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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华北明珠白洋淀中的一个小村庄，在村里读完了小学

和初中，直到 １９８９ 年读高中才第一次走出小村庄，来到县城。
村里虽风景如画，但生活贫困，记得父亲为我半月生活费 ２０ 元
而去借钱，其他来自农村的孩子过着和我差不多的生活。而县城

的孩子却富裕得多，使我对城乡差别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

收入极低，但全家每年要交一百多元的 “三提五统”，我当时心

里有两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农民这么穷？为什么贫穷的农民要

缴纳如此高额的税费？我虽然不知道答案，但从那时起就开始思

索农民收入问题。

１９９２ 年我幸运地考入河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开始学习农
业经济相关理论。在赵邦宏教授 （现任河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院

长）的引领下，１９９６ 年我考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攻读硕
士研究生，师从王荣教授 （现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

开始对农民收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我国农

民收入提高途径的重新审视》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

转载，后被多篇文献引用，使我对农民收入问题产生了更为浓厚

的兴趣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坚定信心。在王荣老师的指导下，撰写

了 《江苏省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作为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顺

利通过答辩，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到河北省委党校工作一年后，第一次走上党校讲坛，讲授的

专题是 《河北省农民收入问题》，此后在校内主体班和在职研究

生班多次讲授该专题，对河北农民收入问题的认知程度和研究层

次不断加深。在读博期间，２００５ 年去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宁夏
西海固调研，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问题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可以说，从生活到学习到工作，我与农民收入问题结下了不

解之缘，这也是我在科研和教学过程中思考最多的问题。农民最

勤劳，但勤劳未必致富；农民最辛苦，但辛苦换不来富裕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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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农民最质朴，但质朴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虽然我已经是 “城

里人”，但我来自农村，是从农民变成的 “城里人”，农村有我的

父母、兄弟姐们、亲朋好友，那个白洋淀里的小村庄是我魂牵梦

绕的地方。虽然凭我一己之力不能使他们富裕，但我要为他们做

点什么，以弥补我内心的愧疚。因此，本书既是对自己多年研究

农民收入问题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给父辈农民的一份答卷。

从研究生毕业到现在已经 １４ 年，这期间河北省的农民收入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与广大农民的期望相比，仍有较大差

距。可喜的是，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这一问题，正在着力解

决，关注和深入研究农民收入问题也是我为党校充分发挥 “主智

囊团”的作用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的工作能为河北

省农民收入问题的解决起到点滴的推动作用，那将是我殷切的期

盼和莫大的荣幸！

张宏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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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３　 河北省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与卫生人员 （１３５）!!!!
表 ５ １　 河北省普通中学和普通小学基本情况 （１５９）!!!!!

图 ２ １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总体情况 （４９ ）!!!
图 ２ ２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年均实际

增长率 （５０ ）!!!!!!!!!!!!!!!!!!
图 ２ ３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中各项收入

所占比重 （５６ ）!!!!!!!!!!!!!!!!!
图 ２ ４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广东、河南、宁夏、

黑龙江农民收入变动曲线 （６１ ）!!!!!!!!!!
图 ２ ５　 洛伦茨曲线图 （６５ ）!!!!!!!!!!!!!!!
图 ２ ６　 河北省及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７２ ）!!!!!!!
图 ３ １　 河北省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与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实际增长率 （７６ ）!!!!!!!!!!!!!
图 ３ ２　 价格系统关系图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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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农民收入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衡量农村经

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农民收入水平的高

低，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生活质量的改善，关系到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更关系到经

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着国家的繁荣昌

盛与长治久安。在我国的农业政策目标中，长期以来一向特别突

出强调农产品的生产，产品目标优先于其他目标 （包括农民收入

目标）。但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农产品供给问题基本解决以来，农民
收入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党

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居民
收入 “倍增”，农民收入问题更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也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关键。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

题，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是中国社会肌体中一根

十分敏感的神经。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三农”工作

多年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改革进入深水

区和攻坚阶段，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从本

质上来看，“三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

农民收入问题。因此，必须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

从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高度，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决不能

将农民收入仅看作是农民自己的问题。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江泽民同志认为 “没有农

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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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

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胡锦涛同志指出：“各

级党委和政府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认真落实中央支持 ‘三农’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不断增

加 ‘三农’投入，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生

产不滑坡，确保农民收入不徘徊。”

实践证明，“三农”问题解决得好，农业丰收，农民生活水

平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取得辉煌成就；“三农”问题

处理得不好，农业出现停滞和徘徊，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发

展就难以持久，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受到挫折。１９８２ 年中央发布
了第一个关于 “三农”的 １ 号文件，对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农村改
革进行了总结，肯定了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创了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新局面，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为增加农民收入

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政策基础。从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６ 年，中共中央
又连续出台了四个关于 “三农”的 １ 号文件。这五个 １ 号文件反
映了广大农民的心声，表明了中央对 “三农”工作的重视，记载

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后期，特别是在 １９８４ 年解决了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首次出现
“卖粮难”，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

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趋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业发展更多地受

到市场的影响，农业发展趋势逐步放缓，增幅逐年下降，农民普

遍出现了增收难的现象，成为全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突出的问题。

特别是从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连年下降，引
起了中央对农民收入问题的高度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调查

显示，排除物价上涨因素，２０００ 年我国农民收入仅比上年实际增
长 ２ １１％，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５ 年的整个 “十五”期间，农民收入

年均实际增长仅为 ３ ８％。为此，２００１ 年中央提出，把增加农民
收入作为基本目标；２００２ 年中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２００３ 年中央提出，把解决 “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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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好 “三农”问题，从 ２００４ 年
到 ２０１３ 年，中央连续 １０ 年出台关于 “三农”的 １ 号文件。其
中，２００４ 年发布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

政策的意见》的 １ 号文件，以农民增收为主题专门下发中央文
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

次；２００５ 年中央 １ 号文件的主题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
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举措；２００６ 年中央 １ 号文件的主题是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统筹解决 “三农”问题；２００７ 年中央 １ 号
文件的主题是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

要任务；２００８ 年中央 １ 号文件的主题是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２００８ 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
会，专门研究解决 “三农”问题；２００９ 年中央 １ 号文件的主题是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２０１０ 年中央 １ 号文件的主题
是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２０１１
年中央 １号文件的主题是农业水利，突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中的薄
弱环节，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２０１２年中央 １号文件的主题是农业
科技，依靠科技的力量增加农民收入。２０１３年中央 １号文件的主题
是 “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动力”，直指农民增收和推进农

村各项改革，特别提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十年内连续、高密度出台关于 “三农”的文件，一方面表明

党中央、国务院对 “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把促进农民增收摆在

了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增收问题已经成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任务十分艰巨。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

活，历来是各级党委、政府关心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从总

体上看，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并不尽如人意，从 １９８４ 年
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７ 年间，除 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５ 年外，经济增长速度始
终高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两者间的最大差距甚至高达 １５ 个百
分点。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为 ７１２０ 元，略高于全国平均的
６９７７ 元，居全国第 １２ 位，但与河北省经济总量居全国第 ６ 相比，
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８２９２ 元 （全国平均水平为 ２１８１０ 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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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７∶ １，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 １３ ∶ １），但处于较高水平，
城乡差距十分明显。２０１０ 年元旦，胡锦涛总书记到河北省农村考
察，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放在重中

之重的位置，对河北省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提出了殷切希望。２０１１
年召开的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了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

奋斗目标，并且十分明确地指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提高农

民生活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无论是

从农民收入的总量来看，还是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来看，均无

法满足建设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要求。由于农民收入水平

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引发出种

种社会问题，如：

第一，农民购买力水平不高，市场贡献份额不大。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呈

下降的趋势，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６７ ３６％下降到 １９９２ 年的 ４８ ７４％。之
后虽然这一比例有所上升，但 ２００９ 年只有 ５２ ２８％，与 ２００９ 年
乡村人口占全部人口 ７８ ６％的比例极不相称。２０１０ 年，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 ３８６７ 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１３６１９ 元，城乡居民消费之
比高达 ３ ５２，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据测算，最终消费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６１ ９％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０ ８％，２０１０
年最终消费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只有 １９ ２％，农村居民消费对
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则更低。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制约了农民消
费水平的提高，致使内需不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

弱，由此导致农村工业品市场没有迅速扩大，甚至个别年份有所

萎缩，工业高速发展的成果无法得以实现，工业产品积压严重，

经济效益下滑，从而制约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二，收入差距过大，影响农村的稳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城乡经济相互渗透，农民要求合理分享改革

与发展的成果，但事实上农民所分享的份额过低，整个 ９０ 年代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保持在 ２ １ 以上，１９９３ 年更是达到 ２ ７４，
农民的消费水平到 １９９４ 年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 １ ／ ３。进
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保持在 ２ ２ 以
上，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２ ８６，成为新的历史高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



第
一
章
　
导
论

●

５　　　　

大，一方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升级，另一方面在农村造成不

稳定因素，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农业生产性投入水平低，农业发展缺乏后劲。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民是这一基础的培育者。由于收入水平的

限制，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民不得不把纯收入的绝大部分用

于家庭及个人生活消费。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占纯收入的比重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７７ ３％提高至 １９９３ 年的 ８６ ６％，至 ２００９ 年这一比重为
６５ ０％，这毫无疑问地抑制了农民对农业的再生产投入。农民个
人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占纯收入的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１３％
下降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５６％。农民个人投资不足必然制约农业发展，
进一步限制农民收入增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从河北省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要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面临多

方面的客观难题，如农产品出现了低水平或结构性过剩，由卖方

市场转入买方市场，增产增收非常困难；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

产品流通不畅，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依靠提高农

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没有多大余地；农业人口庞大，２０１１ 年河
北省乡村人口 ５５９９ ６２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７７ ３％，农业劳动
力 １４３３ １７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４７ ７％，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
面积只有 ６ 亩左右，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农业劳
动力的转移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多重难题。这些问题既是

进入新世界后 “三农”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反映，也是城乡

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集中体现。如何克服这些困

难，寻求何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研究意义

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基本条件，是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应对新时期 “三

农”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首先应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着手。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的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无论是

与全国农民收入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

省份相比，河北省的农民收入水平仍旧偏低。特别是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河北省农民收入一直徘徊、停滞不前甚至有
所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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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如果不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

就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内需的根本性支撑，就无

法建成经济强省；如果不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就无法缩小城乡

差距，无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无法建成和谐河北。因此，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在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实现

科学发展的要求下，研究河北省农民收入的症结和增收途径不仅

紧迫和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１ 有利于农民收入研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通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农民收入的数量和来源结构的

变化，准确把握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增长变动规律，深入分析影响

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探讨增加农民收入存在的问题，结合

河北省实际研究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和途径，提出相应的对策措

施，既是对改革开放 ３４ 年来河北省农民收入发展成效的历史回
顾和经验总结，也为提高河北省农民收入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

现有农民收入研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２ 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经济强省的重要内容
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民收入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作为人口大省，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生

活水平和生活条件亟待改善，需要重建或新建住房，需要购买家

用电器、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和现代生活用品，对旅游、医疗、教

育等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广大农民蕴涵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开

拓农村市场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只是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制约

了农民的消费需求，巨大的消费欲望无法转换为现实的消费能

力，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偏弱。因此，农民收入已经日益关系到农

业和农村能否顺利发展，成为影响国内市场从而关系到整个国民

经济发展的前提性问题，只有增加农民收入，经济增长才能从目

前的投资驱动转向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拉动，为河北省经济强

省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３ 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和谐河北的重点和难点
２０１１ 年全省农民收入为 ７１２０ 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 ３８ ９％，没有农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就不可能
缩小城乡差距，也就无法建设和谐河北。农民收入水平低，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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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生活困难，再加上城乡差距大，由于利益

纠纷和心理失衡引发的各种矛盾不断加深并随时可能爆发，诸如

农民上访增多、宗族矛盾增多、打架斗殴甚至刑事犯罪增多等不

稳定因素层出不穷，对全省的稳定造成较强的负面影响，给和谐

河北建设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农村庞大的人口、缺乏技能的劳动

力、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严重失衡的农村公共事业等诸多问

题，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工业化、城市

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共同推动下，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

展中去解决。因此，只有在发展中解决好农民收入问题，才能加

快和谐河北的建设进程。

二、研究综述

农民收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

问题和实践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改革开放的

不断推进和深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农

民收入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并且引起了党和政府

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增长乏力、城乡收入

差距扩大等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

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就农民收入问题展开了深入、透彻的研究、分

析和讨论，形成了很多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观点，重点从农

民收入现状、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河北省农民收入研究等方面加以综述。

（一）农民收入状况的研究

总体上看，农民收入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收入

差距和收入结构三方面。

１ 收入水平持续提高，阶段性特征明显
部分学者关注不同年份农民的收入情况，根据实际增长率等

测量指标对农民收入状况进行纵向研究。

王荣、张宏升① （１９９８）认为，从改革开放到 １９９８ 年，我国

① 王荣、张宏升：我国农民收入提高途径的重新审视，农村经济，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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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增长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４ 年的
迅速增长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第

二阶段是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的缓慢增长时期，虽然该阶段农民收入继
续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第三阶段是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１ 年的停滞徘徊
时期；第四阶段是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８ 年的恢复增长时期。

范小建等① （１９９９）认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经历了高速—稳
定—停滞—快速—放缓的五阶段性增长。具体阶段划分为：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年为高速增长阶段，农民收入年均增长 １５ ６％；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为稳定增长阶段，农民收入年均增长 ４ ９％；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１ 年为
增长停滞徘徊阶段，农民收入年均仅增长 １ ９％；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６ 年
为快速增长阶段，农民收入年均增长 ５ ３％；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为增
速放缓阶段，农民收入年均增长 ４ ４５％。

张车伟、王德文② （２００４）认为，１９７８ 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
放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是农民收入
增长最快的时期，年均实际增长高达 １５ ９％，增长的主要来源是
家庭经营性收入；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０ 年是农民收入波动性增长时期，年
均实际增长 ４ ２％；进入 ９０ 年代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恢复性增长，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７ 年是农民收入连续 ５ 年的高速增长时期；１９９７ 年之
后，进入缓慢增长期，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变得非常困难。

李宁辉③ （２００６）认为，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经历了五
个阶段，分别是：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４ 年的快速增长阶段、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
的平稳增长阶段、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１ 年的停止徘徊阶段、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６ 年
的恢复性增长阶段和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３ 年的滞涨阶段。

陈小微④ （２００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经历
了一个由徘徊不前、慢增长到停滞下降的过程，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４ 年是

①

②

③
④

范小建、刘登高、刘景枢：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

１９９９ 年第 ７ 期。
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李宁辉：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动态监测，中国铁道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
陈小微：现阶段我国农民增收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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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阶段、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是徘徊不前阶段、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１ 年是
减收停滞阶段、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６ 年是缓慢起落阶段、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５ 年是
恢复增长阶段。

２ 农民收入差距明显，亟待改善
部分学者对农民收入进行了横向对比研究，发现农民收入在

多方面存在差距。

蔡窻，杨涛① （２００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整体上呈波状上升趋势，且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

征：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下降阶段；此后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呈上升趋势；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７ 年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又开始下降；然而从 １９９７ 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一直呈
扩大趋势。

张车伟，王德文② （２００４）认为，我国农民收入存在严重的
地区差距，且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造成这

种问题的原因在于不同地区农户拥有的要素禀赋和非农部门发展

存在差异。１９９３ 年以来，各收入水平组的收入构成几乎没有发生
变化，但通过对农民收入增长率五分位分组发现，增长率最高和

最低的省份不固定，说明农民收入在省际间格局自 １９９３ 年以来
未发生本质变化。

柯炳生③ （２００５）认为，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３ 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扩大的年份有 １６ 年，缩小的年份只有 ９ 年，缩小年份主要集中在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３ 年和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年两个阶段。如果考虑到实际收入
水平则差距更大。因为城乡收入的计算包含着一些不可比因素，

主要是城市在教育、卫生、交通、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

的福利是农村居民所远远无法相比的。此外，除了收入流量之

外，在存量方面的差别更为显著，表现在城乡居民享用的生活耐

①

②

③

蔡窻、杨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柯炳生：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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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和储蓄水平方面。我国农民收入呈现明显东高西低、从东南

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其中，上海、北京、浙江的农

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等省的 ３ ～
４ 倍。

李实，罗楚亮① （２００５）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低估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通过测算城镇居民

享受的各种隐性补贴后，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内部的

居民收入不均等性、全国居民收入分布的不均等性进行了重新估

计。如果包括隐性补贴，２００２ 年城乡人均收入比达到 ４ ３５，远高
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李宁辉② （２００６）认为，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都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差距仍然不断扩大，

这一方面源于农村居民收入绝对量小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源于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 年间大部分年度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速都高于农村居
民。粮食主产区之间的农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收入最高的省份

是江苏，其次是黑龙江，山东位居第三，河南最低。

梁凯膺③ （２０１２）认为，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导致我国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时期性十分明显，可以划分为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第二阶段是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１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上升；第三阶段是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７ 年，城乡收入差距逐步下降；第四阶段是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１ 年，
城乡差距逐年扩大。从整体趋势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

化不但没有表现出库兹涅茨曲线的倒 Ｕ 型特征，反而表现出逐步
上升的态势，表现为缩小—扩大—缩小—扩大的趋势。近年来，

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

效的抑制。

①

②
③

李实、罗楚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李宁辉：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动态监测，中国铁道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
梁凯膺：转轨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及社会效应，吉林省经济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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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有待优化
部分学者关注农民收入的内部结构变动情况，依据不同收入

构成比例的不同进行研究。

张车伟、王德文① （２００４）认为，我国农业生产受耕地面积
制约，使农业成为典型性资源约束型产业，由此决定了家庭经营

性收入无法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源泉。至 ２０００ 年，农民增收几
乎完全依赖工资性收入增长，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

农民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较大变化。至 ２０００ 年，家庭经
营性收入减少的幅度正好等于劳动报酬性收入增加的幅度，从收

入来源对收入增长的贡献来看，劳动报酬和家庭经营的贡献发生

了 “稳定的”和 “质的”变化，家庭经营性收入已经无法为农民

收入增长提供任何显著贡献。

胡文国等② （２００４）认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纯
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不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率的三分之

二。农民收入增长率在绝大多数年份也低于当年 ＧＤＰ增长率；工
资性收入增长比较快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因素，而家庭经

营性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是制约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农

民财产性及转移性收入波动幅度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较少，农

民的税赋负担较重。

寇汉军③ （２００５）认为，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农民增收主要来自于
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上涨，１９８５ 年到 ９０ 年代初主
要依靠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９０ 年代开始主要是靠农民
工进城就业。进入 ２１ 世纪，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
兴起，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涉农企业的发展，农民增收来源日

益多元化，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纯收入中的地位明显降低，农民

的非农经济收入已占相当比重，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①

②

③

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胡文国、吴栋、吴晓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经济科

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寇汉军：我国农民增收的现状与对策，西安财经学院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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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来运① （２００５）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收入来源单一，
以农业收入为主体，以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３ 年，农民收入增长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实物收入比
重大幅度下降，现金收入比重显著提高；农业收入比重大幅下

降，而非农收入比重大幅提升，１９９７ 年农业收入比重首次下降到
６０％以下，非农收入开始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推动力量；从乡镇
企业得到的收入比重下降，外出务工收入比重提高，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３
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是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李宁辉② （２００６）认为，我国农民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的比
重稳中趋降，且家庭经营收入中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

较快、比重提高；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中种植业收入占

４４ ６４％，其中粮食收入约占种植业收入的 ９５％，是农民收入最
重要的来源。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比重已占到三分之一、对

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高达 ８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
源，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 ２４ ２５％，是收入的主
要来源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制约因素的研究

尽管专家学者对农民收入水平、结构和差距等的认识存在一

定的差异，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速度过慢已

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从总体上看，农民收入

增长缓慢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

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农民外部的原因；既有体制性原因，也有

累积性原因，从根本上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新时期新阶段

面临诸多问题的综合反映。学者们对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进

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１ 资源禀赋因素的制约
纳克斯③ （１９５３）提出的 “贫困恶性循环论”认为，发展中

①
②
③

盛来运：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变动趋势分析，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５年第 ５期。
李宁辉：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动态监测，中国铁道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
罗格纳·纳克斯著，谨斋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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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贫困的原因是存在 “两个循环”。一是资本供给循环。由于

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低储蓄则低投资

水平，投资水平低则收入水平低，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循

环。二是资本需求循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低收入意

味着低需求，而低需求是由于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则造

成低收入水平，形成一个循环。尽管学者们对该理论有意见相左

的评价，特别是有人认为该理论存在较大的缺陷，如该理论忽视

了引入外资的可能性等，但该理论提出的资本稀缺的确是我国农

民收入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必须打破这

种恶性循环。

李朝林① （２０００）认为，在众多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中，我国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农民收入增加的 “瓶颈”。

缓解这一状况的主要方法是增加教育投资，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

教育事业。

韦鸿② （２００３）认为，土地、生产性固定资产、人力资本、
储蓄及手持现金四类资源是我国农户获得收入的主要渠道。市场

经济中，资源的多寡决定收入的高低。由于农民拥有的资源数量

少，农民收入水平也就低。况且，这有限的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

的运用，如土地有撂荒现象，生产性固定资产有闲置，人力资本

因制度原因而没有充分利用等。

周诚③ （２００３）认为，人地比例失调是我国农民收入低、提
高慢的资源性根源。由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人口政策等方面的失
误，造成人口过剩，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口过剩更加严重；与此

同时，我国土地资源相对不足，造成农村人地比、劳地比严重过

高，从而人均农业收入难以提高。

①

②

③

李朝林：提高农村资源质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当代经济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１ 期。
韦鸿：资源数量、制度环境与农民增收问题，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周诚：对于农民收入低、提高慢问题的探索，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第 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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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梅① （２００４）认为，土地资源减少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
遏制，加上农村人口增长较快，人多地少的矛盾直接制约着农民

收入的增加。此外，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恶化也给农业生产带

来越来越明显的负作用，给农民收入造成很大影响。农民收入的

主要来源仍是农业，而作为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耕地面积，近年

来却逐年减少。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３ 年的 ７ 年间，我国耕地从 ３ 亿公顷锐
减到 １ ２３ 亿公顷，而这时期我国人口却年均增加 １０００ 万人。

姜法芹② （２００４）认为，资源禀赋条件是导致农民增收措施
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要达到预期效果，

要求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三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而在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下，许多措施无法绕开也无法解决

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且素质低、土地总量和人均土地有限、农村

资本总量和人均占有资金有限的矛盾，因而很难提高农民的

收入。

王春超③ （２０１１）认为，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是
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增加土地流转量对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

入具有积极作用，农户外出劳动力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增加农民

的收入。

２ 制度性因素的制约
道格拉斯·诺斯④ （１９７３）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

制度因索，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

长的决定性因素。他在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着重强调有效

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

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道格拉斯·诺斯曾反复指出，第二

世界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有效率的制度，导致这

些国家的市场交易成本高，从而降低了农民收入。

①
②
③

④

王小梅：对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因素的分析，农村经济，２００４ 年第 ８ 期。
姜法芹：对促进农民增收措施实施效果的反思，学习论坛，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王春超：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 １７ 省份

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

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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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贵① （２００１）指出，城市经济受国民经济宏观形式的影
响发展缓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而

且，一些地方还出台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致使农民非农

收入减少，增收受阻。也就是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在一定程度

上堵塞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渠道，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易秋霖② （２００２）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农
村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农村财政税收制度、农产品购销制

度中存在着诸多缺陷。正是这些缺陷造成了土地规模化经营难以

形成、农民的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对农业的投

资过少、价格 “剪刀差”难以消除、农民负担沉重等一系列问

题。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

的本质是赋予农民在生产、消费、交易、择业、流动等环节更多

的自主权。

樊丽淑等③ （２００３）认为，历史上形成的城乡 “二元体制”

是造成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重要因素，现行的土地制度产权主体

不明，权能界定不清，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非均衡的城

乡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安排及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组织的缺乏是农

民负担加重、收入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

陈锡文④ （２００４）认为，农民增收缓慢，除了受农产品市场
制约，以及非农就业困难加大等表层原因制约外，还受到城乡二

元结构、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农产品流通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

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其中，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

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制度因素是

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下降的根本原因。

①

②

③

④

李成贵：当前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成因和影响，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易秋霖：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四大制度因素，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樊丽淑、杨义群、贾东生：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农业经济，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陈锡文：农民收入为何增长缓慢，农业农村农民，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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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磷① （２００４）认为，在我国现有制度约束下，资源配置已
得到相对优化，这使制度约束成为农民增收的瓶颈。他从城乡二

元结构体制、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粮食流通制度、土地制度和

政府职能等六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制度不合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认为只有改革相应的制度才能提高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扭转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局面。

高倚云② （２００５）认为，我国现有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是制
约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主要体现在土地所有权的缺陷、使用权

的缺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缺陷以及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

必须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只有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合理界

定和安排农用土地产权，实行家庭承包制与合作经营制相结合的

制度，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土地制度，农民收入才有可

能增加。

韩俊③ （２００９）认为，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民收入的增
长速度要慢很多，虽然原因很多，但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农业和农

村发展仍面临着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主要包括农民进入市场的组

织化程度低、农民土地权益缺乏有效保障、农业支持和保护制度

不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

过大、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尚未形成。

３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④ （１９９８）认为，各个家庭成员的就

业部门可以分为市场部门和家庭部门两大部门。根据比较优势原

则在时间配置上家庭成员形成专业化分工：市场效率高的家庭成

员应该将全部劳动时间投入到市场部门，而家庭效率高的家庭成

员应该将全部劳动时间投入到家庭部门。假如市场效率高的家庭

被迫将劳动时间投入家庭部门，也就说家庭劳动转移受阻，降低

①

②
③
④

章磷：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制度因素分析，沈阳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高倚云：农民增收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农村经济，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１ 期。
韩俊：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求是，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著，王献生、王宇译：家庭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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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个家庭的生产效率，减少家庭福利，从而降低了农户家庭

收入。

阳俊雄① （２００１）认为，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造
成已成为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农业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制

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

原因。

许经勇② （２００１）认为，我国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的深层
原因，在于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受阻。农民收入来自农业生

产部门的比重较大，如果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能迅速地向农

业以外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无法大幅度提高，发展农业生产

就不能为农民带来新的收入。

吴敬琏③ （２００２）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对促进农业的发展、缓解农民的经济困难和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 “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

的解决，症结是没有抓住解决 “三农”问题的中心一环，即推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

多，而人均占有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数量较少，造成农业的劳

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加之农业生产成本的迅速上涨，致使农民增

收效果不显著。如果这种态势得不到根本改变，则其他措施很难

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以及增加农民收入上显示出明显的

成效。

赵金光④ （２００２）认为，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
（民族）的发展史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断减少的历史。至今

还未有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我国大量的劳

动力仍集中在传统农业生产上，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

①

②

③

④

阳俊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及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统计研究，２００１ 年
第 ５ 期。

许经勇：我国农民收入增幅减缓的症结：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受阻，财经问

题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７ 期。
吴敬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 “三农”问题，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赵金光：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几点思考，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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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能力较低，致使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效

率低，进而制约了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

章新华① （２００４）认为，农民收入上不去，根本的原因就是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

的土地上，农村人均二亩耕地，户均七八亩耕地，即使土地回报

率很高，收入总量也难以有较大增长。因此，解决全面小康问

题，必须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袁方② （２００５）认为，农民增收难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转移农村的剩余

劳动力。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着多方面的难题，制约着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杨渝红，欧名豪③ （２００９）认为，在当前农业生产条件下，
如果农户不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农业所获得的收入效益较低，要

使土地经营向规模经营发展必定有更多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转移

出去，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４ 人力资本因素的制约
舒尔茨认为，促进美国农业生产的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

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由于非

农产业就业收入普遍高于农业就业收入，大批有文化和技能的农

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从而影响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

整体素质的提高，对农业技术进步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农业科技

的推广和运用，农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改善，农业经济效益的提

高，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农民素质的高低，而农民素质的高低

和农民收入高低直接相关。

荣燕④ （２００３）认为，农村人力资本的薄弱是农民增收困难

①

②

③

④

章新华：全面小康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农业经济，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袁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经济师，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杨渝红、欧名豪：土地经营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关系研

究，资源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荣燕：论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人力资本约束，武警学院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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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层次原因。农村人力资本的匮乏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限制了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约束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从

而制约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陆慧① （２００３）认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问题是农村
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农业生产增长空间有限，因此增加农民收入

的关键是减少农业人口、增加非农收入。而这两者都要求农民有

较高的人力资本，目前农村人力资本质量较低，人力资本供给与

需求的错位已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非农收入的瓶颈。因此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实现农村劳动

力的有序转移，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

孙继辉② （２００４）认为，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直接影响
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自身素质

如何，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潜在因素和关键，而农民的自身素质存

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缺乏市场意识、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和组织

化程度较低。

黄金辉③ （２００４）认为，制约农民增收的一系列因素 （农村

人力资本投资、农业生产率等）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最关键

的。因为它不仅对农民增收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制约与影响农

民增收的其他因素。

郭志仪，常晔④ （２００７）认为，农户健康投资抑制了农民收
入的增长及农户教育、迁移投资水平的提高，并且目前的农户健

康投资水平还远不能满足农民的正常需求。农户迁移投资不仅显

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还有助于提高教育和健康投资水平，但

迁移投资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农户教育投资对农民增收的正

影响最大，并能降低农户的迁移成本，但降低幅度很小，说明它

①

②
③

④

陆慧：人力资本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机制探讨及验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哲

学社科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孙继辉：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思路，管理世界，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黄金辉：人力资本投资：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农村经济，２００４ 年

第 ５ 期
郭志仪、常晔：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经济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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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农户迁移投资变动中所起作用并不大。

焦志明，焦斌龙① （２０１０）认为，在我国经济转型和工业化
过程中，农民增收困难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民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

分工存在一定的脱节，农民无法从现代分工中攫取足够的利润。

但是，当前人力资本投资仍然是我国农村居民脱贫致富的必然选

择，在投资方向上应主动以促进和适应社会分工发展为指向，在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上应做出适当调整。农民只有充分掌握专业化

技能，使之锲入高增加值的分工环节，增收的难题才能真正得到

破解。

徐辉，黎东升② （２０１１）认为，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有千丝
万缕的关系。教育不仅通过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对农民的收入

产生直接的作用，而且还通过提高农民参加生产活动的参与率间

接影响农民收入。教育型人力资本对农民纯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影

响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而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民纯收入和农业收入

则有负效应。

５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制约
李成贵③ （２００１）认为，改革以来，由于责任制和科技进步

等因素的作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中国已具备了年产

５ 亿吨的能力。但是，与变化更快的市场供求关系相比，农业结
构的调整明显缓慢，全国各地农产品出现了普遍的过剩，价格连

续 ３ 年多持续走低，除了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外，对国家财政支出
和农民收入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张晓山④ （２０００）认为，农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各种农作
物种植面积的增减上，而不是在提高农产品质量、科技含量以及

加工增值上下工夫，尚未进入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轨道。种植业的

①

②

③

④

焦志明、焦斌龙：分工、人力资本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当代经济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徐辉、黎东升：教育型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典型相关分析，农业技术

经济，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
李成贵：当前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成因和影响，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张晓山：农业结构调整五大问题应重视，经济工作导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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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各地普遍是压粮食，上蔬菜、瓜果及少量的药材、花

卉、苗木等，但调整后新上的产品大都是档次低的大路货，多是

以初级产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同时农产品的结构调整并没有伴之

以我国消费群体的扩张。城市的消费者随着收入的提高在选择农

产品时更加注重其品质，因此，在这样的农业结构调整后上市的

农产品加价势必影响其价格，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

盛来运等① （２００３）认为，制约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最突
出因素，是在农产品尤其是粮食总量过剩的状态下，粮食主产区

的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农业结构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不能满足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农产品的需求。

朱明侠等② （２００３）认为，农业结构不合理是影响农民增收
的首要因素。突出表现在农产品的质量不高，初级产品较多，加

工品少，深加工品更少。而且农产品的区域性结构不同程度地存

在趋同问题，区域优势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韩俊③ （２００４）认为，应当承认过去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
调整仍然是初级的、低层次和阶段性的。要按照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业竞争力，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握好

调整的方向。

刘修礼④ （２００６）认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粮食主产区农
民收入增长有重要的抑促作用，结构越好，档次越高，农民增收

越明显。他以粮食主产省江西、江苏和非粮食主产区浙江为对

象，印证了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增长的
影响。

６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制约
戴敏敏⑤ （１９９９）认为，农民由于缺乏真正能代表自身利益

①

②

③
④

⑤

盛来运、唐平、阎芳：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经

济，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朱明侠、孙忠云、何利辉：增加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农业现代

化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韩俊：中国三农 １００ 题，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
刘修礼：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分析，江西农

业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戴敏敏：建立农民利益保障体系刻不容缓，中国行政管理，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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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机构而处于分散经营状态，导致了农民利益受到侵害，制

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王乃学① （２００１）认为，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因为农业生产力
水平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是因为农业生产组织落后，两者互为

循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由于规模

过小，难以采用规模化的现代耕作手段，播种、管理、收获各环

节有的仍处于原始状态。因此，在成本上，粮食和很多大宗农产

品，如棉花、油料等的生产费用居高不下。我国农村一家一户的

生产，规模小，投入大，劳动生产率低，所耗成本甚至比市场价

格还要高，根本谈不上获得平均利润，与大规模经营在成本效益

上的差距显而易见。

韩晓翠② （２００３）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农民

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

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从而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一大体制

障碍。

张晓山③ （２００３）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地区
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急

需要像合作社这样的组织来保障他们的利益。农民由于其组织化

程度较低，致使他们在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以及

市场信息的获取等诸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话语权。因此，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要想提高自身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提高农民

的组织化程度是必然的措施。

罗建军④ （２００４）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

①

②

③

④

王乃学：把小蚂蚁聚合成大象———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农业组

织结构，中国改革，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韩晓翠、李俊丽：提高农民组织程度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经济前沿，２００３ 年

Ｚ１ 期。
张晓山：提高农民收入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经营管

理，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罗建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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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散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较小，且地

块零散，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二是分散的农户无力改善

农业基础设施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集体组织的弱化难以将分散

的资金和劳动力集中起来；三是分散农户经营意味着农村市场上

农户个体的农产品供给量较小，农民在不对称的价格关系中利益

遭受损失。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是农民进入市场、驾驭

市场的需要，也是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

理，更是加强政府对农业宏观调控的需要。

吴启伦等① （２００８）认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分散的
农户，阻碍着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市场竞争力不强，抗风险的

能力也较差。一家一户和彼此封闭的生产经营单位，割断了生产

与市场的内在联系，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增收

的主要障碍。

７ 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的制约
王国华② （２００４）认为，阻碍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

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农

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失衡，政府将有限的财力和公共产品的大

部分投向城市，形成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化倾向，这又表现为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农村公共产品的长期短缺严重地影响了

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

朱延松③ （２００５）认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一种制度外供
给，且供给不足，结构上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导致农村公共

产品制度外供给和供需结构矛盾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不足使农民增收丧失了基础和条件，延缓了农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

①

②

③

吴启伦、魏丹、王雅鹏：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素分析和对策研究，农民工

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王国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朱延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增收，商业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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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生等① （２００７）认为，造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
因很多，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通过构筑

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增加值、减轻

农民负担和减少农民数量，从而促进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但是，

目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需要制度和体

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以促进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

沈坤荣等② （２００７）认为，国家财政的农村支出对农民收入
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公共支出的管理、运用效率

