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课程介绍 
 

    本课程选择中国农村若干重要领域，以专题的方式较深入地剖析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

框架及实际运作方式，以此展现 49 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变迁过程、面临的问

题等。并从关注的问题、透视问题的基本视角、主要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有关中

国农村的社会学研究作一概括性的介绍。 
 

  教学大纲 
 
指导思想： 

本课程以中国农村为对象，通过对几个重要制度的实践形态与变迁机制及变迁动因的

讨论，达致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形态和社会变迁特征的概括性了解，掌握农村社会学的

基本概念、研究的问题、相关重要理论、观察问题的视角和研究农村问题的基本方法。本

课程的指导思想是： 
第一，观察农村社会、理解农村问题、把握农村社会变迁等，存在着多种视角，本课

程主要从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的视角透视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之所以选择这一视角

是出于如下考虑：①49 年以来中国农村的重大变化无不因制度变化而起，无不以制度变化

为结果，也无不以制度变迁的形式呈现；②制度建构与制度变迁在理论解释上有相当的穿

透力，在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历史遗产、社会网络，文化传统、政策环境、行动

主体的能动性实践等要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二，本课程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课程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当代中国农村，放在现实农

村中扮演重要角色、发生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即不仅关注各种制度的文本形

态，也关注它的实践形态；既关注正式制度，也关注非正式制度。课程在强调关注农村现

实的同时，特别强调对现实的分析解读，有很强的理论关怀。为此，课程对与每一专题相

关的重要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和介绍。 
第三，本课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方面引导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通过研

读大量研究实例，增强对农村问题的了解、对农村研究的兴趣和对已有理论的理解；另一

方面引导学生加强对农村社会现实的观察，能够提出有潜力的研究问题，并能尝试着将学

习到的知识不断运用到对农村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去。 
第四，在考察农村的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的时候，本课程引导学生从作为行动者的农

民的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具体感受体现国家意志的新制度是如何与生活于传统的小生产的

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网络及文化传统之中的农民相遇并在何种情况下、何种程度上被农民

认同并接受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新制度是如何被农民实践的。同时，本课程引导学生关注

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为出发点，考察农民对村庄公共事务参与的

动机与特征，达致对“村庄政治”的实质性理解。 
第五，本课程拟在 1949 年后城乡关系的变迁及这样的变迁对农村的影响这样一个开阔

的视野下展开各专题的内容，引导学生在城乡的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把握现实农村的诸多问

题，以求对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更深刻与更全面的认识。 
 

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历史、重要的制度安排及其实际运作方式、农村

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及农民行为方式和观念特征；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现状、

重要理论成果和主要研究方法；认识中国农村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变化趋势。要求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农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主要的理论观点、重要的研究主题和研究



方法，以及在这一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成果。并要求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现实社会中的农

村问题展开规范的和较深入的研究。 
 
讲授内容要点 
 
第一讲：导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历史 

一、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本节阐述了为何要专门讨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对

在农村社会学所研究的问题方面的各种见解做了梳理。 
  二、  早期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回顾。本节对农村社会学在美国的发端及其后的进展做了

回顾，并讨论了农村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指出了 40 年代中国

社会学界在农村社会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的意义。 
三、  50 年代尤其是 70 年代之后的发展。本节对 20 世纪 50 年代尤其是 70 年代之后农

村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回顾，并对一些有影响的研究做了简略

的介绍。 
 

第二讲：农村社会的发展背景和阶段划分 
  一、  理论背景。本节讨论了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做的划分的理论依据，指出

了这样的划分和当时最高决策层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安排的

关系。 
  二、  土地改革。本节阐述了土改的步骤和方法、土改成功的关键（对群众的动员）、

土改的意义以及由土改引发的农村中的问题。讨论了有关土改的研究的成功之处

和不足。 
  三、  合作化。本节首先讨论了土改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问题以及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对 
        此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随后介绍了当时农村的现实和分析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

问题的基本框架。 
  四、  人民公社时期。本节首先介绍了人民公社成立的背景，指出了人民公社初期的主

要特征以及共产风、三年自然灾害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正是由于这样

的影响，导致了农村人民公社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一种所有制的形

式。但是，随着农业形势的好转，最高决策层由于对农村社会形势估计的错误，

导致了“左”倾路线在农村的持续，“四清”与“文革”的发生，“学大寨”在

全国的普遍推行。 
 
第三讲：农村的婚姻、家庭与家族 
  一、    农村的婚姻（略） 
  二、    农村的家庭（略。这两节之所以略去是因为有一个与家庭社会学课程衔接的问

题，这两节的内容在家庭社会学的课上都已讲过） 
  三、    农村的家族。本节介绍了家族的定义，讨论了当前中国农村家族活动的地域差

别和共同特征，并对农村家族活动以及家族存在的基础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思考题： 

