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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排斥理论的嬗变

社会排斥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学者对贫困问题的
研究。1974 年法国学者拉诺尔( Ren Lenoir) 最早明
确提出和使用社会排斥概念，指那些不能分享经济
增长成果的人，包括精神和身体残疾者、多问题家
庭、边缘人等，后来逐渐成为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核
心概念，并逐渐拓展到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用来解
释中国现阶段的一些社会问题。如: 失业、贫困、教
育、失地农民问题等。目前对“社会排斥”还尚无一
个大家都认同的定义。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
发对社会排斥加以界定，如英国以博查德为代表的
观点认为，社会排斥是指生活在某社会地理上的居
民，不能以该社会公民身份参与他们能够而且应该
参与的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该社会市
民的正常活动。［1］

我国学者认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
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
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2］“社
会排斥”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
利益集团等施动者的作用下，致使个人、群体等受动
者不能公平地享受到应该而且能够享受的公民权益

与国民待遇，导致他们能力削弱、机会丧失，以致处
于边缘化困境的一种社会机制。［3］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对社会排斥进
行的界定，可以给“社会排斥”下一定义为: 被边缘
化的贫弱群体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不能平等地与
占据社会优势地位的主导群体共同享受应该而且能
够享受到的权益，而导致机会丧失、权益受损，进而
坠入边缘化困境的一种动态过程和社会机制。［4］

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它能很好地用于解释我国新型农民培育领域
的问题。地处西部的甘肃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甘
肃建设新农村任务更艰巨，新型农民的培育状况直
接影响甘肃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社会排斥理论为分
析甘肃省新型农民培育的制约因素、提出甘肃省新
型农民培育的对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基于社会排斥条件下制约新型农民培育的
因素分析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是现实
中的农民由于自身和外在因素的排斥，使自己的需
要和利益难以得到满足，延缓了向“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转变进程。

1． 经济排斥是延缓新型农民培育的根本原因
甘肃新型农民培育最先遇到的排斥是经济层面

上的。一是甘肃农民收入仍处于低水平。在职业教
育普遍收费的条件下，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要难以
转化为有效需求。2007 年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
位居 全 国 倒 数 第 一，比 全 国 低 43. 9%，比 新 疆 低
26. 8%，比宁夏低 26. 8%，比青海低 13. 2%，比陕西
低 11. 9%。2009 年，甘 肃 省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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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 08 元，较 2008 年 增 加 410. 29 元，增 长
15. 07%。［5］

但是总体来看农民收入增长还是缓慢。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改革开放以来，
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都有所提高，但是城市居民收
入远高于农村居民，而且两者之间的绝对差额还在
持续增长，收入差距已从 1978 年的 306. 60 元扩大
到 2005 年 的 6106. 82 元。全 省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由
1984 年的 1. 54·1，扩大到 2008 年的 4. 1 ∶ 1。如果
考虑城乡居民之间公共福利服务事业的隐性差距，
如享受医疗、住房、劳动保险等，则甘肃省城乡居民
的收入差距要比实际数据大得多。经济上的低水
平，增收上的低效率使农民的需要停留在低级层次
上，抑制了新型农民的培育进程。

2． 文化排斥是延缓新型农民培育的社会障碍
当今农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农产品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劳动力市场门槛逐渐提高，参加教育培训
已经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发展的根本途
径。甘肃省自 2006 年 10 月启动实施新型农民科技
培训工程项目以来，按照“围绕主导产业、培训专业
农民、进村办班指导、发展‘一村一 品’”的 要 求，
2007 年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在 16 个县 ( 区) 的
530 个村实施，共培训农村劳动力 197. 09 万人，其
中技能性培训 50. 57 万人，2008 年培训 215 万人，
其中高新技能人才 60 万人。［6］