低下，其作用在统计上并不十分显著。从支出结构看，与农业生

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比过高，而农业科研

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过低。而且，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和

目标偏差，使得政府公共支出在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作用不甚

明显，从而限制了政府增进社会福利功能的发挥，进而不利于公

平增长的实现。

廖薇等③ （２００７）利用 “涓滴效应”和 “囚徒困境”理论之

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要走出农

户经济行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关键是从各个方面创新

农户收入体制，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增加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才

能提高农民收入。

周天勇④ （２００８）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央政府通过设置工
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获取 ６０００ 亿元的农业剩余；改革开放
后，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土地，从农民手中获得 １５ 万亿元，
而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 ５％。

何蒲明等⑤ （２００８）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水

①

②

③

④
⑤

张秀生、柳芳、王军民：农民收入增长：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

析，经济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沈坤荣、张瞡：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

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廖薇、曹中红：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农户收入的相关性研究，农村经济，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周天勇：农民收入体制改革，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４ 日第 ３ 版。
何蒲明、黎东升：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消费

经济，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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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农民收入存在高度相关性，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唐国华① （２００９）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是农民收入增
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增长

都具有同等效应，其中电力供应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收入

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同时农

村基础教育等的供给增加在现阶段对农民收入增长并无显著

影响。

马德君② （２００９）从公共品供给视角，指出随着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进一步落实，现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

形势的要求，公共品供给短缺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

原因。

李莎莎等③ （２０１１）以贵州省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贵
州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影响着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

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贵州农村基

础设施、农村社会救济金、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电力的农村

公共品供给水平与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较高的相关性。长

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低下成为阻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三）增加农民收入途径与对策的研究

学术界一直都非常关注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如果说探讨制

约农民增收的因素只是寻找病因的话，那么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

途径则是医治疾病的良方。从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主要有

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１ 以城乡均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莱宾斯坦④ （１９５７）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冲出 “低水平均衡

陷阱”和 “贫困的恶性循环”，就必须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通

①

②

③

④

唐国华：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马德君：西部贫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思考，合作经济与科技，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

李莎莎、蔡承智：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贵州省

为例，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９ 期。
百度百科，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８５３６３７９．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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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大到足以达到国民收入的增

长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以巨大的投资力量 “大力推动”经济走

出 “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泥潭，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

陈锡文① （２００３）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不可能在封
闭的农村内部得到解决，而要把这些问题同城市的发展结合起

来，用城乡统筹的眼光来考虑如何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韩俊② （２００３）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
程，涉及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实

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有利于解决 “三农问题”，有利于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林振平③ （２００４）认为，要处理好城乡发展互动关系，从发
展规划上科学促进农民增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确

立先农村后城市的观念，改变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

把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各种资源优先用于发展城市的倾

向。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要着眼于加快 “三农”发展的目标。在资金、技术、人才、政策

等各种资源上给 “三农”更多份额。发展城市不能与发展 “三

农”争资源，坚决禁止那种简单用牺牲 “三农”为代价来发展城

市的做法。

彭金发④ （２００４）认为，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已经严重阻
碍我国经济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已是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最重要

的环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比重过大，

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在我

国主要由于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的二元化、社会保障二元化、工

农业剪刀差以及财税金融政策的偏倚等因素造成和固化了二元经

①
②

③
④

陈锡文：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城乡建设，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韩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红旗文稿，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２

期。

林振平：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 期。
彭金发：统筹城乡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０４ 年

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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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必须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麻智辉① （２００４）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加速城市化
进程，要通过创新城市协调发展机制、创新户籍管理体制、创新

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等有利措施，促进城市化发展，实现大量农

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从而达到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民收入，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的。

李健健② （２００４）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
构，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

市场来消除户籍制度、用工制度以及教育不平等等问题带来的城

乡差异问题。

陈兆荣等③ （２００９）认为，要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加大
对农村财政投入的力度；统筹城乡产业布局，以农村新型工业化

促进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统筹城乡劳动就业，消除城乡二元结

构和体制障碍，促进农民增收。

赖光耀④ （２０１０）认为，促进农民增收，关键是要全面贯彻
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方针政策。既要从 “三农”本身考虑问题、

寻找出路，更要跳出 “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

研究对策；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增收的潜力，又要在农业

和农村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采取有效的具

体增收措施，又要着眼于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既

要着眼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又要加快改革步伐，解决深层

次的矛盾和问题，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①

②

③

④

麻智辉：加速城市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由之路，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

李健健：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陈兆荣、王亮、吴杨：安徽省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

析，农村经济与科技，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
赖光耀：统筹城乡发展视野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南方农村，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影
响
因
素
与
对
策
研
究

２８　　　

２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收入
西奥多·舒尔茨① （１９６０）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原

因是人力资本质量的改进，一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对人力资本的

投资，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引入技术和教育两个现代生产要素，表

明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

在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等方面严重不公，人力资本集聚的载体

不足，必将影响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加大农

村人力资本投资，才能改进农村人力资本，增加农民收入。

保罗·罗默② （１９８６）认为，技术的典型特征是非竞争性和
部分排他性，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抑制了在物质

资本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报酬递减现象，从而打破了增长理论由于

忽视技术作用而得出规模报酬递减的结论，论述了经济实现规模

报酬递增和长期增长可能，且厂商为谋求最大化利润而投资于技

术革新，从而解释了内生增长的源泉，实现了经济增长研究的内

生化。因此，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

源泉。

斯蒂格利茨③ （１９６９）认为，教育是最应该优先发展的，没
有教育一国就不可能获得发展，不可能吸引和建立现代产业，不

可能使农业部门尽快利用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因此，教育是发展

的核心。因此，只有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农村的面貌，提高农民收入。

黄余国等④ （２０００）认为，农村人力资本匮乏是产生农民收
入增速减缓的深层原因，解决农民收入增速减缓的根本途径是增

加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措施包括办好农村的基础教育、搞好

农民的技术培训、抓好农民的思想更新、做好农村干部的思想

①

②

③
④

西奥多·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保罗·罗默：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０ 期。
斯蒂格利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选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６９ 年版。
黄余国、周学军：农民收入与人力资本，华东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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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陈碧霞① （２００１）认为，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呈逐年上
升趋势，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还明显偏低，原因在于政府

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极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以及农民负

担较重等，应通过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增加适合农村经

济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的积极转移，提高人力

资本收益率和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措施，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收入，实现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周逸先等② （２００１）认为，低文化程度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贫
乏是导致贫困和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根本性因素。当前，科学技

术在农村生产中还没有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

献率比较低，阻碍了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教育本身的结构、内

容和质量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特点和需要不太适应，导

致教育功能相对弱化。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在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促进劳动力就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等方面

成效显著，表明农村成人教育对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家庭生

活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王婉玲③ （２００４）认为，提高人力资本会增加农民农业和非
农就业的能力，从而提高其收入。要增加农民收入，不能过分看

重短期因素及一些应急的措施，而要从长远战略的角度寻求根本

性的解决措施。要更新观念，树立人力资本投资理念，强化人力

资本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统筹城乡经济，加大中央和地方

各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大力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加大健康投资，改善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逐步改变农村饮食结构和卫生习惯。

叶青华④ （２００７）认为，应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实

①
②

③

④

陈碧霞：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研究，中州学刊，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周逸先、崔玉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与就业及家庭收入的关系，中国农村经

济，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王婉玲：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约束及政策取向，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学

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叶青华：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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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东部地区以省市为主，中西部地区以中央和省市为主，确保农

村教育经费的投入落实；改革农村教育体制，进行教育体制的创

新，政府要拨出专门资金对滞留农村的劳动力进行农业职业教

育，以提高农村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加

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一项有力措施。农

村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关系到农民，而且对中国经济和中华民族兴

旺发达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李永贤① （２００４）认为，广大农村结构和各项改革正在稳步
推进，而农村教育却呈现了明显的滞后性，存在农民思想观念落

后，人口素质偏低；师资队伍不稳定，总体素质不高；人才培养

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适应等一系列问题。应当实行 “三教统

筹”，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农科结合，增强经费保障能力；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措施，促进农村教育体系的

构建和完善。

柯炳生② （２００５）认为，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提
高农民增加收入能力的基础性措施。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关键是国

家要增加经费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投入，重点解决农村

中小学生的课本费和学费减免问题、西部地区寄宿制所需要的建

设投入、农村教师待遇过低问题、进城农民工子女就读的民办学

校建设问题等。

盛来运③ （２００５）认为，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其收入水平成正
比，农民的文化素质越高，越容易发现致富的机会，收入水平也

就越高。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减免农村适龄儿童学费，在农村

强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在近期，应调整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

将扶贫资金重点用于减免中西部地区农村学龄儿童的学杂费支

出，保障所有儿童都能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争取享受高中教

①

②

③

李永贤：关于加快发展农村教育的思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柯炳生：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盛来运：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变动趋势分析，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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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要坚持实施农民培训工程，特别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

力度。

钟甫宁等① （２００７）认为，要增加农村公共教育支出，提高
农民非农就业能力。大力加强农村的国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

就业技能培训，为农民抓住和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现实可能性。所

有这些政策都应当有相应的财政拨款和其他公共资源分配作保

证，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

杜睿云等② （２０１０）认为，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低下的
状况，是我国城镇化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政府通过加大对职业

院校的扶持力度，积极拓宽毕业生的就业空间等措施，发挥职业

教育在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质量作用。

３ 以制度创新提高农民收入
西奥多·舒尔茨③ （１９６０）认为，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经济增

长源泉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农业收入流的

价格。在对传统农业改造的过程中，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建立一套合适的制度，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

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

式，通过要素价格的变动刺激农民，实现有效激励，一旦有了投

资机会，农民收入就会增加。

道格拉斯·诺斯④ （１９７３）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
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制度变迁

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

过程。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明确产权，

从而形成一种激励，以确保经济活动的效率。在没有发生技术变

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

①

②

③
④

钟甫宁、何军：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扩大非农就业机会，农业经济问

题，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杜睿云、段伟宇：论职业教育与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经济论坛，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西奥多·舒尔茨著，梁小尼译：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年版。
道格拉斯·诺斯著、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

起，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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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深渭① （２００２）认为，只有从制度创新入手，才能真正解
决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立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这一既定现实，实现土地经营权的有偿流转，培育新一代的

“农场主”，加快培育农业合作社，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使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就业制度

创新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黄文炎② （２００２）认为，必须重新审视现行的有关政策和制
度，通过政策和制度的创新消除妨碍农民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提

高的制度因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包括：进行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的制度创新，重点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的自组织；

改革现行的投资分配体制，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农民

收入的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农民的

福利收入；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和乡村体制，减轻农民负担；改革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体制，通过城

镇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必要的

条件。

李芳③ （２００５）认为，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等的不完善或缺位，使我国农民的现期收入和可预期的收入增长

困难，从而也成为解决 “三农”问题的制度性障碍。要想使农民

收入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彻底

解决 “三农”问题，就必须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系统

的土地制度变革；完善农村的基本义务教育制度，加强对农民的

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人为本，优先

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问题。

①

②

③

葛深渭：制度创新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黄文炎：制度创新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治本之策，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２ 年

第 ４ 期。
李芳：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三大制度因素及其变革设想，财经理论与实践，

２００５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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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志雄等① （２００６）认为，制度性障碍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
缓慢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必须以

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推进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进

行户籍管理制度创新、农地制度创新、农业生产与经营组织制度

创新、农产品流通制度创新、农村财税制度创新、农村金融制度

创新等。

陈延军② （２００８）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制
度制约。要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创新、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劳动就

业制度创新、生产经营制度创新、资金融通制度创新、财税分配

制度创新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切实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４ 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认为，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组织

生产，通过自由贸易，双方都能获益，且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比较优势理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始阶段的战略选择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对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都具有指导意义。

樊纲③ （２０００）认为，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
路，在于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

农民 （８０％以上）最终都能转变单一农业生产方式，在工业、服
务业等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

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

不再是农民。依赖于土地的人少了，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才

能更有效率，农业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

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

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

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

①

②

③

谭志雄、尹希果、冯艳：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制度性障碍及其对策研究，科

技和产业，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陈延军：制度创新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樊纲：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非农产业化，中国经济信息网，ｗｗｗ．

ｃｅｉ． ｇｏｖ． ｃｎ，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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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① （２００１）认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
整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应跳出长期以来片面重视提高农

产品产量的圈子，把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放到第一位；跳出小农业

的圈子，做好发展大农业这篇文章，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有竞争

力的产业；打破农产品自求平衡的圈子，发挥农业的区域比较优

势，发展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生产区、区域性产业带，提高农业商

品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改变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加工和销

售各环节相互脱节的状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改变过去

催种催收的老办法，把工作重点转到为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指导和

服务上来。

王学林等② （２００１）认为，今后我们不但应该调整种植业和
其他的资源投入比例，尤其应该注重在品质、品种的选择上下功

夫，改变现阶段品种相对单一、质量也较差而导致产品过剩的局

面。力争使广大农民体现在农产品上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可

以说，这是从内在提高整个农业收入的根本途径。当然，加大调

整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乃是农民增收的一种有效的

途径，而且在长期看来影响农村发展的趋势所在。

汪金敖③ （２００２）认为，加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蕴藏着
促进农民增收的巨大潜力。因此，继续加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力

度，真正使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单纯追求数量增加，向寻求品种

改良和质量提高的方向转变，从而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

冯海发④ （２００３）认为，由于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较
大，水果、蔬菜的产后处理和加工，肉鸡、肉鸭的去毛分割等，

都需要手工操作，占用大量的劳动力，能在农业及其相关产业领

域为农民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园艺业、畜牧业、水产业的收

入创造能力要远远大于粮棉油等大田种植业。农业中这些高收入

①
②

③

④

韩俊：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思路，中国经贸导刊，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王学林、蒋永穆：目前我国农民收入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汪金敖：农民增收制约因素及宏观对策探讨，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２ 年第 ９
期。

冯海发：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潜力分析，红旗文稿，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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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所占的比重越大，农业的收入创造能力就越强，农民的收入

相对就越高。

呼世忠① （２００５）认为，新时期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要有新思
路，单靠调整种植结构只能局部性改善农业问题，靠农业本身挖

掘潜力不再是最有效的办法，最有效的途径是加速农村劳动力的

非农化进程，扩大农民的非农产业就业渠道。

张作民② （２００７）认为，仅靠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的增收问
题已无多大潜力，农民收入要保持稳定的增长必须要转变产业结

构发展非农业。政府要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并正确引导，政府制

定的政策与农民的选择相一致，就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孟元亨等③ （２０１１）认为，种植业对示范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影响最大，所以应着手于种植业的技术发展，利用示范区现有的

教育、技术资源，提高种植业的科技水平，促进粮食作物及其附

加值的增加，使农业作物尽可能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农业

产业化进程。另外，在农业内部调整种植业与畜牧业的比例，提

高畜牧业产值的比重，促进农业产业多元化发展，降低农业发展

的结构性风险。

５ 加大投入增加农民收入
林毅夫④ （２００１）认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可以

直接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有利农村产业、

就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 “一石数鸟”的政策。除了将政

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向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倾斜外，鼓励民间

投资，允许谁投资、谁经营、谁收费，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徐祥临⑤ （２００２）认为，政府应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渠道，即

①

②
③

④

⑤

呼世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中国农业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张作民：非农产业是农民增收入的途径，时代视点，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孟元亨、姚柳杨、罗文春：农民收入与农业结构变动的分析———以杨凌示范

区为例，经济研究导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５ 期。
林毅夫：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农村基础设施的牢固，调研世界，２００１ 年第 ７

期。

徐祥临：解决 “三农”问题亟待理论创新，群言，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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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

农民的消费力，产生农民增收的乘数效应。

郎永健等① （２００４）认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长足发
展，使农业生产条件获得了较大的改善，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经济

有了长足的发展，为农民收入的提高奠定了一定基础，部分地区

薄弱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

持续稳定发展。通过提高认识、树立农业基础设施先行的意识以

及基础设施建设多元等途径，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

蔡窻② （２００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在农
村大力建设基础设施，促进农村生活和投资环境的改善。这并不

会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困难。相反，由于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的

缩小，使得劳动力流动更加有序和理性。

王睿等③ （２００９）认为，应把提高农民收入作为农村资金投
入的主要着力点，根据农民的收入结构、内在特征以及自身规律

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完善相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防止项目

重复分散投资，控制并压缩相关事业费用的支出，加强对资金使

用的监督和审计力度。优化金融资源对农村的供给机制，发挥经

济杠杆在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中的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

引导民间资金向农村流动的同时，也要积极遏制农村资金的不断

外流。

史常亮④ （２０１０）认为，在中国财政投入总量有限的条件
下，大幅度增加支农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削减农林水利气

象部门事业费支出，应成为今后调整财政农业投入结构的方向和

目标；继续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积极完善农业科研

和技术推广体系，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应继续加大农村救济费的

①

②
③

④

郎永建、张尚民、李长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与对策，农村经济，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蔡窻：支招中国新农业，人物，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王睿、蒲勇健、胡东：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摆动的影响及相关因素分析，经

济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史常亮：我国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实证分析，新疆农垦经济，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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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尽快着手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避免政府扶贫政

策失灵。

何海① （２０１２）认为，财政支农可以帮助建立农村公共产品
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形成有效的公共品体系，促进农民

收入提高。政府不断增加对农村公共品的投资，可以使农民的个

人资本投入与一个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相配合，就可以有效提高

农民的收入。

６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
刘易斯的 “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一

方面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落后农村，另一方面，又具

有现代工业化的城市。他认为传统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

小甚至为零，存在劳动的无限供给。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

下，农业中潜在的失业人口将被吸引到城市工业中去。并且城市

工业由于获得农村廉价劳动力促使其规模和实力不断壮大，农村

以低生产率为特征的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农业生

产率由于劳动减少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也相应增加。费景汉和拉

尼斯提出的费—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式认为，农业的技术进步和发

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农业剩余的

产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成功配置的

前提，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快速转移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

要途径。

范小建等② （１９９９）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搞家庭
多种经营或外出打工，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农民收入

水平也逐步上升。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转移，农民增收的

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进一步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力度

是促进农民增收一个重要途径。

①

②

何海：我国农业财政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０ 期。
范小建、刘登高、刘景枢：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

１９９９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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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来运① （２００１）认为，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进城，剩下的
农民才能分享相对增加的资源和农产品市场份额而增加农民的

收入。

徐刚等② （２００３）认为，只有转移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劳动
力中，发展区域优势行业、畜牧、水产养殖业，加大劳动力输出

力度，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乡镇企业，提高乡镇企业的效益，

才能使中国农民增收。

廉增禄③ （２００４）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历史的必然，我
国现实的国情要求尽快实现劳动力转移，我国现行的政策为实现

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有利之机。发展以输出劳务为主的劳务经

济，即实现劳动力的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 “三农”问题的

有效途径。

余朝晖等④ （２００４）认为，我国在有限的耕地上聚集大量劳
动力，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主导了近年来

农民收入的增长，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措施有扩展农村内

部就业空间、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城镇建设、提高城镇化水平、

加强农村就业培训等。

林毅夫⑤ （２００５）认为，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
转移的条件，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

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满足城市新增和农民进城就业的需要，减少农业劳动

力，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收入。

①

②

③

④

⑤

盛来运：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思考，统计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徐刚、鲍旺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探讨，安徽农业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７ 期。
廉增禄：劳动力转移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山西农经，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余朝晖、邓锡兴、皮向红：试论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增加农民收入，湖南农业

科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林毅夫：收入增长缓慢的 “三农”问题的核心，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６

日。



第
一
章
　
导
论

●

３９　　　

柯炳生 （２００５）① 认为，在配套体制改革之前，需要采取一
系列措施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取消各种歧视性限制，加强培

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袁方② （２００５）认为，要鼓励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再创辉
煌，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

战略性措施。改革农村的产权制度，降低农民进城成本，为他们

在城市中进行新的创业提供经济基础。

盛来运③ （２００５）认为，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经营非农产

业，扩大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规模。

刘凤雏④ （２００６）认为，改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解决
方法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

关键是要消除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障碍，如政府的政策限

制，农村较低的人力资源水平等，从而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有效

流动。

陈星⑤ （２００９）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剩
余及农民收入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政府通过对农村科

技的支持，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从而增加农民的务

农收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打破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

度壁垒，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力发展城市、乡村第三

产业，从而大规模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

７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
马克思指出，农民的小规模生产必然影响农业发展，从而影

①

②

③

④

⑤

柯炳生：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袁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经济师，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盛来运：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变动趋势分析，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刘凤雏：增加农民收入的路径探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政策选择，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
陈星：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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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农民收入。孤立分散的农民所有制，早已超过自己发展的正常

阶段，已经进入自己的没落时期，这种生产方式，由于现代农艺

学的进步而落后，他们自己已被贬到农村无产者的地位。为了使

小农得救，并把农民吸引到工人政党方面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

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对小农应采取的策略，即通过示范和为此

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实

现大规模经营。

张晓山① （２００３）认为，要加速农村的组织创新，提高农民
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使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以较低

的成本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陈进② （２００３）提出，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的组建，有利于打破城乡分割、行业分割的状况，有利于保

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使得农民的

利益免遭损失。

罗建军③ （２００４）认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是农
民进入市场、驾驭市场的需要，而且是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

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也是加强政府对农业宏观调控的需要。

颜华④ （２００４）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利益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最佳捍卫者。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涉及生产和销售方

面，在农民生活方面也有所涉及。因此，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农民的市场交易成本，还能切实改善农民的生

产和生活条件。

（四）河北省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与全国农民收入研究如火如荼相比，对河北省农民收入的研

究显得有些冷清，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②

③

④

张晓山：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经营管理，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陈进：积极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组织，城乡统筹发展与政策调整

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２ 期。
罗建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

２００４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 期。
颜华：城乡协调发展离不开合作经济组织，中国合作经济，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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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河北省农民收入总体状况
戴从法① （２００４）分析了河北省坝上、山丘、平原、沿海四

个类型区的农民收入，发现有四个共同点，一是以农为主的传统

经营有所松动，但仍占上风；二是农民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报酬

已占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区域自然资源条件决定了区

域收入差别，这个差别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四是第二产业发展

缓慢，主要是缺乏加工项目及项目建设投资。

张丽② （２００６）认为，河北省农民收入具有十分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分析结果表

明，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财产性

专业性收入基本不变，农民收入呈现多元化趋势。

赵金龙等③ （２００７）认为，河北省农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

化，工资性收入增长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家庭经营收入来

源发生了较大变化，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呈逐渐上升的

态势。

边策④ （２００８）认为，河北农民收入尽管总体上呈上升趋
势，但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还是相差很大的，大致可以分为五个

阶段。虽然河北农村收入在不同阶段的增长变化波动较大，但总

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农民收入得到大幅增加，生活水

平也相应得到极大提高。

陈保华等⑤ （２００９）认为， “十五”以来，河北省农民收入
增长由缓慢增长阶段进入持续快速增长阶段。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河北

①

②

③

④

⑤

戴从法：河北省不同区域农民收入评价与增收途径，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０４ 年第 ８ 期。
张丽：河北省农民收入变动的实证分析与趋势研究，河北农业大学硕士论

文，２００６ 年。
赵金龙、刘秀娟、郭东林：河北省农民收入情况分析，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５ 期。
边策：河北省农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化实证分析，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８ 年。
陈保华、赵智义：对增加河北省农民收入的思考，产业与科技论坛，２００９ 年

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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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８ １６％，低于全国平均增长
速度 １ 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合计在农民人均
纯收入中的比重为 ９５％左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

吴婧等① （２００８）认为，从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４ 年河北省农民人均纯
收入一直低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９５ 年是河北省农民人均纯
收入增长的一个转折点，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７ 年这十几年中，河北省的
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达到了中等偏高的水

平，但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赵克华② （２０１１）认为，河北省农民收入总量增加而增速减
慢，阶段性特征明显。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无论是绝对量的增长

还是比率的变化，都呈现扩大的趋势。省内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

比率有所减少，但绝对额明显加大。农民内部中，２０００ 元以下农
民收入比重变化较小，高收入农民比例稳步提高。

吴建民等③ （２０１２）分析了河北省农民收入变化的特征，发
现河北省农民收入差距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呈扩大趋势，工资性收入
和经营性收入成为差距的主导因素，收入差距变化与国家宏观政

策的实施有着紧密联系。

２ 制约因素
张丽④ （２００６）认为，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

有：农业经营规模小，投入不足，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河北农

业面临国际农产品价格和品质的激烈竞争，农民依靠提高农产品

价格增收变得越来越困难；农业结构不合理，不能很好地适应需

求的变化，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农民自身素质较低，使得农

民接受农业科技的能力不高；乡镇企业不发达，农民的非农收入

不高。

①

②
③

④

吴婧、李素芬：改革开放三十年河北省农民收入变化分析，中共石家庄市委

党校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
赵克华：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水平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年。
吴建民、赵宝柱、苏艳玲：２１ 世纪以来农民收入差异的变化和影响因素分

析———以河北省为例，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
张丽：河北省农民收入变动的实证分析与趋势研究，河北农业大学硕士论

文，２００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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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素珍等① （２００９）认为，财政对农业资本性投入较少与信
贷支持力度不强导致的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不够、

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慢、农村家庭劳

动力素质偏低等原因导致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赵克华② （２０１１）认为，河北省耕地资源短缺，粮食产量高
而效益低，农民文化素质不能很好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

求，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致使农业获利能力差，农村剩余劳动力

数量多等内部因素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农业政策扶持

力度不够、土地经营制度不完善、金融体制发展相对落后等制度

制约和农产品价格偏低、农资产品价格上涨过快、农民群体弱

势、市场议价能力低、信息获取渠道狭隘等形成的市场约束构成

外部因素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３ 对策措施
戴从法③ （２００４）认为，单靠某一途径是难以提高增收幅度

的，应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宏观上看，调整农业结构，实

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农业投入，都是农民

增收的途径。坝上高原应充分利用自然和区位优势，发展旅游度

假村和畜牧业。山区丘陵地区发展果品生产，进行果品系列加工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平原地区在畜牧养殖上实行综合管理，发展

多种经营，发展集体、个体融为一体的村办企业；沿海地区应围

绕旅游业不断进行结构调整，围绕渔业养殖发展加工业，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

张丽④ （２００６）认为，促进农民增收主要是大力推进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特别是要加大政府和金融

机构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素质，全

①

②
③

④

牛素珍、阎聚峰、付汉生：影响河北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与对策探索，

改革与战略，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 期。
赵克华：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水平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年。
戴从法：河北省不同区域农民收入评价与增收途径，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０４ 年第 ８ 期。
张丽：河北省农民收入变动的实证分析与趋势研究，河北农业大学硕士论

文，２００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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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农民

非农收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深化农村改

革，为农民增收提供体制保障。

蒋满元① （２００６）认为，要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
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使广大农民不仅能获得生产环节上的收

益，还可以在农产品加工与流通环节上获得收益，并进而带动和

促进一批有活力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并最终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动。以扩展就业为突破点，在彻底改革户籍制度的基础

上，让农民能自由平等地依照比较利益原则合理有序地向城镇进

行流动。积极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镇化与城市化的

进程，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赵金龙等② （２００７）认为，河北省应根据自身条件优化城镇
结构和布局，走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促进第二、

第三产业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促进农民

工跨区流动，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

障体制。搞好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劳动

力需求方合作，开展定向培训、岗位培训，提高农民的工作能

力。大力发展优势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推进县域经济优势产

业的发展。完善征购农民土地的补偿机制，让农民参与土地转让

增值收益的分配，增加农民收入。

吴婧等③ （２００８）认为，要提高我省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收入。要建立健全农

业保险制度，减少农民因自然气候等原因受到的损失，保障农民

收入的稳定性；在提高农村学生受教育的程度和技能培训上下功

夫，全面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加大农业新技术推广的力

度，加快组织创新步伐，为农民增收创造坚实的组织基础。

①

②

③

蒋满元：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及其对策探讨———以河北省为

例，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９ 期。
赵金龙、刘秀娟、郭东林：河北省农民收入情况分析，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５ 期。
吴婧、李素芬：改革开放三十年河北省农民收入变化分析，中共石家庄市委

党校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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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卫辉等①，戴建兵 （２００８）研究了河北省农民收入与金融
支持间的关系，认为应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农村中信贷投资

的增加将导致农民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引起人均产出的增

加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加大金融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增加农

民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优化内存就业结构；增加对农产品购销及

加工企业的金融信贷支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民收入

的增加。

陈保华等② （２００９）认为，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
展特色和优势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

民的经营性收入；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增

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为农民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积极创造条件提高农民财产性

和转移性收入。

赵克华③ （２０１１）认为，依靠科技，提高小麦玉米等主要农
产品的单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区域农业，加快现代化农

业市场体系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农村社会医疗保障水平、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完善农村经济制

度，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社会户籍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努力推进

农村金融体制创新等提高河北省农民收入水平。

（五）对现有研究的述评

上述研究对农民收入的总体状况、制约因素和增收对策措施

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既有规范研究，也有实证研究，

既有理论描述，也有模型分析，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全国

而言的，专门针对某一省份的研究较少，针对河北的研究则更

少。河北作为环绕京津的 “双黄蛋”省份，特别是存在环首都贫

困带，使河北农民收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特殊性，难以用全国的

研究替代河北。

①

②

③

周卫辉、戴建兵：河北省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
陈保华、赵智义：对增加河北省农民收入的思考，产业与科技论坛，２００９ 年

第 ５ 期。
赵克华：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水平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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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河北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来看，虽然也进行了多层面

的探讨，也不乏真知灼见，但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别是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八次党代会提出建设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后，农民

收入问题提到了更高的战略高度，成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成

为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性瓶颈问题，使

河北省农民收入问题具有了新的特殊性，而现有研究对此尚未

涉及。

因此，无论是从全国的研究对河北缺乏针对性，还是河北的

研究缺乏系统性，都需要对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背景下的河

北农民收入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三、研究内容

（一）研究目标

在对河北省农民收入状况特别是差异情况分析的基础上，重

点分析了影响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探讨这些因素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及其作用机理，最后提出促进河北省农民收

入增长的对策建议。

具体研究目标包括：

（１）构建河北省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
（２）分析河北省农民收入的数量特征和质量特征；
（３）研究农业发展对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
（４）研究非农就业对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
（５）研究制度对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
（６）提出加快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内容

基于以上研究目标，本文的研究内容是：

第一部分是研究的基础。首先概况总结了河北省农民收入研

究的背景和研究意义，明确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研

究河北省农民收入问题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次是研究综

述，从多个层面对已有的农民收入研究进行总结归纳，为本文的

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参考，并找到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为

本文的研究奠定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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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河北省农民收入总体情况分析。首先分析河北省

农民收入增长的数量特征，重点分析其增长的阶段性、收入构成

及收入来源的贡献。其次分析了河北省农民收入的质量特征，主

要从省际间的差异、农民内部收入差异、省内地区间的差异和城

乡居民收入差异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农民收

入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增长的质量并不理想。

第三部分是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本部分是本文

的重点，从农业发展、非农就业和制度三个方面分三章进行了论

述。首先，从农产品产量和农产品价格两方面分析了对农民收入

的影响，特别是利用弹性系数重点剖析了 “增产不增收”的原

因。其次，分析了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性，剖析了当

前制约农民非农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通过弹性系数的对比，指

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比例。最后，

从土地制度、城乡分割制度、农村金融制度三方面分析了制度对

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制度原因是导致河北省农民收入增

长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第四部分是提高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要实现河北省

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必须改变传统的农民增收模式。农业上要 “保收入存量”，通过

提高科技含量、规模经营等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实现优质

优价；通过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劳务品牌、扶持农民

工返乡创业、培养造就新型农民等措施，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

移，提高农民非农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劳动报酬收入，实现

“保收入增量”；通过制度创新，破除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各种制

度藩篱，为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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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河北省农民收入总体分析

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考察，一般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

农民收入增长的数量主要包含整体数量变化和来源结构的变化，

农民收入增长的质量主要指收入差异的情况。

一、河北省农民收入的数量分析

（一）农民收入增长的总体趋势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由于受 “左”的思想影响，经历了 “大跃

进”和 “文化大革命”两次重大波折，影响了我省农业发展速

度，使农民收入基本在低水平上徘徊，增加极其缓慢。农民收入

（当年价）１９５４ 年为 ６２ ６６ 元，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 １９７８ 年
上升到 １１４ ０６ 元。２４ 年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５４ １
元，年均名义增长率仅为 ２ ５３％。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集体统一
经营，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农民生活水平多年得不到明

显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为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带来新的契机。河北省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经济大省，在

体制创新、科技进步、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等

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省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先

后跨过了 ５００ 元、１０００ 元、２０００ 元、３０００ 元、４０００ 元、５０００
元、７０００ 元七个台阶。从表 ２ １ 和图 ２ １ 可以看出，河北省农
民收入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１４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１２０ 元，增加了七千
多元，增长了六十多倍，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１３ ３％，扣除物价上
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仍高达 ８ ３４％，远远高于 １９５４ ～ １９７８ 年
均增长 ２ ５３％的水平。２００４ 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精神，坚持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折不扣地落实以 “两减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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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为重点的各项惠农政策，农民减轻了负担，对农民增收形

成了直接动力。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面增长，２００５ 年增幅达
１１ １％，扭转了连续六年低增长的局面，此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的态势。特别是 ２０１１ 年，农民收入增长了 １１６２ 元，成为农民收
入增加绝对数量最高的年份，从 ２０１０ 年的不到 ６０００ 元直接跨入
了 ７０００ 元。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农民收入得
到了飞速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

表 ２ １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水平 单位：元

年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收入 １１４ １３６ １７６ ２０４ ２３９ ２９８ ３４５ ３８５ ４０８ ４４４ ５４７ ５８９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收入 ６２２ ６５７ ６８２ ８０４ １１０７ １６６９ ２０５５ ２２８６ ２４０５ ２４４２ ２４７９ ２６０４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收入 ２６８６ ２８５３ ３１７１ ３４８２ ３８０１ ４２９３ ４７９５ ５１５０ ５９５８ ７１２０

图 ２ １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总体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河北省农民收入稳步提升，但由于

政策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变化、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农民收入在稳步增长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表２
２ 和图 ２ ２ 可以看出，河北省农民收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个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影
响
因
素
与
对
策
研
究

５０　　　

阶段：

表 ２ ２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年实际增长率 单位：％

年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实际增

长率　
３７ ２ １８ ０３ ２４ ５８ １４ ６５ １４ ８３ ２３ ５ １３ １２ ５ ６６ ０ ４１ １ ５３ ４ ４４ － １１ ８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实际增

长率　
５ ６ ４ ０８ － ０ １ ５ ２３ １４ ７８ ３１ ３ １５ ３１ ７ ５８ ７ ２６ ３ ９９ ２ ４５ ４ ４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实际增

长率　
３ ６７ ４ １６ ６ ０４ ７ ４５ ７ ３６ ８ １ ５ ５ ８ １ １１ ７ １１ ８

数据来源：历年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

图 ２ ２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是农民收入迅速增长的阶段。农
民人均纯收入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１４ 元增加到 １９８４ 年的 ３４５ 元，增加
了 ２ 倍多，每年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年均增长 ２０ ３％；扣除物
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了 １ ７ 倍，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 １８ ０％，
是建国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特别是 １９７８ 年，比上年
实际增长了 ３７ ２％，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８３ 年的实际增长率均超过了
２０％。该阶段农民收入迅速增长的原因是：这期间经济体制改革
以农村为先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

出率的提高，加上国家的一些政策支持，农村产业结构和工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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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比价的调整，控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使农民收入快速