1、 你如何理解家族的定义和这一内涵在上一世纪 80 年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 
2、 现时在你周围有无家族或宗族的活动？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活动？ 
3、 试分析一个家族活动的实例并说明他们的活动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意义。 

 
第四讲：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及其运行 



一、 传统农村基层政权的研究。本节通过梳理多种有关中国传统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

理论观点，弄清该方面研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以及分析的视角等 。 

二、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政治体制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分别讨论中国农村政治体制

的演变脉络。 

三、 现阶段基层政权的基本制度框架。本节从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村民选举和村民

代表会议、乡镇政权组织及县—乡—村关系几个方面概括性地描述目前我国农村

基层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及其主要特征。 

四、 乡村现实权力运行。包括村一级的主要任务及完成方式、乡镇财政与乡镇政府行

为、乡村干部的行为方式等。 

五、 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改革思路。本节关注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几

个主要问题，以及学术界关于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 

六、 对当代中国基层政权的研究。在基本掌握 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演变历史和

现阶段运行方式和运行特点的基础上，本节重点介绍国际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农

村基层政权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关注的问题等。 

 
第五讲：农村土地制度与土地问题 

一、基本国情矛盾与土地问题。人地矛盾和小农村社经济传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两

点是观察和理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前提。本小节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

对中国农村的土地资源占有状况进行描述，并对建立在此种资源占有状况下的农

村经济传统特征进行简要的分析。 

二、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沿革。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

它们深刻影响了中国农村的历史进程。本节分别对这三次变化的过程、特征，以

及这些变化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 

三、 现阶段农村中国土地制度特征与问题。现阶段中国农村实行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

本节重点讨论农村这一基本制度的主要特征、由此产生的新的问题，以及学术界

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主要观点等。 

四、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并未随着 1983 年联产承包制在全国

的广泛实行而停止。随着新的矛盾的出现，各地尝试着对土地制度加以完善和进

行进一步改革。本小节以案例的形式对其中 7 种典型做法进行详细的介绍，由此

揭示出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本质和制度形成的机制与特点。 

 
   

第六讲：农村工业化进程 
一、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本节分为四个阶段介绍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的基

本脉络，包括每一阶段的时代背景、政策规定、发展特点、相互关系、对农村社会

发展的主要影响等。 

    二、1978 年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的主要特征。70 年代末，伴随农村经济体制的改

革，中国农村工业化获得快速发展，本节重点讨论这一发展过程呈（？？）的主

要特征，它们深刻反映了中国特定的制度、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影响。 

   三、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乡镇企业为什么在改革后能够迅速崛起和高速发展是国

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为此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本节对学术

界提出的各种主要的解释进行归纳、概括及讨论。 
四、乡镇企业的主要特征。其中重点讨论的是乡镇企业的结构特征、区位特征、产权特

征与经营制度特征等。这些特点对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提出挑战，本节在讨论



上述特征的同时尝试着指出这些问题。 

五、关于乡镇企业的研究。国内外对中国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一直倾注极大的热情，

相关研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及的问题广泛。本节不准备对这些研究进行广泛

的介绍，仅选取其中三种有影响的社会学研究，对其关注的问题、解释问题的视

角、理论背景等加以介绍。 
 

第七讲：农村精英构成及其演变 
一、精英的定义和精英研究的由来。本节首先对乡村政治精英作出界定，随后指出对中

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国家、社会和民众关

系研究中的意义。介绍了国外用来描述中国农村社区改革前后精英变动的主要理论观点。 
二、对精英角色地位的研究的前提。本节主要是对政治精英选拔和精英起作用的社区环

境和生存空间进行讨论，同时介绍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主要观点，随后讨论了农村

宏观政治环境的特征。 
三、村级政治精英角色地位的特征和变化。本节从村级政治精英的身份特征出发，分析

了利益分化对村级政治精英的角色地位的影响，以及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由于意识形态

的淡化及国家对村级政治精英的期望的改变所导致的村级政治精英的地位和所起作用的

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