甘肃省新型农民科技
培训工程在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 用。但 是，甘 肃 省 农 业 劳 动 力 的 比 重 仍 占
7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8 个百分点，初中以上文化
程度的仅占 43. 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1 个百分
点。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文化程度差异大，接受
能力差别多; 培训经费有限，地方配套困难，在完善
培训基础设施、健全培训体系、巩固培训效果、建立
培训长效机制上有一定难度。因此农民在实现受教
育的权利方面仍然面临资金、法律、政策等资源条件
的限制。另外，不少地方的农民文化生活贫乏、枯
燥，人们“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
农村文化建设发展滞后，不少地方的基层文化站因
运转困难，已经形同虚设。健康的文化活动不开展，
低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封建迷信、黄、赌、毒在有
些农村开始泛起。农民遭遇的教育排斥也是一个不
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即农民遭遇排斥后，文化素质和
技术水平难以得到显著提高，而较低的文化素质和
技术水平会造成农民的持续贫困，持续贫困又进一
步会导致在其他层面受到排斥，最终会陷入所谓的
“恶性循环”和“贫困陷阱”。

3． 权利排斥是新型农民培育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在长期推行计划经济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城乡相互封闭、内部自我循环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一
定程度上牺牲了农村发展并排斥了农民。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局面有所缓和，但是深层次的
体制和制度障碍，使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依然存
在刚性矛盾，城乡分割的格局尚未完全消除。这种
体制使城乡居民各自的利益代表在政策制定中扮演
的角色有着极大的不同。新型农民培育在权利上面
临着排斥。一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机理是农民作为
主体力量的发挥。一项农业技术的推广，技术是否

符合农民的要求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政策保证
关键在政府，而最终能否采用技术和运用到什么程
度关键在农民。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事
业的推进者;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路线、
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和实施者;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成
果的直接受益者。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却表现
为: 上级领导决策，技术部门规划，行政部门安排项
目，农户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许多发展项目未能
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切实利益，有的还做成了仅仅为
当地官员晋升的“政绩工程”。二是在征地过程中，
一些地方政府掌握着征地的绝对控制权，农民被排
除在征地协商和利益增殖分配之外。土地是新型农
民成长的资源、资本。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许多
城市兴起城市经营的思路，纷纷设立开发区，圈占土
地，“以地生财、以地兴城”，通过政府行为低价征用
农民的土地，严重损害了农民权益，这无异于剥夺了
新型农民成长的资本。三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偏重
城市教育而忽视农村教育。它为城市和工业培养了
大量的人才，但却拉大了城乡差距，使农村教育发展
长期滞后并失去了对人才的吸引力，导致大量人才
集中在城市而不流入农村，造成我国农民的整体素
质长期低下。

三、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的反社会排斥
的路径

1． 探寻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创设新型农民培
育的物质基础

甘肃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和
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而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总收入
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
基础，也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基本前提。一是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发挥地方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
势农业，突出发展玉米、马铃薯、草食畜牧业三大产
业。通过增加投资、良种补贴、技术应用、标准化生
产等综合措施，做大全省性主导产业、做强区域性优
势产业、做优地方性特色产品。从而形成特色鲜明
的产业格局。二是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重点的农村二、三产
业，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三是稳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营造和维护
农业发展的基础环境。甘肃生态环境脆弱，耕地面
积相对富裕。但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由于农
民收入低，农民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投入有限，农业生
产经 营 性 投 入 对 农 业 GDP 的 贡 献 率 仅 仅 为
0. 77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通过国家对农业
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投入，近几年农业产出却
以 5% －8%的速度增长。因此，在加强对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与管理，细化农田配套设施的同时，加强政
策保障使退耕还林还草的效益继续得到维护和扩
大，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2． 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培育具有较高职
业技能素质的新型农民

加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就是要适应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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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转岗就业的需要，坚持从科技培训、转移培训和
创业培训三个层次推进农民培训工作，造就新农村
建设的各种人才。首先，要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对农
民进行先进适用的农业新知识、新技术培训，提高农
民现代农艺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提高农民环境
保护和食品安全意识。要围绕各地的农业优势产
业，立足于区域经济、科技和教育资源的现状，以产
业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民致富为目标，紧密
结合农时季节需求，开展灵活多样、不同形式的专业
技术培训。其次，培育一支科技兴农队伍。在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中选择有一定文化素质、热心
农村服务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最后，加强对农村
妇女的教育培训和科普教育。［7］“女性的素养决定
一个民族的素养”。随着我国劳动力的流动转移，
从事农业劳动力的素质逐渐弱化与劣化，青壮劳动
力出外打工，妇女儿童老人在家种地，即“386199 部
队”成为农业主力军。特别是农村妇女成为我国农
业劳动者中的最主要力量。在甘肃农村也不例外，
农村母亲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孩子的教育任务。从母
亲入手，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因此，要对农村妇
女经常进行农业科技知识教育的同时，开展农村妇
女保健和农村家政方面的科普教育。