增长。当然，该阶段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除了上述分析的主要原

因外，也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基数较小有很大关系，如 １９８０ 年农
民收入仅比上年增加了 ４０ 元，但实际增长率则高达 ２４ ５８％。

第二阶段：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是农民收入缓慢增长阶段。农民
人均纯收入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３８５ 元增加到 １９８８ 年的 ５４７ 元，３ 年增加
了 ４２ １％，年均增长 １２ ４％；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了
６ ５％，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 ３ ４％，与上一阶段相比，年均实际
增长率下降了 １４ ６ 个百分点。其中，１９８６ 年农民收入仅比上年
实际增长 ０ ４１％，１９８７ 年的实际增长率也仅为 １ ５３％。该阶段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１９８４ 年我国粮食获得了大丰
收，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的 “卖粮难”，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

的温饱问题，自 １９８５ 年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心由农村
转向城市，工业经济高速发展，而农业经济出现连续徘徊，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

第三阶段：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 年，是农民收入停滞徘徊阶段。农民
人均纯收入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５８９ 元增加到 １９９２ 年的 ６８２ 元，３ 年仅增
加了 １５ ８％，年均增长 ５ ０％；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９ ８％，年均实际增长 ３ １６％。其中，１９８９ 年农民收入比上年实
际下降 １１ ８％，是建国以来的首次负增长，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１ 年的
农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也比较低，分别为 ５ ６％和 ４ ０８％，１９９２
年农民收入比上年实际下降 ０ １％，农民收入处于停滞徘徊阶段，
成为历史上农民收入增长最为缓慢的阶段。究其原因是：国家对

经济实施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控制通货膨胀，紧缩银根，乡

镇企业发展缓慢，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劳动报酬收入减少。农

资产品价格上涨，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农业生产积极性受挫，

农业生产不景气，其中粮食生产更是出现低增长、甚至停滞态

势，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民收入。

第四阶段：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年，是农村收入高速增长阶段。农民
人均纯收入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８０４ 元增加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２４０５ 元，５ 年增
加了近 ２ 倍，年均增长 ２５％；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了 １
倍，年均实际增长 １４ ９％。其中 １９９５ 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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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３１ ３％，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５ 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也保持在 １５％
左右。但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的增长呈现明显的 “倒 Ｖ”字型，从
１９９３ 年到 １９９５ 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提高，在 １９９５ 年达到最
高点后，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１９９８ 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下降。造成
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国家在 １９９５ 年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加上连续三年的农产品产量上升，使得农民收入上涨很快。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国内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保持
稳定，没有继续提高，加之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民
经济出现衰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必然下滑。

第五阶段：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３ 年，是农民收入低速增长阶段。农民
人均纯收入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２４４２ 元增加到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８５３ 元，４ 年增
长了 １６ ８％，年均增长 ３ ９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了
１５ ５％，年均实际增长 ３ ６７％，与第二阶段的增长率基本持平。
这一时期农民收入低速增长的原因是：农产品供给大于需求，农

产品出现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乡镇企业增长速度

回落，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农民非农收入

增长乏力。

第六阶段：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农民
人均纯收入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３１７１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１２０ 元，短短
的 ７ 年时间农民收入就分别越过了 ４０００ 元、５０００ 元和 ７０００ 元大
关，农民收入增加额每年均保持在 ３００ 元以上，２０１１ 年甚至高达
１１６２ 元。农民收入 ７ 年间增长了 １ ２５ 倍，年均增长 １２ ２５％；扣
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７７ ６％，年均实际增长 ８ ５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更是超过了 １１％。这一阶段农
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国家连续发布 ８
个关于 “三农”的中央 １ 号文件，２００４ 年的 １ 号文件直面农民收
入问题，其他 ７ 个 １ 号文件也都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对农民收
入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粮食购销市场的进一步

开放，农产品价格机制的逐步完善，对主要粮食产品实行最低收

购价格政策，主要粮食价格逐年提升；国家在取缔农业税的同

时，稳步提升 “三农”补贴水平，省委省政府积极落实各项涉农

补贴政策，对各种鲜活农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主要环节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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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优惠政策，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乡镇企业的蓬

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金融体制改革不

断深化、金融试点工程逐步走进农村，农民收入渠道增多等措施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二、河北省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农民纯收入按性质可分为生产性纯收入和非生产性纯收入两

部分，生产性纯收入是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结果，也是农民收入

的主要组成部分。非生产性纯收入是指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

入。生产性纯收入按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工

资性收入包括农民从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外的其他组织得到的

劳动报酬；家庭经营纯收入包括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纯收入。

（一）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分析

由表 ２ ３ 和图 ２ ３ 可以看出，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２ 年，农民的家庭
经营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工资性收入 （主要指从集体获得的

收入）占主要份额，１９７８ 年和 １９７９ 年甚至超过 ７０％，最低的
１９８１ 年也超过了 ５０％，家庭经营纯收入所占比重较低，最高年份
的 １９８１ 年也仅为 ３１ ６％。从 １９８３ 年开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全
面落实，农民的家庭经营主体地位得到了完全确立，家庭经营纯

收入所占比重大幅度提升，从 １９８２ 年的 ３０ ５９％提高到 １９８３ 年
的 ７４ ９３％。到 ２０１０ 年之前，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河北省农民纯收
入的比重最大，工资性收入次之，转移性、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

最小，到 ２０１１ 年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纯收入。从总体变化
趋势上看，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逐步下降，工资性收入占比

重稳步上升，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转移性、财产

性收入稳中有升，但变动幅度不大 （５％ ～ １０％左右）。具体变动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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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３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纯收入及其构成　 　 单位：元；％

年份
农民纯

收入　
家庭经营纯收入 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财产性收入

绝对值 比重 绝对值 比重 绝对值 比重

１９７８ １１４ ０６ １９ ５６ １７ １５ ８４ １２ ７３ ７５ １０ ３８ ９ １０

１９７９ １３６ １１ ２４ ０１ １７ ６４ ９８ ２１ ７２ １５ １３ ８９ １０ ２０

１９８０ １７５ ７７ ４５ １６ ２５ ６９ １０３ ９６ ５９ １５ ２６ ６５ １５ １６

１９８１ ２０４ ４１ ６４ ６１ ３１ ６１ １０４ ０７ ５０ ９１ ３５ ７３ １７ ４８

１９８２ ２３８ ７０ ７３ ０１ ３０ ５９ １３９ ５１ ５８ ４５ ２６ １８ １０ ９７

１９８３ ２９８ ０７ ２２３ ３５ ７４ ９３ ４９ ５４ １６ ６２ ２５ １８ ８ ４５

１９８４ ３４５ ００ ２５３ ２９ ７３ ４２ ６３ ２４ １８ ３３ ２８ ４７ ８ ２５

１９８５ ３８５ ２３ ３０４ ７７ ７９ １１ ４４ １８ １１ ４７ ３６ ２８ ９ ４２

１９８６ ４０７ ６１ ３１９ ３１ ７８ ３４ ５１ ０８ １２ ５３ ３７ ２２ ９ １３

１９８７ ４４４ ４０ ３５６ ５２ ８０ ２３ ５５ ３１ １２ ４５ ３２ ５７ ７ ３３

１９８８ ５４６ ６２ ４４４ ７１ ８１ ３６ ６３ １７ １１ ５６ ３８ ７４ ７ ０９

１９８９ ５８４ ９０ ４７２ ３６ ８０ ７６ ６７ ７６ １１ ５８ ４４ ７８ ７ ６６

１９９０ ６２１ ６７ ５０６ ８６ ８１ ５３ ６７ １４ １０ ８０ ４７ ６７ ７ ６７

１９９１ ６５７ ３８ ５２３ ５３ ７９ ６４ ７７ ５２ １１ ７９ ５６ ３３ ８ ５７

１９９２ ６８２ ４８ ５３０ ３２ ７７ ７０ ８６ ６７ １２ ７０ ６５ ４９ ９ ６０

１９９３ ８０３ ８０ ５５０ ０８ ６８ ４３ ２２０ ４９ ２７ ４３ ３３ ２３ ４ １３

１９９４ １１０７ ２５ ７５３ ３８ ６８ ０４ ２９３ ６１ ２６ ５２ ６０ ２６ ５ ４４

１９９５ １６６８ ７３ １１４９ ７５ ６８ ９０ ４４１ ２３ ２６ ４４ ７７ ７５ ４ ６６

１９９６ ２０５４ ９５ １３９１ ２１ ６７ ７０ ５７４ ６ ２７ ９６ ８９ １４ ４ ３４

１９９７ ２２８６ ０１ １４４９ １９ ６３ ３９ ７６２ ０７ ３３ ３４ ７４ ７５ ３ ２７

１９９８ ２４０５ ３２ １５２０ １２ ６３ ２０ ７８６ ７９ ３２ ７１ ９８ ４１ ４ ０９

１９９９ ２４４１ ５０ １４３２ ３７ ５８ ６７ ８９６ ２８ ３６ ７１ １１２ ８５ ４ ６２

２０００ ２４７８ ８６ １４１７ ９９ ５７ ２０ ９４９ ２５ ３８ ２９ １１１ ６２ ４ ５０

２００１ ２６０３ ６０ １５０１ ２２ ５７ ６６ ９７８ ３８ ３７ ５８ １２４ ００ ４ ７６

２００２ ２６８５ １６ １５０６ １１ ５６ ０９ １０４３ ６７ ３８ ８７ １３５ ３８ ５ ０４

２００３ ２８５３ ２９ １６４５ １７ ５７ ６６ １０７１ ８３ ３７ ５６ １３６ ２９ ４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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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农民纯

收入　
家庭经营纯收入 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财产性收入

绝对值 比重 绝对值 比重 绝对值 比重

２００４ ３１７１ ０６ １８８７ ６８ ５９ ５３ １１１０ ９２ ３５ ０３ １７２ ４６ ５ ４４

２００５ ３４８１ ６３ １９８８ ５８ ５７ １２ １２９３ ５ ３７ １５ １９９ ５５ ５ ７３

２００６ ３８０１ ８２ ２０３９ ６４ ５３ ６５ １５１４ ６８ ３９ ８４ ２４７ ５０ ６ ５１

２００７ ４２９３ ４３ ２２４９ ６７ ５２ ４０ １７５４ ３３ ４０ ８６ ２８９ ４３ ６ ７４

２００８ ４７９５ ４６ ２４１６ ２２ ５０ ３９ １９７９ ５２ ４１ ２８ ３９９ ７２ ８ ３４

２００９ ５１４９ ６７ ２４４０ ４４ ４７ ３９ ２２５１ ０１ ４３ ７１ ４５８ ２２ ８ ９０

２０１０ ５９５７ ９８ ２７２９ ８０ ４５ ８２ ２６５３ ４２ ４４ ５４ ５７４ ７６ ９ ６５

２０１１ ７１１９ ７０ ３００６ ２０ ４２ ２２ ３４２３ ９５ ４８ ０９ ６８９ ５４ ９ ６８

数据来源：根据 《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数据资料整理。

１ 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下降
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是农民收入最主要的组成部分。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０ 年，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从 ２２３ ３５ 元增加到 ５０６ ８６ 元，年
均增长 １２ ４２％，高于同期农民收入年均 １１ ０７％的增长速度；家
庭经营纯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也从 ７４ ９３％上涨到 ８１ ５３％，达
到了历史最高点。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１ 年，家庭经营纯收入从 ５０６ ８６ 元
提高到 ３００６ ２０ 元，增长了近 ５ 倍，但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却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到 ２０１１ 年，家庭经营纯收入所占比重仅为
４２ ２２％，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了近 ４０ 个百分点，其中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 年
和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这两个时期内下降的尤为明显。虽然家庭经营纯
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但在 ２００８ 年之前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 ５０％
以上，表明家庭经营纯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体，只是家庭经营

纯收入的增长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能力

有所降低。

２ 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提高
１９８３ 年之前，由于当时特殊的经济体制，农民收入主要从集

体获得，１９７８ 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高达 ７３ ７５％，农民
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当时农民收入处于低

水平的重要原因。从总体上看，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农民的工资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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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中各项收入所占比重

入增长速度较低，仅从 ８４ １２ 元增加到 ８６ ６７ 元，占农民收入的
比重从 ７３ ７５％下降到 １２ ７０％，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河北省的乡
镇企业发展不尽人意，并未有效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

之各种制度性障碍的影响与我省农民因循守旧的习惯，很少外出

打工。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
省乡镇企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机，各种制度性障碍逐渐减少，农

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展转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开始大幅度提

升，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８６ ６７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４２３ ９５ 元，１９ 年间
增长了 ３８ ５ 倍，远远超过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占农民收
入的比重从 １２ ７％提高到 ４８ ０９％，高于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
近 ６ 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成为近年来农民收入快速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也预示着今后农民收入的增量也主要来自

于工资性收入。

３ 财产性、转移性收入比重稳中有升
与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相比，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的绝对数量较低，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也较低。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１０％左右
（除 １９８０ 和 １９８１ 年外），最低年份的 １９８８ 年为 ７ ０９％。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７ 年，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５％
左右，且非常稳定，最低年份的 １９９７ 年为 ３ ２７％，最高年份的
２００７ 年为 ６ ７４％。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占农民
收入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４ ７８％提高到 ２０１１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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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３２％，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多项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和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给予了农民多种形式的补贴和社会保障

收入，表明农村社会事业的进步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力不断

增强。

（二）收入来源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析

根据经济增长来源的分解原理，如果一个经济体包括 ｎ 个子
部门，该经济部门的增长率为 Ｇ，子部门 ｉ 的增长率为 Ｇｉ，则 ｉ
部门对经济体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表示为：

δｉ ＝ Σ
ｎ

ｉ ＝ １

Ｇｉ × ｗｉ
Ｇ

（２ １）

其中，δｉ为 ｉ部门的贡献率，Ｗｉ 为 ｉ 部门经济总量占总经济
体的比重。利用这一计算公式，可以利用表 ２ ４ 计算出农民收入
来源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见表 ２ ５。

表 ２ 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来源
单位：元

年份
工资性

收入　
财产性和　
转移性收入

家庭经营纯收入

总量
第一产

业收入

第二产

业收入

第三产

业收入

２０００ ９４９ ２５ １１１ ６２ １４１７ ９９ ９１４ ４５ １１３ ２６ ３９０ ２５

２００１ ９７８ ３８ １２４ ００ １５０１ ２２ ９９３ ６２ １２１ ４６ ３８６ １５

２００２ １０４３ ６７ １３５ ３８ １５０６ １１ ９３１ １４ １５５ ０２ ４１９ ９５

２００３ １０７１ ８３ １３６ ２９ １６４５ １７ １０７６ ８４ １５９ ０５ ４０９ ２８

２００４ １１１０ ９２ １７２ ４６ １８８７ ６８ １３１０ ５１ １６４ ９４ ４１２ ２３

２００５ １２９３ ５ １９９ ５５ １９８８ ５８ １４５５ ９１ １５４ ８９ ３７７ ７７

２００６ １５１４ ６８ ２４７ ５０ ２０３９ ６４ １４９０ ２４ １６５ ９５ ３８３ ４５

２００７ １７５４ ３３ ２８９ ４３ ２２４９ ６７ １７２１ ３８ １７２ ４６ ３５５ ８３

２００８ １９７９ ５２ ３９９ ７２ ２４１６ ２２ １８６３ ６７ １９７ ２６ ３５５ ２９

２００９ ２２５１ ０１ ４５８ ２２ ２４４０ ４４ １８３５ ６７ １９８ ５ ４０６ ２７

２０１０ ２６５３ ４２ ５７４ ７６ ２７２９ ８ ２０５２ ７６ ２１３ ６５ ４６３ ３８

２０１１ ３４２３ ９５ ６８９ ５４ ３００６ ２ ２２２７ ６５ ２２３ ９５ ５５４ ６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

从表 ２ ５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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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５３ ３２％的份额，而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贡献了 ３４ ２２％，财产性
和转移性收入增长仅贡献了 １２ ４５％。年际间的波动较大：工资
性收入增长贡献率最高年份 ２０００ 年达到 １４１ ７８％，最低年份
２００４ 年仅为 １２ ３０％，两者相差近 １３０ 个百分点；财产性和转移
性收入增长贡献率最高年份 ２００８ 年为 ２１ ９８％，最低年份 ２０００
年为 －３ ２９％，两者相差 ２５ 个百分点；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贡献
率最高年份 ２００３ 年为 ８２ ７１％，最低年份 ２０００ 年为 － ３８ ４９％，
两者相差 １２０ 多个百分点。从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产业来源看，来
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增长贡献波动幅度最为剧烈，最高年份 ２００３
年为 ８６ ６６％，最低年份 ２０００ 年为 － １６３ ７０％，两者相差 ２５０ 多
个百分点；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贡献波动幅度次之，最高年

份 ２００２ 年为 １０６ ００％，最低年份 ２００３ 年为 － ６ ３５，两者相差
１１２ 个百分点；来自第二产业的收入增长贡献波动幅度较小，最
高年份 ２００２ 年为 ４１ １５％，最低年份 ２００５ 年为 － ３ ２４％，两者
相差 ４４ 个百分点。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表 ２ 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来源贡献率 单位：％

年　 份
工资性　
收入贡献

财产性和

转移性　
收入贡献

家庭经营纯收入

家庭经营

　 纯收入贡献
第一产业

收入贡献

第二产业

收入贡献

第三产业

收入贡献

２０００ １４１ ７８ － ３ ２９ － ３８ ４９ － １６３ ７０ １９ １４ １０６ 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３ ３５ ９ ９２ ６６ ７２ ６３ ４７ ６ ５７ － ３ ２９

２００２ ８０ ０５ １３ ９５ ６ ００ － ７６ ６１ ４１ １５ ４１ ４４

２００３ １６ ７５ ０ ５４ ８２ ７１ ８６ ６６ ２ ４０ － ６ ３５

２００４ １２ ３０ １１ ３８ ７６ ３２ ７３ ５３ １ ８５ ０ ９３

２００５ ５８ ７９ ８ ７２ ３２ ４９ ４６ ８２ － ３ ２４ － １１ １０

２００６ ６９ ０８ １４ ９８ １５ ９５ １０ ７２ ３ ４５ １ ７７

２００７ ４８ ７５ ８ ５３ ４２ ７２ ４７ ０２ １ ３２ － ５ ６２

２００８ ４４ ８６ ２１ ９７ ３３ １８ ２８ ３４ ４ ９４ － ０ １１

２００９ ７６ ６５ １６ ５２ ６ ８４ － ７ ９０ ０ ３５ １４ ３９

２０１０ ４９ ７８ １４ ４２ ３５ ８０ ２６ ８６ １ ８７ ７ ０７

２０１１ ６６ ３３ ９ ８８ ２３ ７９ １５ ０５ ０ ８９ ７ ８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５３ ３２ １２ ４５ ３４ ２２ ２８ ３０ ２ ３９ ３ ５４

数据来源：根据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历年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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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率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０
年，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率高达 １４１ ７８％，除 ２００２ 年贡献率达
到 ８０ ０５％外，其余三年分别为 ２３ ３５％、１６ ７５％和 １２ ３０％，呈
逐年下降的趋势，且下降的幅度较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

贡献率有所提升，但幅度不大，从 ２０００ 年的 － ３ ２９％ 提高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１ ３８％。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贡献率上升趋势，从
２０００ 年的 － ３８ ４９％ 提高到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６ ７２％、２００３ 年的
８２ ７１％、２００４ 年的 ７６ ３２％，只有 ２００２ 年较低。家庭经营纯收
入内部，第一产业收入贡献率波动幅度非常大，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６３ ７０％上升到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３ ４７％，下降为 ２００２ 年的 －
７６ ６１％，又提高到 ２００３ 年的 ８６ ６６％和 ２００４ 年的 ７３ ５３％；来
自第二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和第三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均呈下降

趋势。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率除 ２００６ 年外，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５８ ７９％下降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８ ７５％、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４ ８６％，
呈逐年下降趋势。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贡献有所波动，但稳

中有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８ ７２％波浪式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１ ９７％。
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贡献率较上一阶段相比，波动幅度减小，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２ ４９％下降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５ ９５％，上升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２ ７２％，又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３ １８％。家庭经营纯收入内部，
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增长贡献率从 ４６ ８２％ 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８ ３４％，来自第二产业的收入增长贡献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 ３ ２４％
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９４％，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贡献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１ １０％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 ０ １１％且 ４ 年中有 ３ 年出
现负增长。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率虽有所下降，但处于
较高水平，２００９ 年贡献率为 ７６ ６５％，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６ ３３％。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贡献率不断下降且处于较低
水平，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６ ５２％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４ ４２％，继续下降
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９ ８８％。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贡献率有所提高，但
贡献率水平不高，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６ ８４％提高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３ ７９％。
家庭经营纯收入内部，来自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收入增长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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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不大，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贡献率有

所下降，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４ ３９％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７ ８５％。
总体上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各项收入来源对农民收入的

增长的贡献，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因

素，但家庭经营纯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对农民收入具有十

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今后农民收入增长的增量主要依靠工

资性收入，存量主要依靠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

三、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质量分析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每个农民都获得了同样的

发展，而是存在差异的发展。这种差异的大小表明了质量的高

低。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差异，指的是收入相对差异，即是以

收入比重 （百分比）或相对份额表示的收入差异，而不是以货币

单位或其他实物指标表示的绝对收入差异。相对收入差异与绝对

收入差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总收入水平一致时，相对和绝

对收入差异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但在总收入水平不定时，相对

和绝对收入差异的变动方向可能不一致。我们在关注农民收入绝

对量变化的同时，更为关注农民收入增长的质量高低。

（一）河北省与其他省份农民收入的省际差异

１ 河北省与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收入差异
根据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家统计局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公布东、中、西部
及东北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情况，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各地区与河北省农
民收入情况见表 ２ ６。从表 ２ ６ 可以看出，河北省作为一个东
部沿海省份，农民收入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但低

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且与东部地区平均收入差距的绝对量不断

扩大，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２３８ ６５ 元扩大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４６５ ３５ 元，表
明河北省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与东北地

区相比，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高于东部地区，但自 ２００７
年以后，东北地区的农民收入均高于河北省，且差距不断拉大，

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５４ ８４ 元扩大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７０ ９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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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全国各地区与河北省农民收入水平
单位：元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东部地区 ４７２０ ２８ ５１８８ ２３ ５８５４ ９８ ６５９８ ２４ ７１５５ ５３ ８１４２ ８１ ９５８５ ０４

中部地区 ２９５６ ６０ ３２８３ １６ ３８４４ ３７ ４４５３ ３８ ４７９２ ７５ ５５０９ ６２ ６５２９ ９３

西部地区 ２３７８ ９１ ２５８８ ３７ ３０２８ ３８ ３５１７ ７５ ３８１６ ４７ ４４１７ ９６ ５２４６ ７５

东北地区 ３３７８ ９８ ３７４４ ８８ ４３４８ ２７ ５１０１ １８ ５４５６ ５９ ６４３４ ５０ ７７９０ ６４

河 北 省 ３４８１ ６３ ３８０１ ８２ ４２９３ ４３ ４７９５ ４６ ５１４９ ６７ ５９５７ ９８ ７１１９ ６９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

２ 河北省与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代表性省份的农民收入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河北省与其他省份的收入差异情况，从东、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各选取一个代表性省份。根据 ２０１１ 年各省
份农民收入水平与该省份所属区域农民收入平均水平最为接近的

原则，选取东部地区的广东省、中部地区的河南省、西部地区的

宁夏自治区、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这四个省份与河北省农民收

入的变化情况见图２ ４。

图 ２ ４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广东、河南、宁夏、黑龙江农民收入变动曲线

从图 ２ ４ 可以看出，１９７８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与东、中、西
部和东北地区农民收入差距较小，虽然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但是差距并不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差距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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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广东省农民收入水平均高于河北省；河南
省农民收入水平均低于河北省；宁夏农民收入仅在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０ 年
高于河北省，其余年份均低于河北省；黑龙江农民收入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６ 年高于河北省，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低于河北省，２００８ 年后又高
于河北省。具体来看，１９７８ 年属于东部地区的河北省农民收入低
于东部地区的广东省和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而与中、西部地区

的河南省、宁夏自治区较为接近，五省 （区）的农民收入分别为

１１４ ０６ 元、１８２ ３ 元、１６７ ９ 元、１０１ ４０ 元和 １１４ ９。至 ２０１１ 年，
河北、广东、黑龙江、河南和宁夏的农民收入分别增加至

７１１９ ６９ 元、９３７１ ７３ 元、７５９０ ６８ 元、６６０４ ０３ 元和 ５４０９ ９５ 元，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３ ３５％、１２ ６８％、１２ ２４％、１３ ４９％ 和
１２ ３５％，河北省农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河南，高于其他三个
省 （区），但差别不大，仅在 １ 个百分点左右。河北省农民收入
增长率虽然低于河南省，但河北省农民收入一直高于河南省，两

者间的差距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２ ６６ 元扩大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１５ ６６ 元，扩
大了 ３９ ７ 倍。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率虽然高于广东，但与广东
省农民收入的差距却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６８ ２４ 元扩大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２５２ ０４ 元，扩大了 ３２ 倍。因此，从总体上看，河北省与东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的差距明显小于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这一方面

反映了河北省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与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差

距在缩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

对缓慢，致使农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从而使其与河北以及东部

地区、东北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形成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造成

这种区域性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另一方面在

于各个地区自身的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和区位条件有所差异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东部地

区从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各个方面加大倾斜力度，从而使

东部地区的企业数量空前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使农民的非农就

业机会大大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较快。而中部和西部地区

由于国家倾斜政策的实施和当时宏观政策的调整，企业发展的速

度明显慢于东部，使得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虽

然近年来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但东部地区借



第
二
章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总
体
分
析

●

６３　　　

助优先发展的优势，已经确立了经济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很难

在短期内实现 “赶超”。从自然条件来看，东中部和东北地区自

然条件较好，农民能够从发展农业中取得较高的收入，而西部地

区自然条件恶劣，如土地贫瘠、干旱少雨等，使得农业生产的自

然条件较差，从而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收入。从历史上看，东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曾经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奠

定了一定的基础；从区位条件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毗邻日本、

台湾、香港等经济发展极具活力的国家和地区，交通便利，加之各

国华侨来此投资兴办企业，因此，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多，收入较

高。与此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周边没有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所

以为农民创造就业的机会较少，农民收入相应较低。

为进一步量化河北省与其他省份的农民收入差异程度，根据

农民收入差异度公式计算出河北省与其他四个省份的收入差异

度，结果见表 ２ ７。

河北省农民收入差异度 ＝
各省农民收入 －河北省农民收入

河北省农民收入
×１００％

表 ２ ７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与其他省份农民收入差异度
年份 广东 河南 宁夏 黑龙江

１９７８ ５９ ８３ － １１ １０ １ ６１ ４７ ２０
１９８０ ５６ １０ － ８ ５３ １ ３０ １６ ８５
１９８５ ２８ ５８ － １４ ５０ － １６ ６３ ３ ２７
１９９０ ６７ ７８ － １５ ２４ － ７ ００ ２２ ２３
１９９３ １０８ ３６ － １３ ４３ － ２０ ８３ ２７ ９４
１９９４ ９７ ０２ － １７ ８３ － ２１ ７０ ２５ ８６
１９９５ ６１ ７５ － ２６ １７ － ４０ １５ ５ ８５
１９９６ ５４ ９２ － ２３ １５ － ３１ ９８ ６ １８
１９９７ １８ ０８ － ４６ １１ － ５６ ３１ － ２２ ７４
１９９８ ４６ ６４ － ２２ ５０ － ２８ ４４ － ６ ３３
１９９９ ４８ ６４ － ２０ ２０ － ２８ １５ － １１ ２９
２０００ ４７ ４３ － １９ ８９ － ３０ ４４ － １３ ３４
２００１ ４４ ７９ － １９ ４２ － ２９ ９８ － １２ ４２
２００２ ４５ ６９ － １７ ４８ － ２８ ５９ － １０ ４２
２００３ ４２ １０ － ２１ ６５ － ２８ ３９ － １２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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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广东 河南 宁夏 黑龙江

２００４ ３７ ６８ － １９ ４９ － ２６ ８４ － ５ ２３

２００５ ３４ ７２ － １７ ５５ － ２７ ９４ － ７ ４８

２００６ ３３ ６１ － １４ ２２ － ２７ ４０ － ６ ５６

２００７ ３０ ９９ － １０ ２９ － ２５ ９１ － ３ ７５

２００８ ３３ ４６ － ７ １２ － ２３ ２３ １ ２５

２００９ ３４ １２ － ６ ６６ － ２１ ３９ １ １１

２０１０ ３２ ４３ － ７ ２９ － ２１ ５４ ４ ２４

２０１１ ３１ ６３ － ７ ２４ － ２４ ０１ ６ ６２

　 　 从表 ２ ７ 可以看出，河北省农民收入与东、中、西部和东北
地区的区域性差异明显。

与同属东部地区的广东省相比，两省的农民收入差异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３ 年基本处于扩大的态势，１９９３ 年广东省农民收入高出河北
省 １０８ ３６％，成为两省农民收入差异最高的年份。从 １９９３ 年后，
两省农民收入差异程度虽个别年份有所提高，但基本呈现下降的

趋势。到 ２０１１ 年，广东省农民收入高于河北省 ３１ ６３％，比 １９９３
年下降了近 ７７ 个百分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两省农民收入差
异在 １９９７ 年最小，仅为 １８ ０８％，这与 １９９７ 年发生的东南亚金
融危机对广东的影响远远大于河北有关。

与位于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相比，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６ 年河北省农民收
入低于黑龙江，两省的农民收入差异呈缩小趋势，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４７ ２０％减少到 １９９６ 年的 ６ １８％。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河北省农民收
入高于黑龙江，两省间的收入差异程度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３ 年保持在 －
１０％左右；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两省的收入差异进一步缩小到 － ５％
左右。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黑龙江的农民收入高于河北省 １ ２５％，
到 ２０１１ 年扩大到 ６ ６２％，这可能与国家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有关。

与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相比，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７ 年两省的农民收
入差异呈扩大的趋势，从 －１１ １０％扩大到 －４６ １１％。自 １９９８ 年
开始，两省农民收入差异呈逐年缩小的趋势，至 ２０１１ 年，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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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收入差异仅为 － ７ ２７％。表明河南省通过实施中部崛起战
略，农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

与位于西部地区的宁夏相比，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７ 年两省的农民收入
差异呈扩大趋势，从 １ ６１％扩大到 － ５６ ３１％，高于河北与河南
的农民收入差异。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６ 年，两省间的农民收入差异基本保
持在 ２８％左右，上下波动不超过 ２ 个百分点。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两
省间的农民收入差异有所减少，但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保持在

２３％左右。表明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农民收入总体上增长
缓慢，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其他地区的绝对差距较大。

（二）河北省农民收入内部差异

基尼系数是 ２０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
线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也是国际上通常用来衡

量收入差异程度的一个重要统计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是通过计算

洛伦茨曲线与对角线之间的面积 Ａ以及对角线右下方的直角三角
形面积 （Ａ ＋ Ｂ），将这两块面积相除而求得。如图 ２ ５ 所示。

图 ２ ５　 洛伦茨曲线图

基尼系数可以表示为：

基尼系数 ＝
Ａ
Ａ ＋ Ｂ

（２ ２）

基尼系数主要用来分析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基尼系数的取值

在０ ～ １ 之间，该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基尼系数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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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表明收入分配绝对均等；基尼系数等于 １，表明收入分配绝对
不均等。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 ０ ２ 以下表示高度平均；０ ２ ～
０ ３ 之间表示比较平均；０ ３ ～ ０ ４ 之间较为合理；０ ４ ～ ０ ６ 之间
为差距较大；０ ６ 以上表示收入分配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
０ ４ 作为 “警戒线”。

在基尼系数的计算上有许多公式和算法，有的需要进行回归

和参数估计，有的需要复杂的矩阵计算，有的需要多次排序和计

算协方差，而且往往不能处理不均衡分组的情况。本书采用陈传

波等① （２００１）提出的测算方法。
假定样本人口可以分成 ｎ组，设 Ｗｉ、Ｍｉ、Ｐｉ 分别代表第 ｉ组

的人均收入份额、平均人均收入和人口频数 （ｉ ＝ ｌ，２，……，
ｎ），对全部样本按人均收入 （Ｍ）由小到大排序后，基尼系数
（Ｇ）可由下列公式表示：

Ｇ ＝１ － Σ
ｎ

ｉ ＝ １
２Ｂｉ － Σ

ｎ

ｉ ＝ １
Ｐｉ（２Ｑｉ － Ｗｉ） （２ ３）

其中：

Ｑｉ ＝ Σ
ｎ

ｋ ＝ １
Ｗｋ

Ｑｉ 为从 １ 到 ｉ的累积收入比重。Ｂ 为洛伦茨曲线右下方的面
积。Ｐｉ、Ｗｉ 从 １ 到 ｎ的和为 ｌ。

根据上述公式，利用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各县

（市）的农民纯收入和乡村人口数量，计算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河北
省各县 （市）间的基尼系数，见表 ２ ８。

表 ２ ８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各县 （市）间基尼系数

年　 份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基尼系数 ０ ３２５ ０ ３１７ ０ ３３０ ０ ３４８ ０ ３４３ ０ ３４２ ０ ３３８ ０ ３２２

年　 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基尼系数 ０ ３３８ ０ ３４４ ０ ３５８ ０ ３６４ ０ ３７９ ０ ３９５ ０ ４１６

注：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６ 年基尼系数见边策：河北省农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化实证分析，河北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 年，第 ２３ 页。

① 陈传波、丁士军：基尼系数的测算和分解———Ｅｘｃｅｌ 算法与 ｓｔａｔａ 程序，上海
统计，２００１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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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２ ８ 可以看出，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各县 （市）间

基尼系数呈上升态势，特别是 ２００４ 年之后逐年增加。２０１０ 年之
前河北省各县 （市）间基尼系数一直低于 ０ ４，表明各县 （市）

间农民收入存在收入差异，但这种收入差异较为合理。２０１１ 年基
尼系数开始高于 ０ ４，达到 ０ ４１６，表明河北省各县 （市）间收

入差距超过了合理范围，值得警惕。虽然从基尼系数上来看，河

北省各县 （市）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十分巨大，但从绝对量上来

看，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最高的迁安市达到 １２６９８ 元，最低的
涞源县仅为 ２５６６ 元，前者比后者高出 １０１３２ 元，收入差距比为
４ ９５：１。而 ２００２ 年农民收入最高的大厂回族自治县为 ４６３２ 元，
最低的沽源县为 １０２４ 元，两者收入比为 ４ ５２：１，即各县 （市）

间的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三）河北省农民收入内部层次结构

在河北省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农民收入的内部层

次构成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从表 ２ ９ 可以看出，１９９０ 年，河
北省农民收入 ２０００ 元以上的比重仅为 ０ ７６％；收入在 １０００ 元以
下的农民占 ８７ ３４％；收入 １００ 元以下的占 ０ ５５％；收入超过
２５００ 元的农户数量为 ０。１９９５ 年，收入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农民占
０ ５５％；收入在 ２０００ 元以上的农民占 ３３ ４６％，比五年前提高了
三十多个百分点；收入 １００ 元以下的占 ０ ０２％，比 ５ 年前下降了
０ ５３ 个百分点。２０００ 年，收入在 １００ 元以下的农民占 ０ ５％，虽
然低于 １９９０ 年的水平，但高于 １９９５ 年；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农民达到
了 ５ ９８％，比 １９９５ 年提高了 ５ ４３ 个百分点。２００５ 年，收入在
１００ 元以下的农民占 ０ ４３％，比 ２０００ 年略有下降；５０００ 元以上
的农民占 １８ ６％，比 ２０００ 年提高了近 １３ 个百分点。２０１１ 年，收
入 １００ 元以下的农民占 １ ０２％，高出 １９９０ 年的比重近一倍；
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农民占 ６５ ７１％，比 ２００５ 年提高了 ４７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河北省高收入农民所占比重快速上

