建集中养老设

施,降低收费。 其二,搭建社区养老服务平台,以便开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如解决

做饭难、吃饭难等问题的老年食堂、老人餐桌,和提供生活照料服务的钟点工、上门服

务和日间照料中心,以及满足日常活动需求的老年活动室,等等。 其三,提升养老服

务的公平性,农民反映城乡养老待遇差距大,在村庄内部对五保户和普通户的关注也

存在差别,普通村民只能依靠子女支持,希望对农民基本的养老需求予以充分关注。
4郾 期待村庄招商引资,增加就业岗位,提供就业信息

在就业岗位方面,由于存在城乡用工差异、城乡社会保障差异等结构性因素,农
民工返乡后难以找到本地非农就业的机会。 农民希望村庄通过引进企业、开办工厂、
振兴产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解决本地就业问题。 在就业服务方面,就业渠道有

限、就业信息不畅是农民主要反映的问题。 农民希望通过多种形式获知就业信息,期
待村庄组织技能培训,集中、公开、及时发布招聘信息。

5郾 期待村庄基础设施补齐短板,提档升级

针对交通,农民期待拓宽、平整、硬化入村道路和村内道路,修整和清理通向家户

的小路,增加公共交通的数量,强化对车辆的管理。 针对用水,农民期待接通自来水,
提升水质,降低水费,解决水污染问题。 针对燃料改造,农民期待有统一的天然气管

道入户,但希望天然气收费不要过高。
总结而言,生活富裕不仅关涉农民家庭生计的稳定和改善,还包括社区层面基本

公共服务的达标和提升。 当被询问对当前生活状态的总体评价时,66郾 0% 的农民持

相对满意的态度,而认为“一般冶“不太满意冶或“很不满意冶的农民,或因“孩子上学

费用高冶而倍感压力,或因医疗资源差、看病花销大、养老金太低而深感苦恼,或因

“无处就业冶、工作不稳定、“与大城市落差大冶而感到不满,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较

低。 可见,虽然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有看得见的提高,但依然存在农村教育资源和

医疗资源上移、就业服务普遍缺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短板等问题。 这些是影响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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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富裕感受的主要因素,也是城乡差距的关键所在。

四、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在发展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这首

先需要发现农民的所思所想,了解农民真实的意见和诉求。 本研究从农民视角出发,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民理解的生活富裕,既包括个体和家庭在物质生活上的富足,
也来自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在农民迈向生活富裕的道路上,通过

个体的努力寻求稳定就业、促进收入增加、积累物质财富固然重要,但农民最迫切的

关心和最期望解决的问题,始终围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从家庭生计来看,当前农民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升,家庭资产和设备设施条件获

得改善,但农民家庭生计仍具有脆弱性。 农民家庭主要依靠本地务农和在外务工维

持生计,在本地非农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或继续外出

务工来增加收入,收入渠道相对狭窄,且受制于自然环境、市场波动和城乡结构性差

异等因素,收入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反观支出,在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外,子女

教育和看病医疗是农民家庭最主要的经济负担,人情往来也构成一定的压力,此外住

房、医疗和产业经营可能为家庭带来债务风险。 这些情况影响了农民生活富裕目标

的实现,农民收入提升的预期较低,对自身经济状况的评价不高。
从基本公共服务来看,农村供给现状难以满足农民需求。 农民最迫切期待的基

本公共服务,主要是与家庭的生产、生活、生计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交通、自来水)
和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就业)。 目前部分省份的农村交通和自来水问题

成为农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最主要短板,并带来产业发展、村庄治理的一系列问题。 农

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成为农民家庭的沉重负担,也是源于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

市之间的巨大差距,机构缺位、资源缺乏、人员缺失、质量低下是其最主要的表现;随
着农村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也愈发突出;就业机会的缺乏和就业信息渠道的

阻塞,使农民家庭生计难以为继,导致人口外流的趋势持续恶化。 可见,基本公共服

务的落后和缺乏对农民生活造成整体性、长期性的负面影响,阻碍农民身体素质、文
化素养、生活品质的提高。

因此,对农民而言,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更需要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保障。 学界需

紧扣农民生活富裕的现实和急迫问题,倡导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洞见隐藏于农村社

会问题背后的症结,并使其彻底暴露出来(樊凡,刘娟,2019)。 在通过田野实践充分

把握农民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将其作为政策的着力点,从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方

面回应农民的具体关切。 首先,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加强乡村教学资源配置和师资力量培养;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提高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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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养老服务。 其次,建立全

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将农民优先作为就业政策的扶持重点,加强对农民的职

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技能;促进乡镇和村庄层面招聘、就业信息的公开,为返乡

农民工就业创业搭建平台。 最后,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加强政策补贴和技

术支持,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助力;引入社会投资,补齐乡村产业的资金短板;为农民

提供多种类型的本地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家庭的收入渠道。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2000 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民

生保障建设的“黄金时代冶,在教育普及、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但如何平衡城乡民生保障的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对共同富裕的实现构

成严峻挑战(焦长权,董磊明,2022)。 使农村和农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

业以及发展机会上与城市达到一定的平衡水平,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王春光,
2021),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生活富裕目标的应有之义。 这一目标的实现,既要求学术

研究立足于田野实践,不断关照和探寻属于农民的视角,并将研究融入积极主动的行

动中;也需要政策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将农民的实际需求作为乡村战略实施和政策制

定的依据。 唯有通过提升公共服务切实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归属感,让农民过上符

合自己理解和期待的富裕生活,才能彰显乡村振兴战略“以人为本冶的理念,凝聚积

极的振兴力量,进而坚实迈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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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Prosperity from Farmers蒺 Perspectives and Needs

JIN Weiling

Abstract摇 Prosperity involves the most concerned, the most direct, and the most practical interests of
farmers, and is the starting point, primary purpose, and ultimate standard to assess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鄄depth interviews with farmers in ten villages of five prov鄄
inc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farmers and explores their understandings, assess鄄
ments and needs for prosperit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structural dilemma in farmers蒺 liveli鄄
hoods. The main source of family income is local farming and migrant work, which is low and unstable;
while expenditures on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other expenses constitute a heavy burden, resulting in
low expectations of income increase.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鄄
ices, such as the upward movement of education resources, the insufficient medical facilities, the lack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the shortage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hich do not meet farmers蒺 expecta鄄
tions for a better life and affect farmers蒺 perceptions on prosperity. Reading prosperity from farmers蒺 per鄄
spectives, it蒺s not only the sustainability of family livelihoods and material wealth, but also the security
and happiness based on sufficient basic public services.
Keywords摇 Rural vitalization; Prosperity; Family livelihoods; Basic public services; Farmers蒺 perspec鄄
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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