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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知识兴趣是伦理学。
早些年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这对我后来分析中国伦理关系的特性以及为什么会形成
中国的“人情主义伦理”。
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形成强大的“自我主义”，甚有助益，从此我也开始懂得社会学的重要，并且能悟
出在中国研究社会学始终要以乡村社会为重点的想法，只因不是从事这个专业，也就没有更多的机会
关注社会学研究知识状况。
我院优秀学者谷中原教授告诉我，他写了一本农村社会学方面的教材，出于对社会学的那点点机缘和
初识，我异常兴奋，想先读为快，正赶上该书要出版，通读全书，感慨几句，说点外行话，仅为“无
知者无畏”吧。
农村社会学是学者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农村社会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社会学。
这门学科在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第一，直至今天，农村人口还是占世界的大多数，世界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农业社会，大量的农村社会
问题需要学者进行研究，需要学者在研究的基础上为政府部门提出治理建议。
第二，农业是母体产业，永远也是朝阳产业，农村社会也是人类社会的胞衣，一直孕育着、支撑着工
业和城市的发展。
农村社会运行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工业和城市社会的发展状况。
第三，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全面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农民增收问
题、农村建设问题、工业反哺农业问题、城乡一体化问题等各种农村发展和城乡关系问题，都显得非
常突出。
第四，农村居民比较分散，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正式社会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需要
对农村社会管理问题进行深度研究，才能找到农村社会善治方法。
谷中原博士的这本著作是他多年从事农村社会学教学和科研的结晶，对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度研究，值
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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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社会学新论》系统地研究了农村社会特性、农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农村社区、
农村社会主体、农民行为、农村社会问题的防治、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社会建设等关乎农村科学发展
的问题。
该书以实践研究范式为手段，以促进农村发展为轴心，选择不同于以往农村社会学教科书的内容，结
合收集的文献和作者开展的理论研究，阐述了农村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观点，内容新颖，是农村
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新探索。
适合社会学专业学生及相关实务工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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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农村社区研究　　这是由农村居民以共同体的形式进行生活的特征决定的。
探索农村社会发展规律、建设农村社会，不能忽视农村居民的这种生存方式。
这部分内容主要研究农村社区的特点和基本类型、农村社区的构成要素和演化过程以及农村社区的建
设规律。
　　4.农村社会主体研究　　农村社会主要依靠农村社会主体来建设，农村社会主体是农村社会的运
行和发展的推动者。
探索农村社会发展和建设规律不能忽略农村社会主体的研究。
这部分内容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的首属主体、经济活动主体、社会管理主体、社会民力主体的构成以及
在农村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介绍农村社会主体分化状况。
　　5.农民行为研究　　由于农村社会的各种主体大多属于农民身份，农村社会的各种社会主体行为
实际上要通过每个农民来表现，所以，农民的各种行为对农村社会运行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
因而农村社会学要研究农民行为问题。
农民行为研究主要包括农民概念的确定和农民的社会特性分析、农民行为的类型和特性分析、农民行
为的变化等问题。
　　6.农村社会问题防治研究　　纠正农村社会运行中出现的错误，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等于为农村
发展扫清障碍，为农村社会建设总结经验和教训。
规范主体行为，有利于促使农村社会进入良性运行状态和科学发展轨道。
农村社会发展问题研究包括农村社会问题的理性认知、农村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根源分析，
介绍农村社会问题的主要表现和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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