升，但赤贫农民 （收入低于 １００ 元）的数量不降反增，并且不稳
定，给河北省农村扶贫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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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９　 河北省农民收入不同收入户所占比重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００ 元以下 ０ ５５ ０ ０２ ０ ５ ０ ４３ ０ ５５ １ ０２

１００ ～ １０００ 元 ８６ ２５ ２１ ８１ １０ ７ ３ ９５ １ ８７ １ ２３

１０００ ～ １５００ 元 １０ ０７ ２６ ３５ １３ ３５ ７ ９８ ２ ３３ １ 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元 １ ８３ １８ ３６ １５ ３ １０ ８８ ４ ０９ ２ ５２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元 ０ ７６ １７ ５ １７ ６ １２ ９３ ５ ４５ ３ １９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元 ８ ９５ １２ ８１ １３ ２９ ６ ５５ ３ ７１

３０００ ～ ３５００ 元 ３ ８６ ９ ５５ １０ ７４ ６ ８３ ４ ３８

３５００ ～ ４０００ 元 １ ４３ ６ ４３ ８ ６７ ７ ５５ ５ ２６

４０００ ～ ４５００ 元 ０ ７９ ４ ７６ ７ ２９ ７ ２４ ６ １４

４５００ ～ ５０００ 元 ０ ３８ ３ ０２ ５ ２６ ５ ８３ ５ ３８

５０００ 元以上 ０ ５５ ５ ９８ １８ ６ ５１ ７１ ６５ ７１

数据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四）河北省省内地区间的农民收入差异

从表 ２ １０ 可以看出，河北省内各市间的农民收入在总体增
长的同时，存在较大的内部地区性差异。１９９０ 年，农民收入水平
最高的廊坊市为 ７６１ 元，最低的承德为 ３６６ 元，两者之比为
２ ０８：１，绝对差距为 ３９５ 元；２０１１ 年，农民收入最高的唐山市
为 ９４６０ 元，最低的张家口市为 ４８５４ 元，两者之比为 １ ９５∶ １，绝
对差距为 ４６０６ 元。从绝对差距角度看，扩大了 １０ ６６ 倍，但相对
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具体来看：

农民收入最高的地区是唐山、廊坊、石家庄、邯郸和秦皇

岛。这 ５ 个市农民收入大多数年份均排名前 ５ 位，且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处在全省的第一梯队。其中廊坊市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５ 年居于
第一位，２００６ 年后唐山市稳居第一位。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１ 年，这
５ 个市农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２ ９２％、１２ ５４％、
１２ ６０％、１３ ５４％和 １２ ８１％。其中，邯郸的年均增长率最高，
唐山次之，其次是秦皇岛，再次是石家庄，最后是廊坊。这 ５ 个
市农民收入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自然条件较好，大多属于平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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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地理

位置相对优越，受北京、天津的辐射影响大，农村第二、第三产

业发展迅速，从而使得农民能从第二、第三产业获得较高收入。

表 ２ １０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各市农民收入 单位：元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石家庄 ６４７ １９９５ ３１５８ ３７９９ ３４８２ ４４５６ ４９５４ ５４６９ ５９７７ ６５７７ ７８２２

唐　 山 ７３８ ２２５４ ３４１１ ４０８３ ４５８２ ５１５５ ５８２５ ６６２５ ７４２０ ８３１０ ９４６０

秦皇岛 ５８６ １８９３ ２５６３ ３０７５ ３３７６ ３８３２ ４４８０ ５０６８ ５５１６ ６２１４ ７３６５

邯　 郸 ５１２ １５１９ ２５７５ ３２３４ ３５７８ ３９２９ ４４０５ ４８４８ ５３２３ ６０８５ ７３６６

邢　 台 ５０６ １４６９ ２４６７ ３００３ ３２８０ ３５６９ ３８７９ ４１７６ ４４６７ ４９６６ ５８１４

保　 定 ５６３ １６３２ ２６５２ ３２４３ ３４７１ ３６８０ ３９７４ ４３３１ ４６８２ ５４４６ ６６５６

张家口 ４９８ １３８６ １５６０ ２１１６ ２３２９ ２７５７ ２８５４ ３２８６ ３５５９ ４１１９ ４８５４

承　 德 ３６６ １３８２ １２７２ ２１１０ ２５８２ ２９２２ ３２８５ ３６５６ ３９２６ ４３８２ ４９３５

沧　 州 ４９８ １７３６ ２５１８ ３０２２ ３３１１ ３６５２ ４０６４ ４５０６ ４９５５ ５５２８ ６５４０

廊　 坊 ７６１ ２４１６ ３５６０ ４３３８ ４６２１ ４９８９ ５５９９ ６４５５ ６８３４ ７５８９ ９１０２

衡　 水 ４９９ １５１０ ２５２９ ３１８３ ３５３３ ３６１０ ３５０７ ３６３８ ３９１８ ４３７０ ５３５５

数据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２ 年。

农民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是保定、沧州、邢台、衡水。

这 ４ 个市的农民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１０％ ～２０％之间。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１ 年，４ 个市农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１２ ４８％、
１３ ０５％、１２ ３３％和 １１ ９６％。相比而言，这 ４ 个市农民收入能
处于中游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

农民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农业。同时，这些地区农村第二、第三产

业发展也比较快，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第二、第

三产业，但所占比重不大，但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地区相

比，还是较为缓慢。

农民收入最低的地区是承德和张家口两市，历年都排在最后

两位。它们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最高收入的市相比，绝对差距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９５ 元和 ２４０ 元分别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５２５ 元和 ４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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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差距分别扩大了 １０ ４５ 倍和 １８ １９ 倍。造成张承地区农民收
入较低的原因主要是可耕地面积较少，自然条件相对恶劣，气温

温差较大，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好，农民来自于农业的收入很

少；同时，张承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农村第二、第三

产业发展比较缓慢，农民的非农业收入较少。

（五）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众所周知，我国居民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这两大社会

群体间的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讲，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性通过农民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来反映，从

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概念来看，两者所包含的内

容并不对等，加之城镇居民享有的一些隐形收入和社会福利，不

能真实反映两者间的收入差异。要测算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

异，应该使用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与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但这

些数据是无法得到的。有学者利用不同的方法测算了我国城乡居

民间真实的收入差距，但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很难得到一致结

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真实的收入差距要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差距。考虑到数据的易得性、规范性和

可对比性，此处仍使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进行对

比，并以此作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异。

从表 ２ １１ 和图 ２ ６ 可以看出，河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 ２０１１ 年全国平均城乡差距为 ３ １３：１，
河北省为 ２ ５７：１。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并非是河北省农民收入
水平较高，而是河北省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如 ２０１１ 年河北
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１８２９２ ２ 元，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为 ２１８１０ 元，比河北省高 １９％；河北省农民收入 ７１１９ ７ 元，全
国农民收入为 ６９７７ 元，河北省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２％。

表 ２ １１　 河北省与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情况

年　 份 河北省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

河北省农

民纯收入

河北省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全国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１９７８ ２７６ ２４ １１４ ０６ ２ ４２∶ １ ２ ５７∶ １

１９７９ ３１３ ２０ １３６ １１ ２ ３０∶ １ ２ ４２∶ １



第
二
章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总
体
分
析

●

７１　　　

续表

年　 份 河北省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

河北省农

民纯收入

河北省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全国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１９８０ ４００ ５６ １７５ ７７ ２ ２８∶ １ ２ ５０∶ １

１９８１ ４０２ ４８ ２０４ ４１ １ ９７∶ １ ２ ２０∶ １

１９８２ ４３２ ８４ ２３８ ７ １ ８１∶ １ １ ９５∶ １

１９８３ ４４８ ６８ ２９８ ０７ １ ５２∶ １ １ ８２∶ １

１９８４ ５１９ ２４ ３４５ ００ １ ５２∶ １ １ ８３∶ １

１９８５ ６３０ ７２ ３８５ ２３ １ ６４∶ １ １ ８６∶ １

１９８６ ７６６ ４４ ４０７ ６１ １ ８８∶ １ ２ １２∶ １

１９８７ ８５５ ００ ４４４ ４ １ ９２∶ １ ２ １７∶ １

１９８８ １０８０ ４８ ５４６ ６２ １ ９８∶ １ ２ １７∶ １

１９８９ １２５６ ８８ ５８４ ９ ２ １５∶ １ ２ ２９∶ １

１９９０ １３９７ ３５ ６２１ ６７ ２ ２５∶ １ ２ ２０∶ １

１９９１ １４８９ ３２ ６５７ ３８ ２ ２７∶ １ ２ ４０∶ １

１９９２ １７６３ ４０ ６８２ ４８ ２ ５８∶ １ ２ ５８∶ １

１９９３ ２２０１ ０４ ８０３ ８ ２ ７４∶ １ ２ ８０∶ １

１９９４ ３００７ ６８ １１０７ ２５ ２ ７２∶ １ ２ ８６∶ １

１９９５ ３６７４ １６ １６６８ ７３ ２ ２０∶ １ ２ ７１∶ １

１９９６ ４４２９ ６６ ２０５４ ９５ ２ １６∶ １ ２ ５１∶ １

１９９７ ４９５８ ６７ ２２８６ ０１ ２ １７∶ １ ２ ４７∶ １

１９９８ ５０８４ ６４ ２４０５ ３２ ２ １１∶ １ ２ ５１∶ １

１９９９ ５３６５ ０３ ２４４１ ５ ２ ２０∶ １ ２ ６５∶ １

２０００ ５６６１ １６ ２４７８ ８６ ２ ２８∶ １ ２ ７９∶ １

２００１ ５９８４ ８２ ２６０３ ６ ２ ３０∶ １ ２ ９０∶ １

２００２ ６６７８ ７３ ２６８５ １６ ２ ４９∶ １ ３ １１∶ １

２００３ ７２３９ １２ ２８５３ ２９ ２ ５４∶ １ ３ ２３∶ １

２００４ ７９５１ ３１ ３４７１ ０６ ２ ２９∶ １ ３ ２１∶ １

２００５ ９１０７ ０９ ３４８１ ６４ ２ ６２∶ １ ３ ２２∶ １

２００６ １０３０４ ５６ ３８０１ ８２ ２ ７１∶ １ ３ ２８∶ １

２００７ １１６９０ ４７ ４２９３ ４３ ２ ７２∶ １ ３ ３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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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河北省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

河北省农

民纯收入

河北省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全国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２００８ １３４４１ ０９ ４７９５ ４６ ２ ８０∶ １ ３ ３１∶ １

２００９ １４７１８ ２５ ５１４９ ６７ ２ ８６∶ １ ３ ３３∶ １

２０１０ １６２６３ ４３ ５９５７ ９８ ２ ７３∶ １ ３ ２３∶ １

２０１１ １８２９２ ２ ７１１９ ７ ２ ５７∶ １ ３ １３∶ １

数据来源：根据 《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

从表 ２ １１ 和图 ２ ６ 来看，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
元社会的影响，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量在不断扩大，

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６２ 元扩大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１１７２ 元，３３ 年扩大了近 ６８
倍。在绝对量逐年扩大的同时，相对差距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特征。

图 ２ ６　 河北省及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呈逐年缩小的
趋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比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２ ４２：
１ 缩小到 １９８４ 年的 １ ５２：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最小的年份。主要原因是：实行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改革措施，

推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

式，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

产力，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同时，国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

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农副产品价格放松管制，严

格控制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减少农业生产成本。这些措施极大

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这期间城市改革滞后，

使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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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得该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缩小。

第二阶段：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３ 年，城乡间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
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比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１ ６４：１
提高到 １９９３ 年的 ２ ７４：１，超过了 １９７８ 年的差距。主要原因是：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推广企业承包制，扩大了企业的自

主权，从而刺激了企业的效益，增加了职工的收入；允许、鼓励

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使一部分人迅速致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迅速提高，使得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迅速拉大。从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１ 年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
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但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更慢，致使城乡差距扩大的幅度下降，但仍处

于不断扩大的状态。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我国开始确立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地位，经济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城镇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非国有经济的增长

超过了国有经济成分，产生了一大批参与非公有制经济活动的高

收入者，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有所增加。城镇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城镇寻找就业机会，这不仅减轻

了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也增加了农民纯收入，但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仍呈现较快的扩大趋势。

第三阶段：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８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２ ７２：１ 下降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２ １１：１，降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最低点。主要原因是：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 “软着陆”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降低到 １０％以下，物
价上涨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的低速增长限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速

度。与此同时，政府开始重视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例如在城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实

行农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３０ 年，土地使
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建立

了粮食储备调节机制、风险基金和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使农民

人均纯收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有所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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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９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２ １７：１ 扩大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８６：１，达到了新的历史高
点。这一阶段农民纯收入增长缓慢，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

了稳定的增长。主要原因是：１９９８ 年以后，我国粮食价格逐年下
降，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也在波动中下跌，降低了农民农业收入的

增长速度；在市场空白点越来越少而竞争却逐渐加剧的情况下，

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分散布局带来的规模不经济等问题

日益显现出来，发展速度下滑，致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

放慢。与此同时，国家多次提高在岗职工、公务员和教师等城镇

居民的收入，并通过失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等措施，保证了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

第五阶段：２０１０ 年至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下降趋势，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８６：１ 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５７：１。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引起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多项

强农惠农的政策不断出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针对

“三农”的各种补贴额度不断提高，使得农民纯收入的增长幅度

超过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如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纯收入增长
１９ ５％，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１２ ５％。

随着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战

略目标的深入实施和党的 “十八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我们有理

由相信，在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河北省的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一定会不断缩小，进入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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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业发展对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分析，家庭经营收入在 ２０１１ 年之前一直占据河
北省农民收入的主要份额，而家庭经营收入中又以家庭经营第一

产业的收入为主，因此，农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有着非常重要的

影响。

一、农产品生产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河北省既是我国的经济大省，也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农业发

展速度的快慢，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减变化。为消除价格影响因

素，采用 １９７８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出河北省农民收入和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见表 ３ １。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计算出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
河北省农民收入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 Ｒ２ 为 ０ ９８８，表
明农业发展对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在正

常情况下，农业发展速度快，农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也就越快；农

业发展速度降低，农民收入增长则相应放慢。

表 ３ １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以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河北省农民收入
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年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收入

（元）
１１４ １３５ １６８ １９２ ２２１ ２７３ ３０８ ３２６ ３２７ ３３２ ３４７ ３０６

总产值

（亿元）
７６ ８１ ７６ ７９ ９３ １０９ １１９ １２３ １２１ １２６ １３６ １４０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收入

（元）
３２３ ３３６ ３３６ ３５３ ４０６ ５３３ ６１４ ６６１ ７０９ ７３７ ７５５ ７８８

总产值

（亿元）
１４８ １５３ １５５ １６８ １９５ ２１９ ２３９ ２５７ ２７７ ２９０ ３０７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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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收入

（元）
８１７ ８５１ ９０３ ９７０ １０４１ １１２６ １１８８ １２８４ １４３４ １６０３

总产值

（亿元）
３４０ ３６１ ３８５ ４１０ ４３３ ４５０ ４７３ ４８８ ５０５ ５２４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一）农产品生产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分析

经济活动波动的测定方法较多，常用的主要有直接法 （又称

环比增长率法）和剩余法 （又称趋势百分比法）。在此采用直接

法即环比增长率法计算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不变价农民收入与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环比增长率时序资料，得到结果如图 ３ １。

图 ３ １　 河北省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际增长率

从图 ３ １ 可以看出，２００８ 年之前，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率
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特别是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６ 年，两者间的增长率几乎一致。２００８ 年以后，农民收
入实际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从图 ３
１ 可以看出，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河北省农产品的产出波动出现了
四个周期：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为第一个周期；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为第二个
周期；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年为第三个周期；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年为第四个周
期。农产品生产变动的四个周期基本与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相对

应，二者有明显的相关性。

１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农产品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１９７８ 年农村普遍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给河北省农业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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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在波动中实现了高增长。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河北省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实际增长了 ６１ ６％，年均实际递增 ７ １％，是农业的快速
增长时期。这段时期内，农业生产的波动性也非常明显，波动的

幅度也是最大的，１９７８ 年的增幅为 ２２ １％，而 １９８０ 年为 －
６ １８％。这 ７ 年时间里，粮食产量增加了 ２７８ ７ 万吨，总产量由
１８６７ ９ 万吨增长到 １９６６ ６ 万吨，年均递增速度为 ２ ２％；棉花产
量由 １１ ７１ 万吨增加到 ６２ ８６ 万吨，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２７ １３％；油料产量由 ２４ ５ 万吨增加到 ８６ ９２ 万吨，年均增长速
度为 １９ ８３％。受种植业高速增长的影响，这一阶段畜牧业和水
产业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发展速度，肉类产量从 ４１ ７ 万吨提高到
８１ ９ 万吨，奶类产量从 ２ ４６ 万吨提高到 １０ ０５ 万吨。农业的快
速增长，带来了农民收入的迅速增加，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期

间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加 １６ ０％。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从 ９６ ９ 元增加到 ３０８ 元，

年均递增 １７ ９６％，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均递增 １５ １４％。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中有 ８０％以上是由农业发展提供的，即使在农
民收入的增量构成中，农业收入也占 ７７ ９％，即该阶段农民收入
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农业发展。

２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农产品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自 １９８４ 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后，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

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使农业生产发展出现波动。１９８６
年，河北省粮食产量为 １９６５ ５ 万吨，棉花产量为 ５１ １５ 万吨，同
１９８５ 年相比，分别减产 １ １ 万吨和 １１ ７１ 万吨。受主要农产品减
产和多年徘徊的影响，农业产出增长率较 １９８４ 年前大为降低，
并在 １９８６ 年出现负增长。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
均实际增长率为 ４ ２％，比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年均实际增长 ７ １％下
降了近 ３ 个百分点。在原有农业净产值比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农业发展速度显著下降，就意味着农民来自农业的收益大量

减少。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 ０ ４４％，大大
低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农民收入增长下降一方面是

由于农业收入下降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就是这一阶段经济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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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转向城市后，伴随着企业自主权 （如产品自销权）的扩大，

工业品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趋

势，使一度改善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出现了恶化，也是造成

这一阶段农业产值增长而农民收入没有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３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年农产品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年，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和

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农业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至 １９９８
年，粮食产量超过 １９８４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２９１７ ５ 万吨，比
１９９３ 年增长 ２２ ６％，同期油料增长 ７２ ４％，棉花增长 ３９ ７％，
农业总产值年均实际递增 １０ ５％。在农产品产出快速增长的同
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５ 年间，农民收入实际年均递
增 １４ ９％。
４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年农产品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１９９９ 年中央提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２０００ 年开始对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２００１ 年
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基本目标，２００２ 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２００３ 年又提出把解决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连续 ９ 年出台关于 “三农”的中央 １ 号文
件，特别是在 ２００５ 年河北省取消农业税后，一系列强农惠农富
农的政策陆续出台，国家和省市的 “三农”财政投入资金不断增

加，使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增加，特别是粮食实现了 “八连增”，

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３８７ ８ 万吨增加到 ３１７２ ６ 万吨。这段时期内，农民
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６ ７％。

（二）农产品生产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农产品生产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增长

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通过农民获得的农业收入进行传

导。农业收入取决于产品产出和价格两个因素。在此讨论农产品

产出的影响，下一部分讨论价格因素的影响。

１ 农民收入对产出增长的弹性
从表 ３ ２ 可以看出，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农

产品产出增长，产出平均变化 １％，收入平均变化 １ ３８％，整体
上看，农民收入变动对农产品产出变动是比较敏感的。这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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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农业增长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但这一弹性值的取得

主要是由于改革初期收入对产出的弹性非常大所至 （如表 ３ ２
所示）。

表 ３ ２　 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产出增长的平均弹性

年份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收入年均增长 ８ ３４％ １６ １８％ ０ ４４％ １４ ９３％ ６ ６９％

产出年均增长 ６ ０３％ ７ １０％ ４ ２０％ １０ ５０％ ５ ０４％

弹　 性　 值 １ ３８ ２ ２８ ０ １１ １ ４２ １ ３３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历年。

注：平均弹性值的计算采用一个时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率除以不变价农

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

２ 分阶段进行观察，收入对产出的平均弹性呈下降趋势
改革初期农民收入出现超常规的增长，收入对产出的弹性为

２ ２８。正是由于这个时期收入对产出的高度敏感性，使整个观察
期内收入对产出表现出较强的弹性。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收入对产出
十分缺乏弹性，基本不敏感，收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仅仅为

０ １１，即产出每增长 １％，收入仅增长 ０ １１％，收入增长仅为产
出增长的十分之一左右。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７ 年，收入对产出的弹性虽比
上一阶段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弹性值为 １ ４２，产出每增长 １％，
收入增长 １ ４２％。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年，农民收入对产业的弹性为
１ ３３，虽然大于 １，但与改革开放初期的 ２ ２８ 和上一阶段的 １ ４２
相比，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也表明增产对增收产生的效果变得越

来越不明显。

改革初期产出快速增长，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增产增收

的效果十分明显，通过实现产量目标便能实现农民收入的快速增

收仅仅是特定条件下的一个特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

深化，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

（三）农产品产出对农民收入影响程度降低的原因分析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农产品的供求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国计民

生的重要问题。从政府、科研、推广到生产等各个部门一直是千

方百计地保证农产品的总量供给，而忽略了农产品生产结构的改

善。随着近几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稳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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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基本能满足需求，甚至供过于求，近年多

次出现的农产品卖难足以说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提

高农产品的总量供给，势必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所起作用不大。这

一点已经从农民收入对农产品产出的弹性下降得到了验证。在此

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１ 农产品总量增长受农产品需求的制约
从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基本农产品供给数量的增长，城

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稳定地越过温饱线，恩格尔系数 （食品消费支

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逐步下降。１９８０ 年，河北省城市居民
家庭与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６０ ０８％和 ５６ ０６％。从
１９８５ 年到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 ４９ ９６％降到
３３ ８０％，同期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 ５０ ０３％下降到 ３３ ５３％。
在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同时，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１）居民对粮食的直接消费需求在减少。据统计，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河北省城乡居民每人每年对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分
别从 ９１ 千克和 ２０９ 千克减少到 ５１ 千克和 １８２ 千克。考虑同期内
人口增长因素，这 １５ 年中全社会对粮食的直接消费数量共减少
了 １１ ７７ 亿千克①。

（２）居民对动物类食品和蔬菜瓜果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并未出
现明显增加。从表 ３ ３ 和表 ３ ４ 可以看出，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１ 年，城
镇居民的蔬菜消费量基本保持稳定，从 １２０ ０１ 千克下降到
１１２ ４２ 千克；植物油的消费量呈小幅波动状态，在 ８ 千克到 １１
千克之间变化，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８ １３ 公斤提高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８ ２１ 公

①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０ 年，河北省农村人口由 ５３３８ 万人减少到 ３９９３ 万人，净减少 １３４５
万人；城市人口由 １０９９ 万人增加到 ３２０１ 万人，净增加 ２１０２ 万人。同期内农村居民每
人每年直接消费粮食 （口粮，下同）减少了 １ ８ 千克，到 ２０１０ 年底，农村存量人口
共减少粮食消费 １４ ４１ 亿千克。另外，由于同期内农村人口减少又减少粮食消费 ３ ６３
亿千克，两者相加农村共减少粮食消费量为 １８ ０４ 亿千克。城市居民每人每年直接消
费粮食减少了 ２ ７ 千克，到 ２０１０ 年底，存量人口共减少粮食消费 ４ ４５ 亿千克，同期
内由于城市人口增加使粮食消费量增加 １０ ７２ 亿千克，增减相抵，城市人口净增加粮
食消费量 ６ ２７ 亿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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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猪肉的消费量十分稳定，一直保持在 １３ 千克左右，１９９５ 年
为 １３ ４４ 千克，２０１１ 年为 １３ ４８ 千克；牛羊肉的消费量较小，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３ １８ 千克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 ５１ 千克，增加了 １ ３３ 千
克，提高了 ４１ ８％；家禽的消费量提高幅度较大，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 ３９ 千克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 １８ 千克，增加了 ４ ７９ 千克，提高
了 ３ ４５ 倍；鲜蛋的消费量比较稳定，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４ ７８ 千克下
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３ ４１ 千克，其中 ２０００ 年的消费量达到 １７ ５４ 千
克，为历年最高水平；鱼虾产品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４ ３４ 千克提高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 ５７ 千克，增长了 ５０％左右，但总量处于较低水平且
年际间波动较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鱼虾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

鲜果瓜及其制品的消费量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４４ ２１ 千克提高到 ２０１１ 年
的 ５１ ６２ 千克，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与 ２００６ 年的最高水平
６７ ０７ 公斤相比，消费量减少了近 ３０％。

表 ３ ３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１ 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的主要农产品数量
单位：千克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粮食 ９１ １０ ９４ ５３ ８０ ４０ ７８ ８６ ５１ ２１ ６０ ７６ ５７ ２７ ５１ ２１ ８９ ８０

鲜菜 １２０ ０１ １２８ ２３ １３３ ９１ １３３ ６８ １３０ ８２ １３５ ９４ １２８ ７２ １１９ ２１ １１２ ４２

植物油 ８ １３ ９ ９７ １０ ６２ １０ ３８ ９ ７１ １１ ２０ １０ ０７ ８ ０２ ８ ２１

猪肉 １３ ４４ １２ ９０ １３ ８６ １４ ０１ １２ ４８ １２ ７０ １３ ４７ １３ ４９ １３ ４８

牛羊肉 ３ １８ ４ １３ ５ ０１ ４ ９３ ４ ４１ ４ ２１ ４ ６８ ４ ５７ ４ ５１

家禽 １ ３９ ２ ５６ ４ ８１ ４ ２４ ３ １９ ３ ８１ ３ ６６ ３ ２３ ６ １８

鲜蛋 １４ ７８ １７ ５４ １５ ５６ １５ ５３ １４ ９９ １４ ７７ １４ ８８ １２ ６９ １３ ４１

鱼虾 ４ ３４ ５ ６３ ７ ５７ ７ ９９ ８ ４４ ７ ７４ ８ ２３ ６ ９４ ６ ５７

鲜瓜果

及制品
４４ ２１ ６４ ９７ ６３ ３７ ６７ ０７ ６５ ４７ ５６ ３３ ５５ ７９ ５１ ４５ ５１ ６２

资料来源：《河北经济年鉴》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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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１ 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消费的主要农产品数量
单位：千克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粮食 ２０８ ５３ ２１３ ７５ ２００ ８４ １９０ １１ １８９ １２ １８６ ５４ １８０ ９１ １８１ ６９ １６７ ３６

鲜菜 ８９ ０４ ６１ ４５ ５７ ７０ ６１ ６１ ５５ １７ ５９ ７５ ５３ ６６ ５５ ３８ ７８ ７４

植物油 ３ ８９ ５ ３２ ６ ２８ ６ ６３ ６ ９１ ７ ４３ ７ ５２ ８ １２ ８ ３０

猪肉 ４ ９４ ６ ６３ ７ １５ ７ ５８ ５ ９３ ５ ５４ ６ ５２ ７ １２ ８ ５３

牛羊肉 ０ ３３ ０ ５４ ０ ８４ ０ ８２ ０ ８７ ０ ６３ ０ ６９ ０ ７２ ０ ９４

家禽 ０ ２２ ０ ３７ ０ ７５ ０ ５６ ０ ７２ １ ０５ ０ ８９ １ ０２ １ ３６

鲜蛋 ３ ６９ ５ ０９ ６ ２７ ６ ９７ ６ ３３ ７ ６０ ７ ２２ ７ ２６ ８ ９７

水产品 １ ５６ １ ７９ ２ ４８ ２ ５５ ２ ６０ ２ ６２ ２ ６１ ２ ５２ ３ ３２

鲜瓜果

及制品
１１ ２６ １６ ７４ １２ ４２ １２ ９９ １２ ６９ １３ ３０ １２ ６１ １２ ４１ １９ ８２

资料来源：《河北经济年鉴》历年。

（３）居民对营养类和方便类食品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消费
结构的变化使农业增长越来越受到需求的制约，主要农产品的收

入需求弹性明显下降。据专家测算①，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７ 年、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分别为 ０ ６８、
０ ８２ 和 ２ ０５。以上情况说明，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７ 年，农产品的供求矛
盾已经由总量矛盾为主转向以结构矛盾为主，供给制约转变为需

求制约，现在这种状况仍在延续。

面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尽管河北省对农业产业结构进

行了调整，但总体上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相对落后与需求结构的

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大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不协调，种植业

所占比重明显偏高。统计资料显示 （见表 ３ ５），１９８０ 年种植业
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８１ ７％，到 １９９０ 年这一比重下降到
７１ ２％，１０ 年间仅下降了 １０ ５ 个百分点；到 ２０００ 年下降到

①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收入增长·就业转移·城镇化推进，管理世界，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因缺乏河北具体数据，用全国数据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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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８％，比 １０ 年前下降了 １６ ４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较大。进入
新世纪后，种植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处于上升、

下降的波动之中，到 ２０１１ 年种植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的比重为 ５６ ７％，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１ ９ 个百分点。
表 ３ ５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种植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

单位：亿元，％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９８ １６７ ３５８ １１４８ １５４５ ２３７９ ２４６６ ３０７６ ３５０５ ３６４１ ４３０９ ４８９６

种植业总产值 ８０ １２９ ２５５ ７５４ ８４７ １２５８ １３８０ １６３９ １７６１ １９５９ ２４７０ ２７７５

种植业占比 ８１ ７ ７６ ９ ７１ ２ ６５ ７ ５４ ８ ５２ ９ ５６ ０ ５３ ３ ５０ ２ ５３ ８ ５７ ３ ５６ ７

资料来源：《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１２ 年。

另一方面，在种植业内部，粮、经、饲比例不协调，尚未从

“二元”种植结构转变为 “三元”种植结构。主要表现在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过大，经济作物和饲料作

物的种植面积较少。从表 ３ ６ 可以看出，１９８０ 年时，粮食播种
面积达到 ７４８７ 千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８３ ０６％；其中小
麦播种面积 ２６４９ 千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２９ ３９％；玉米
播种面积 ２３４１ 千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２５ ９７％。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７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基本呈下降的趋势；粮食播种面积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８ 年基本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无论是农作物总播
种面积还是粮食播种面积，均呈上升趋势。至 ２０１１ 年，粮食播
种面积达到 ６２８６ 千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７１ ６４％，小麦
播种面积 ２３９６ 千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２７ ３１％，玉米播
种面积 ３０３６ 千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３４ ６０％。

表 ３ ６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及其所占比重

年　 份
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

（千公顷）

粮　 食 小　 麦 玉　 米

播种面积

（千公顷）

占总播种面

积的比重

播种面积

（千公顷）

占总播种面

积的比重

播种面积

（千公顷）

占总播种面

积的比重

１９８０ ９０１４ ７４８７ ８３ ０６ ２６４９ ２９ ３９ ２３４１ ２５ ９７

１９８５ ８６５７ ６４９３ ７５ ００ ２３５２ ２７ １７ １７５０ ２０ ２１

１９９０ ８７８７ ６８２８ ７７ ７１ ２５０８ ２８ ５４ ２０４１ ２３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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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

（千公顷）

粮　 食 小　 麦 玉　 米

播种面积

（千公顷）

占总播种面

积的比重

播种面积

（千公顷）

占总播种面

积的比重

播种面积

（千公顷）

占总播种面

积的比重

１９９５ ８７２０ ６８３０ ７８ ３３ ２５０１ ２８ ６８ ２２９１ ２６ ２７

２０００ ９０２４ ６９１９ ７６ ６７ ２６７９ ２９ ６９ ２４７９ ２７ ４７

２００５ ８７８６ ６２４０ ７１ ０２ ２３７７ ２７ ０５ ２６７７ ３０ ４７

２００６ ８７１４ ６２７２ ７１ ９８ ２５０５ ２８ ７５ ２８００ ３２ １３

２００７ ８６５３ ６１６８ ７１ ２８ ２４１２ ２７ ８７ ２８６３ ３３ ０９

２００８ ８７１３ ６１５８ ７０ ６８ ２４１６ ２７ ７３ ２８４１ ３２ ６１

２００９ ８６８３ ６２１７ ７１ ６０ ２３９５ ２７ ５８ ２９５１ ３３ ９９

２０１０ ８７１８ ６２８２ ７２ ０６ ２４２０ ２７ ７６ ３００９ ３４ ５１

２０１１ ８７７４ ６２８６ ７１ ６４ ２３９６ ２７ ３１ ３０３６ ３４ ６０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农业的种植结构单一，主要

集中于小麦和玉米，而这些大田作物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较

大，影响着农民收入。同时，更应该看到，与畜牧业、渔业、林

业等相比，粮棉油等种植业的盈利能力是最低的。从表 ３ ７ 可以
看出，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小麦每亩利润最高 ２３０ 元，最低 １２２ 元，
４ 年平均仅为 １６９ ７５ 元；玉米每亩利润最高 ４３６ 元，最低 １５８
元，４ 年平均仅为 ３０６ ７５ 元；粳稻每亩利润最高 ５１３ 元，最低
２０３ 元，４ 年平均仅为 ３５７ ５ 元；谷子每亩利润最高 ４５５ 元，最低
３３５ 元，４ 年平均仅为 ３９９ 元；大豆每亩利润最高 ４１３ 元，最低
１９５ 元，４ 年平均仅为 ２８３ ７５ 元；花生每亩利润最高 ７３８ 元，最
低 ２２５ 元，４ 年平均 ５５１ ５ 元；棉花的波动幅度最大，最高 １１０５
元，最低 －３４ 元，４ 四年平均 ３７２ ５ 元。与粮棉油等农产品相比，
林果业每亩利润较高，苹果每亩利润最高 ３６１１ 元，最低 １８８２ 元，
４ 年平均 ２５０２ ２５ 元；鸭梨每亩利润最高 ２３７９ 元，最低 １４７９ 元，
４ 年平均 １９３３ ７５ 元。因此，越是大力增加粮棉油的生产，农民
来自农业的收益就相对越少。农民在必须保证农产品总量供给宏

观政策的引导下，也只是一味追求产量的增长。结果是当社会所

需要的 “口粮”消费数量开始减少时，农业依然在为人们增加

“口粮”生产；相反，当社会对饲料粮需求大幅度增长时，农业

却出现了转化不及时和供给不足。很显然，由于政府部门引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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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配套措施跟不上，农民对市场经济不熟悉，受传统生产观念

的影响大，致使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农业不

能随时将农产品的消费结构变动作为参照系，对生产结构进行调

整，一些主要农产品必定会因无需求而实现不了价值，农民得不

到利益，制约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在国内农产品卖难的情况下 “洋产品”却充斥市场，这说明

落后于消费结构变化的农业生产结构，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

品，进一步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表 ３ ７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种植业利润 单位：元 ／亩

