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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不只是一种主观判断#它严重受制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公平机会的获得#那种认为农民的

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不断地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繁荣农 村

文化#保护农村生态才能真正地提高农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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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农民幸福感问题的争论

自零点调查 公 司 在 其 撰 写 的&#$$F年 中 国 居

民生活质量 报 告’中 指 出 中 国 近 八 成 居 民 感 到 幸

福#农民幸福感强于城市居民后#引起了舆论的一

片哗然！绝大部分网民对这份调查的真实性产生

怀疑$因为当电视(报纸正在不断披露农民的受教

育难(看病难(养老难(收入低(农民工讨薪难时#当

每一年的中国社会蓝皮书都揭示城乡差距在进一

步扩大##$$G年已达到!)#FH"#快成为世界之最

时#农民的幸福感不可能强于城市居民#没有物质

基础的保障和权利的平等#农民幸福感从何而来？

凡是到过中西部农村去过的人都不可能认为在这

些正在衰落的乡村里#人们的幸福感会比城市强#

至于农村的中坚)))那些到大中城市打工 的 青 年

农民#他们更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城乡差距对比

太强烈！即使是廉价的幸福感#也是农民对现实的

无奈#这恰恰是农民的悲哀！由于起点不平等#机

会不平等#农民的向上流动之路难上加难#使农民

对未来备感迷茫#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快乐后面隐藏

的是深深的苦闷！

面对这些质疑#一些专家不以为然#他 们 认 为

幸福感问题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农民穷并不一定

就代表农民不幸福$其理由如下*

首先#相较 于 市 民 来 说#农 民 的 期 望 值 更 低$

因为农民长期居住在农村#相对封闭#外界的信息

接收少#对物质的期望值比较低$在经过#$多年

的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

们较低的欲望已得到较大满足$而居住在城市里

的人们面临各种刺激#需求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特

别是随着西方社会高消费思潮的入侵#月光族(负

产族不断出现#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需求膨

胀的速度#其期望值越来越难以满足$因此#虽然

从绝对上讲农民收入比市民收入低很多#但从相对

上讲#农民的满足感却高于市民$

其次#在于农民的慢节奏(低风险生活 和 贫 富

差距较小$相对而言#农民的生活节奏较慢#压力

较小$城里 人 生 活 节 奏 快#为 升 迁(为 出 国(为 职

称(为孩子上重点学校(为每日的工作竞争绞尽脑

汁#压力太大$而且#城市里面的贫富差距太悬殊#

使普通市民的心理压力过大$农村则贫富差距相

对较小#由攀比产生的压力也较小$这就造成城市

人高收入(高风险(高压力但低满意度$

第三#在于农村人际关系和谐与城市人际关系

紧张$在某些学者看来#农村充满人情味#是一个熟

人社会#乡风淳朴#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融洽单纯#

没事时大家走动较多#人们诚实乐观#正直善良#很

少利益冲突$而城里人则相互提防#相互猜忌#处在

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表情冷漠#充 满 了 利 益 与 算

计#相互之间交流很少#人与人竞争激烈#尽是虚情

假意#这样就使城里人比农村人心理压力更大$

第四#农民幸福感较高是因为农民较为传统的

价值观 取 向$在 某 些 学 者 看 来#由 于 农 村 比 较 落

后#农民思想相对保守#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保存较

多$相对而言#农民对家庭(友情(婚姻(责任感(集

体和谐等看得更重要#而对物质方面的需求则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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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这与传统文化中君子重义轻利的思想是一脉相

承的"相反!城市作为市场经济的大本营!西方文

化的桥头堡!经过西方消费主义的长期熏染!个人

主义与消费主义思想已取代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占

主导地位!造成思想的断裂和对物质的过度需求"

因此!拥有传统价值观的农民可能比更物质化的市

民拥有更高程度的幸福感"

第五!农村的生存环境比城市好"在一些人看

来!农村就是#伊甸园$!那里空气清新!没有污染!

环境优美!充满诗情画意"而城市人却面临着空气

污染%水 污 染%食 品 污 染%堵 车%治 安 恶 化%人 口 过

密%热岛效应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从生存环境上来

看!农民应该比市民幸福"

!!二、影响幸福感的若干要素

那么!农民的幸福感到底如何呢？

确实!比较农民和市民谁更幸福比较 困 难!因

为它太复杂"幸福感的获得有很多的主观因素!但

它也与物质福利%权利的获得紧密相关!否则!没有

物质进步与自由的扩大!人类社会就不能达到今天

的自由生活"认为幸福感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或

是一种物质的满足都是片面的！伴随着新自由主

义在全球的传播!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西方化已日益

明显!消费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强!物质福利与公民

权利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因此!农民是否感到幸

福!应与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有更大的关联性"

那么!影响人的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 哪 些 呢？

它们是怎样影响人的幸福感呢？

首先!幸福感与人的欲望满足有关!当 万 事 顺

利时!人必然心情愉快!当事事不顺时!人必然感觉

到烦闷痛苦"而欲望的满足度又取决于三个条件!

