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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农阶级》

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在农业市场和食品工业中小农阶级的地位、作用和重要住，指出小
农境地的特征是为追求自主性而进行斗争，并创建和开发一个自我控制的资源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外小农阶级远没有衰落或消亡，恰恰相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着复杂而
又富于变化的再小农化过程。作者通过横跨30年时空的研究，为农业与农村发展过程提供了独创性的
、发人深省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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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小农思想，小农阶级好像是国人跨不过去的坎
2、从一个角度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小农的生存之道，给予了诸多的启发和思路，如何投入实践需要更
具操作化的思考⋯⋯ps.文中指出，目前意大利是唯一一个对真正的新鲜牛奶实行强有力法律保护的欧
洲国家，难怪买不到意大利的牛奶。
3、从本书来看再小农化确实是一种不错的趋势，但是还是会怀疑其在国内的可行性。
4、找老叶讨要来的，这本书做了我之前未读到过的一件事：详析小农的行动逻辑。（小农：不要用
工业资本的逻辑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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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注：本文所写的三点收获，内容都来自《新小农阶级》这本书，我只是做了简单的概述，并表达
了自己的态度。1  农业大学的农学专业的学生和老师，大都被农业公司收买（通过奖学金，实习，科
研经费，学术交流等各种形式）。结果是农学的学生老师不在为小农提供科研，农耕技术支持；反而
异口同声的说，小农生产是一种落后的方式，小农思想落伍。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就是一言堂呢？需
要有人来为小农正名，需要有人来为小农发声。2  秘鲁的卡塔考斯社区例子小农合作组织与食品帝国
的三十多年来的相处变迁。30多年前的食品帝国还能与小农社区共存，因为当时的食品帝国还处于初
级阶段，自动化程度差；食品帝国采收棉花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小农社区为这些工人提供粮食，蔬菜
，以及各类服务；大家分工并行不悖。30多年后，新兴的食品帝国更加疯狂，控制水资源，结果让下
游的卡塔考斯社区没水可用。因为动用机械智能化，减少劳动用工，老百姓就不得不被迫离开土地，
成为难民。卡塔考斯社区从此再无生气。这是两张图片食品帝国的霸道行径小农社区是多么的丰富多
彩3  匠人精神我不知道作者了不了解日本，但是单看到三次对匠人精神的欣赏。我就觉得，优秀的文
化总会有他们共通的地方。
2、过去20年，全球化对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强化了我们的认知：与世界接轨，才能实现美好
生活。这，为城市化提供了借口，因为城市是高效率的，能将各种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形成竞争优势
。1992年，中国城市化率是27.5%，2012年达51.3%，我们用20年走完了发达国家40年的路，未来20年，
中国城市化率将达70%，依然比世界平均速度快一倍。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这么快？原因非常多
，但其中一点不容忽视，即城乡差距大，我们在文化、制度、学术等诸多领域，集体对小农持有偏见
，甚至将小农看成是中国错过现代化的替罪羊，这导致人们争相逃离小农身份。然而，荷兰学者范德
普勒格看到的却是，在欧洲等地区出现了“再小农化”，小农数量明显增加，他这本《新小农阶级》
全面检讨了片面农业集约化误区，对飞速发展中的中国颇有警醒意味。小农真是传统、保守和封闭的
吗小农经济效率太低，这是诸多现代偏见之一。其经典表述就是小农经济受生产要素（土地、水、劳
动力、资金等）制约，必然“内卷化”，即投入劳动力越多，效率反而越低，最终将技术革新的成果
完全吞噬。农业有无法突破的“天花板”，所以小农传统、保守且封闭。近代以来，歧视小农一度登
峰造极，几乎所有负面价值都指向他们，这种偏见还曾反映到制度层面上——只要当农民，则意味着
丧失了迁徙权、经商权等权利。在许多人看来，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让农民这个职业消失。可问题
是，这些认知是凭空架构，还是事实如此？其实，小农从来不保守、封闭，只是不同地区农业条件差
异太大，坚守“地方知识”符合理性，他们愿意尝试与创新，只是他们的努力常常被忽视。在走向现
代化之前，绝大多数社会都发生过农业革命，更多的粮食生产使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如果小农真的
那么保守，现代化根本不会发生。维持小农生产需远离市场然而，小农生产有它天然的特点，即相对
远离市场，因为在小农生产的价值中，许多无法用市场的方式显现出来。比如美丽的田园景色，也是
小农的产品，可市场对此没有定价。再比如可循环的生产方式，小农在投入下一轮生产时，使用的是
上一轮生产的副产品，这不仅涵养资源，且保证了农业持续发展，可市场却无法体现这些劳动的价值
。农民可能去捡一天的牛粪，而不是用化肥，他们可能只穿自己纺织出来的衣服，而不是在衣柜中陈
列几百件，这当然有价值，却也是市场所反对的。换言之，只有与市场不紧密结合，小农生产才能持
续下去。小农遭遇市场与政策双重压力然而，整个现代化的过程，恰恰是一个把小农逼入市场的过程
。在市场中，小农原本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博弈地位，更麻烦的是，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还常常参与
其中，为了税收与稳定，政府通过限价等方式，迫使小农接受不平等的市场价格，并强制或引诱他们
不脱离农业生产。而每笔来自政府的农业补贴，其实根本无法补足小农在市场上遭受的损失。尤为可
怕的是，随着城市资金的介入，“食品帝国”出现了，它彻底将小农们套牢在被奴役、被伤害的地位
上。食品帝国像人类史上一切帝国那样，拥有一套似乎合逻辑的话语体系，它力主农业集约化，认为
