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信息 

杨·朴罗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生于 1950 年，成长于荷兰北部的 Fryslân。1968

年在斯涅克（Sneek）完成中学教育之后，他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进行学习，于 1976 年获得

了农业工程学位。在瓦赫宁根学习期间，杨·朴罗格尤其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农地社会学、发

展经济学及社会研究方法，并在秘鲁的 Piura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当时正在发生的土地改革

过程中的矛盾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被窃取的未来》

（De Gestolen Toekomst），此书对当地农民社区的发展模式及政府强加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

比。 

学生时代的杨·朴罗格还积极投身于社团活动，如在瓦赫宁根学生辛迪加董事会

（Wastra）从事了约一年的工作、积极参与农民组织 Boerengroep (Boerengroep 是一个激进

的学生和年轻工作人员的协会，赞同荷兰农民的抗议运动）等。 

毕业后，杨·朴罗格在哥伦比亚（1976-1978 年）获得了第一份工作，主要致力于农村

合作社形成方面的研究；1978-1980 年，他在几内比索（Guiné Bissau），开始从事农村水资

源供给服务、堤坝、园艺花园（再）建构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他同时还承担了加纳、秘

鲁、科特迪瓦及意大利的一些短期咨询工作。 

 

跨学科研究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初，杨·朴罗格与 Eppo Bolhuis 一起设计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主

要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农业与市场之间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关系。后来他将此研究模式应用

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与坎帕尼亚，Emilia Romagna and Campania）和秘鲁（Antapampa 

and Alto Piura）的实地研究中，这也使得杨·朴罗格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荷兰语题目为

Boerenarbeid en stijlen van landbouwbeoefening，意大利语题目为 La ristrutturazione del lavoro 

agricolo，后被 Westview Press 译成英文出版，题目为《劳动力、市场与农业生产》（Labour, 



Market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1985 年，杨·朴罗格在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获得了博士学位。 

杨·朴罗格有关劳动力、市场与农业生产的研究表明，市场供给组织的不断增加（即农

业生产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商品化）意味着集约化发展模式正在发生转变，而转变的动力则源

自于劳动力质量与数量增长导致的（相对）规模扩大。此论文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经过在荷兰莱顿大学的短期任教，杨·朴罗格受诺曼·龙（Norman Long）教授邀请加入

了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发展社会学系。这种合作带来的是硕果累累的变化，例如一些文章的

发表、一个新项目的产生及其吸引来的很多学生。这些变化使杨·朴罗格得以用发展社会学

的方法重新研究荷兰及更广泛的欧洲农业问题，而研究方法主要指诺曼·龙根据自身在发展

中国家的经验发展的“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式”。 

杨·朴罗格与诺曼·龙的合作，使得将注重于欧洲与北美洲研究的农村社会学与关注第

三世界相关问题的发展社会学结合到了一起。他们及一些年轻的研究人员（包括：Dirk Roep, 

Rene de Bruin, Han Wiskerke, Rudolf van Broekhuizen 等）组成了一个研究中心，此研究中心

的成立为建立一个强大的、新理论范式提供了基础。劳动力过程分析、商品化程度的差异、

技术发展的回应差异、文化模式、农民的策略以及对结构、行动者、能动性的重新定义等等

共同构成了新研究模式的基础。 

新的研究方式，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根据耕作方式定义的欧洲农业的异质性。此种研

究方式确定了新发展轨迹的产生，也识别了土地、动物、植物品种和食物等对自然建构过程

中所创造的异质性，农业生产被定义为共同生产，更使得将这些现象整合到一起进行研究第

一次成为了可能。 

1987 年，杨·朴罗格受佩鲁贾农业经济学教授 Vito Saccomandi 的邀请组成了一个研究

团队，后来意大利农业部也参与此研究一年。在 Bruno Benvenuti 的热心帮助下，他们综合



利用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和瓦赫宁根学派的研究方式进行了农业生产和营销的研究。 

正是在这一时期，异质性、生产方式、内源式发展潜力、技术体制创新等研究领域成

为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葡萄牙、墨西哥、肯尼亚与英国大量农业研究的基石。 

 

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 

1992 年 8 月，继农村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 E.W. Hofstee 之后，杨·朴罗格被任命为瓦

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注重讨论了理论层面的异质性问

题。 

在担任农村社会学系教授期间，杨·朴罗格详细研究了农业异质性的表现形式、涵义及

其潜在机制，提出了农业人口与社会普遍且复杂的关系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领域，促使了 “农