年份 小麦 玉米 粳稻 谷子 大豆 花生 棉花 苹果 鸭梨

２００８ １７３ １５８ ２０３ ３３５ １９５ ２２５ － ３４ １８８２ １４７９

２００９ ２３０ ２９６ ２５４ ４５５ ２９３ ６１６ ２７３ １９４９ ２１３６

２０１０ １２２ ３３７ ５１３ ４５５ ４１３ ６２７ １１０５ ２５６７ １７４１

２０１１ １５４ ４３６ ４６０ ３５１ ２３４ ７３８ １４６ ３６１１ ２３７９

平均 １６９ ７５ ３０６ ７５ ３５７ ５ ３９９ ２８３ ７５ ５５１ ５ ３７２ ５ ２５０２ ２５１９３３ ７５

资料来源：《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

２ 农业投资严重不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生产是物质能量的循环过程，其收入

取决于投入水平的高低。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投入水平越

高，收入越高。要提高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必须不断提高农业

的现代化程度。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资金和技术投入的

稳定增长，而劳动力的投入逐步减少，即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不

断加快，这也是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重要标志。但

事实情况是，由于农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特别是农

业的投资回收期较长且风险较高，对资金的吸引力较小。

从河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尽

合理，用于农业的投资较少。表 ３ ８ 显示，河北省农业基本建设
投资从 “一五”时期的 ２ ３２ 亿元增加到 “九五”时期的 １２３ ０３
亿元，绝对量的增长十分明显；但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省基

本建设投资的比重来看，却出现明显的下降。 “一五”时期为

１２ １％，到 “三五”时期增加到 ３１ ５％，“四五”时期则降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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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２％，“五五”时期为 １３ １％，“六五”时期又降低为 ６ ８％，
“七五”时期则减少到 ２ ３％，“八五”时期为 ２ ９％，“九五”时
期虽有所提高，但也仅为 ４ 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 “九

五”时期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首次超过 １００ 亿元，但基本建设投资
同期达 ２６１７ ６ 亿元，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省基本建设投资的比
重只有 ４ ７％。

表 ３ ８　 “一五” ～ “九五”时期河北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一五

时期

二五

时期

三五

时期

四五

时期

五五

时期

六五

时期

七五

时期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基本建设

投资（亿元）
１９ ２１ ５３ ０１ ２９ １９ ６８ ０５ １２４ ４０ １３３ ８４ ２７５ １４ ８７１ ９６ ２６１７ ６

农业基本

建设投资

（亿元）

２ ３２ １１ ７０ ９ ２０ １１ ６９ １６ ３３ ９ １３ ６ ３３ ２５ ３７ １２３ ０３

农业基本建

设投资占基

本建设投资

比重（％）

１２ １ ２２ １ ３１ ５ １７ ２ １３ １ ６ ８ ２ ３ ２ ９ ４ ７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从表 ３ ９ 可以看出，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４ 年，河北省农业基本建设
投资从 １４ １９ 亿元增加到 ６１ ９６ 亿元，８ 年间增长了 ３ ３７ 倍，年
均增长 ２０ ２３％，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同期河北省基本建设投资
从 ３７５ ２４ 亿元增长到 １３０９ ０ 亿元，８ 年间增长了 ２ ４９ 倍，年均
增长 １６ ９０％。总体上看，这 ８ 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
速度高于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速度，因此，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从 ３ ８％上升到 ４ ７％，比例虽有所上升，
但上升的幅度并不明显，８ 年仅上升了不到 １ 个百分点，与 ２００１
年的 ７ ４％相比，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２ ７ 个百分点。

表 ３ ９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４ 年河北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基本建设

投资（亿元）
３７５ ２４ ４７９ ４９ ５４４ ０５ ５９４ ３７ ６２４ ４８ ５９１ ８７ ５９７ ２４ ８４５ ８４ １３０９ ０

农业基本

建设投资

（亿元）

１４ １９ １７ ８８ １９ ３６ ３３ ４１ ３８ １９ ４３ ９３ ３６ ６４ ４２ ０１ ６１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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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农业基本建

设投资占基

本建设投资

比重 （％）

３ ８ ３ ７ ３ ６ ５ ６ ６ １ ７ ４ ６ １ ５ ０ ４ ７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由于统计指标的调整，自 ２００５ 年之后，不再公布农业基本
建设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转为公布农林牧渔业投资和城镇投

资。表 ３ １０ 显示，２００５ 年河北省农林牧渔业投资为 ６１ ２ 亿元，
至 ２０１１ 年农林牧渔业投资增加到 ５９０ ４ 亿元，６ 年间增长 ８ ６５
倍，年均增长 ４５ ９０％，增长速度非常快；同期河北省城镇投资
从 ３３７８ ３ 亿元增加到 １５７８０ 亿元，６ 年间增长了 ３ ６７ 倍，年均
增长 ２９ ２９％，增长速度也非常快。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农林牧渔业
占城镇投资比重基本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２００９ 年除外），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 ８％提高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 ７％，增加了近 ２ 个百分点。总体
上看，虽然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速度很快，但城镇投资增长速度

也较快，使得农林牧渔业的投资比重到 ２０１１ 年也未超过 ４％，这
一比例仍然较低。农业投资不足，势必影响到农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

表 ３ １０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林牧渔业投资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城镇投资 （亿元） ３３７８ ３ ４４３４ ０ ５６９０ ３ ７４６３ ８ １０５１９ １２９２３ １５７８０

农林牧渔业投资 （亿元） ６１ ２ ８３ ７ １１６ ３ １８８ ４ ２４４ ４ ３１０ ３ ５９０ ４

农林牧渔业占城镇投资比

重 （％）
１ ８ １ ９ ２ ０ ２ ５ ２ ３ ２ ４ ３ ７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注：由于统计指标的调整，２０１１ 年统计数据中未公布城镇投资额度，将这一指标变为
固定资产投资，故表中数据实际为固定资产投资，但农林牧渔业占城镇投资比重为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年》中的数据。

由于农业的财政贡献能力差，在短期内难以见效，且受到市

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影响，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因此，地方

政府在财政资金分配上往往偏向工业和城镇，而忽略农业和农

村，同农业、农村发展的现实要求相比，财政资金供求矛盾较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影
响
因
素
与
对
策
研
究

８８　　　

大，尤其是对农民直接受益的投入明显不足，农民的生产、生活

条件仍比较落后，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带动效果较弱。虽然河北省

财政每年都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但是财政支农支资金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统计资料显示，１９８０ 年河北省财政支农资
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２７ ９３％，这是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农资金
所占比重的最高值。从 １９８０ 年以后，这一比例不断降低：１９８５
年为 １０ ３４％，１９９７ 年为 ６ ４９％，２００３ 年为 ５ ０８％。表 ３ １１ 显
示，２００４ 年后，河北省加大了财政支农力度，财政支农资金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５８ ３６ 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６６ １ 亿元，７ 年增长了
５ ２７ 倍，绝对量有大幅度的增长。２００４ 年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
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 ７ ４３％，到 ２０１１ 年提高到 １０ ３５％，７ 年
间提高了近 ３ 个百分点。这与河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和农村人
口大省相比，显然难以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需求。此外，财政支

农资金的投入领域很不合理，导致使用效率低下。在对农业的投

入中，水利、气象占很大一部分，包括城市水利设施的修建都纳

入农业的水利投入，而且很多资金用于行政管理上，如农林水等

部门的事业费等。再加上农业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 “跑冒滴漏”，

使得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补贴仅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较低。因

此，大部分资金并非直接针对 “三农”，农民不能从中直接收益。

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小、投入领域不合理，使得财政资金对农业

的支持效果大大降低，财政投入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十分

有限。

表 ３ １１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河北省地方财政总

支出 （亿元）
７８５ ６ ９７９ ２ １１８０ ４ １５０６ ７ １８８１ ７ ２３４７ ６ ２８２０ ２ ３５３７ ４

河北省财政支农资

金 （亿元）
５８ ３６ ６０ ６ ６３ ２ １１２ ０ １５１ ９ ２６４ ８ ３１２ ７ ３６６ １

财政支农占总支出

比重 （％）
７ ４３ ６ １９ ５ ３５ ７ ４３ ８ ０７ １１ ２８ １１ ０９ １０ ３５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历年。

由于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少，农民受制

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对农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经营性投资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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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用于长期性投资，加上历史欠账太多和财政农业支出效率较低

等因素的影响，直接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其表现为：农田水

利灌溉设施不配套，全省现有水浇地 ４４５３ ２ 千公顷，占耕地总量
的 ７５ ５％；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近三分之二；农业良种繁育体
系、病虫害防治体系、动物防疫体系等一些基础性技术保障体系

的设备落后、人员不足、站点分布不均衡等。农业基础设施薄

弱，造成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表 ３ １２ 显示，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的农业受灾面积和成灾率都较高，即使在农业投
入达到最高点的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业受灾面积 ８１１ ３７ 千公顷，
成灾面积 ４７９ ８２ 千公顷，成灾率 ５９ １％，仍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表 ３ １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业受灾和成灾面积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受灾 面 积

（千公顷）
２７２１ ５ ２５７０ ０ ３０９５ ３ ２７６２ １ ３５６０ ３ １７２１ ８ １９４４ ３ １６６８ ２ ８１１ ４

成灾 面 积

（千公顷）
１９７６ ４ １８４４ ２ １７８３ ９ １８７５ １ ２５４１ ３ ９７６ ０ ９２８ ３ ６４０ ５ ３１９ ８

成灾率（％） ７２ ６ ７１ ８ ５７ ６ ６７ ９ ７１ ４ ５６ ７ ６６ ９ ６３ ４ ５９ １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３ 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
河北的农业资源有限，在这样的基础上保证农业增长，以往

的主要做法是依靠物质投入的增加提高单产。但是单位面积的产

出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在单产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物质投

入，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从而造成增产不增收。

表 ３ １３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１ 年生产每吨主要农产品的化肥 （折纯量）消耗量

单位：吨

年份 小麦 玉米 棉花

１９８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３ ０ ２１７

１９８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５ ０ ２２６

１９９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３８ ０ ２４８

１９９５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２ ０ ２６５

２０００ ０ ０７２ ０ ０４７ ０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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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小麦 玉米 棉花

２００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５０ ０ ２８２

２００８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２ ０ ２９７

２００９ ０ ０７９ ０ ０５３ ０ ３２７

２０１０ ０ ０８７ ０ ０５８ ０ ３７４

２０１１ ０ ０８３ ０ ０５２ ０ ３１２

资料来源：根据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２ 年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整理。

现代农业经济学认为，在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每亩农田粮

食产量的最大产出边界是 ３００ 公斤①，因此，当接近或超过这个
产出边界的时候，农业生产中的 “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变得

强烈起来。１９７８ 年，河北省每亩粮食单产为 ２２０ 公斤，１９８５ 年超
过 ３００ 公斤。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农业生产中的边际报酬递减现
象越来越明显，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农业物耗水平的急剧上升。以

化肥为例 （见表 ３ １３），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主要农产品每亩
化肥 （折纯量）施用量都有显著的增加，其中生产每吨小麦、玉

米、棉花所耗费的化肥 （折纯量）分别增长了 ６２ ８％，５７ ６％和
４３ ８％。其他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变动也都与此有类似之
处。在农业物质投入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其价格不下跌，农

产品生产成本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要增加。

４ 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且产业化经营程度低
（１）河北省农户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小
现行家庭承包经营对于农业生产力解放和农业增长发挥了巨

大作用，而且这种制度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短期内

户均经营规模难以扩大。目前，河北省农户家庭经营的耕地面积

平均 ０ ５ 公顷，这样的规模不仅小于日本户均经营耕地面积 （１
公顷），也小于东北三省户均经营耕地面积 （１ ５ 公顷），远小于
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每个农场的土地面积 （７６ ５ 公顷）。在第

① 聂振邦、王建、吴阿南：我国工业化中期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中国计划出版

社，１９９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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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土地承包的过程中，由于考虑到土地质量的好坏，农户拥有

的超小规模的土地又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在这样狭小的土地上只

能采用小而散的经营方式，难以采用规模化的现代耕作方式，难

以实现规模经营。因此，兼业化的小规模生产成为河北乃至全国

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这种 “超小型”生产规模不利于先进管理

方法的应用和组织化、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规模效益难以实现；

小规模经营的农户普遍负担不起大中型机械的投资费用，而且高

度分散的小规模土地也不便于开展机械化作业；小规模经营的农

户通常缺乏吸纳现代科技的内在动力，也不具备采用现代技术的

能力和条件。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非常缓慢，致使农产品生产成

本处于较高水平，无法获得与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大致相同的收入

水平，导致工农、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过大。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小麦
的生产成本为 １ ４３ 元 ／公斤，玉米的生产成本为 １ ０１ 元 ／公斤，
大大高于世界先进水平，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由于农民的小规模生产且分散经营的方式，决定了农民的投

资基本上集中在短期的生产经营性投资，诸如购买当年化肥、种

子、农药等的费用。从表 ３ １４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 年时，农户家庭
经营费用支出 ６２７ ３ 元，到 ２０１１ 年增长到 ２４７２ ２ 元，增长了
２ ９４ 倍；农户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从 １０２ ４ 元增加到 ３０７ １
元，增加了近 ２ 倍。农民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占家庭经营费
用支出的比重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５％左右降低到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
的 １０％以下。而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科技、教育等的中
长期投资更加无能为力。同时，受获利水平差异的影响，投资具

有明显的非农化倾向，农民的新增投资用于农业生产的比重明显

偏低。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的农业投入不足致使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落后，如基本农田保护乏力、土地肥力递减、农业机

械化装备水平较低等问题。薄弱的基础设施使农民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极其低下，而农业生产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就会束手无策、

损失惨重，使农民增收缺乏坚实的基础，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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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家庭经营支出与购置生产性
固定置产支出情况 单位：元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 ① 家 庭
经营 费 用

支出

６２７ ３ ６６０ ２ ７０２ ７ ７１２ ８ ８４３ ３ １２４２ ８ １８６０ ３ １８２７ ５ ２０７２ ３ ２４７２ ２

② 购置 生
产性 固 定

资产支出

１０２ ４ １３９ ８ １０５ ３ １４６ ２ １３４ ９ ９５ ３ １５２ ４ １３１ ７ １１９ ８ ３０７ １

②占 ① 的
比重 （％）

１６ ３２ ２１ １７ １４ ９９ ２０ ５１ １５ ９９ ７ ６７ ８ １９ ７ ２１ ５ ７８ １２ ４２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土地流转规模小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要素，在经营者手中没有所有

权，就不能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正常流转。同时，在缺乏完善的

社会保障情况下，土地必然成为农民最主要的生存保障手段，造

成农民对土地割之不舍的心理，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河北省出现了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采用转包、转让等自发性流转模式的土地

流转机制，但这些流转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各方面还不完善，

造成农用地流转受阻。２００９ 年对献县、任丘、大城、鹿泉、深
泽、藁城、尚义、涿鹿、魏县等 ９ 个县 （市）１７ 乡 （镇）２６ 个
村庄的调查数据表明，２６ 个村庄耕地面积共有 ３ ３８ 万亩，其中
流转的土地面积为 １３８５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４ １％，尚低于农业
部 ２００７ 年初统计的全国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承包经营
耕地面积 ４ ５７％的平均水平。

农地流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目前制约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因素主要包括

以下 ６ 个方面：
①农民认识不到位，不愿流转。一是多数农民恋土情结较为

严重，把土地当做命根子，认为只要有了土地，生活就有了保

障，宁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出

去；二是随着中央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不断加大，农民经营土地

的收益逐步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恋程度。而且，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对土地增值心理预期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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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企望在未来的土地流转中得到更高的收益。三是 “长久不

变”有可能固化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意识，即使他们在城市

有了稳定的就业岗位，有了固定居住条件，有了相应社会保障，

也未必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交出。

②基层干部动力不足，不利流转。在农村土地市场落后、中
介组织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其在

土地流转中的 “引导、示范、服务、监管”职能。但是从调查情

况看，有些基层干部对土地流转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是政策

把握不准，引导不够。有些基层干部对农地所有权、承包权、使

用权的界线认识不清，把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与土地使用权的合

理流转对立起来，把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稳定与狭隘的地块稳定

混为一谈，有的对承包政策掌握不够，对基本经营制度理解不

透，对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定位还不完全准确。二是畏难情

绪严重，推动不够。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减少，农

村人地矛盾非常尖锐，土地问题成为基层干部工作的敏感区和风

险点。部分基层干部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政策性

强，担心土地流转过程中因操作失当，导致群众上访，影响的农

村稳定，存在着求稳怕乱、怕担风险、少找麻烦的思想。三是工

作动力不足，作为不够。有的基层干部对加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认为土地流转的主

体是农民，基层政府作用不大。甚至认为土地流转工作不是上级

强调的硬性任务，与干部考核关系不大，做多做少对政绩没有太

大影响，对土地流转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对土地流转宣

传不够、引导不力、服务滞后、管理缺位、放任自流，使一些地

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处于农户之间自发流转状态，影响了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进程和流转行为的规范化。

③规模经营主体积极性不高，抑制流转。农业是弱质产业，
比较效益低、周期长见效慢，又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增产

不增收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土壤肥力差的土

地，造成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投资热情不高，流转农地需求不

足。加之土地使用权又不能作为贷款抵押，土地经营者在大面积

承包土地从事高效农业开发时很难从金融部门贷到发展资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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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资金严重短缺，增加了土地规模经营的难度，制约了土地经营

主体扩大规模的积极性。而少数农民不守约，看到土地转入者经

营见效后，心理不平衡，无端纠纷时有发生，使潜在的土地经营

者望而却步。

④农地流转基础条件不成熟，不敢流转。由于我国农村社会
保障机制和风险保障机制尚未解决，土地仍然具有社会保障和就

业的双重功能，农民主要还是依靠土地收入解决看病、上学、养

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对于土地流转存有顾虑。另一方面，由于目

前市场竞争激烈，农民非农就业难度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难以

稳定，外出务工的农民仍把承包田作为自己最后的退路，而不敢

轻易放弃土地使用权。

⑤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难以流转。一是缺乏有效的市场机
制，还没有形成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机制。缺少土地流转中介

服务组织，流转信息不畅，土地评价缺乏依据，往往出现农户有

转出土地意向，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而需要土地的人又找不

到有承包地的出让者。二是尚未形成鼓励土地流转的激励机制。

乡村两级引导和服务不到位，缺乏有效组织农民 “以地生财”的

能力，乡镇无专人负责，职责不明，无力对土地流转合同进行指

导和管理。有的乡村在引进业主、签订合同和为业主提供必要支

持等服务跟不上，影响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和效益。

⑥土地流转政策、法规不协调，不便流转。党的十七届三中
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对农村改革发展做出了总体性的规定，但仍缺乏法律上的

明确规定和具体的实施细则。需要对 《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

法》等相关法规进行相应的修订。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中共河北省委办
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为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提供了政策依据。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农村土地流转中急需针

对性较强、便于操作的农村土地政策。

（３）农户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
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农民家庭作为基本的

生产单位是符合农业发展要求的，但要实现农户的组织化，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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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同的组织形式将分散的农户结合起来。事实上，我国推进的

家庭承包经营是在集体统一经营的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即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在施行的过程中，集体统

一经营名存实亡，导致农户只能分散生产。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转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农民的 “小生产”在面对 “大市场”之

时，就面临着诸多的不适应。为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提高农民的

组织化程度。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

来，我省农民合作社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崭新阶段，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全省农民合作社发展到 ２７１８１ 家，较 ２０１１ 年底新增
４３４３ 家。农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农民抵御自然灾害和抗
风险的能力，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加快了我省农业现代化建设

进程。与此同时，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日益突出，主要

表现为：

①信用风险和运行成本高。在调研中发现，河北省一些没有
经过任何专业培训、法制观念淡薄、不懂合作社经营管理的理事

长以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

信用合作”和 ２０１２ 年中央 １ 号文件 “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

开展信用合作”等为由，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纳农民的资金，

资金成本高达 ２５％左右。如此之高的资金成本无法用于合作社内
部的互助金融，只能贷给外部的高风险高收益性行业，极易导致

部分资金难以收回，加大了合作社成员退股的风险。在农村金融

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的同时，又乱象丛生，令人触目惊心。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石家庄市元氏县蟠石合作社发生的 “股金挤兑”就是强有

力的证明。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发生的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 ４ 家农
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突然关门停业也说明单纯的农民资金互助社经

营风险非常高。

②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河北省大部分合作社局限于村域内，
规模小、实力弱，且多集中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很少延伸至贮

存、加工等生产环节，获利能力较弱。且合作社之间缺乏合作与

联合，单打独斗的合作社难以带领农民实现 “小生产与大市场”

的有效衔接。

③组织制度不健全。大部分合作社没有规范的制度和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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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合作社虽然有较为规范的章程和制度，但执行的效果也较

差，一些理事长把合作社当成自己的 “私人企业”，经营决策一

个人说了算，使合作社面临较大的经营和决策风险。

④政策扶持和监管力度弱。一方面，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发
展的财政资金严重不足，土地、税收、涉农项目建设等配套政策

存在缺位或者可操作性差等问题，农民合作社由于缺乏抵押物难

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属于 “民办、民

管、民受益”，合作社法中只原则规定了扶持和服务农民合作社

的部门，未明确合作社的监管部门，致使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

合作社的监管不到位或无法实现有效监管，导致一些龙头企业或

者生产大户成立 “空壳社”，注册成员虚假，套取国家的政策

补贴。

农民普遍缺乏参加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造成农民组织化程度

低。因此，家庭承包经营造成耕地资源分散，与农业规模化发展

的要求不相适应，影响着农业的发展。过于分散的农户直接进入

市场，不仅难以回避农业交易成本高的问题，而且也难以协调与

市场的矛盾，几乎承担着全部的市场风险，却又无法分享加工、

运输、销售而产生的丰厚利润，导致农民不能根据市场需求及时

作出反映。农民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的生产经营状况，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已不利于农民的生产行为与农产品的大市场大流通对

接，也使得农户在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中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宏观指

导，驾驭市场的能力低，抗风险能力弱，经常出现 “卖难”、“买

难”现象。此外，农民在与政府、社会的谈判中地位低，形不成

对损害农民利益的抗衡力量和制约机制。农户的分散供给对价格

的影响甚微，这种态势导致农民收入极易被侵蚀。

（４）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水平低
“十五”以来，河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加速发展，经营规模

不断扩大，经营水平逐渐提高。表 ３ １５ 显示，河北省农业产业
化经营总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９５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７５７ 亿元，增
长了近 ５ 倍，农业产业化经营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６ １％提高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０ ０％，增加了近 ２４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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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业产业
化经营总量及产业化率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农业产业化

经营总量

（亿元）

７９５ ８７４ １００３ １２０２ １５６９ １８７３ ２９９６ ３２１３ ４０６３ ４７５７

农业产业化

经营率 （％） ３６ １ ３７ ６ ４０ ８ ４４ １ ４６ ７ ４９ ４ ５５ ３ ５６ ８ ５８ ６ ６０ ０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１３０７ 个，其中销售
额亿元以上的 ４１６ 个，销售额超千万元的 １１９５ 个，龙头企业的实
力和对农民的带动力明显增强，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不断提

高。但河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总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特别是

超大型龙头企业数量过少，２０１１ 年龙头企业的销售额为 ２２３５ ５１
亿元，利润总额只有 １４６ １７ 亿元，销售利润率只有 ６ ５４％。特
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比较松散。表

３ １６ 显示，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经营组织对农户利润返还的
比率 ２０１１ 年只有不到 ０ ５％，虽然有 ９４１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经营
组织与农户实现了订单农业，占 ５９ ７％，但订单价格随行就市的
为 ５５９ 家，比 ２０１０ 年的数量有所提升，占订单农业的 ５９ ４％。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河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的

利益联结方式，仍以松散的市场联结方式占主导地位，尚未形成

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在松散的市场联接方式下，

龙头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在市场上随机收购农户的农产品，价格

随行就市。这种方式最大的缺陷是龙头企业和农户都要承担不确

定的风险，双方关系不稳定，农民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其利益会

因市场因素受到损害，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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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６　 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经营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
单位：个

龙头经

营组织

总　 数

订单农业

价格随

行就市

实行价

格保护

实行价

格优惠

提供系列

化服务
合计

实行

利润

返还

股份

分红

有稳定

购销

关系

其

他

２０１０ １４６５ ５１４ １５２ ５９ １４１ ８６６ ７ １７ ２５１ ３２４

２０１１ １５７６ ５５９ １６５ ６４ １５３ ９４１ ６ １６ ２９９ ３１４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在 ２００９ 年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在 “公司 ＋农户”的模式中，
即使龙头企业和农户达成了协议，但在实际履约的时候，由于市

场价格波动，在逐利的动机下，公司或农户可能会选择不履行合

约，引起严重的利益摩擦，恶化了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导致

农户和企业有选择退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可能。即使是在 “公司

＋专业合作组织 ＋农户”的模式中，由于许多专业合作组织是依
托龙头企业建立起来的，成为龙头企业的附属物，虽然组织了大

量分散的农户，但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无法充分发挥。统计数

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河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户参与度为 ５２ ４％，
参与农户增收比率为 ４１ ３％，农户受益率为 １７ ４％；２０１１ 年河
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户参与度为 ５３ ２％，参与农户增收比率
４０ ４％，农户受益率 １５ ９％。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除农户参与度有
所上升外，参与农户增收比率、农户受益率两个指标均有所降

低。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整体优势尚未很好地

发挥出来，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二、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在商品交

换过程中可以交换到的货币数量。价格变动对农民收入具有再分

配的功能，直接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多少。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的

价格主要包括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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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格，而后两者的加权平均表现为农村零售物价。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农民实际收入增加；而

另两种价格上涨，则降低了农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从而使农民

实际收入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的价格变动对农民实际

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一）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分析

１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的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表 ３ １７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与各种物价指数提高情况

年份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人）

物价指数 （以 １９７８ 年为 １００）

农产品生产

价格总指数

农村零售

物价总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

价格总指数

１９７８ １１４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９７９ １３６ １２３ １ １０１ ３ １００ ９ １０１ ４

１９８０ １７６ １２８ ４ １０５ ８ １０１ ５ １０２ ２

１９８１ ２０４ １３１ ７ １０６ ８ １０３ ５ １０３ １

１９８２ ２３９ １３５ ２ １０８ １ １０５ ４ １０４ ２

１９８３ ２９８ １３８ ０ １０９ ２ １０９ １ １０５ １

１９８４ ３４５ １４３ ８ １１２ ９ １１７ ９ １０６ ８

１９８５ ３８５ １６１ ２ １１９ ４ １２３ ７ １０７ ９

资料来源：《河北经济年鉴》１９８６ 年、《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国家对冻结多年的农产品价格进行以调为
主、调放结合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同期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上

涨 ６１ ２％，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相对
稳定，只分别上涨 ２３ ７％和 ７ ９％，也就是说农村零售物价提高
了 １９ ４％，即农产品生产价格的提高幅度大于同期农村的通货膨
胀水平，前者比后者高出四十多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该阶段的

价格变动的总体效果是显著地促进了农民实际纯收入的快速增长

（如表 ３ １７ 所示）。
２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的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价格改革以放为主要形式，物价开始全面大

幅度上涨。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８ 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由 １０４ 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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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 年价格为 １００，下同）上升到 １３５ ４，年均上涨 １０ ６２％；农
村零售物价总指数由 １０４ ８ 上升到 １３３ ２，年均上升 １０ ０４％。农
村零售物价总指数在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９ 年上涨幅度分别达到了 １７ ５％
和 ２０ ８％。同期内农产品价格变动却不尽人意。尽管这一期间农
副产品收购价格年均上升 １４ ８％，但和工业品价格相比其上升幅
度依然过小，特别是粮食、棉花和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在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８ 年价格上升幅度都低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表 ３ １８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与各种物价指数提高情况

年份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人）

物价指数 （以 １９８５ 年为 １００）

农产品生产

价格总指数

农村零售

物价总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

价格总指数

１９８６ ４０８ １０５ １ １０４ ８ １０４ ０ １０５ ４

１９８７ ４４４ １１３ ０ １１３ ４ １１５ ０ １１３ ２

１９８８ ５４７ １２８ ７ １３３ ２ １３５ ４ １３３ ３

１９８９ ５８９ １５３ １ １６１ ０ １５８ ０ １６３ ０

１９９０ ６２２ １５７ ４ １６１ ０ １６３ ５ １６２ ８

１９９１ ６５７ １５１ ８ １６３ ０ １６６ １ １６５ ４

１９９２ ６８２ １６４ ８ １６８ ４ １７１ ８ １７１ ８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８８ 年，河北省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生产价格 （比

１９８７ 年上升 １３ ９％），同时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做出了严厉的限
制和控制，但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是，主要农产品生产价格在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８９ 年较大幅度地上升之后，１９９０ 年农产品生产价格
指数仅上涨了 ２ ８％，而 １９９１ 年则下降了 ３ ６％。改革以来，农
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下降这还是第一次。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农产

品生产价格总指数提高速度极其缓慢。按常理，在农业投入品价

格不变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上升速度缓慢，农民来自农业收入

增长必然不快；如果价格发生下降，收入还会减少。然而实际上

这一阶段农业投入品的价格一直在上升，并向不利于增加农民收

入的方向变动。在此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为例 （见表 ３
１９），几大类主要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平均每年上涨速度在 ５ ９％ ～



第
三
章
　
农
业
发
展
对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的
影
响

●

１０１　　

２０ ７％之间，价格总指数上升了 ８ １％，与前四年相比，这种速
度差距似乎并不大。但如果结合同期内农产品价格变动因素分

析，其结果会大不相同。从表 ３ １９ 两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大幅度超过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时期，正

是发生在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２ 年之间。这很清楚地表明，工农产品交换条
件在这一时期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比前些年更加恶化了，工农业

商品综合比价指数 （以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为 １００，按 １９７８ 年
价格计算）从 ６３ ８：１００ 上升到 ７０ ０：１００。这不可避免地造成
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的减缓。

表 ３ １９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河北省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价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

年份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

综合

指数
化肥

农药

药械

农机

用油

小

农具

综合

指数
粮食 油料 棉花

畜禽

产品

水

产品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２ ８ ２ ４ ０ ４ ５ ３ ３ ０ ６ ２ ——— ——— ——— ——— ———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９ ５ ９ ６ １１ ９ ７ ０ ８ ４ １２ ２ ８ ５ １１ ７ ８ ９ ２２ ３ ４１ １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２ ８ １ ５ ９ ８ ８ ２０ ７ １１ ７ ６ ０ ８ ９ ４ ０ １１ ３ ８ ７ ５

资料来源：《河北经济年鉴》、《河北农村统计资料》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３ 年。

注：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农副产品价格分类指数因资料限制未能获得。

３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年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自 １９９４ 年起，国家全面放开农产品价格。表 ３ ２０ 显示，农

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１１１ ９ （以 １９９２ 年为 １００）迅猛
上升到 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５７ ３ 和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０２ ２，即 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５ 年
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分别比上年上涨了 ４０ ６％和 ２８ ５％。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５ 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年均增长 ２６ ４％，达到了
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年均上涨 １５ ７％，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 １５ ５％，使得农民收入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６８２ 元增加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６６９ 元，名义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４ ８％，
但实际年均增长率为 １６ ６％。这也说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对农民
收入的推动作用趋于弱化。如 １９９４ 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比上年上
涨 ４０ ６％，农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率达到 ３７ ７％，但由于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１７ ０％，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２０ ０％以及粮
价提高农业税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实际收入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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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１４ ８％。
表 ３ ２０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与各种物价指数提高情况

年份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人）

物价指数 （以 １９９２ 年为 １００）

农产品生产

价格总指数

农村零售

物价总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

价格总指数

１９９３ ８０４ １１１ ９ １０９ ５ １０９ ６ １１１ ９
１９９４ １１０７ １５７ ３ １３０ ９ １２８ ２ １３４ ３
１９９５ １６６９ ２０２ ２ １５２ ６ １５５ ０ １５４ ２
１９９６ ２０５５ ２００ ４ １６２ ２ １６７ ４ １６４ ６
１９９７ ２２８６ １８６ ９ １６５ ６ １７４ ６ １７０ ２
１９９８ ２４０５ １６８ ４ １６１ １ １７２ ４ １６７ ０

资料来源：《河北统计年鉴》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５ 年农产品生产价格达到历史高点后，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８ 年，农
产品生产价格逐年降低，分别比上年下降 ０ ９％、６ ７％和 ９ ９％；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１９９６ 年和 １９９７ 年分别上涨了 ８ ０％和 ４ ３％，
１９９８ 年下降了 １ ３％；农村居民消费价格 １９９６ 年和 １９９７ 年分别
上涨了 ６ ８％和 ３ ４％，１９９８ 年下降了 １ ９％；农村零售物价在
１９９６ 年和 １９９７ 年分别上涨了 ６ ３％ 和 ２ １％，１９９８ 年下降了
２ ７％。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８ 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不断下跌，而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零售物价指数不断

上升或小幅下降，其结果必然是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下降或减

缓，导致农民收入的低速增长。

４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年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 年，农产品生产价格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 （仅在

２００１ 年上涨了 ３ ３％），特别是 １９９９ 年下降幅度高达 １４％。表３
２１ 显示，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６ 年，农产品生产价格均低于 １９９８ 年的水平；
２００７ 年恢复并超过 １９９８ 年水平；２００８ 年又上涨了 ９％；２０１０ 年
上涨了 １５ １％；２０１１ 年上涨了 １０ ９％。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无论是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还是农村居民消费价格的增长幅度，均低于同

期农产品生产价格的增长，如 ２００７ 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６ ９％，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５ １％，农村零售物价总体上涨
４ ６％，而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了 １６ ２％；２０１０ 年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 ４ ４％，农村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了 ３ ６％，农村零售物



第
三
章
　
农
业
发
展
对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的
影
响

●

１０３　　

价上涨 ３ ５％，而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了 １５ １％。在农产品价格
快速上涨的同时，农村的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有力地支撑了农民

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

表 ３ ２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与各种物价指数提高情况

年份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人）

物价指数 （以 １９９８ 年为 １００）

农产品生产

价格总指数

农村零售

物价总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

价格总指数

１９９９ ２４４２ ８６ ０ ９７ ７ ９７ ５ ９７ ６
２０００ ２４７９ ８０ ０ ９６ ６ ９９ ０ ９６ ７
２００１ ２６０４ ８２ ６ ９６ ８ ９９ ２ ９７ ３
２００２ ２６８６ ８１ ０ ９６ ４ ９９ ６ ９６ ８
２００３ ２８５３ ８７ ０ ９６ ８ ９９ ４ ９８ ８
２００４ ３１７１ ９５ ８ １００ ７ １０６ ０ １０３ ５
２００５ ３４８２ ９８ ２ １０１ ９ １１３ ２ １０５ ８
２００６ ３８０１ ９８ ４ １０３ ４ １１５ ０ １０７ ６
２００７ ４２９３ １１４ ４ １０８ ２ １２３ ０ １１３ １
２００８ ４７９５ １２４ ７ １１６ ７ １４５ ８ １２２ ２
２００９ ５１５０ １２４ ３ １１５ ７ １４６ ７ １２２ ６
２０１０ ５９５８ １４３ １ １１９ ７ １５３ ２ １２７ ０
２０１１ ７１２０ １５８ ６ １２６ ９ １７２ ５ １３５ ２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二）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

１ 农民收入对农产品价格的弹性
表 ３ ２２　 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价格增长的平均弹性

年份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收入年均增长 ８ ３４％ １６ １８％ ０ ４４％ １４ ９３％ ６ ６９％

农产品生产价

格年均增长
６ １１％ ７ ０６％ ７ ７８％ ８ ５２％ ５ ２３％

弹性值 １ ３６ ２ ２９ ０ ０６ １ ７５ １ ２８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历年。

注：平均弹性值的计算采用，一个时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率除以不变价

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

如表 ３ ２２ 所示，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农产品
生产价格增长，农产品生产价格每提高 １％，农民收入提高
１ ３６％，从整体上看，农民收入变动对农产品生产价格变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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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这也证明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增长