一是期望值!二是欲望强度!三是欲望实现可能性"

当期望值越高时!愿望就越难以达到!烦恼就可能

越多&当对某个愿望的欲望强度越大时!其达成所

带来的幸福感就越大&当实现可能性越大时!其达

成的可能性就越大!痛苦也就越少"而影响欲望实

现的可能性因素又取决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状

况!主观条件主要是个人的体能与智能!客观条件

包括机会均等%起点公平%自由的扩大%民主的深入

等"在当前情况下!主观条件对个人福利的影响范

围较小!改变的余地也较小"但客观条件对个人的

影响范围却较大!由于机会不均等!权力受到过多

限制所造成的不自由比较大!使欲望的达到遇到更

多的阻碍!改变的余地较大"从欲望的本身来讲!

它应该是多元的!但物质财富的增加为欲望的实现

提供了条件与机会!因此!物质的欲望愈来愈成为

主要的欲望形式"现代科技的发展对欲望的实现

也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通过科技进步不断

提高生产率!使人们实现欲望的能力更强!另一方

面!它在扩大人类的视野的同时激起了人类更多的

欲望!造成新的痛苦"在消费主义和贫富分化不断

扩大的社会!其所造成的痛苦会更大"

其次!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特别是 与 近 旁

的人进行对比后获得的感受!因此!它是相对的!当

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其贫富对比越强烈时!其

中下层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可能就越低"

再次!幸福与个人的价值取向有关"不同价值

观的人之间!不可以进行比较!因为对于不同价值

观的人来说!其赋予相同事物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如一个家庭价值观强烈的女人和一个对权力%事业

欲望强烈的女人对婚姻所赋予的价值应该不一样!

从中得到的满足也会不一样&同样!一个自然主义

者与消费主义者对保卫阿拉斯加的生态而反对开

采石油的态度也会不一样"而且!对某些价值的强

烈认同还会使人超越痛苦与理性算计!达到一种精

神的持久满足!如宗教信仰!爱国主义等"

最后!幸福也与个人的期望值有关"当个人对

主流的意识形态采取认同态度!对个人的期望值较

低时!那么!在外人看来是十分恶劣的处境!个人也

能从中 找 到 幸 福!也 就 是 中 国 人 常 说 的#知 足 常

乐$"之所以印度的种姓制度!奴隶社会体制!封建

社会体制能够长期存在!这与其占主流的意识形态

被社会普遍认同有关!如果相信君权神授!相信人

生而不平等是合理的!那么在我们看来极端的压迫

在奴隶与农奴看来也是一种正常状态!不会引起太

多的痛苦"

由此可见!幸福感不仅有其主观性!与 价 值 的

认同有关!而且与物质的进步!民主的发展!自由度

的扩大密切相关!把农民的幸福只建立在主观的基

础上是不对的"

!!三、农民的幸福不能仅靠感觉

从零点调查公司与一些专家的观点可以看出!

农民的幸福感比市民更高都基于他们的主观感觉!

而与客观的城乡巨大经济差距无关!那么!事实果

真如此吗？农民就真的期望值这么低!就真的不要

钱了吗？那又怎样解释大批的农民工走南闯北!不

顾一切地想脱离农村!融入城市呢？

其实!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作 为 一 个

群体!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这不仅

表现在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之上!农村相对于城市

的日益萧条上’东南沿海!城郊农村只占中国农村

的少数!在这里主要指占农村主体的中西部农村(

而且表现在农民经历的巨大精神崩溃和农村社会

的原子化上!认为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比市民更幸

福!那纯粹可能是某些知识分子的主观臆断"

首先是农民的期望值问题"农民的期 望 值 或

许是很低!但这种低是被迫的!是无奈!或许还有绝



望!而不是农民 主 动 的"自 愿 的 选 择#因为长期的

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

政治上"经济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随着农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的不断下降!农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也