村发展”这一全新研究路径的诞生。“农村发展”这一概念在 1997 年的 Cork 会议上第一次被系

统的讨论，自此也就成为了一个新的、适当的保护伞。 

杨·朴罗格与他的研究团队共同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农村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政治规划或言论的问题，它是一种根植于农民实践基础上的颇具前途的、广泛的现象，它拥

有巨大的潜力，并远远超出所谓的防御策略。这在农村改革或者说赋予农村新的生命与活力

方面得到了印证（Atlas van het vernieuwende platteland）。 

除理论研究之外，杨·朴罗格也积极参与有关农业未来的公共辩论，他曾积极参与了一

些基层的倡议。这些倡议多以发展、实践农业发展的新选择为目的，与主流的工业化模式相

反。 

应荷兰政府的要求，杨·朴罗格加入了一些与农村热点问题相关的委员会，目前，他是

荷兰农村政府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the Rural Areas）的成员，也是 Stichting Waddengroep

（促进高质量区域产品发展的农民、手工业者、零售商联合会）与 SPN（Stichting 



Streekproducten Nederland，促进区域产品的组织）的理事会成员。他与 SBNL（Stichting Beheer 

natuur en Landschap）的关系也极为密切，SBNL 是一个旨在促进土地自然价值与景观管理

的组织。杨·朴罗格还是瓦赫宁根大学曼斯霍尔特研究院（Mansholt Institute）的院长，此

研究院主要从事的是农业、农村相关问题的研究。 

目前，杨·朴罗格参与的主要研究项目包括： 

1）欧盟国家农村发展进程经济影响的比较研究（欧盟资助）； 

2）新产品生产、技术改革、战略优势管理的调查研究（荷兰社会科学研究院资助）； 

3）南非全新研究路径与技术制度设计方法的支持研究； 

4）荷兰与意大利农村发展新形式的分析研究； 

5）奶牛养殖可持续发展新路径的发展研究； 

6）去小农化与再小农化过程研究（意大利、东欧与荷兰） 

 

农民的本质 

1999 年底，杨·朴罗格出版了《农民的本质》（The Virtual Farmer）一书，此书极具争

议性与探索性。他指出，专家系统（如大学、农业部与应用研究机构等）积累并创造了农业

知识，但这些知识往往是与农民的耕作实践相悖，而这种相悖从最根本的层面讲，源自人们

对农业过去、现在与未来关系的灾难性调整。 

 

新小农 

2002 年，杨·朴罗格开始重新研究他之前诸多调研中已经发现的特殊事实，再小农化。

以往的研究为他建构纵向的数据库提供了基础，这些数据反映了不同农业的动态性特点，对

农业的研究也变成了对时间维度上各种有组织活动的研究。这些纵向的研究（主要研究地点



包括秘鲁的皮乌拉（Piura）、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 Romagna）与荷兰的北弗里

塞林地（Northern Friesian Woodlands）最终创造了他的新书《新小农：帝国主义和全球化背

景下寻求自治和可持续性的斗争》（“The New Peasantri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Earthscan, London, 2009)）。目前，此书已

被翻译成葡萄牙语（“Camponeses e Impérios Alimentares”, PGDR/UFRGS, Porto Alegre, 

Brasil）、意大利语（“I Nuovi Contadini: le campagne e le risposte alla globalizzazione”, Donzelli 

Editore, Rome）、西班牙语(“Los campesionos nuevos”, Icaria Editoria, Barcelona)和汉语（中国

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新小农》一书的核心论点为：除了农业工业化（强调规模扩大、集约化、专门化与

人工化）与钝化（强调逐渐减少，并最终完全消除农业活动）的存在，农业的发展还体现出

再小农化的明显趋势。再小农化，意味着农民模式农业生产在数量上的增加及其本质上的增

强，此种趋势在拉丁美洲、亚洲、欧洲及北美部分地区均有出现，且程度相当。2007/2008

年度突然的价格上涨及之后价格的突然下跌，都证明了“新小农”的重要性。 

“新小农”理论的详细研究与 2003 年杨·朴罗格成为瓦赫宁根大学研究教授这一身份转

变的事实是分不开的，自那时起，他可以对欧洲农村变迁过程予以特别关注。当然，其理论

的传播与发展与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社会学专业的兼职教授这一

事实也有一定的相关性。该任命不仅体现了中国土地研究对农村社会学的贡献，也反映了理

论界对农民（不仅仅指代过去的农民，还指代第三个千禧年的农民）本质及其动态性理解的

需求。 

杨·朴罗格已成功培养了 33 名博士研究生，正在指导 10 名博士的研究。目前，杨·朴

罗格是"Studies van Landbouw en Samenleving"期刊（荷兰语）与"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Rural Development"期刊（英语）的主编，也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兼职教授（自 2009 年 9



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