具有较明显的影响作用。但这一弹性值的取得主要是由于改革初

期农民收入对农产品生产价格弹性非常大造成的。

２ 农民收入对农产品生产价格的平均弹性呈下降趋势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虽然该阶段农产品生产价格的年均增长率最

低，但由于该时期农村零售物价指数上升缓慢，使该时期农民收

入对农产品生产价格的变动高度敏感，弹性值达到了 ２ ２９，即农
产品生产价格每提高 １％，农民实际收入提高 ２ ７３％。也正是由
于这个时期的高度弹性才导致整个观察期的弹性值达到较高的情

形。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收入对农产品生产价格非常缺乏弹性，弹性
系数仅为 ０ ０６，即农产品生产价格每提高 １％，农民实际收入只
增长 ０ ０６％，两者相差近 １６ 倍。这主要是由于该时期农用生产
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品价格开始上升，使得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缓

慢，特别是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 年农民实际收入下降。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年，
农民收入对农产品生产价格的弹性有所上升，但与第一阶段相比

要低 ０ ５ 个百分点，为 １ ７５，即农产品生产价格每提高 １％，农
民实际收入增长 １ ７５％。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年，农民收入对农产品生产
价格的弹性有所降低，比第三阶段下降近 ０ ５ 个百分点，为
１ ２８，即农产品生产价格提高 １％，农民收入提高 １ ２８％。这也
表明农产品生产价格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所起作用不断

弱化。

（三）农产品价格提高的空间和作用受到限制

提高农产品价格一直是政府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的重要手段。从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８０ 年代初和
９０ 年代中期的几次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收入的
增长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当前的情况看，继续通过提高农产

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至少要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制约：一是主要

农产品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农产品的供给受到需求的

制约，价格提高的基础已经动摇；二是现阶段国内主要农产品的

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的水平，如小麦、玉米等大宗农

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特别是在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

织的情况下，价格继续提高的余地已经很小了。另外，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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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对农产品生产价格变动的弹性不断减小，提高农产品价格对

农民收入的效果也趋弱化。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可以从经

济学的角度加以论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产品价格的变动，是从现有水平到

其市场均衡水平的运动。在农产品价格低于其均衡价格时，提高

农产品价格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但在农产品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

格时，农产品价格上涨遇到了障碍，即可能已经超过国际市场价

格或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则价格上涨乏力。如果人为推动农产品

价格上涨，就会相应推动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导致农产品价格

提高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净效果变小。

在此，可以将整个价格系统分为 ４ 个部分 （如图 ３ ２ 所
示）：即农产品价格系统、农用工业品价格系统、基础工业品价

格系统和居民日用品价格系统。通过这 ４ 个价格系统相互影响的
运作机制，可以更明确地说明农产品价格与其他价格因素的关

系，证明提高农产品价格并不一定能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考察子系统间的正作用关系。通过正作用关系可以看

出，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仅使农产品价格变动，而在其他系统的

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使其他系统的人工成本、农产品原

材料成本产生同向变化，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而使其他系统

价格指数上升，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价格上涨。

图 ３ ２　 价格系统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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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子系统的间接作用关系。由于工业品加工工序多，中

间产品多，前一个环节的产品价格的变动必将影响后一环节的产

品价格，也就是说，这种价格若呈上升状态，必将导致成本推动

型的价格普遍上涨。

最后分析一下反作用关系。反作用关系表明了农产品价格变

动对农业工业品成本以及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动向 “负效应”方向

变动，并使农产品生产中的成本上升。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农产品价格上涨，在工业企业预算的约束及工人工资

刚性的约束下，导致工资的必然性增量，工业企业为保证既得利

润不受影响，就不得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又因工业品的中间产品

多，生产环节多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后的 “溢散

效应”。

第二，价格增加后的农用工业品使农民对农产品生产的投入

增加，又进一步引起农产品价格中的成本增量，形成了农业在原

价格下的萎缩，农民收入减少，这就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后所带来

的 “反馈效应”。

第三，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当总体物价水平上涨后，在 “溢

散效应”和 “反馈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势必导致工农产品价格

的非线性运行，使工业品价格反应较农产品价格反应更加敏感、

迅速、超前。

由此可见，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导致整个市场产品价格的普

遍上涨，而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不利地位，通过 “溢散效

应”“反馈效应”的共同作用，使预期农民收益丧失殆尽，并使

整个价格系统的环境恶化，对增加农民实际收入所起作用不大。

如 １９９４ 年河北省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 ４０ ６％，而农民实际收入
仅增长 １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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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农就业对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

英国从 １８ 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始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
工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我国解放后较长一段时期，着力国家工业化，重点发展重工业，

虽初步建立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

很大成就。但由于采取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和城乡分割政策，大

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冻结在土地上，农村经济结构凝固化，农

业经营单一，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低，甚至许多地区连温饱问

题都难以解决。而起源于 ５０ 年代末、发展壮大于 ８０ 年代的乡镇
企业，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广泛流动并重新组

合，不但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腾飞，改变农村落后面

貌，缩小城乡差别，而且打破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传统

产业分工，形成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两大系统，以及城市工业

（国家工业）、农业、农村非农产业三元经济结构，为城乡一体化

发展创造了崭新的格局。通过农村非农产业 （特别是乡镇企业）

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的就业结构，带动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

的转移，通过增加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

大幅度增长，也是河北省农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

一、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河北省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有限，农业资金缺乏，传统

上采用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

提高农民收入。但这种劳动要素的高投入，必然遇到资本投入不

足以及土地资源生产潜力的限制，因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农业经济发展史表明，要想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

农民收入，农业劳动力必须向非农产业转移。通常的情形是：农

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越快，农民收入增长也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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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速度越慢，农民收入增长也就趋缓甚至减少，并且农业劳动

力的转移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呈同步的趋势。

（一）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分析

通过计算，河北省农民纯收入 （以不变价计算）与非农业劳

动力所占份额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０ ９４，表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
农民收入有非常明显的推进作用。其增长速度的变化必然影响到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快慢。

由表 ４ １ 可以看出，河北省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持续下降，
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８５ ４８％下降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１ ５２％，２２ 年下降了近
２４ 个百分点，年均下降超过 １ 个百分点。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农业劳
动就业份额从 ６１ ５２％下降到 ４７ ７１％，１１ 年下降了近 １４ 个百分
点，年均下降速度超过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０ 年。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农业劳
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这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１１，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也在下降，
由 １９９３ 年的 ６８ ４２％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２ ２２％，下降了近 ２５ 个
百分点。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与家庭经营纯收入所占比重的变化

方向非常一致。

表 ４ １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
单位：％

年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农业劳动

力份额
８５ ４８ ８７ ２９ ７９ ５７ ７５ ４３ ６６ ６６ ６１ ５２ ５５ ３４ ５０ ０１ ４８ ９９ ４７ ７１

非农劳动

力份额
１４ ５２ １２ ７１ ２０ ４３ ２４ ５７ ３３ ３４ ３８ ４８ ４５ ６６ ４９ ９９ ５１ ０１ ５２ ２８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提供的资料整理。

表 ４ ２ 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家庭承包经营尚未在全省全面
推行，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于从集体经营中获取的劳动报酬。１９７８
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高达 ７３ ７５％，随着改革的
深化，这一比例逐渐降低，１９８２ 年下降到 ５８ ４５％。随着 １９８３ 年
中央 １ 号文件的出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家庭经营
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农村的集体经营由盛而衰，家庭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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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至 １９８５ 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
入的比重只有 １１ ４７％。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东部沿海地
区的率先发展，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纯收

入的比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２００７ 年这一比重首次超过 ４０％，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４８ ０９％。

表 ４ ２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

年份
农民纯收入 工资性收入

当年价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 当年价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
工资性收入占农

民纯收入的比重

１９７８ １１４ ０６ １１４ ００ ８４ １２ ８４ １２ ７３ ７５
１９７９ １３６ １１ １３４ ５５ ９８ ２１ ９７ １７ ７２ １５
１９８０ １７５ ７７ １６７ ６３ １０３ ９６ ９９ ０１ ５９ １５
１９８１ ２０４ ４１ １９２ １９ １０４ ０７ ９８ ０４ ５０ ９１
１９８２ ２３８ ７０ ２２０ ６９ １３９ ５１ １２８ ８２ ５８ ４５
１９８３ ２９８ ０７ ２７２ ５５ ４９ ５４ ４５ ３１ １６ ６２
１９８４ ３４５ ００ ３０８ ３１ ６３ ２４ ５６ ５１ １８ ３３
１９８５ ３８５ ２３ ３２５ ７６ ４４ １８ ３７ ３８ １１ ４７
１９８６ ４０７ ６１ ３２７ ０９ ５１ ０８ ４０ ９５ １２ ５３
１９８７ ４４４ ４０ ３３２ １０ ５５ ３１ ４１ ３７ １２ ４５
１９８８ ５４６ ６２ ３４６ ８４ ６３ １７ ４０ ０５ １１ ５６
１９８９ ５８４ ９０ ３０５ ９１ ６７ ７６ ３５ １９ １１ ５８
１９９０ ６２１ ６７ ３２３ ０４ ６７ １４ ３４ ８７ １０ ８０
１９９１ ６５７ ３８ ３３６ ２２ ７７ ５２ ３９ ６７ １１ ７９
１９９２ ６８２ ４８ ３３５ ８９ ８６ ６７ ４２ ６９ １２ ７０
１９９３ ８０３ ８０ ３５３ ４６ ２２０ ４９ ９６ ９３ ２７ ４３
１９９４ １１０７ ２５ ４０５ ７０ ２９３ ６１ １０７ ６０ ２６ ５２
１９９５ １６６８ ７３ ５３２ ６８ ４４１ ２３ １４０ ８２ ２６ ４４
１９９６ ２０５４ ９５ ６１４ ２３ ５７４ ６ １７１ ７５ ２７ ９６
１９９７ ２２８６ ０１ ６６０ ７９ ７６２ ０７ ２２０ ２８ ３３ ３４
１９９８ ２４０５ ３２ ７０８ ７７ ７８６ ７９ ２３１ ８７ ３２ ７１
１９９９ ２４４１ ５０ ７３７ ０４ ８９６ ２８ ２７０ ５２ ３６ ７１
２０００ ２４７８ ８６ ７５５ １０ ９４９ ２５ ２８９ １４ ３８ ２９
２００１ ２６０３ ６０ ７８８ ３３ ９７８ ３８ ２９６ １９ ３７ ５８
２００２ ２６８５ １６ ８１７ ２６ １０４３ ６７ ３１７ ５５ ３８ ８７
２００３ ２８５３ ２９ ８５１ ２６ １０７１ ８３ ３１９ ８０ ３７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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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农民纯收入 工资性收入

当年价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 当年价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
工资性收入占农

民纯收入的比重

２００４ ３１７１ ０６ ９０２ ６７ １１１０ ９２ ３１６ ２４ ３５ ０３

２００５ ３４８１ ６３ ９６９ ９２ １２９３ ５ ３６０ ３１ ３７ １５

２００６ ３８０１ ８２ １０４１ ３１ １５１４ ６８ ４１４ ９６ ３９ ８４

２００７ ４２９３ ４３ １１２５ ６５ １７５４ ３３ ４６０ ００ ４０ ８６

２００８ ４７９５ ４６ １１８７ ５６ １９７９ ５２ ４９０ ２６ ４１ ２８

２００９ ５１４９ ６７ １２８３ ７６ ２２５１ ０１ ５６１ １２ ４３ ７１

２０１０ ５９５７ ９８ １４３３ ９６ ２６５３ ４２ ６３８ ６２ ４４ ５４

２０１１ ７１１９ ７０ １６０３ １６ ３４２３ ９５ ７７０ ９５ ４８ ０９

资料来源：根据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农民的就业从农、林、牧、

渔的第一产业转向比较利益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是家庭经营收

入比重下降、外出劳务收入比重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河北省

农民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是影响纯收入增长的重要

因素。

表 ４ ３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基本情况
年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营业收入

（亿元）
３７ ６ ３６ ８ １６７ ６ ２１７ ６ ３１１ ８ ４３３ ６ ５１１ ６ ５７４ ５ ６７６ ９ ９５１ ２

从业人员

（万人）
１６４ ３ １８８ ６ ５３０ ６ ５７７ ０ ６６４ ０ ７０３ ２ ６７３ ２ ６４１ ２ ６５６ ５ ６９８ ５

年份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营业收入

（亿元）
１６１８ ３ ２３１２ ５ ３２７４ ２ ４７７６ ４ ４７０９ ９ ５６９９ ９ ６６９１ ８ ７６２９ ４ ８５４４ ９ ９７４１ １

从业人员

（万人）
７４３ ３ ７６４ ６ ８５２ ０ ９１１ ５ ６９５ １ ７５０ ６ ７８７ ５ ８４９ ６ ８６８ ７ ８８６ ２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营业收入

（亿元）
１１２１３ ０ １１９３２ ３ １４６９３ １ １７６７６ ７ ２０２７０ ９ ２４８３８ ４ ２７４３５ ４ ３３８３０ ７ ４３４７３ ２

从业人员

（万人）
９０３ ９ ９１４ ５ １００６ ５ １０９２ ４ １１４０ ８ １１７９ ９ １２２２ ０ １２６７ ８ １３６６ ５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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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 ４ １、表 ４ ２ 和表 ４ ３，进一步分析非农就业对农
民收入的影响：

１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５ 年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北省乡镇企业经过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２ 年的复

苏，在 １９８４ 年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当年全省乡镇企业营业
收入首次突破 １００ 亿元大关。至 １９８５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营业收
入达到 １６７ ６ 亿元 （当年价），比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７ ６ 亿元提高了
３ ４６ 倍，年均增长率为 ２３ 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
业劳动力的转移，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６４ ３ 万人增加
到 １９８５ 年的 ５３０ ６ 万人，７ 年增加了 ３６６ ３ 万人，年均增加 ５２ ３
万人；农村非农劳动力所占份额从 １４ ２５％增加到 ２０ ４３％，年均
净增 ０ ８８ 个百分点，是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时期，带动了农
民非农收入的快速增加，提高了农民收入。

２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１ 年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８ 年，是农业发展缓慢而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时

期。乡镇企业营业收入从 １９８６ 年的 ２１７ ６ 亿元增加到 １９８８ 年的
４３３ ６ 亿元，两年的时间提高了 １ 倍多，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４１ １６％；乡镇企业从业人数从 １９８６ 年的 ５７７ ０ 万人增加到 １９８８
年的 ７０３ ２ 万人，两年增加了 １２６ ２ 万人，年均增加 ６３ １ 万人，
快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在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

河北省农村非农劳动力就业比重由 ２２ ２８％增加到 ２６ １２％，年均
增加 １ ４ 个百分点。１９８８ 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为 ６３ １７ 元，与 １９８６
年的 ５１ ０８ 元相比，提高了 ２３ ６７％，年均增长 １１ ２１％。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１ 年，受治理整顿大气候的影响，河北省乡镇企业

发展速度陡降，乡镇企业营业收入从 ５１１ ６ 亿元增加到 ６７６ ９ 亿
元，年均递增 １５ ０３％，慢于 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８ 年 ２６ 个百分点。受非
农产业发展速度减缓的影响，已从农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

农村劳动力部分回流。１９８９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从业人数从上年的
７０３ ２ 万人减少到 ６７３ ２ 万人，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１９８９ 年农业劳动力从上年的 １６４４ ５６ 万人增加到 １７０５ ５０ 万人，
增加了 ６０ ９４ 万人；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出现反弹，
从上年的 ７３ ８８％提高到 ７４ ９６％，提高了 １ 个百分点以上。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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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１９９１ 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继续受阻，１９９０ 年河北省农业劳动
力为 １７８０ ５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７５ 万人；１９９１ 年河北省农业劳动
力为 １８４１ ３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６０ 多万人；非农劳动力所占份额
连续下跌，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２６ １２％下降到 １９８９ 年的 ２５ ０４％，下降
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４ ５７％，又下降到 １９９１ 年的 ２３ ８２％。农业劳动力
转移持续受阻，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１９８９ 年，
河北省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为 ６７ ７６ 元，与 １９８８ 年相比，名义增长
了 ７ ２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实际减少了 １２ １３％；
１９９０ 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为 ６７ １４ 元，比上年减少了 １％；１９９１
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为 ７７ ５２ 元，比上年增长了 １０ 元。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１ 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 ６ ９６％；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实际年均增长 ６ １７％。农民来自非农业收入的下降与增长速度放
缓，是导致同期农民实际收入下降并处于停滞徘徊阶段的重要

因素。

３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９ 年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１９９２ 年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指引下，河北经济迅速回

升，乡镇企业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发展高潮。１９９２ 年，
河北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为 ９５１ ２ 亿元，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６ 年连续突破
１ 千亿、２ 千亿、３ 千亿、４ 千亿大关。１９９３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营
业收入达到 １６１８ 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７０ １３％；１９９４ 年达到
２３１２ 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２ ９０％；１９９５ 年达到 ３２７４ ２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４１ ５９％；１９９６ 年达到 ４７７６ 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５ ８８％。１９９７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略有降低，为
４７０９ ９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 ４％；１９９８ 年全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
５６９９ ９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１ ０２％；１９９９ 年乡镇企业营业收入达
到 ６６９１ 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 ４０％。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创
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吸纳了大批劳动力，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６９８ ５ 万人增加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７８７ ５ 万人，７ 年的时间增加了 ８９ 万人，年均增加 １２ ７ 万
人。非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２４ ９８％增加到 １９９６ 年
的 ３７ ２２％，４ 年上升了 １２ ２４ 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超过 ３ 个百分
点。非农就业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农民的劳动报酬收入。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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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为 ８６ ６７ 元，１９９３ 年就猛增到 ２２０ ４９ 元，
增长了 １ ５４ 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了 １ ２７ 倍。１９９６ 年，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为 ５７４ ６ 元，与 １９９２ 年相比，增长了 ５ ６３ 倍，
年均增长 ６０ ４６％；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 ４１ ６３％。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 年非农劳动力所占比重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这 ３ 年
分别为 ３８ ００％、３７ ９４％和 ３８ ２２％，是造成同期经济增长速度
较快，而农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表明乡镇企业

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所减弱，农民收入的提高迫切需要农

村城市化的牵引。

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和对民营经济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河北省乡镇企业的发展又迎

来了春天，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河北省乡镇企
业营业收入从 ７６２９ ４ 亿元增加到 １４６９３ １ 亿元，５ 年基本实现了
翻番，年均增长 １４ ０１％，并在 ２００３ 年首次突破了 １ 万亿元大
关。２００７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突破 ２ 万亿元，达
２０２７０ ９ 亿元；至 ２００９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２７４３５ ４ 亿元，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用 ４ 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翻番，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１６ ９０％。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乡镇企业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至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４３４７３ ２ 亿元，即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
长速度达到 ２５ ８８％。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
河北省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年均增长率为 １７ １４％。乡
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业劳动力。至 ２０１１ 年，乡镇
企业就业人数达到 １３６６ ５ 万人，占同期乡村从业人员的
４５ ４９％；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增加了 ５１６ ９ 万人，
年均增加 ４７ 万人。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村非农就业比重从
３８ ４８％提高到 ５２ ２８％，１１ 年提高了 １３ ８ 个百分点。非农就业
人数的增加，带动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至 ２０１１ 年，河北
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３４２３ ９５ 元，与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４９ ２５ 元相比，
提高了 ２ ６１ 倍，年均增长 １２ ３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提
高了 １ ６７ 倍，年均实际增长 ９ ３３％。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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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宽松，发展速度非常快，进一步

带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

重，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收

入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二）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

事实上，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高于农业，使转移的劳动力能获得比从事农业生产更高的劳动报

酬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不断地从农

业转移到非农产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

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的资源数量不断提升，农业经营规模不断扩

大，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增加农业收入，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因此，非农就业的增长既影

响着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影响着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具有综

合性的影响。

１ 农民收入对非农就业的总体弹性分析
从表 ４ ４ 可以看出，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收入对非

农就业的平均弹性为 ２ １１，既高于同期农民收入对农产品产出弹
性的 １ ３８，也高于同期农民收入对农产品价格弹性的 １ ３６，即农
民收入增长快于非农就业增长，非农就业比重增长 １％，收入平
均变化 ２ １１％，农民收入变动对非农就业变化是非常敏感的。

表 ４ ４　 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对非农就业增长的平均弹性

年份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收入年均增长 ８ ３４％ １６ １８％ ０ ４４％ １４ ９３％ ６ ６９％

非农就业增长 ３ ９６％ ５ ００％ １ ９２％ ７ ３４％ ２ ６５％

弹性值 ２ １１ ３ ２４ ０ ２３ ２ ０３ ２ ５２

资料来源：根据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历年资料整理。

２ 农民收入对非农就业的分阶段弹性分析
从表 ４ ４ 可以看出，整体上看，农民收入对非农就业增长的

平均弹性呈 “Ｖ”型。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农民收入对非农就业增长
的弹性系数为 ３ ２４，表现出极强的敏感性；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年，农民



第
四
章
　
非
农
就
业
对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的
影
响

●

１１５　　

收入对非农就业的增长缺乏弹性，弹性值仅为 ０ ２３，收入增长慢
于非农业劳动力增长；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年，农民收入对非农就业增长
的弹性达到 ２ ０３，表现出收入对非农就业增长的高度敏感，非农
就业比重每变化 １％，农民收入则变化 ２ ４９％；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年，
农民收入对非农就业增长的弹性为 ２ ５２，即非农就业每增长 １％，
农民收入则增长 ２ ５２％。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弹性值低于改革
开放初期的水平，但处于 １９８６ 年以来的最高值。因此，非农就
业比重的提高是今后提高农民收入非常重要的途径。

二、农民非农就业增长面临的问题分析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７ 年的 ７ 年中，非农业劳动力份额仅上升了 ５ ８ 个
百分点，年均仅上升 ０ ８ 个百分点，远远低于 ８０ 年代年均上升
２ ５ 个百分点的水平。特别是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年，非农业劳动力就业
份额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不利

于农民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影响到

农民收入的增长。造成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趋缓除了基数变大以

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乡镇企业一直是河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主要去向，但在 １９９６ 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达到 ９１１ ５ 万人后，
一直呈下降趋势，至 ２００４ 年才恢复到 １９９６ 年的水平。虽然自
２００４ 年之后乡镇企业从业人数一直保持上升态势，但增长的速度
明显放缓。由于乡镇企业面临着二次创业，要求不断改进技术，

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逐渐减弱，使

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再向乡镇企业大规模转移的可能性减弱。乡镇

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面临的障碍主要有：

１ 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吸纳新增就业能力减弱
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一直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之

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也是农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进入 “九五”以来，乡镇企业飞速

的增长势头明显减弱。与 “八五”相比，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大

幅度下降。１９９７ 年与 １９９６ 年相比，全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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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是 １９８５ 年以来唯一出现的负增长。从表 ４ ５ 可以看出，
“八五”时期，河北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３７ ０６％；“九五”时期只有 ９ ８２％，比 “八五”时期下降了 ２７
个百分点。虽然 “十五”时期和 “十一五”时期乡镇企业营业收

入年均增长速度有所提高，但与 “八五”时期相比，仍存在较大

差距。造成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减弱的主要原因是：

表 ４ ５　 “七五” ～ “十一五”时期河北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增长情况

时期 七五时期 八五时期 九五时期 十五时期 十一五时期

乡镇企业营业

收入年均增长
２１ ４３％ ３７ ０６％ ９ ８２％ １１ ４５％ １３ ８６％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相关资料计算。

（１）空间布局分散，聚集度有待提高
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 （如能源、交通、通讯

等），与农业有很大的区别，不仅要求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方

面的生产要素集中，而且在企业布局的空间上也要求相对集中，

以节省占地、节约基本建设资金和减少生产成本。但由于乡镇企

业在发展之初以社区为基础，散布在广大乡村，结果形成村村点

火、户户冒烟、厂厂排污的状态。随着经济和乡镇企业进一步发

展，企业分散产生的问题和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浪费大量的土地

资源，单位土地投资强度较低；消耗较多的能源和原材料；电

力、供水、交通、通信、仓库等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利用率低，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信息、技术、物

资、产品流通受阻；给环境污染治理带来困难，增加治理费用

等。近年来，虽然河北省乡镇企业逐步依托小城镇建设，集中到

工业小区连片发展的新阶段，不但实现了集中集聚发展，而且为

小城镇提供了产业支撑，实现了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的互为依托、

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但布局分散的总体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且

区域发展较不平衡，设区市周边、大型工矿企业周围地区的乡镇

企业聚集度较高，发展较快，其他地区聚集度低，发展较慢。布

局分散且不平衡的乡镇企业，难以有效推动河北省城镇化进程，

难以有效带动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乡镇

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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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产业结构的失衡和低层次
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起步并

发展起来的，当时大量商品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完全是典型的

“卖方市场”。乡镇企业利用农村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灵活的企业

制度，进入并占领部分城市市场和大部分农村市场，获取了大量

利润。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市场空白点的减少，乡镇企业利用城

市工业淘汰的设备，生产着与城市工业同类的产品，产品结构雷

同，不利于乡镇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同时，在不同地区同时

发展产品完全相同的乡镇企业，必然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导致

不必要的无序竞争。由于乡镇企业以社区为基础，“离土不离乡”

“不离土又不离乡”，便造成产业结构畸形，第三产业过弱，发展

过缓。从产业结构看，家庭扮演着服务业的角色。故此，大都从

事第二产业，很少从事第三产业，由此导致过多的工业与城市工

业结构雷同，第一、第二产业费用上升，效益下降；就业门路减

少，农民收入难以增加。从产品结构看，由于受传统经济思想和

社区局限性的影响，资金难以集中，信息传递滞缓，人才技术吸

纳乏力，造成新产品开发困难，主要从事资源消耗性产品的生

产，产品结构低度化、同构化现象十分普遍，初级产品多，高技

术、高附加值产品寥寥无几。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倡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的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低层次的产品结构

必然导致乡镇企业竞争力减弱，利润减少，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乡镇企业发展缺少可持续性，使乡

镇企业面临严重的不景气，产品 “含金量”低。乡镇企业产业结

构的失衡与产品的低层次，影响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

影响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河北省乡镇企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
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再加上乡

镇企业产品结构的先天不足，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多重困

难，导致农民来自于乡镇企业的劳动报酬收入减少。统计资料显

示，１９９６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数量为 １８１ ３ 万个，而 １９９７ 年减少
到 ８１ ２ 万个，减少的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个，１９９７ 年仅为 １９９６ 年的
４４ ７９％。１９９６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 ９１１ ５ 万人，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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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到 ６９５ １ 万人，减少了 ２１ ６４ 万人，减少的份额为
２ ３７％，乡镇企业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绝对减少，意味
着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效应在大大减弱。虽然近几年乡镇

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的数量逐渐增多，但乡镇企业面临着结构调

整、改善产品质量、竞争压力加剧等一系列的问题。此外，为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与资源环

境的协调发展，对一些生态损害严重、资源浪费程度较高的乡镇

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等措施，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态环

境，但却导致大量的农村居民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

加，造成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

（３）企业规模过小
小规模经营在乡镇企业起步和发展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在当

时的好处是使生产的管理者与劳动者相统一，减少了管理摩擦造

成的不经济。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运行和发展，社会分工逐

步细化，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这种小规模经营导致的规模不经

济，在农村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作用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

表 ４ ６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就业情况

年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乡镇企业

数 （万个）
１１ ８ １１ ３ １１６ １１９ ７ １３６ ７ １４５ ２ １４０ ７ １３７ １３９ ６ １４５ ８

从业人员

（万人）
１６４ ３ １８８ ６ ５３０ ６ ５７７ ６６４ ７０３ ２ ６７３ ２ ６４１ ２ ６５６ ５ ６９８ ５

每乡镇企

业就业数
１３ ９ １６ ７ ４ ６ ４ ８ ４ ９ ４ ８ ４ ８ ４ ７ ４ ７ ４ ８

年份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乡镇企业

数 （万个）
１５９ ７ １７８ ４ １７９ ２ １８１ ３ ８１ ２ ８５ ４ ９７ ４ １０１ ３ １０３ ３ １０５ ４

从业人员

（万人）
７４３ ３ ７６４ ６ ８５２ ９１１ ５ ６９５ １ ７５０ ６ ７８７ ５ ８４９ ６ ８６８ ７ ８８６ ２

每乡镇企

业就业数
４ ７ ４ ３ ４ ８ ５ ０ ８ ６ ８ ８ ８ １ ８ ４ ８ ４ 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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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乡镇企业

数 （万个）
１０７ ５ １１８ １ １２４ ７ １２９ ３ １３２ ５ １３５ １３９ ３ １４４ ２ １５４ ３

从业人员

（万人）
９０３ ９ ９１４ ５ １００６ ５ １０９２ ４ １１４０ ８ １１７９ ９ １２２２ １２６７ ８ １３６６ ５

每乡镇企

业就业数
８ ４ ７ ７ ８ １ ８ ４ ８ ６ ８ ７ ８ ８ ８ ８ ８ ９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从河北省乡镇企业发展现状看，由于生产经营规模过小，经

济效益也难以继续提高。表 ４ ６ 显示，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６ 年，每个乡
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平均为 ５ 人左右。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乡镇
企业个数和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连年增长，但乡镇企业平均从业人

员从未超过 ９ 人。这表明，河北省乡镇企业只是单纯数目的增
加，而不是规模的扩大和效益的提高，经营规模偏小的局面尚未

改变。在河北省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５４ ３ 万个乡镇企业中，集体企业为
０ ４ 万个，占 ０ ２６％；私营及个体企业为 １５０ ０４ 万个，占
９７ ２４％。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职工总数为 １３６６ ５ 万人，平均
每个乡镇企业拥有职工 ８ ９ 人，集体企业平均有职工 ６４ 人，而私
营及个体企业平均只有 ７ ８ 名职工，是集体企业平均职工的
１２ １９％。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乡镇企业人年均创造营业收入 ３１ ８１ 万
元，一般来说，集体企业规模比私营及个体企业要大，所以平均

创造的营业收入就高。生产经营规模过小的乡镇企业，在市场经

济十分活跃的今天，其深层矛盾日渐显现。一是信息传递受阻。

企业信息来源不足，缺乏相关企业生产技术活动的信息，就会约

束本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限制了产生创新思想的范围。二

是市场拓展困难。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过小，其市场空间必然是狭

窄的。三是吸引人才乏力。过小生产经营规模的企业，其知名度难

以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大。而时下的企业生产经营所涉及的科

技、管理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信息的搜集和整理，资金的筹措，市

场的拓展等都依赖于人才。缺乏人才，企业就不可能发展壮大。

（４）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在乡镇企业创办初期，社区行政组织既是乡镇企业的主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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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也是乡镇企业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不仅为乡镇企业提供资

金、技术、土地等各类资源，而且为乡镇企业与行政主管部门工

商、税务、海关等进行协调提供服务，节约了乡镇企业参与市场

竞争的交易成本。由此形成了乡镇企业资产归乡村集体所有、收

益归乡村财政、分配由乡村干部决定的产权制度。在乡镇企业成

长初期，这种产权制度对现在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保护和推动作

用。但随着乡镇企业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张，特别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乡镇企业原有的

灵活机动的市场优势逐步丧失，乡镇企业本身所固有的矛盾逐渐

凸现：社区行政组织与乡镇企业的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

分、对乡镇企业的管理方式不规范，使乡镇企业既不能成为独立

的经济主体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也不具有真正的权力来维护其正

当利益，弱化了乡镇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虽然经过乡镇企业的

产权制度改革，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乡镇企业资

金短缺，企业资本金较低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乡镇

企业发展的整体环境不容乐观，非生产性建设、非生产性费用过

多，各个职能部门对乡镇企业的 “吃拿卡要”还相当普遍，导致

乡镇企业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影响了企业进一步投资的后劲，制

约了对劳动力的吸纳。

２ 乡镇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直接造成吸纳劳动力的减少
乡镇企业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而乡镇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得不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

和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用资本替代

人的劳动，虽然这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直接造成乡镇企

业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减弱。

表 ４ ７　 河北乡镇企业营业收入与就业增长关系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 ３１ ６２ ２９ ５１ １７ １４
从业人员年均增长 （％） １３ ０１ ２ ８５ ４ ４２
乡镇企业就业弹性　 　 　 ０ ４１ ０ ０９ ０ ２６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如果用乡镇企业营业收入与就业增长的比例关系即就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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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见表 ４ ７），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间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为
０ ０９，远远低于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 ０ ４１ 的水平。这就是说，在 ９０ 年
代，乡镇企业通过提高营业收入对劳动就业的带动作用非常弱。

试算一下，假定从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与 ８０ 年代
相同，那么其劳动就业年均增长速度就应该是 １２ １０％，即 ２０００
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应该达到 ２００９ 万人，而不是 ２０００ 年实际从
业人员 ８４９ ６ 万人，即就业弹性下降就使乡镇企业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年的时间里少吸纳劳动力 １１５９ ４ 万人。虽然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乡镇企业就业弹性有所提高，达到 ０ ２６，但与 ８０ 年代相比，仍
存在较大差距，这表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趋势不可逆转。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直接制约了乡镇

企业对其的吸纳。这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低素质的农村劳动

力难以满足乡镇企业技术更新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乡镇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迫使其走上产业结构升

级、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企业人员素质的道路。但乡镇企业职工

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其中占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

低，技能水平不高，他们只能从事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不高的劳

动。这样也就很难满足乡镇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提高产品科技含

量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乡镇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生产高附

加值产品的过程中，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应用也导致所用工人数量

的减少，特别是要减少使用低素质的劳动力。

（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阻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

从传统部门 （农业或农村）向现代部门 （现代工业或城市）转

移。通过城市化的发展，必将带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生产

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伴随

着这一过程，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进一步促进城市化的发

展。因此，城市化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一，城市的聚集效应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发展

的城市工业需要基础设施、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支撑，从

而使得城市产生聚集效应，而这种聚集效应会有力地吸引农村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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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力。一般来说，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要高于农

村，使得城市的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出于人性对更高生活质量的

追求，会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根据托达

罗的人口迁移模型，预期的收入差异主要由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和

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形成。由于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高于

农业，使得城市的工资水平也高于农村，城乡的收入差距会诱使

农村人口迁向城市。

第二，城市的辐射效应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事实

上，城市化的发展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加快的，真

是由于工业化才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城市化的发展才进入了快车

道。工业化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专业化和社会化，劳动分工越来越

细，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工业化发展形成的

劳动分工细化，需要更加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对运输业、仓

储业、商业等第三产业产生更广阔的需求，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

力的能力又是最强的，会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伴随着人

口的聚集，会对第三产业产生更为强烈的引致性需求，进一步促

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

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制度设计的阻碍，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未能同步推进，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化走的是企业国有化、工业城市

化、人口农村化的道路。重视城市工业，轻视、排挤农村工业；

重视城市劳动力就业，轻视农村亿万潜在失业大军的就业问题。

为了在短期内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不得不采取 “以农补

工、以乡补城”的政策，为限制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出台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条例》，将公民划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

口，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包括收容遣送制度，这

极大程度限制随着工业化出现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由农业人

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据统计，新中国成立 ４０ 多年来我国城
市工业几乎没有吸收或没有有效吸收任何农村劳动力①。很显然，

① 张玉英：农村属于劳动力的根本出路不在城镇，经济学消息报，１９９７ 年第 ２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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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与刘易斯的理论相违背。虽然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后农业

劳动力主要为农村工业所吸纳，而不是由城市所吸纳。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城市就业压力空前沉重，农业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如下几方面的制约：