直线下降!如果不是因为其人数众多!担心影响社会

稳定!农民作为最大群体甚至可能长期处于失语状

态#而且农民缺乏资本!缺少权利!没有技术与社会

关系!使农民在起点上就处于一种不利地位!在历届

的各级人大代表中!真正的农民代表寥寥无几#除

了历史原因造成的起始条件不利外!农民还缺少公

平的机会!农民之所以期望值低!是因为他们缺乏向

上流动的机会!本来条件就不好!加 之 教 育 的 市 场

化!从军转干这条路的堵塞!农民向上流动的两条路

已越来越窄#在分利集团化的情况下!权钱勾结十

分严重!无权也无钱的农民基本被排除在向上流动

的通道之外!阶层的固化日益明显#农民要么铤而

走险$这是城市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要么无奈地

认命!降低期望值#因此!认为农民没有期望值是不

对的!是客观条件使农民不敢有期望#

其次!认为农民由于农村贫富差距小!生 活 心

平气和也是错误的#其实农民并非如某些学者所

想象的那样保守!安贫乐道#相反!对于绝大部分

年轻农民来说!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到沿海发达

地区或到大中城市务工已成为他们人生的一堂必

修课#他们对比的不再是破败的农村!而是繁华的

都市!城乡 之 间 的 差 距 所 带 来 的 心 理 震 撼 是 巨 大

的!对于不断扩大视野的新生代民工来说!市民与

农民工之间的巨大差距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干最累

最脏 的 活!拿 最 低 的 工 资!工 作 没 保 障!工 钱 难 兑

现!权利受侵犯!人格受歧视&市民却享受三条保障

线!多种福利!工作挑肥拣瘦!轻松享受现代文明的

成果#而真正付出努力的农民工却被排除在自己

的劳动成果之外!他们还能心平气和吗？

再次!认为农民还固守着传统的价值 观!而 非

物质取向也是错误的#不可否认!在某些富裕地区

的农村!传统文化保留较多!农民可能比较幸福!但

对中西部绝大部分的乡村来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

下!传统的价值观早已崩溃!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

已占主导地位#经济关系取代了血缘"亲缘关系!

利益关系成了主要的关系模式!造成了人际关系的

复杂化#由于缺乏共同利益!农村又回到了马克思

所说的’一袋子马铃薯(状态!形成原子化的社会!

拉帮结派相互争夺有限的乡村权力或干脆一盘散

沙!使公共事业难以开展#在物质理性算计下!互

助"互惠的传统道德已日趋衰落!个人主义却大行

其道!享乐主义日益风行#原来那种责任感强!任

劳任怨的老式农民已日渐衰微#更可怕的是!农民

对文化冲击所造成的精神断裂无所适从#在传统

文化中!个人是历史之链"社会之网的一个组成部

分!个人把自己的生存价值汇入历史"社会的发展

洪流之中!生生不息#也正因为对自身价值的这种

体认!才使历代农民能够忍受艰苦的生活!在社会

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中寻求自己的社会价值与历

史价值#然而!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将传统价值连

根拔起!个人只是个人!他不再与历史和未来相关!

也不再与社会相关!他只是一种短暂的物质存在!

没有永恒!也没有价值#生育观的变化也间接地加

重了这种思想的颠覆!愈来愈失去信仰的个人处于

一种失重状态!无所适从!这也是当前农村某些地

区自杀率攀升和宗教迷信漫延的主要原 因#在虚

无主义的笼罩下!除了物质的慰藉之外!农民很难再

找到别的支柱!农民有限的文化水平也决定了农民

很难逃脱消费主义的束缚再寻找到其他的生存意义

来逃避现实生存的压力#然而!需求是有了!可农民

有限的收入注定了他们对物质的渴求难以满足!这

必然带来更大的痛苦"焦虑"麻木#当然!农民的痛

苦与市民的痛苦或许不同!但并无程度的差别#

第四!认为农民生活风险低!竞争压力低!这也

是相对的#农民的生活节奏相对较慢是真实的!但

并不意味着农民的生活竞争压力就小!生活风险就

低#其实!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处于不同层次的

人有不同的欲望!马斯洛在需求层次论中就阐明了

这个道理#相对于农民来说!市民的欲望层次可能

不一样!但并无程度的不同!哪一种欲望所产生的

压力大!满足所产生的幸福感更大!我们难以判断!

但从满足所需要的条件来看!市民应该拥有更好的

条件!更多的手段#当然!市民的欲望可能更高!但

市民的条件更好!双方很难判断#另一方面!认为

农民的生活 是 低 风 险 的 也 是 错 误 的!从 概 率 上 来

说!农民失业"受污染"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较小!