这是稳定农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农产品价格、预防农业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食品帝国的
话语体系与现代社会的精英话语高度统一，因此有很强的政策游说能力。食品帝国其实是添加剂帝国
然而，食品帝国真的如此高效吗？事实上，今天市场上80%的农产品都是小农提供的，食品帝国是粗
放农业，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绿色环保等方面看，均无法与精耕农业相提并论。虽然食品帝国不
创造价值，但它善于将不同价值组合起来。农民买不起收割机，食品帝国可以直接赊销，年底用农产
品归还，这些农产品由食品帝国负责到市场上销售，再变成钱交给农机制造商。乍一看，这个链条天
衣无缝，可问题是，如果农民生产的产品不合要求，无法完成销售怎么办？农业受环境等因素影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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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红柿与西红柿并不简单相等。于是，食品帝国选择了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添加剂。食品帝国喜
欢销售制成品，因为这样一来，经过添加剂的掩盖，美国土豆与日本土豆完全一样，他们明知道，添
加剂本身也许无害，但不同添加剂间很可能产生有害反应，但只要法律没有规范，他们就会钻空子。
掠夺万物生命的食品帝国资本将农产品与它的生产地剥离开来，最大的受害者是小农。因为，这意味
着不同地区的小农不得不相互竞争，美国农民要与劳动力成本低的哥斯达黎加农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此外，不同地区资源的价格不一样，为了拿到食品帝国的订单，撒哈拉沙漠的农民就只有把水价定
得比巴西还低，结果自然是生态灾难。表面看，食品帝国生产了更多产品，但这种生产是掠夺式的，
传统母牛可以产奶10-15年，而在现代农场，产奶量增加了一倍，可产奶期却只有3年。所有动植物为
了高产，都不得不缩短生命，可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了。在范德普勒格的统计中，几乎所有小农化地
区的劳动生产率都远远高于食品帝国。但食品帝国可以上市，他们用圈来的钱维持低价，从而将小农
一个个赶出土地，当资金链无法周转时，曾位列世界500强的帕玛拉特公然用还原奶来欺骗用户，却得
到了政客们的默许。是谁纵容了食品帝国？事实证明，食品帝国既没有推进农业科技的进步，也没有
保证食品安全，它们自己才是公众健康的最大威胁。食品帝国不过是把小农经济原本重视的价值，比
如可持续生产、保护环境等予以剥夺，逼迫他们只关注产量，只要产量增加，则人与动植物的关系、
劳动的骄傲感、收获的喜悦、重视质量等，统统被忽视。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喜欢食品帝国呢？因为
它有炫目的外表，有巧妙的解释方式，有对公众赤裸裸的欺骗与恐吓，更重要的是，农业集约化为权
力提供了方便，彻底改变了过去“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在传统社会，权力攫取乡村利益是有条件的
，只能与当地协商，无法涸泽而渔。而食品帝国却如抽水机一样，将地方利益集中起来，从而拥有了
影响政治的力量。食品帝国不仅有钞票，还有选票，足以通吃一切。在水源缺乏地区，小农无可奈何
，可食品帝国却能建起人工湖，几年后，地力衰退，食品帝国坦然去寻找一块新的“殖民地”，却留
下一片永远的荒漠。令人警惕的“农业失活”小农曾是人类文明的田园牧歌，陶渊明高呼“田园将芜
，胡不归”，华盛顿也认为农业是人类道德的养育所，在大地上劳作的人们天然懂得捍卫自由。然而
，妖魔化小农改变了一切，错误的文化让每个人都成为加害者，我们已习惯于政策上的倾斜、文化上
的歧视。对于城市化拥趸们来说，将小农逼进城市合乎经济理性，城市人年消费至少2-3万元，而小农
还不足5千元，逼小农进城已成为争取政绩的直通车，其结果是，大量城市边缘出现了“农业失活”
，大量土地放荒，小农不再耕作。其实，城市化真的代表现代化吗？美国城市化率不过82.3%，日本
只有66.8%，而委内瑞拉高达95%（据2010年数据）。拉美国家城市化率普遍在90%上下，可人均GDP
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粗放发展造成农业失活，农业失活又会引发城市动荡，但愿中国发展能远离“
拉美化陷阱”的困扰。为什么我们无法回到农耕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欧洲出现了“再小农化”趋
势，这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在本书中，范德普勒格最振聋发聩的发现就是：
东方之所以没出现再小农化，因为那里小农与市场结合更紧密，这意味着，东方小农承担着更多的市
场压力和剥削。不论东西方，都关注食品安全，都向往亲近自然，都想逃离城市压力，但现实是，我
们很难成为小农，因为代价太高。批判全球化的书非常多，《新小农阶级》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它
揭破了一个“现代谎言”。其实，每个歧视背后都有一片心灵的故乡，坚持多元思维，尊重不同选择
，那么，有一天我们还能退回去。相反，奉绝对真理之名，坚信自己代表的就是光明未来，并以此为
借口大砍大杀，否定一切，则一旦遭遇现实困境，必然走进迷茫、慌乱与盲动中，从而灾难连着灾难
，永无终结之时。本书观点或可争议，但作者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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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新小农阶级》的笔记-第140页

        在小农农业模式中，生产单位和市场的关联方式与企业中关系市场关系的构成方式有着本质的差
别。在小农模式中，市场只是产品的一个出路-不论好坏，市场只是一个销售产品的地方。而在市场模
式中，市场首先是一种组织原则。

2、《新小农阶级》的笔记-第215页

        地区合作社将农业活动和农村人口与农村发展和农政变迁的过程重新连接在了一起。这在政治意
义上尤为重要，因为通过农业公司和法团主义框架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谈判的传统方式已经无法产生
内聚力和实际效果。本章所采用的案例实在是太理想化了，900个成员，完善的机制。希望能有机会摘
到这样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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