第一，城市就业岗位不足。由于大中专、技校、城镇职业学

校毕业生，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转业、复员军人，以及上

年结转和本年新增的城市下岗工人的逐年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

有增无减，城市就业岗位变得日益稀缺，即使是传统上主要容纳

进城农民的非正规部门也人满为患。此外，各城市为了市民的就

业问题，以不同方式出台了清退民工回乡的方案。城市下岗职工

也不欢迎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争抢自己的饭碗，城市居民从心理上

也反对农民进城务工。

第二，城市基础设施容纳能力脆弱。由于长期对城市基础设

施的投资不足和投资的偏向，使得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残

缺，容纳力十分脆弱。在我国现有的 ６５７ 个城市 （２０１０ 年末数）
中，缺水总量达 ６０ 亿立方米，全国有 １１ 个省市的 １００ 多座县级
以上城市供水短缺。其中，严重缺水城市占 ５６％，加之交通、环
境以及其他一些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现有的城市状况是没有能力

承受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特别是近年来城市的住房价格

迅猛上涨，城市居民都难以承受，更何况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真

正能在城市安家置业的农民少之又少，大部分成为 “候鸟型”劳

动力：春节前回家过年，春节后到城市务工；青壮年时到城市务

工，年老体衰时回农村务农，真正转移到城市的少之又少，房价

成为制约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又一道 “高门槛”。

第三，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

会受阻：一是因为城市劳动力本来就很丰裕，并不会为农民转移

到城市提供充裕的就业岗位；二是因为未来社会的进步，经济的

发展越来越依靠的是科技、资本的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数量的投

入，这成为以体力型为主的农民到城市就业的高门槛。

（三）农村城镇化进程滞后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工资性收入在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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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均纯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高。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民的工资性
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４１ ２８％。与农业收入增幅相比，工资
性收入的增幅空间更大，要想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必须设法

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这已经成为了农民增收的重要的途径。

据统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达到

８０％以上，要提高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必须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步
伐，加大第二、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力度，为农民创造更

多的打工机会，不断的地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了农

民增收的一大亮点。

１ 河北省城镇化进程分析
从总体上看，河北省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一直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９５３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城镇
总人口 ４１９ ５３ 万人，城镇化率为 １０ ８％，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为
１３％，河北省低于全国 ２ ２ 个百分点。１９６２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河北省 １９６２ 年城镇人口为 ６４４ ７９ 万人，城镇化率为
１１ ３％，全国平均城镇化率是 １８ ３％。与第一次人口普查相比，
河北省城镇化率提高了 ０ ５ 个百分点，但低于全国 ７ 个百分点，
与全国平均城镇化率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１９８２ 年第
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城镇总人口为 ７２５ ８９ 万人，城镇
化率是 １３ ７％，全国的城镇化率是 ２０ ９％。与 ２０ 年前相比，河
北省城镇化率提高了 ２ ４ 个百分点，但低于全国 ７ ２ 个百分点，
城镇化水平的差距继续拉大。１９９０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河北省城镇人口 １１７３ ３９ 万人，城镇化率是 １９ ２％，全国城镇化
率 ２６ ４％。与上一阶段相比，河北省城镇化率提高了 ５ ５ 个百分
点，但仍低于全国 ７ ２ 个百分点，与全国的差距保持不变。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城镇人口为 １７５６ ０１ 万人，
城镇化率是 ２６ ３％，全国的城镇化率是 ３６ ２％。与 １０ 年前相比，
河北省城镇化率提高了 ７ １ 个百分点，但低于全国 ９ ９ 个百分点，
与全国城镇化的差距继续拉大。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河北省城镇人口为 ３１５７ ５３万人，城镇化率为 ４３ ９％，全国的城镇
化率是 ４９ ７％。与 ２０００年相比，河北省城镇化率 １０年提高了 １７ ６
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提高最快的时期，与全国城镇化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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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缩小到 ５ ８个百分点。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城镇人口 ３３０１ ７万人，城镇化率为 ４５ ６％；２０１２ 年河北
省城镇人口为 ３４１０ ５３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１０８ ８６ 万人，城镇化率
为 ４６ ８％，比上年提高 １ ２ 个百分点。２０１１ 年全国城镇化率首次
超过 ５０％，达到 ５１ ３％，高于河北 ５ ３ 个百分点；２０１２ 年全国
城镇化率 ５２ ６％，高于河北 ５ ８ 个百分点。

河北省在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区域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２０１２ 年末，全省城镇化率为 ４６ ８％。其中，唐山市、石家庄市、
廊坊市 城 镇 化 率 超 过 ５０％，分别 为 ５３ ６０％、５３ ４７％ 和
５０ ６０％；秦皇岛市，张家口市，邯郸市超过 ４５％，分别为
４９ ６７％、４７ ６３％和 ４６ ５８％，其他 ５ 市则低于 ４５％，其中沧州
市 ４４ ０３％，邢台市 ４２ ８５％，承德市 ４１ ９２％，保定市 ４１ ５８％，
衡水市 ４１ ３９％。河北省城镇化的发展可谓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 ３０ 来，河北省城镇化经历了两次快速发展时期，
见表 ４ ８。第一次是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 年的超常规发展。城镇化水平
由 １９８０ 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６ ４ 个百分点发展到 １９８５ 年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 ７ ８ 个百分点。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大规
模的行政区划变动，建制镇从 １９８３ 年的 ５８ 个迅速增加到 １９８４ 年
的 ４１８ 个。第二次是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年均提高 ３ ４６ 个百分点，
高于同期国家城镇化水平的年增长速度。这一时期城镇化水平的

跃升，同样与区划调整存在密切相关性，用行政办法把郊区乃至

郊县划为市区，如撤县并区、扩大开发区面积等。由此可见，经

济发展对我省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作用远低于行政手段。

表 ４ ８　 全国和河北省城镇化水平

年份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全国 １９ ３９ ２３ ７１ ２６ ４４ ２９ ０４ ３６ ２２ ３７ ６６ ３９ ０９ ４０ ５３ ４１ ７６ ４２ ９９

河北 １２ ９８ ３１ ５１ １９ ２１ ２１ ０８ ２６ ０８ ３０ ６ ３３ ０ ３３ ５１ ３５ ８３ ３７ ６９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１２ 年。

２ 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
（１）扩大农业家庭经营规模
河北省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农业资源短缺，

难以实现规模经营，无法获得规模报酬，加之分散生产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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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影响到农产品的销量与价格。同时，经营

规模过小，农户缺乏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和先进农业设备的内在动

力，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速度缓慢，影响着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促使一部分

农民放弃原有土地，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减少，农民人均耕

地面积增加。家庭经营规模的扩张，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

利于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实行规模化生产，获得规模效益。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能有效发挥农业机械化和科学

化种植方式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农业现

代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产量。因此，提高城镇化

水平，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产品生产成本下降，产量

提高且质量和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幅

提高。

（２）扩大农产品国内市场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计划经

济体制的制约，我国农产品供不应求，处于十分典型的卖方市场

状态。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在 １９８４ 年首
次出现 “卖粮难”。进入 ９０ 年代后，逐渐出现大部分农产品供过
于求的现象，农产品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甚至在丰收的年份

会出现 “谷贱伤农”“菜贱伤农”，农民 “增产不增收”。

通过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

镇，提高了城镇人口数量，原来的农产品生产者转变为农产品消

费者。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要高于农村居

民，因此，通过城镇化可以有效增加农产品需求，扩大农产品市

场容量，有助于解决农产品供过于求，稳定并提高农产品价格。

农产品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的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

面，城镇化推动了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减少了直接从

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农产品销量和价格提高增加的农业收

入，在农民人数减少的基础上，农民人均农业收入提高的幅度更

大。更为重要的影响是，伴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对优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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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态的农产品需求量不断加大，农民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

求调整农业生产经营结构，加之农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扩大，

家庭经营规模不断扩张，高品质、高标准、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所

占比重不断上升，实现优质优价，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３）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
著名经济学家乔根森从消费结构变化角度分析了城镇化与农

民增收问题的关系。乔根森认为，城镇化的意义在于消费结构的

必然变化。因此，当农产品生产能充分满足需求时，农业发展就

失去了需求拉动，农村劳动力就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以满

足对工业品的扩大需求。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

程中，工资水平并非固定不变，而呈不断上升趋势。这表现在：

农村劳动力的工资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工业部门为吸

引农村劳动力，也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城镇化的推进带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在城

镇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和 “蓄水

池”，部分农村人口从土地转移出来以后，使留在农村地区的人

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农村人口的压

力和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伴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镇必会

加大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拉动建材、建

筑、家电、家具、电力、交通、供水、环保等行业的发展，创造

大量就业岗位。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还会增加对各种工业

品的需求，带动制造业的发展，同样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同

时，城镇人口的增加，会增加餐饮、住房、娱乐休闲等第三产业

的需求，带动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进一

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据测算，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上升 １ ４ 个百分点，相当于
增加近 ４００ 亿元的商品销售，可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０ ５ 个百
分点。① 并且，城镇建设可以给农村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并通过建设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４）强化对农村的辐射带动力

① 胡少维：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城镇发展，当代经济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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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和制度的差异，我国城乡间除收入差距十分明

显外，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产业布局等方面也存

在巨大差异。要缩小城乡间的差距，离开城乡互动、统筹发展，

仅从农村内部入手，走自我封闭发展的道路是无法实现的。进入

新世纪后，中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其根本目的就是立足于城

乡联动，通过以城带乡，加速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

入和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

础。通过城镇的辐射带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呈现出 “以城带

乡，以工促农”的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不断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和经济结构，提升效益水平，全面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城镇是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技术人才的聚集地，通过向农村

的技术转移与技术合作，提高农村经济的科学化、标准化水平，

增强农村经济的获利能力；通过将城镇的交通设施、公共服务、

信息服务等不断向农村延伸，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得农

产品的运输更加方便、快捷、及时，农民的生产决策更加符合市

场需求，有效避免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通过城镇先进

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增强农民的创新意识，打破保守观念，

提升认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经营管理

能力，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和利用现代科技，为提高收入水

平提供坚实的素质基础。

３ 河北省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１）数据来源和说明
城镇化发展用城镇化水平来表示，考虑到数据获得的便利

性，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用 ｃｚｈ 表
示。农民收入选用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衡量，用 ｎｍｓｒ表示。

数据的选择上使用了河北省 １１ 个地级市农村居民收入及各
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采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 《河北农村

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期间为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２ 年之前与
２００５ 年之后的区划调整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较大，故采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区划较为稳定的时期）。文中所有衡量收入的指标都使用
以 ２００２ 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缩减，得到现价形式，
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均采用对数



第
四
章
　
非
农
就
业
对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的
影
响

●

１２９　　

形式。

（２）模型的说明
数据使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在模型的选择上使用面板数据

模型，构建如下模型：

Ｉｎ （ｎｍｓｒ）ｎ ＝ αｎ ＋ β１ Ｉｎ （ｃｚｈ）ｎ ＋ μｎ （４ １）
其中 ｎｍｓｒ是被解释变量，ｃｚｈ 是解释变量，αｎ 为常数项、β１

为待估参数，μｎ 为随机扰动项，ｉ为地区参数，ｔ为时间参数。
表 ４ ９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河北省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化水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城镇化水平 （％）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全省 ２６８５ ２８５３ ３１７１ ３４８２ ３３ ００ ３３ ５１ ３５ ８３ ３７ ６９

石家庄 ３２４５ ３３９４ ３７９９ ４１１８ ３７ ００ ３８ ７９ ４１ ４５ ４６ ０７

唐山 ３６２８ ３７９０ ４０８３ ４５８２ ３７ ０５ ３８ ３２ ４１ １５ ４３ ６５

秦皇岛 ２７４２ ２８９１ ３０７５ ３３７６ ３８ ０２ ３８ ８８ ４１ ５１ ４５ ３７

邯郸 ２７６１ ２９００ ３２３４ ３５８７ ３１ ７９ ３３ ３２ ３５ ３２ ３７ ０５

邢台 ２５９３ ２７２８ ３００３ ３２８０ ２８ １３ ２９ ２９ ３２ ２１ ３３ ２６

保定 ２８０６ ２９２０ ３２４３ ３４７１ ２９ ０３ ２９ ９７ ３２ ５３ ３３ ２５

张家口 １５３４ １７７７ ２１１６ ２３２９ ３６ ９５ ３７ ５０ ３９ １２ ３６ ２４

承德 １５６１ １６９６ ２１１０ ２５８２ ３１ ９８ ３２ ９５ ３４ ８６ ３１ ７２

沧州 ２５４９ ２６９１ ３０２２ ３３１１ ３１ ３３ ３２ ２３ ３３ ６１ ３６ ０６

廊坊 ３８７６ ４０５３ ４３３８ ４６２１ ３０ ９１ ３２ １３ ３４ ４１ ３７ １６

衡水 ２６８９ ２８５６ ３１８４ ３５３３ ２４ ８１ ２７ ６５ ３０ ２６ ３１ ８６

资料来源：根据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相关资料整理。

（３）模型计算结果
根据表 ４ ９ 数据，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３ １ 软件，使用 ＧＬＳ 估计方

法，得到农民收入和城镇化之间的确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ＬＮ （ｃｚｈ） １ １９２６６５ ０ ０５２７２６ ２２ ６１９９５ ０ ００００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ＪＺ＿ —Ｃ ３ ７７５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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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Ｓ＿ —Ｃ ３ ８９６８４０

ＱＨＤ＿ —Ｃ ３ ５８５６６７

ＨＤ＿ —Ｃ ３ ８２３８５３

ＸＴ＿ —Ｃ ３ ８８６６０９

ＢＤ＿ —Ｃ ３ ９３７５７３

ＺＪＫ＿ —Ｃ ３ ２３６５７６

ＣＤ＿ —Ｃ ３ ４１００１１

ＣＺ＿ —Ｃ ３ ７８５４５０

ＬＦ＿ —Ｃ ４ １５５２６９

ＨＳ＿ —Ｃ ４ ０２６４４８

　 　 该模型加权条件下的检验结果如下：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９９９７３ Ｍｅａ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２７ ５４０３８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９９９６３ Ｓ 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１５ ６５２８８

Ｓ Ｅ 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０ ０９４８７４ Ｓｕｍｓｑｕａｒｅｄｒｅｓｉｄ ０ ２８８０３４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ａｔ １ ８４２００９

　 　 从模型检验结果来看，城镇化与农民收入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高达 ０ ９９９９，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Ｄ Ｗ 检验值为 １ ８４，
证明残差无序列相关。因此，该模型效果很好，足以证明城镇化

对河北省省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４ 河北省城镇化发展滞后对农民收入的实际影响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均显示城镇化对农民收入有

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２０１２ 年底河北省城镇人口 ３４１０ ５３ 万人，城镇化水平为
４６ ８％，比 １９８０ 年提高了近 ３４ 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５ ８ 个百分点，这与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形成鲜
明对比。这也表明河北省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存在脱节，经济的

发展并未推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在

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城镇化应及时跟进，以使劳动力在更广阔的

范围内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河北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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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城镇化水平滞后的局面却一直没有根本

性的变化。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９ 年，河北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平均
每年上升 ０ ８５ 个百分点，而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７ 年平均每年上升 ０ ６８ 个
百分点，虽然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河北省城镇化率年均增加 １ ３５ 个百
分点，但到 ２０１２ 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 ５３ ２％。
国际经验已经表明，在城镇化水平滞后的前提下第三产业不可能

有正常的发展。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７ 年，尽管河北省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
全省就业人数的比重由 １５ ３％上升到 ２２ ５％，增加了 ７ ２ 个百分
点，但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只由

３１ ３４％上升到 ３１ ８１％，仅增加了不到 ０ ５ 个百分点；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省就业人数的比重由
２２ ５％上升到 ３０ ３％，增加了 ７ ８ 个百分点，全省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只由 ３１ ８１％上升到 ３４ ６１％，增加
了 ２ ８ 个百分点，增长幅度虽然高于上一阶段，但与就业比重的
增幅相比，显然不相匹配，这表明河北省第三产业发展的效率并

不高。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三次产业中是最强的，增

值率也是最高的，但河北省城镇化的滞后延缓了第三产业的发

展，阻碍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

（四）农民素质的制约

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受到 ３ 个因
素的影响：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属于外生

变量，外生与经济自身的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把技术进步

纳入到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中，认为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

长的决定因素。内生经济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是

内生的，在劳动的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教育、培训、在职学习

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

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将技术进步内生

化。因此，人力资本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就农

民收入而言，农民素质的高低，不仅决定着能否顺利实现非农就

业，也影响着从事农业生产获得收益的高低。

（１）农民素质的内涵
农民素质是指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基本性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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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素养，一般是指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身体素质及思

想素质：

①农民文化素质。包括一定的文化知识、听说读写的基本技
能等。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提高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

②农民技术素质。主要指农民所掌握的文化、科学、技术知
识和劳动经验、生产技能达到的程度以及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中运

用的程度。

③农民身体素质。主要指健康程度、体质强弱、寿命长短、
营养状况、抗病力等。

④农民思想素质。主要指农民思想观念、教育观念、法制观
念、婚育观念等方面。

其中文化素质是掌握间接经验的前提，也是提高劳动者技术

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基础。就劳动力的个体而言，在其他几项劳动

力素质指标一定的条件下，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越高，劳动力的

素质也就越高。

（２）河北省农民素质的总体状况
①文化素质状况
随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工作的深入贯彻实施，河

北省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表 ４ １０ 可以看出，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指数呈不断提高的趋
势，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７ ０１ 年提高到 ８ ８４ 年。

表 ４ １０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文化指数

指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农村劳动力文化指数 ７ ０１ ７ ６６ ８ ４６ ８ ７６ ９ ０５ ８ ８４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经济年鉴》２０１２ 年。

注：劳动力文化指数 ＝ ６Ｌ２ ＋ ９Ｌ３ ＋ １２Ｌ４ ＋ １２Ｌ５ ＋ １６Ｌ６，其中 ６、９、１２、１６ 分别表示小

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的学年数，Ｌ２、Ｌ３、Ｌ４、Ｌ５、Ｌ６ 则分别表示不同

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所占比重。

河北省农民文化素质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是整体文化素质水

平仍然偏低。由表 ４ １１ 可以看到，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文盲
半文盲比例从 １３ ９６％下降到 ２ ４７％，降低了 １０ 几个百分点；小
学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从 ３５ ４８％下降到 １９ ０９％，下降超过 １６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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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虽然一直占比最大，但其变动幅度最大，

从 ３９ ５８％提高到 ６０ ４８％，提高了近 ２１ 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
中 ８０％左右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
虽都有所增加，但变动幅度并不明显，到 ２０１１ 年也未超过 ２０％。
中专文化程度比重较低，表明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匮乏，导致农业

技术型人才的缺失，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受到人力资本匮乏

的制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一直较低，１９９０ 年所占比
重仅为万分之七，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虽然有所增长，但比例
仍然很低，２０１１ 年仅为 ２ ４９％。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前河北
省农村劳动力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总体文化素质较以前有所提

高，但高素质、高水平人才仍然十分缺乏。

表 ４ １１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状况

指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文盲或半文盲比重 １３ ９６ ７ ５７ ２ ６８ ２ ８０ １ ５５ ２ ４７

小学文化比重 ３５ ４８ ３４ ０３ ２５ ００ １９ ２１ １７ ５２ １９ ０９

初中文化比重 ３９ ５８ ４５ ７７ ５７ ９９ ５９ ７３ ５９ ７４ ６０ ４８

高中文化比重 １０ ３１ １１ ５２ １２ ３０ １５ ０１ １６ ８２ １３ ０５

中专文化比重 ０ ６０ ０ ７４ １ ５４ ２ １３ ２ ３６ ２ ４２

大专及以上比重 ０ ０７ ０ １９ ０ ４９ １ １２ ２ ０２ ２ ４９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表 ４ １２　 农民文教娱乐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河北省 ９ ５７ １０ ４３ ７ ７１ ６ ６９

全国平均水平 １１ １８ １１ ５６ ８ ３７ ７ ６０

资料来源：根据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和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相关资料

整理。

表 ４ １２ 显示，河北省农民文教娱乐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
比重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００ 年，全国农民平均文教娱乐
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１１ １８％，同期河北省农民文教娱
乐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则不足 １０％；２００５ 年，河北省农民
文教娱乐支出比重为 １０ ４３％，全国平均水平为 １１ ５６％；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农民文教娱乐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不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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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７ ７１％和 ６ ６９％，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河北省农民文教娱乐支出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北省农民教育观念落后，文化教育普及活动

不够，整体教育质量不高、专业性、技术性培训少等因素的制约

性将会日益凸显。

②技术素质状况
要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工业化、城镇

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四化”同步发展，科技是关键。党的

十五届三中全会曾明确指出：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

育。”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河北省不少农民难以接受先进的农业

新技术，加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存在 “网破、线断、人散”的情

况，农民极少有机会接受农业科技培训，由此导致农民的科技意

识淡薄，缺乏靠科技发展经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大部分农民还

不能从传统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依旧采用粗放方式从事农业

生产，粗放经营，直接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制约着收入的

增加。农民素质不高，难以掌握和操作现代化生产工具，制约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影响农民收入。

③身体素质状况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特别是近年来各

级政府不断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力度，河北省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

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但相比于城市和发达地区农村，情况不容

乐观。河北省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设施差，设备陈旧落后，人才流

失现象严重。在很多乡镇卫生院医生看病凭的仍是听诊器、温度

计及血压计这 “老三件”。由于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不足，大

部分农村和社区服务站等基层医疗机构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

需要。表 ４ １３ 显示，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从 ３５５６０ 张增加到 ５８７７７ 张，增长了 ６５ ２９％；乡镇卫生院卫生
人员从 ４２７０２ 人增加到 ５５０７６ 人，增加了 ２８ ９８％。虽然乡镇卫
生院病床数和卫生人员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河北省庞大

的农村人口相比，难以满足需要。至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村每万
人拥有床位 １０ ５０ 张，每万人卫生人员数为 ９ ８４ 个。特别是受到
收入水平的限制和看病贵的影响，一些农民对生病采取小病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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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扛，致使小病拖成大病，最后身体彻底损坏，丧失劳动

能力。

表 ４ １３　 河北省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与卫生人员

年份
乡镇卫生院

床位数（张）

乡镇卫生院

卫生人员（人）

乡村总人口

（万人）

每万人拥有

的床位数

（张 ／万人）

每万人卫生

人员数

（个 ／万人）

２００５ ３５５６０ ４２７０２ ５４２２ ２８ ６ ５６ ７ ８８

２００８ ４８６６８ ４６２３６ ５４９５ ５８ ８ ８６ ８ ４１

２００９ ５４３３６ ５１４３４ ５５３１ １８ ９ ８２ ９ ３０

２０１０ ５７０９７ ５３９６６ ５５７０ ２０ １０ ２５ ９ ６９

２０１１ ５８７７７ ５５０７６ ５５９９ ６２ １０ ５０ ９ ８４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

　 　 ④农民思想素质状况
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受外来先进文化思想冲击较

小，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部

分农民形成了封闭、保守、狭隘、自私的 “小农意识”。部分农

民认为 “读书无用”，就让子女弃学外出打工或者经商，加重了

农村学生辍学现象。另外，“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养儿防老”等观念仍十分盛行，直接导致了农村人口素质难以

提高。以村、乡为纽带的农村社会关系使农村成员生活在熟人社

会中，农民更注重亲情、乡情，更习惯于接受传统道德、风俗管

理约束。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因不懂法而造成违法事件时有发

生，更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的需要。

（３）农民素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增加效率，它需要在技术和管理

创新的推动下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传统上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将遭淘汰或进行升级改造，这一变革对农民的素质将提出越来越

高的要求。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不断采用新技术来提

高其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对劳动力的素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反过来，劳动力的素质较高，必然有利于乡镇企业向广度和深度

发展，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起到强有力的推动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影
响
因
素
与
对
策
研
究

１３６　　

作用。因此，只有素质较高的农民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到非农

业部门就业；低素质的农民进入非农业部门的机会相对较少。张

丽 （２００６）通过分析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４ 年河北省农民人均收入和平均
受教育年限的时序资料，认为农民收入水平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呈

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 ０ ９６７６①。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河北省农民素质较低，阻碍着农民的非农就业。

舒尔茨认为，“一个亦步亦趋仿效其父辈种田的人，无论土

地多么肥沃，劳动何等艰苦，只能取得微薄的收获。但一个懂得

如何科学地利用土壤、植物、动物与机器的农民即使在不毛之地

上却可能生产出丰硕的食物，因为后者具备科学的知识和技能”。

人力资源素质的高低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农民受教育程度低阻碍

了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收入的增长。

从河北省近年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看，农民收入来自于劳动报

酬的收入不断提高，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因此，增加

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乡镇企业这一农民非农就业的主渠道由于受到乡镇企

业效益下滑、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限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

纳能力呈下降态势。而大中城市存在的下岗、失业，加上城市自

身资源、交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农民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也不

可能。由于河北省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城镇化程度较低，不能形

成对第三产业的有效需求，致使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加之农民自

身素质的影响，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着农民收入

水平的提高。

① 张丽：河北省农民收入变动的实证分析与趋势研究，河北农业大学硕士论

文，２００６ 年。



第
五
章
　
制
度
对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的
影
响

●

１３７　　

第五章　 制度对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

任何经济活动均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农民的各种

生产经营行为必然受到制度的影响和约束，进而对农民收入产生

影响。因此，凡是影响农民生产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都

会对农民收入产生或大或小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制度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一般分析

什么是制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谓见仁见智。从社会学的

角度来看，制度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

会结构。我们更关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制度的解释。诺斯认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

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

大化的个人行为”，“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

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①。凡勃伦认为，“制度为一种

自然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人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

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②。我国学者汪丁丁认为，“制度是

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任意两个人之间

的某种契约关系可以用规则或习惯描述”③。

要准确把握制度的内涵，必须正确区分制度环境与制度安

排。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制度的基本的

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

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是一个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

和，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规则，决定着人们的基本行为规则。制度

环境集中体现在一国的宪法中，比如我国宪法规定了我国社会主

①
②
③

贾琳：影响农民收入的制度问题研究，河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５ 年。
同上。

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１９９２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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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的制度。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相对稳定，改变起来也比较

困难。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是指管制特定行为和关系的一

套行为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它支配经济单

位之间可能采取合作与竞争的方式。制度安排旨在提供一种使其

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

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

争的方式。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可能是

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相对制度环境来讲，制度安排比较容

易改变，但是其改变必须在制度环境许可的范围之内，制度安排

不可以抵制制度环境。一般所讲的制度就是指制度安排，本书也

是基于制度安排层面研究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一）制度的类别

诺斯认为，制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和这些制度的执行机制。

正式制度又被称为正式规则，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

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

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所构成的社会的等级结

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和个别契约

等，它们共同激励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正式制度一经确立，不能

随意改变，其变动和修改须经权威机构的许可。

非正式制度又被称为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

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

部分，主要包括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及意

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规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习惯

是非正式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非正式制度的改变不需要权威

机构的许可，比较灵活。

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制度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

是制度安排中的关键一环。这三部分构成完整的制度内涵，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 （或新制度结构）在原有制度内产生、

壮大并全部或部分替代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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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

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

是制度的交易过程。诺斯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加，

会使一个经济中某些原来有效的制度安排逐步失效，因此新的制

度安排就可能被创造出来以取代旧的制度安排。

从长期看，制度变迁一般被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原

有制度的替代或后者向前者的转换过程。从制度变迁供给角度出

发，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不同，林毅夫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

迁 （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也称供给主导型

制度变迁）两种形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变迁由一群

（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其特点是

改革主体来自基层；程序为自下而上；具有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

性质；在改革成本的分摊上向后推移；在改革的顺序上先易后

难、先试点后推广、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和从

外围向核心突破相结合；改革的路径是渐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则是由政府和法律引入和实施的。其特点是：政府是制度变迁的

主体；程序自上而下；激进；具有存量革命性质。例如，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最初是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户农

民发起和逐步扩大的，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看到这种制度

安排的合理性以后，制定政策进行强制推行，使得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迅速普及，诱致性制度变迁过渡到强制性制度变迁。

无沦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只要是有效率的，都被

称为 “制度创新”；而无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制度变迁，则被称

之为 “制度阻滞”。制度变迁的效率取决于制度变迁究竟是增进

还是恶化了同意一致性程度。同意一致性程度即指政府与一群个

人或个人之间的最优绩效选择的相似程度。同意一致性程度增

进，则制度变迁效率增进，反之则反是。戴维斯和诺斯认为，之

所以形成制度创新，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

成，但是，又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

厌恶风险，市场失败，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从而在原有制度安

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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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或者变更旧有制度安排）的形

成①。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干预期的成

本时才会顺利进行。总之，制度创新可以增进效率，实现利润最

大化，这是制度变迁的目的所在；而制度阻滞则会增大经济运行

成本，带来的只会是经济、利润的负增长。经济效率的高低，当

然会直接影响制度安排下个体的收入水平。② 因此，制度创新会

促进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而制度阻碍则使农民收入的增长陷入

停滞状态。

（三）制度变迁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一般分析

在一定时期内，制度的不断变迁和创新，对生产效率的提高

具有十分重要甚至是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

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

一系列制度创新，足以证明当生产要素大体不变尤其是技术水平

没有根本变化时，依靠制度创新，依然可以实现经济的迅速

发展。

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动过程来看，也同样可以看到制度

创新的重要影响。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农民收入之所以迅速增长，全
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之所以能顺利解决，主要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实施，这种打破原有禁锢的新的制度安排，充分调动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率，

将制度创新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任何一项制度均存在有效

期。按林毅夫的测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能量到 １９８４ 年左
右就充分释放完毕，无法继续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而随

着实践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缺陷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时，为保证土地质量的

公平，承包土地的碎片化情况非常严重，一家仅有的几亩耕地，

又被分为几块，难以适应现代大生产的要求；二是分配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基本原则是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加上土地承

①

②

胡淑琴：制度创新与增加农民收入的研究，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２００７
年。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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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经营权 “十五年不变” “三十年不变”到 “长久不变”，是为

了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给农民增加基础设施投入

吃了 “定心丸”，但使得土地调整难上加难，土地资源配置严重

不合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这一领域得不到体现，土地经营

规模难以扩大，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产品质量难以提

高；三是土地产权的各项权能的边界不清晰，责任主体对自己的

责、权、利的边界认识模糊。这些都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

一制度变迁后所形成的既定规则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到了上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逐步减弱，加
之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 （如卖粮难等问题的出现），农民收入处

于缓慢增长的状态，同时，农业投入的规模收益开始递减。在农

业科技发展与农业投入水平既定的前提下，农作物产量的增长呈

现出徘徊状态。在 １９８０ 年以后的几年中，农民收入有一个从快
速增长到缓慢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效果逐步达

到极限，在没有新的激励因素的情况下，农民收入是不可能持续

增长的。可以说，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在农业领域没
有形成根本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创新，导致农业领域的变革

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的变革，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极为缓慢，

势必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提高。

对于近年来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

大的问题，既要看到河北乃至全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正处于

以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的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

缓慢有其客观必然性，又要看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及增加农民收入的紧迫性。目前阻碍农民

增收的因素很多，但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制度

因素①。在此主要分析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包

括土地制度、城乡分割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但并不表示其他制

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不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比

价制度，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被工业所提供的农业生产

① 易秋霖：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四大制度性因素，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０２ 年
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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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价格的上涨所增加的成本抵消，使农民难以依靠农产品生产

提高收入；如现行的农业科技制度，特别是农业科技推广转化渠

道不畅、农业科研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脱节等问题，无法充分发

挥科技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制约着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提高，

影响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其他一些制度也影响着农民收

入，只是限于篇幅和这些制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才主要论述

前三方面的制度对农民收入的重大影响。

二、土地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威廉·配弟认为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

一经济学的传统名言，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土地对农民收入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作用。但是只是从一般意义来说，从传统农业社会中

得出的结论。实际上，真正决定农民收入的不是土地本身，而是

决定土地价值及其价值实现形式的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是一种以土地占有、开发、利用和管理为对象的复

杂的制度体系。分为狭义的土地制度和广义的土地制度，狭义的

土地制度指土地的所有制度、土地的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

制度。广义的土地制度是指包括一切土地问题的制度，除狭义的

土地制度外更增加了诸如土地利用制度、土地流转制度、耕地保

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除特别说明外，土地制度仅指狭

义的土地制度。

（一）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 ４ 次较大演变：第一次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实行的均田私有制；第二次是农

业合作化，实行的仍然是土地私有制，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所有权属于农户，使用权则属于合作社；第三次是人民公社化，

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即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都

属于集体；第四次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所有权与使用权实现

了分离。从土地的所有权属来看，从农民土地所有制转变为集体

土地所有制，再到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我国农村

土地制度的演变史，充分说明这样的一条规律：土地与农民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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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紧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越高，农民收入就越有保障，农

民收入增加也越快。

１ 农民土地所有制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

革法》，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以 “耕者有其田”

为基本出发点，按户 （劳动力）进行土地分配。１９５３ 年在对农民
的土地查实后，发给土地所有证，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封建

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民私有的土地制度。这次的土地改革

是对土地终极意义上的归属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其实质是土地

所有权在不同阶级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转换，除了权利主体的变

化以外，土地所有权没有其他变化，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

有制。但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获得了直接占有和使用土地的

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作物产量有了迅

猛提高，农村经济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有较大程

度的提高。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５ 年，政府鼓励农民自愿加入 “互助组”和 “初

级社”，以 “互助组”和 “初级社”形式进行农业生产，但土地

的所有权仍属于农民，将土地农民私有制改革为农民私有、集体

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制

度，把农有私营的土地制度变革成 “农地私有，入股经营；集中

劳动，统一分配；土地分红，劳动取酬”为基本特点的农地产权

制度，既不违背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愿望，又克服了小农经济零散

经营的弱点。从而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获得了合作经

营的优越性，因而是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生产力状况的伟

大创举。农业收入除交公粮 （农业税）外，余下全部由农户自由

支配，互助协作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提高了农民收入。

２ 集体土地所有制
１９５６ 年初，开始在全国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农户

都必须入社。入社农户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交给高级社统一调配

使用，劳动力由高级社统一安排，取消土地分红，实行 “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１９５８ 年成立人民公社，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影
响
因
素
与
对
策
研
究

１４４　　

土地和生产资料均归集体所有，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统归公社所

有，同年取消按劳分配，实行共产主义供给制和工资制。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２ 年冬，将公社权力下放，改为大队核算，土地和生产资料仍
归集体所有。１９６２ ～ １９７８ 年底，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
（公社、大队、生产队）核算，队为基础的制度，土地和生产资

料的集体所有制形式没有变，生产队集体土地属生产队全体农民

集体所有，由生产队集体管理、使用、收益分配，社员留有少量

自留地，村民参加集体劳动，按件、按日记工分，以获取工分的

方式获得劳动报酬。这次改革是把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

的土地制度，改革成为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其

本意是对土地的公有制改造，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高度集

中，剥夺了农民的经济自主权，农民仅仅是一种义务主体，而不

是相应的权利主体，农民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农业生产长期

处于徘徊状态，农民的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农村土地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革。这次改革以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以承认和尊重当

时既定的利益格局为条件，以一家一户均分土地 （按人口，按劳

动力或二者结合进行承包）、分散经营为特征，采取了 “交够国

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承包合约结构等制度安

排。以生产队为发包方，农户为承包方，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农

户获得土地承包证，农户对承包的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

权，土地所有权仍属生产队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

立与推广，是这一轮农村改革的核心，也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

大幕，其实质是一场对以集体所有与集体统一经营为主要标志的

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历史性重大变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普遍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在保留原有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按严