3． 引导农民合理流转，鼓励农民回乡创业，借助
城镇资源培育新型农民

我国农村目前每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超过一亿
人，甘肃大约有 1000 多万农村劳动力，其中富余劳
动力大约 400 万左右，向城镇转移的规模每年都将
保持在 280 万人以上。［8］

这些人员在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得到了锻炼，在城乡交流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
观念、知识得到更新，技能得到提高。他们既熟悉城
市，又熟悉农村，善于在城乡之间寻找商机。如果给
他们提供适宜的创业环境，就能发挥他们懂经营、会
管理的优势，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领军人物。因
此，一是支持鼓励农村外出人员回乡创业。要鼓励
吸引他们回乡创业和积极加入到村社班子中来。在
政策上要采取鼓励措施，建立农民创业资金体系，加
大财政补贴力度。二是积极鼓励城镇管理人才向农
村流动，如兴办一些农业服务项目，帮助拓宽农产品
市场，同时推动农村管理制度的革新，促进城乡经济
融合，通过城乡交流来提高农民素质。三是有效利
用大学生村官的优势。利用大学生村官文化知识丰
富、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优点，鼓励他们在
农村传播文化知识，弘扬科学精神。鼓励农村大学
生回乡就业，加大培养新的创业型精英农民的力度。

4． 加强农村精神、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是要实现农村社会

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必须培育农村文明新风尚、倡导
农村健康文明的新生活，用科学的生活方式去彻底
根除农村地区愚昧落后的封建习俗，用先进文化来
影响、陶冶、培养新型农民。一要加强农民的思想道
德建设。充 分 利 用 农 村 的 优 势，开 展 树 立“新 风
尚"、争创“文明户”等活动，既要让农民继承与弘扬
尊老爱幼、邻里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又要克服聚众
赌博、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俗。二要加强民
主法制教育。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普法宣传，
增强法制观念，使干部懂得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使
农民懂得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真正成为懂法、守
法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三要广泛深入地普及科学
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帮助农民划清
科学与迷信、文化与愚昧的界限，荡涤封建迷信思
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消除愚昧赖以生存
和蔓延的社会土壤。四是发展和丰富农民的文化生
活。充分利用现有的镇、村文化服务网络，利用农
闲、节日和集会，组织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和体育竞
赛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引导农民树立科学文
明、健康向上的生活观，逐步形成农村新风尚。五是
加强对农民合作精神文化的熏陶。大力宣传、普及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有关制度知识，唤起农民的合
作意识，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群众基础。
即由政府扶持、引导、示范、鼓励农民发展各类经济
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培育农民合作意
识，弘扬“合作、参与、奉献、劳动”的新型文化。依
托组织优势，提升农民素质和能力，推动农民共同致
富，加快向新型农民转化。

【参考文献】
［1］［2］［4］苟颖萍，贺春生． 社会排斥视阈下我国农民长效

增收的新思路———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J］． 临沂师
范学院学报，2010，( 5) ．

［3］银平均．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M］． 知识产
权出版社，2008．

［5］甘肃统计信息网． 甘肃农民收入问题研究———2012 年与
4140 元可行性分析．

［6］祁 昌 贤． 甘 肃 省 劳 务 经 济 发 展 现 状 问 题 及 对 策 研
究( 二) ———甘肃劳务经济发展的现状［J］． 甘肃科技，
2010，( 1) ．

［7］苟颖萍，贺春生．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现代化路径探
析［J］． 未来与发展，2009，( 4) ．

［8］叶旦才让，牛占虎．“十一五”就业压力空前加大［N］． 甘
肃经济日报，2005 － 10 － 25．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eas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lusion
———Based on the Truth Analysis of Gansu

GOU Ying － ping，HE Chun － she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Gansu peasants suffer from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conomiy，culture and rights，which are the
deep － seated reasons of restricting new peasants cultivation． The key to nurturing new peasants is to form the long － term mechanism of
increasing peasants income，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skills of peasants，lead the rational flow of peasants，cultivate new
peasants with the help of city resources，and improve peasants’ideological quality．
【Key words】social exclusion;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e cultivetion of new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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