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社会问题



1、历史原因

l 近一百年来连年战争，加之自然灾害，给我国农业

生产造成很大破坏

l 建国后，我国选择了工业救国的道路

l 建国后，为有效的进行人口管理，我国采取了“城

乡二元”管理的户籍制度



2、自然地理原因 

l 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具有其独特的生产规律，自然

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

l 另一方面地处高原、山区的农村社区，因受地理环

境的影响，无法实现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等为

特征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加之受交通不便，农产品

运输难，极大的限制了这些区域的农业生产的发展，

造成这些地区农村社区贫困等问题。



3、政策环境原因

l 一是国际环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自由市场经济对我

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式影响力加剧，农业生产必须走向

市场化、国际化才能有长足的发展。

l 二是社会政治环境，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工业化、

城市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对农村社会的建设力度、

农业经济支持不够，造成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加剧。

l 三是自然地理环境，因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发

展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农村社会发展不一；沿海开放地

区与中西欠开放地区农村社会发展不一；平原地区与高原、

山区地区农村社发展不一。



  普遍性和历史性

农村社会问题是

农村社会结构失

调、社会控制失

效或社会矛盾激

化的集中体现。

这些现象并不是

独立存在，而是

彼此之间有一定

的联系性。

地域特征明显

由于气候、地域等

因素的影响，我们

农村社区具有鲜明

的地域特征。而这

也造成了不同农村

社区所面临的社会

问题各有不同。如

过度城市化建设、

人地矛盾等

综合复杂性

农村社会问题具有

综合复杂的特征，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

村社会问题，要具

有宏观分析、综合

分析的能力。



1、农村贫困问题 

l 农村贫困问题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

经过多年扶贫及精准扶贫，贫困问基本得到解决。

l 但防止脱贫返贫工作任然比较艰巨，农村社会工作者要

积极参与到农村社区“反贫困”工作中。



2、农村社会保障滞后问题

l 现阶段我国只有一部专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规，即《农村五保供

养工作条例》，与农村社会保障相关的制度有《关于在全国建立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试点工作的通知 》、《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

要工作安排》、《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国

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l 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服务与良好生活保

障带来挑战



3、农村教育问题

l 农村教育问题表现为农村校车安全问题、集中办学后部门

地区孩子学习生活安全问题、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唯物论

思想影响下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等等。

l 农村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工作中要结合我国农村教育的现况，

积极倡导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模式。



4、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

l 一般而言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均具有正功能和赴功能两种

功能

l 一方面其融合城市生活，解决户口问题，可以享受更多的

社会福利，农民工为城市化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

l 另一方面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造成农村劳动力匮乏，

引发农田荒废、空巢老人的问题。



5、农村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

l 村民自治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可利用的资源有限

l 农村民间组织力量薄弱，发展不平衡。农村民间组织具有

很强的官办色彩，限制了农村组织自身的发展。农村社区

文娱性质的民间组织较多，而有关经济、参政议政、社区

发展等方面的社区组织较少。由此原因，导致农村工作中

组织难、动员难、改变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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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政策



一 农村土地政策

l 农业是国民生产的基础，土地是农业生产的

基础。

l 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实

施了第一个土地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

l 1979年十一届三中做出《关于加快农业发

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办

责任制为主的土地政策

l 2003年3月1日颁布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农村土地政策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外，农村经

济制度还有如农村财税制度、农村分配制度、农村组织制度、农村财产

制度等。土地制度我国农业政策的核心，为我国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社

会发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社会工作者要充分把握新近的农村

土地政策，积极推动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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