但我们也知道!绝大部分的社会保障"卫生保健设

施!大部分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业机会都在城市!因

此!城市人口的收入更高!贫困率更低!寿命更长!

养老更有保障#所以!认为农村人口生活风险小!

压力小!因而农民更幸福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五!认为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好!农 民 更 加 幸 福#

这种观点也 是 非 常 主 观 的!一 者 生 态 环 境 应 有 两

种!一种是自然环境!一种是人化环境!自然的生态

环境很少还保留着!也不存在美不美的问题!人化

的自然环境才是美之所在#美的感觉是主观的!农

民的感觉与学者的感觉很可能不一样!早在明朝施

耐庵就写过’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农夫与王孙的感觉显然不一样!农民与学者的感觉

也可能不一样#只有农民才知道农村是否是乐土!

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农民拼命想离开这方乐土呢？

其实!农村也有污染!各种农药"化肥"工业消费品

包装盒"塑料等!导致许多地方出现了癌症村"怪病

村!并且这些污染无人关心!更无人治理!中西部能

够喝上洁净水的农民少之又少#但中西部农村最

大的问题是由贫困导致的人口大量外流#那些认



为农村环境更美的人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恰恰

相反"那些最贫瘠#最破旧的地方都在农村"每年的

黄金周旅游的热点大部分在发达的城市!可见"人

居环境离不开人的开发"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

相对而言"衰败的农村带给农民的幸福感肯定比不

上繁华都市带给市民的幸福感强!

由于忽视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忽视公平权利的

重要性"某些学者主观地臆断农民的幸福度高于市

民"其结果必然是片面的"要提高农民的幸福度"我

们必须从多方面入手"而不能仅靠$感觉%！

!!四、多管齐下，提高农民生活的幸福度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

是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使人

类从自然#社会#精神这三重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

达到更大的自由!农民作为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

要获得更大的自由"也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而不

能仅靠阿I式的自我麻醉或让农民永远处于一种

封闭#愚昧状态"达到廉价的满足!

首先"我们必须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民 的 需 求

实现提供物质基础!由于长期的二元体制"农村失

血过多"仅靠其自身的能力难以内生性地发展"必

须靠外力的拉动才能形成良性发展!一方面"必须

通过加快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减少农民"扩大农产

品需求"并在农民减少的同时"不断推动农业的产

业化和适度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必须发挥政府

的积极作用"以工补农"特别是要对农村的公共基

础设施进行完善"对农村进行合理规划"从教育#技

术#资金多方面进行政策倾斜"以缩小城乡经济差

距!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才会热爱自己的家园"

有热情建设新农村!

其次"我们必须让农民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和

权利!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农村教育问题和

社会保障问题"在中国历朝历代"教育体制无形中

充当了一种减压器"促进了阶层之间的有限流动!

当今时代"教育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它决定着一个

人的发展潜力"影响着社会分层"成为一个人最重

要的资本"因此"各国都把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

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但由于中国教育长期的城市

倾向"义务教育的非义务性"加上教育的市场化"导

致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更不均等!随着城乡之

间的教育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阶层之间的固化日益

显现!而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城乡分离

的户籍制度更加剧了这种不公平"极大地限制了农

民的各 种 权 利"增 加 了 农 民 向 上 流 动 的 阻 力!因

此"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改革教育体

制和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废除二元户籍制度"给农

民以平等的竞争机会"并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

再次"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农村的劣势除了物质与制度之外"还体现在其

精神文化的贫乏上!只要农村的精神危机长期存

在"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主导着精神生活"农村一

盘散沙的状态就难以改变"农村瓦解就难以避免!

要解决农村的文化与精神危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

入手"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农

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组成各种自治团体"形成共

同的经济利益"树立团结#友爱#互助#诚信的农村

新风貌"使农民重新找到自己精神的归属感!另一

方面"大力加强农村的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

素质"促 进 价 值 多 元 化"形 成 科 学 的 人 生 观#价 值

观"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物质与精神之间相互

协调!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艺术事业"丰富

农民的文化生活!

最后"必须 进 一 步 美 化 农 村"建 设 生 态 农 村!

缩小城乡差距并不是要把农村建成城市"农村有农

村的优点"城市有城市的优点"只有扬长避短"才能

相得益彰!相对而言"城市的物质基础更为雄厚"

而农村的生态环境更为优美"我们不能为了发展经

济而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否则"农村将得不偿

失!因此"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要合理规划"注重生

态的保护与建设!

总之"只有从经济#政治#文化 多 方 面 入 手"齐

头推进"才能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和谐的城乡

关系"增加农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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