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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的流动与转型——以湖南攸县为例》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湖南省攸县，进行中国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变化田野调查的成果。
《农民的流动与转型——以湖南攸县为例》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攸县渌田镇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现状进
行了详细了解，同时通过对攸县特色经济——
劳动力输出经济的关注，讨论了当地劳动力输出转型过程以及此过程对劳动力输入地以及输出地产生
的影响。
本书希望通过对劳动力输入地和输出地的跟踪式研究，综合展示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真实情况，同时对
中国的农民工研究提出更具前瞻性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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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在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五星村，水稻种植和旱土种植生产难以摆脱边际效益递减的“过密化
”命运。
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的经济开发吸引了湖南农民前往打工，彻底改变了五星村的经济走向。
大量青壮年开始外出打工，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后，部分打工者转而成为有资本的经营者，五星村的面
貌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五星村经济主要依靠的是“离土又离乡”的打工模式。
栗树塘组是一个典型个案。
五星村的栗树塘组位于村东南角，该组山地居多，水田很少，人均只有0.6亩，且田地灌溉条件不佳，
农田灌溉要靠从隔壁的五丰村引水维持。
因此在集体经济时代和包产到户初期，栗树塘是五星村最穷的组之一。
1996年年底，该组复员军人夏某在经过几年的打工积累后，找到了投资二手挖掘机的商机。
在他的带动下，栗树塘组的命运为之改变。
全组几乎家家户户都做起了挖掘机生意。
2006年，湖南省政府的调查组来五星村调研渌田挖掘机时，栗树塘全组73人，只有10个老人和4个小孩
子还留在家中，其余全部外出务工。
现全组拥有挖土机50多台，17户农户只有3户没有挖掘机，其他家户挖掘机拥有量都在2台以上，最多
的两户达到9台，2003年创造纯收入630万元。
　　与许多村庄一样.分田到户后，单纯的粮食作物种植并没有让五星村居民致富，各组之间拥有资源
的差异也没有造成各组之间收入水平的显著差异。
村民经济条件的改善与收入差距的拉大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联产承包以后的其他经营开始的。
　　（一）家户农业　　渌田镇是攸县的产粮大镇，五星村的农事也以水稻种植为主。
按户平均规模5口计算，平均每户只有3亩多地。
自集体经济时代起，攸县政府即大力推广农业机械。
因此，五星村的农业生产就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机械化。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以后，机械化有了一定倒退，耕牛翻地的农业场景又出现了。
90年代后，小农机获得推广，农田水稻种植的很多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节约了劳力（见
图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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