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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理论反思和实践考察，《社会转型加速期华北农户经济行为研究》对现阶段华北农户经济行
为提出假设：市场规则和家庭保障惯习将嵌套于农户劳动力相对剩余的资源结构中，共同对农户施加
影响，使其表现出对家庭生活保障、劳动力充分利用和经济收益追求的多重行为取向。
以定州市为调研地的实证分析表明：恰如假设，现阶段华北农户经济行为，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学者
描述的相对稳定社会结构下的农户行为，也不同于中国慢速转型社会下的农户行为；而是在社会加速
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市场经济、家庭保障和劳动力相对剩余的资源结构与农户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
具有多重行为取向。
它既有合理性，又有家庭经济效益低下、社会整体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明显不足。
为此，笔者提出以城乡一体化为政策导向，高效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的制度变革，提高农户经济活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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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场域—惯习”理论只是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普适的分析视角，在实际研究中，必然牵涉特定
场域与具体惯习的理论建构问题，这也是“场域”自治性和“惯习”历史生成性的内在要求。
具体到本研究，理论建构的首要问题，就是对社会转型加速期定州“农户经济行为”所处的“经济场
域”及其特定“惯习”的建构。
　　2.1.1 对社会转型加速期我国农村经济场域的建构　　皮埃尔·布迪厄曾经指出，一个场之所以成
为一个场主要由具体场的特殊资本形式、对特殊资本追逐的主导行为规则和行为者之间的客观关系组
成，其中，关键性因素在于前两者，最鲜明的区别性因素是“具体场域合法资源的资本化特殊机制”
，也就是行动者对场内特殊资本追逐的主导行为规则。
具体到“经济场域”，其之所以成为“经济场”，是因为与其他场域不同，行动者在其中追逐的特殊
资本形式是“经济资本”，行动者在其中遵守的主导行为规则是“政府制定的经济资源配置规则”。
当然，因为不同时空背景下政府制定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从而导致经济场域中行动者的主
导行为规则也不尽不同。
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场域的主导行为规则是“行政指令”；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场
域的主导行为规则就变成了围绕“市场规律”寻求利润最大化，或者说是“亲兄弟，明算账”的潜规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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