格的人地比例和土地质量等级比例将土地分包到每个农户，从而

使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 （使用权）相分离，重新确立了农民

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形成了一种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建立了一

种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双层经营的新

型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的建立，使土地使用权回归到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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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农民世代渴望均等占有土地的心

理，农民获得到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土地改革以来的又一次财产
和人身的双重解放，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高涨。在其他

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因此获得了巨大

发展，农民收入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长期困扰我国的温

饱问题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而得到基本解决，胡耀邦将

之形容为 “一镢头刨了个大金娃娃”。

（二）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制约

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它

导致的农民收入提高令人瞩目。８０ 年代初期，农业经营收益率高
达 １００％，即使在 ９０ 年代前后也在 ６０％左右。特别是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农民收入的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计量分析表明，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农业生产效率及农民收入提
高的主要因素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将农民从大锅饭

的公社体制束缚中解脱出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必然的。再加

上长期以来农产品的短缺，使得农民收入在改革初、中期得到了

很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改革的不断深入，

现有土地制度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制约作用也日益显现，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土地产权不清晰致使农民利益被大量侵占
根据产权理论，一种明晰并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应该是所有

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统一。产权的权能完整

与否，可以从所有者对它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来衡量。如果产

权的所有者对他所拥有的权利有排他的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

和自由的转让权，就可以称他所拥有的产权是完整的；相反，如

果某一方面的权能受到限制或禁止，就可以称他所拥有的产权是

残缺的。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科斯通过 “走失的牛

与庄稼”这个例子说明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其主要观点是，只要

产权关系界定明确则经济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消除经济

活动的外部性。

①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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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 《农业法》等

重要法律都明确规定我国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从这一

点来说，农村土地产权是明确的。但是， “集体”是指哪一级，

法律规定却又很不确定。如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经济组

织所有；《民法通则》中则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乡 （镇）、村两

级集体；《土地管理法》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按法律属于村民

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

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集体所有的，由乡 （镇）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农民个体对农村集体土地是无权占有的。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模糊不清，部

分农民甚至认为农村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承包土地的农户实际上

只是拥有了土地的经营权，以及由经营权带来的收入的所有权，

但却没有土地转让的权利。因此，农户对土地的产权是残缺的。

多元化的所有权主体和农户所拥有的残缺的产权使得农村土地关

系极为混乱，并由此导致多方面的问题：

（１）农民的土地权益被大量侵蚀。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但这个集体可以使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等多个主体，但究

竟属于哪一级集体所有，现有法律规定模糊不清，违背了所有权

的排他性要求。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的制度安排，无法防止其他利

益主体的侵害，致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的 “排他性”极其弱小，容

易造成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自上而下的侵权行为，损害农民

的利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所有权事实上经常由乡

村干部行使，不能对来自政府方面的侵权行为进行约束。有些

乡、村两级干部，随意调整承包地，政府为了 “政绩工程”不惜

非法征用农村土地。

农村土地产权在归属主体不明确的同时，也很不完整，其中

最为典型的是处分权集体不能行使。国务院在 《关于发展房地产

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先行征用转为

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而作为所有者的农民集体却没有权利出

让土地。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规模快速扩张，第二、第

三产业迅速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土地征用规

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根据我国 《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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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分别为耕地被征用前三年

平均年产值的 ６ 倍和 ４ ～ ６ 倍，两项之和，低限是 １０ 倍，高限是
１６ 倍，最高不得超过 ３０ 倍。按照河北省一般耕地年产值每亩 ８００
元计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之和不过 ８０００ ～ １２８００ 元，
即使达到法律规定的上限 ３０ 倍，也不过每亩 ２ ４ 万元，仅相当于
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由此可见，法定征地补偿标准不足

以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造成了被征地农民收入水平的长期下

降。征地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化，大量经营性项目借助公权征用土

地，且征地制度具有强制性，国家垄断一级市场，排除了农民参

与增值收益分配的机会。在这种征用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 “寻

租”现象，农民的利益被大量掠夺，征地补偿不合理，征地费用

层层截留。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产权的残缺，导致了

利用土地的农民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即某个第三方不经他

们同意获得了某些收益。根据有关资料，在城市建设征用农用地

过程中，征地收入的分配比例大致为：农民得 ５ ～ １０％，集体得
２５ ～ ３０％，政府及其机构得 ６０％ ～ ７０％，农民所得很少，甚至失
去了最基本的土地生存保障①。这表明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拥有，

只在农业劳动时体现，而在集体的名义下，农民并未成为土地实

际收入的主人。过低的征地补偿费用，既解决不了被征地农民的

基本生活问题，更解决不了被征地农民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问

题，不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２）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稳与不稳的两难境地。《农村土地承
包法》规定，“承包期内不得调整承包地”。之所以对承包地不予

以调整，主要原因在于如果频繁调整承包地，使农民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使得许多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缺乏安全

感，出于利己动机，农民就会选择掠夺地力的农地资源使用方

式，不利于激励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和土地质量的改良，农民必然

会采取明显的短期行为。因此，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既是现行制度

① 张正河、武晋：论农村生产要素的准城市化，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１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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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必然选择，也符合大多数农民的意愿。土地承包期在原先 １５
年的基础上再顺延 ３０ 年，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长久不变的
政策。如果我们把 “承包期内不得调整承包地”与 “承包期至少

３０ 年不变”两项政策结合起来考虑，问题就变得极其突出：３０
年的承包期相当长，不仅人地两方面都会出现很大变化，而且产

业变动的情况也未可预期，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单单人口增加与

土地需求的消长关系就会出现很大变化，难以避免人地矛盾急剧

尖锐化。在当前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不可能对承包的土地进

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匮乏的农业自然也不会给农

民带来满意的收入。

（３）农民承包经营集体土地的收益按照 “交够国家，留够集

体，剩下都是自己的”进行分配，但问题在于谁是集体？怎么算

“交够”？没有明确规定，界限的模糊使农民收益成为 “公共利益

区间”，为拥有垄断行政权力的基层政府和部门致力于获取这一

块 “公共利益”提供了空间，致使土地收益成为 “唐僧肉”，农

民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被他人无偿占有。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农

民承包经营，农民只需要向土地所有者交纳承包费，农民不应该

与政府及其部门发生 “费”的关系，即使向作为所有权主体代表

的集体组织交纳租金，标准应由双方协商而定。但实际情况是，

农民要承担来自上级各权力部门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虽

然这种情况在税费改革后得到很大改善，但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

十分沉重，制约了农民的财富积累，必然影响到农民收入的

增加。

２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制约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不准许私人合法拥有生产资料的宏

观制度背景下，通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而确定农户经营土地的权

利，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公社体制下普遍存在的集体成员 “搭便

车”问题，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和土地产出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由农

民创造的，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吃饭问题，是在缺乏成熟的理论指

导和完备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对土地使用权的分配只能

采取古老的、也是最容易被农民所接受的 “均田制”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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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其田”，严格按家庭人口或劳动力与土地的比例平均承包

土地。由此产生的土地的家庭分散经营，使农业经营规模表现为

超小型。美国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将近 ３０００ 亩，欧洲平均 ７５０
亩，经营规模较小的日本 １５ 亩左右，但河北省每个农户经营的
土地面积仅为 ５ ２ 亩。要达到欧洲的经营规模，需要把河北省集
中 １５０ 家农户的土地给一个农户经营，将其他 １４９ 户转移到非农
领域就业，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但不搞大规

模的土地经营并不是说就不需要适度的规模经营，毕竟规模经营

可以带来农产品成本的降低、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

增加。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从 ２５０ ５７ 万人
增加到 ２５９５ ７９ 万人，增加了 ９ 倍多。接近 ２６００ 万农民实现了从
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转移，但却无法使农民与土地分离，

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既阻碍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也阻

碍了土地的流转和规模集中，固化了家庭分散经营，难以改变农

业的小生产方式。以赡养系数 １ ∶ １计算，河北省农村有 ５１９１ ５８
万人可以不必依赖土地生存，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村总人口为
５５９９ ６２ 万人，即河北农村人口的 ９２ ７１％可以不以土地为生。然
而现实是，在耕地不断减少和农村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农户经营

规模由改革初的户均 ９ ６ 亩下降到如今的户均 ５ ２ 亩，很少有人
放弃土地，即使多年在外就业很少回村的农民，已经书面承诺放

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又纷纷回村要回自己的承

包地，导致耕地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部分农民与土地表

面分离而实质未分离的直接后果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农地

经营规模日益缩小，农民收入低，对工业品购买力不足，又使得

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不够，无法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陷

入小生产方式的不良循环之中。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使得

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提高空间十分有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

收入问题。

３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程度低
新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国家支持和保护承包方依法自

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同时，详细规定了土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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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的形式、原则和程序等。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可以调剂

土地的余缺，缓冲人地矛盾带来的压力，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土地抛荒现象，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现行土地制度下，

除了国家低价征用集体土地以外，集体所有权的土地是无法通过

市场流动的，缺乏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要签订合

同，以转让方式流转的，还要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签订以后，要向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

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备案。由于大部分农村交通不便、信息

传递相对不畅，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土

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减少了农民流转土地的收益。因此，

多数农民很可能会在制度安排之外，寻求通过成本更低的交易方

式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主要还是通

过集体调整实现有限的流动，缺乏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市场

对土地资源的配置还未能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其结果是不能有效

实现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也不能得到切实

尊重和充分体现，出现了大量的合同纠纷和侵权行为。目前，河

北省农村土地流转总体上处于自发阶段，规范的、完善的制度体

系尚未形成，由此出现很多问题。

（１）依靠非市场性机制进行流转。土地的流转应该实现 “帕

累托改进”，提高总收益水平，应当依靠土地的出租、抵押、入

股等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合理配置。而目前农村出现的有限的土

地流转，主要是通过农户之间自发的转包机制或者集体组织动用

行政力量进行调整而实现。在农地的转包中，大多是口头协议而

不是以书面的合同形式，从而造成许多纠纷。

（２）内容不完整。根据现行土地制度，除了国家征用外，属
于集体所有农村土地是不能流动的。农村集体土地不能买卖或者

以其他形式转让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仅仅是使用权的流转，难

以形成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由于国家对土地的宏观管理力

度不够，对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缺乏强有力和行之有效的制度约

束，加之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以发展经济的用地压力，造成地方政

府征地权的 “滥用”。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河北省很多县 （市、



第
五
章
　
制
度
对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的
影
响

●

１５１　　

区）均存在 “以租代征”“只征不报”等乱占滥用土地，特别是

耕地的现象，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即使实行了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

趋势。

（３）不能体现配置效率。由于土地流转不能充分利用市场机
制的调节作用，更多依靠农民的自发行为或者行政手段进行流

转，本身排斥了公平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资

金、技术等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合理流动，而土地资源却通过非市

场机制配置，必然引起各种生产要素间的不合理配比，加剧农村

人地矛盾，制约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资源的优化组合，阻碍

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

４ 农地制度缺乏规范化的法律保障
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明晰与不完整，土地使用权流转

的市场化程度低，都与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有关。农民对土地的

使用权缺乏一定的法律规范，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地位、界限、

获取与转让的法律程序、法律形式及法律保护手段都没有明确的

法律规定。

农户获得土地承包权主要是通过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签承包

合同，以获得农村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是一种债权关系，而农

户基于这一合同所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也是一种债权性质。因

此，对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法律保护时，应依照债权方式进行保

护，而不应当予以 “物权保护”。一方面，承包土地的农户获得

土地使用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一种用益物权，具有物权的许多

特性。另一方面，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开始前，全省发包方任意

撕毁承包合同、严重侵害承包方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从法

律上看，发包方之所以敢撕毁承包合同，破坏合同关系，主要是

因为双方建立的只是一种 “合同关系”而非物权关系、农户获得

的只是债权而非物权，债权的对抗效力远不及物权强。不明确土

地的产权而仅仅以物权方式保护农户承包经营权，虽然是 《农村

土地承包法》的重大突破，但是，把债权性质的法律关系施以物

权保护，不仅在法律上显得勉强，而且也没有从根本解决我国现

行土地制度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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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包经营制推行以来，土地使用权的确认一直依靠政策

规定而不是法律规定，即土地使用权稳定的基础是不断出台的政

策规定。土地承包期的延长，从 １５ 年不变延长到 ３０ 年不变，乃
至长久不变，都是政策规定。如 １９８４ 年中央 １ 号文件规定：土地
承包期限一般定在 １５ 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项目，如
树木、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更长一些；１９９３ 年中央 １１
号文件规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 ３０ 年不变。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修订并通过的新的 《土地管理法》

将此项政策上升为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 ３０ 年。２００８
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

至今未在法律层面得到确认。

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 “期限”相比，农民土地使用权 “保

障”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地方政府或者村集体侵犯农民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根源，一是法律的缺陷为县乡

政府、村集体的侵权提供依据；二是土地作为农民唯一保障手段

导致少地、无地的农民有变更土地承包权的要求。集体组织依法

享有农村集体土地的发包权，并能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调整农户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集体所有的、以前没有明确界定产权的

土地制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导致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

织掌握了调整土地资源的权力和对外交易土地资源的权力。《农

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实行，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起到了保护作用，限制了乡镇政

府和集体组织支配土地资源和对外交易土地资源的权力，工商资

本要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只能与千家万户的农户进行土地使用权

的流转，大幅度提高了交易成本，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和村干部

人对该法持有异议，使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面临很大阻力。

三、城乡分割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 “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基础，要完

成资本原始积累，尽快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只能依靠建立

城乡分割的 “二元社会”，由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于

此相对应，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城乡分割制度，主要包括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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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的户籍制度、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正是由

于这些制度，阻碍了劳动力和资源的自由流动，国家对农业和农

村的负保护，才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

国家。

（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农民非农就业获得的劳动报

酬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实行的户籍

管理制度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为适应计划经济的要求而建立起
来的。１９５８ 年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

我国正式实施户籍制度管理的标志。《条例》规定：一个公民只

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要向户

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并在新居住地申请迁入登记。违背了宪法

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基本宪义，致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方面都受到多方面不公平对待和歧视，阻碍农村人口向

城市迁移的正常历史进程。在这种户籍制度下，被严格地划分为

“农民”和 “城市居民”，城乡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为防止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还建立起收容遣送制度，直到广东孙志刚事

件发生后，该制度才转变为目前的救助制度。这种户籍制度将人

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不同的户口享有不同的待遇，包

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实行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性依据，是形成我国目前二元经

济社会结构的条件。从内容上看，户籍制度并非限制人口流动，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户籍制度逐步成为限制人口流动，特别是限

制农村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工具，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一系列剥夺农民、

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些制度的形成首先是以户籍制度为起点，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居

民在社会保障和各种社会福利上的不公平待遇。户籍制度不再是

单纯地限制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而是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使农民在各个方面都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

进而延缓了农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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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户籍制度阻碍着城乡居民的良性互动
户籍制度使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这种状态严重影

响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无法向城市

转移，使农民失去了到城市就业并借此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在

这种户籍制度之下，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被截然分开，农民要

想进入城市取得城市户口，势比登天还难。为解决城镇人口就

业，特别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城市在用工制度上对于农村人口

也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大多数城镇禁止非法使用农民工，规定哪

些行业严禁使用外来务工人员，对单位使用农民工也规定严格的

条件。农民工在城市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无法享有平等的就业权

利。有些城市甚至规定，用工单位要首先使用拥有本市户籍的人

员，只有在本市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方可使用外来民工。这些地方

性用工制度是以户籍为依据，以优先解决城市人口就业为目标，

从而形成城市人口对劳动力市场的高度垄断，使城乡人口就业机

会严重不平等。即使农民在城市能够就业，也基本是 “城里人”

不愿意干的体能型工作，大多数集中在一些重、累、脏、险而待

遇差的行业，如建筑行业、保姆、保安、饭店、宾馆服务员等大

多城市居民不愿做或不屑做的工作。证券投资、银行等金融部

门，电力、通信等工资水平高、福利待遇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事业

单位基本不接纳农民工。农民工即使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一般

也是以 “临时工”的身份工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在城镇也得不

到有效保护，肆意侵犯农民工利益的现象屡禁不止，农民工无法

获得与城市职工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农民

工与城市职工之间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有时相同工作，农

民工与城市工在收入上要相差一倍以上，表现出明显的收入分配

不公平，还要面临工资被拖欠的问题，农民工取得的收入只能养

家糊口，难以发家致富。因此，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自由

流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城市居民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

水平的作用，而将农民获得城市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机会排除在

外。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使得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

进程割裂开来，在工业化快速推进和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并

未有效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延缓了城镇化进程，人口未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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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效聚集，致使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这不仅制约着农民收入的

增长，也减少了城市人的就业机会。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

看到，一方面，城市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

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自由地向城市转移，形成劳动力供给

不足。另一方面，农村少量的土地资源却集中了河北省 ４０％以上
的劳动力，形成劳动力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的现象。因此，户籍制

度所决定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产生严重扭曲，严重阻碍了要素的

自由流动，降低了要素的生产效率。

２ 户籍制度增加了农民城市就业的成本
首先，我国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呈现候鸟式流动，每年繁忙的

春运成为中国独有的现象，增加农民的交通成本和社会成本。造

成农民工流动性强，短工化趋势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一

直把农民工视为单纯的劳动力，没有赋予其相应的社会权益、政

治权益和相对平等的经济权益。制度隔离、分割管治与客观存在

的各种歧视，使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归属感，使农民工无法真正地

融入城市，再加上城市的高房价，使农民留在城市生活的梦想难

以实现。虽然石家庄早在本世纪初就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突破

户籍禁区，落户门槛大大降低，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成为石家庄

市民，但毕竟石家庄的容纳能力有限，不可能解决大部分农民的

户籍问题。

其次，户籍制度使农民成为天然的弱势群体，由于贫穷和受

歧视，维权的经济能力和法律技能都比较弱。政府保障措施和社

会救助的缺失，更使农民工脆弱的权利诉求雪上加霜。一旦自力

救济无效，社会救济途径穷尽，高昂的诉讼成本和漫漫无期的诉

讼期限也就将他们拒之于公力救助的大门之外。为了讨要工钱，

一些农民工铤而走险，以跳楼等自杀性行为相胁迫，以杀害老板

等极端行为相报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农民工集体拦截高速公

路、以人体封堵特定场所等极端激烈的行动，实属农民工的无奈

之举。

最后，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无法享有城市人的社会保障，增加

了生活成本。虽然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但居住在城市当中的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处于 “无根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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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他们虽然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市

民同等的权利。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

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同城市居民有着较大的差别。由于

农村户口，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无法享有住房公

积金、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等，不能享受城市

政府提供的免费就业技能培训。大部分城市均未向农民工提供

“廉租房”，为降低生活成本，他们只能租住城市中最简陋的房

屋，无法工作或没有工作时只能流浪街头或重新回到农村，生病

只能自己承担医疗费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要交纳高昂的借

读费；一些专门为农民工子女设立的学校，大都不能享有国家财

政支持，基本上靠收取大量的学费来维持，使农民工子女求学成

本高昂，影响着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高。

３ 户籍制度使劣等地无法退出耕种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农产品价格是由劣等地

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如果农产品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必然下

跌，低于农产品的价值时，劣等地就会退出耕种，农产品的价格

将由中等地的生产条件决定。由于劣等地退出耕种，农产品的供

给就会减少，需求不变时，农产品的价格就会回升，只有当农产

品价格回升到由劣等地生产条件决定时，劣等地才会被重新耕

种。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土地是否被耕种由农产品

的价格决定。在农产品供给过剩时，除了扩大农产品的出口外，

也常常采用休耕手段，以使劣等地退出耕种，减少农产品供给，

解决农产品供给过剩、价格下跌和农民增收的问题。我国实行的

户籍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耕地即使在农产品的价格低于

价值时也要耕种。其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使农民除了土地外没

有其他任何生产资料，只有耕种土地才能维持基本生活；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不耕种土地也要交纳各种税费。当农产品供

过于求时，仍然维持原耕地面积，进一步加剧农产品价格下跌趋

势。户籍制度使农业的劣等地无论如何都得耕种，致使农产品的

供给长期大于需求，农产品价格下跌，甚至低于农产品价值，使

农民增产不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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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户籍制度阻碍着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一些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尽管获得了较稳定的工作，积累了

相当多的财富，具有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基础，但他们并不愿

意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的经营权转让或租赁，主要原因在于他们

仍是农民，没有城市户籍，随时有被清除回农村的可能。而一旦

将土地转让出去，由于农村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当他们回到农

村时就失去了生存的唯一依靠。因此，虽然一些农民离开土地去

从事非农经营，但他们仍愿意为保有土地而支付费用。这导致土

地流转制度难以建立，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使从事农业生产

的农民无法获得规模经营收益。

（二）城乡分割的教育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都表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

途径是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要实现农村

人口的转移，一方面要求城市提供充足的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实现转移的农村人口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素质，以适

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农村人口劳动力素质的关键因素是农

村教育水平。与城市的教育相比，农村的教育处于十分落后的状

态，适龄儿童入学率大大低于城市，教学设施和设备简陋，最为

庞大的人群无法享受到基本的教育资源，减少了农民的受教育机

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民致富靠的是科技，应用科技靠的是

人才。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日益提升，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由于农民受教育水平低，使得农业

科技含量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成为农民收入缓慢的主要因

素之一。农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而

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下一代、再下一代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平

等、就业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长期

不能缩小，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

１ 财政对农村教育投入历史欠账太多
教育本来是一种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产品，理应由国家财政统

一负担。但长期以来，城市中小学教育经费全部由国家承担，农

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则以乡镇统筹的方式由农民自己解决，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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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存在着本不应该存在的 “希望工程”，这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

极其不公平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每个适龄儿童都有接受九年义

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农村教育投入问题，法定的九年义

务教育在农村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它已经由政府的主要责任转

变为农民的主要义务。农村所谓的 “义务教育”经费必须由农民

自己来负担，加上名目繁多的乱收费行为，很多农民无法承受沉

重的学费负担，许多学龄儿童不得不辍学在家，上学难成为农民

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

体制，从总体上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制度城乡分割的

问题。２００３ 年 ２ 月教育部首次公布的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
示，２０００ 年我国 １５ 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 ８６９９ ２ 万人，其中
７５％分布在农村。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文化程
度的人占 ６０ ４８％，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占 １９ ０９％，而具有高中及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则仅占 １３ ０５％，文盲半文盲占 ２ ４７％。
农民花钱替国家办教育，为国家、为城市免费培养人才，而这些

优秀人才走出农村后基本不会回到农村，使得农村大量优秀人才

流失，使本就缺乏人才的农村更加匮乏，这又进一步制约了农民

收入的提高。

２ 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面临现实挑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足以说明教育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义务

教育涉及到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利益，是全国性公共产

品，其所需经费应由政府提供。但在农村，国家并没有承担起义

务教育的责任，事实上成了农民的义务。１９８５ 年颁布 《义务教育

法》之后，在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５ 年间，农村小学阶段未入学和
中途辍学的人数，以及初中阶段未入学和中途辍学的人数，累计

达到 １５１３２ ６ 万人①。几年后这些失学儿童就成长为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１５ 年即新增 １ ５ 亿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壮年劳动力，
这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力资本质量。近年来，河北省推行资源合

并、强弱联合的 “撤校并校”，一些地方盲目推进 “小学进镇，

① 孙静波：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制度分析，辽宁师范大学硕士

研究生论文，２００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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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进城”做法，使原本紧张的农村教育资源变得更为紧张。原

本遍布村内的农村中小学，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不达标等名义

裁撤，一个人口数十万的县，往往只建起寥寥几所标准化中小

学，早先孩子们蹦蹦跳跳从村头走到村子中央即可入学的情形逐

渐消失了，甚至一些千人以上的村庄，村小学也被撤掉。

表 ５ １　 河北省普通中学和普通小学基本情况

指标 单位
合计

其中农村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普通中学

学校数 所 ４７３４ ３２６４ ３１３２ ２３９６ １４５６ １０５９
学生数 万人 ４７１ ５ ３４８ ７６ ３３８ ３５ １７１ ６２ ７４ ８９ ５０ ７０

专任教师数 万人 ２９ ２６ ０６ ３１ ４８ １０ １５ ６ ９６ ４ ７３
普通小学

学校数 所 ２０８８３ １３５６３ １３２７４ １７６３８ １１０８４ ８６１２
学生数 万人 ５００ ３６ ５１１ ３９ ５４１ ０９ ３２５ ４１ ３０９ ８０ ２５１ ４０

专任教师数 万人 ３２ ０１ ３１ ９０ ３２ ５５ ２１ ８３ ２０ ８４ １５ ７６

资料来源：《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年。

从表 ５ １ 可以看出，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普通中学数量
从 ４７３４ 所减少到 ３１３２ 所，减少了 １６０２ 所；其中农村普通中学数
量从 ２３９６ 所减少到 １０５９ 所，减少了 １３３７ 所，占减少学校数量的
８３ ４５％，即主要是农村普通中学数量的减少。小学的情况更不
乐观。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普通小学数量从 ２０８８３ 所迅速减少
到 １３２７４ 所，减少 ７６０９ 所；其中农村普通小学数量从 １７６３８ 所迅
猛下降到 ８６１２ 所，减少了 ９０２６ 所，超过全省小学减少数量，即
农村小学大量减少的同时，城镇小学数量增加了 １４１７ 所。虽然
由于农村人口增长率变慢，农村适龄儿童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这

不应该成为 “撤校并校”的理由。很多地方一年级的孩子就开始

住校，孤儿背井离乡独自求学，父母含辛茹苦将儿女送到城镇学

校读书，单是生活费、乘车费、租房费等，就是沉重负担。一些

地方为解决孩子上学远的问题，由校车接送，但接连发生的灾难

性校车安全事故使得校车安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校车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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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地区的校车质量残破、超载严重、安全意

识缺失，使一些家长望校车而却步。

撤并农村中小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不得已集中到乡镇、县区

中学求学，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成绩不好或一般的孩子则会失

去教育机会，义务教育的义务性、普及率则大打折扣，教育公平

更是无从谈起。农村中小学撤并，违背了 “学生在哪里学校就该

在哪里”的教育初衷，“撤校并校”与 “就近入学”本来就是矛

盾的统一体，如何在 “撤校并校”的过程中兼顾 “就近入学”的

教育初衷，让更多的孩子能够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摆在政府

面前刻不容缓的责任，而不是为了减少投入简单的 “撤校并校”。

（三）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与户籍制度相对应，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根本差异，

致使同样是国家公民的农民无法获得国家向市民提供的各种保障

和福利。目前，河北省城镇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特别是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为健全，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障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城镇职工失业保障制度

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在农村，虽然近年来开始建立

基本社会保障，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且农民数量庞大，保障水平

较低且并不完善，农民的生、老、病、死基本上完全依靠农民自

己及其家庭。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在国民收入的再分

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１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作为国家的公民，同样为国家财政作出了贡献，同样为国家

工业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牺牲，为新中国的建设和

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大量资金的农民，本应该同样有权利

享受社会保障和服务，但国家却把农民排斥在外。与城镇居民相

比，河北省在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９ 年一直没有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障，农民
只有靠自己保障自己，使得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农民只能

压缩生产、生活开支，将即期收入的一部分积蓄起来供将来年老

体弱时的生活所需。２００９ 年底我省 １８ 个县 （市）成为首批国家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之后，目前已在全省推行，但保障制

度尚有待完善，且标准很低，年满 ６０ 岁的农村老人每人每月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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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全年仅为 ６６０ 元，远远无法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由于
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农民为了养老防老，不得不多生子女，使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大，容易形成贫穷的恶性循环。

２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２０００ 年医疗卫生服务报告指出，在 １９１

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公正指数中，中国排第 １８８ 位，
是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
２５ 个省市的 １１４ 个县的 １１８ 个村中的 １０００ 多个农户的调查显示，
农村妇女住院分娩率和农民患病就诊率依然较低；在医生建议住

院的情况下，４３％的农民病患者不愿意住院，而其中的 ８３％又是
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所致。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之前，农民基

本属于自费医疗群体，尤其在贫困农村地区，许多贫困家庭陷入

了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之中。

虽然目前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新农合本身也面临着

多重难题：

第一，新农合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由于筹资水平较低，因

而补偿水平不高，造成农民实际保障水平偏低。２０１３ 年，河北省
参合农民筹资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３４０ 元，住院补偿封顶线提高
到 ９ 万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 ７５％左右。平均较
低的住院费用补助率以及相对较低的补偿封顶线，对于帮助农民

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作用明显不足。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下午，因
儿子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无钱救治，河北省河间市村民孙某来到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办公室申请资助，被告知不在受助范围，孙某持

刀劫持办公室一女工作人员。试问，如果有健全的医疗保障制

度，这样的事件会发生吗？再加上相当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

尚未列入新农合报销范围之内，难以保证农民得到优良的基本医

疗服务，许多参合农民一旦患了大病仍然会因为无力支付数千甚

至上万的医疗费用而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

第二，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匮乏，难以适应新农合发展。长期

以来，国家对农村基层卫生事业投入太少，致使乡镇卫生院基础

建设薄弱。２００３ 年非典后，开始重视基层卫生事业，乡镇卫生院
的基础设施得到加强，但由于工作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导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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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卫生院人才匮乏，技术落后，医疗服务水平与农民的健康需求

差距很大，很多农民把小病拖成大病。

第三，尚未形成长效筹资机制。新农合按照个人缴费、集体

扶持、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筹资。从农民缴费角度看，虽然现阶

段农民收入水平还不高，但农民的参保意愿较强，２０１３ 年河北省
新农合参保率达到 ９５％，处于较高水平。从集体扶持角度看，自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集体经济逐渐解体，除了唐山、

石家庄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能给予一定数额的资助外，经济发

展落后地区的资助很少，甚至没有资助。从财政补贴角度看，现

阶段财政用于支持新农合的资金有限，而且财政采取后续性的补

贴方式，只有当农民缴费之后，地方财政才给予配套资金，地方

财政资金到位之后，中央财政才给予补贴，从而使一部分低收入

农民不能享受补贴，保障水平的差异。

（四）城乡分割的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城市的基础设施由财政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主要由农民自

筹资金，由此导致农村的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城市，才有了 “中

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说法。由于河北省多数基层政

府财力有限，属于典型的 “吃饭财政”，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历史欠债太多，长此下去，农民很难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

更不要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

于城乡分割的基础设施乃至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增

长形成了多方面的制约。

１ 农村基础设施长期供给不足
长期以来，政府重工轻农政策形成了城乡相对独立的基础设

施供给体系。城市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供给制度，无论

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优于农村基础设施。相对于城市而言，农

村实行的是以农民为主的 “自给自足”型基础设施供给制度。根

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基础设施的提供，地

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基础设施的提供。但实际中，中央与地方在农

村基础设施供给的责任划分上不尽合理，特别是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基层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

着许多应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地方政府资金缺乏，难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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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的农村基础设施，使得农村基础设施长期以来供给短缺，出

行难、就医难、用电难、通讯难、上学难、饮水难等在农村地区

十分普遍。此外，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决策机制是自上而下的，

而非自下而上。农民上缴的公共事业建设资金并不一定用于农民

生产、生活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造成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

施的供给不足，而与农民生产、生活并不密切的非生产、生活公

共设施，如楼堂馆所等却往往过剩。河北省一些偏远山区，虽然

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特色农产品，但由于缺乏交通运输设

施，产品运不出去，无法变成商品，价值无法实现，农民就无法

获得收入，使得这些地方的农民 “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缺乏水

利排灌设施，农业只能靠天吃饭，无法摆脱自然气候对农业生产

的束缚；缺乏通讯信息设施，农民无法与外界沟通，不能准确掌

握市场信息，只能盲目进行生产决策。由此可见，公共设施缺

乏，造成农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物质基础严重不足，使农民

收入增长的经济环境较差，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

的增长，制约城乡全面协调发展，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２ 自我供给基础设施增加了农民的成本和负担
与高收入的城市居民使用的基础设施由政府免费提供相比，

收入较低的农民自我供给基础设施本身就不平等，不但加重了农

民负担，压缩了农民收入，而且还拉大了城乡差距。税费改革

前，农民多年不但要承担国家规定范围内的三提五统，而且还要

承担超范围的村提留和乡统筹。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采取的

是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而且有关政策规定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

年人均收入的 ５％，基层政府为了向农民多收费并显现政绩，人
为虚增农民收入；甚至一些基层政府为尽快出政绩，打着筹集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为 “人民”的旗号 （如 “人民公路人民修，

人民学校人民建”），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使低收入

的农民苦不堪言，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农民负担重，农

民无力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从而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

展，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问题得到很

好的解决，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仍没有着落，需要经

过 “一事一议”进行决策，但由于农民的诉求不尽相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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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议”的结果经常是 “一事无成”，使农村的基础设施供给

更加匮乏。

３ 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的多层面影响
农村基础设施的匮乏、公共服务的薄弱，使农民时时刻刻都

能感受到巨大的城乡差别，降低了他们对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认同度，容易引起巨大的心理落差，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威

胁。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中间投入品的性质，其本

身是一种生产要素，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如

电力供应、农村通往城市的公路建设等，都可以直接降低农民的

生产生活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作为一种中间

投入品，由于供给的城乡分割的差异性，使得农村基础设施落

后，意味着农民进行私人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时都要付出比城市居

民更高的费用和成本，必然影响到农民的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

四、农村金融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和血液。资

金是农村发展的启动器，没有资金就没有发展的机会，农民的增

收必然受到约束。因此，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绝对

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特别是对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河北省来讲，

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通过银行融资扶持农业的政策，在发达国

家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如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度、以色列等国的家庭农场

和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所需流动资金的 ４０％ ～ ６０％是通过银行融
资获得的。

（一）农村金融制度的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推动农

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

改革。

农业银行恢复以前，农村金融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农村信

贷和农村信用社业务组成。１９７９ 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明确提
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随着人民公社体

制的瓦解，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重新恢复了名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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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不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但接受中

国农业银行的管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
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庞大的农户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交易

对象，对原有的计划信贷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变。

１９９４ 年成立了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即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期望通过该银行的建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

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中剥离出来，并继续强调农村信用社商业化

改革。根据国务院 １９９４ 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在
１９９４ 年基本完成县联社的组建工作，１９９５ 年大量组建农村信用
合作银行。不过，实际进度大大落后于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目标。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

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

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在 １９９７ 年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 １９９７ 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后，
在强调继续深化金融制度改革的同时，开始高度重视金融风险的

控制，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

断。这一阶段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农村信用合

作社的改革上，且进入 ２００３ 年以来这一政策趋势日益明显且力
度不断加大。其中包括放宽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

的限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以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资产问

题、推动并深化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工作等。

２００７ 年依托邮政企业的网络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邮政储
蓄分布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占了其总网点数的近 ６０％；另外有近
７０％的汇兑网点也分布在农村地区，但其在农村的业务是只存不
贷。但邮政储蓄通过参与银团放贷的形式，将其投入到农村基础

建设、“三农”重点工程等领域。

２００８ 年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 “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河北省出台的相关文件也提出 “支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一些合作社开始进行信用合作，部

分解决了农民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但时至今日，什么样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才是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如何规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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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信用合作？如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用合作进行引导和监管

等问题，基本上处于政策的空白状态，但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信用合作资金已经突破 １ 亿元，如何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以确
保资金安全成为农村金融制度和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农村金融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农村金融制度主要通过信用机制传导和实现，主要通过农业

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对农村的信贷业务。就目

前农村金融市场的现状而言，农业银行在农村基层服务机构大量

收缩，农村信贷市场的微观主体 （个体农户）受到金融制度的歧

视，被排除在国有商业银行支持体系之外。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

策性银行，但其只发放粮棉油收购、调销、储备贷款，对支持农

民增收来说是一种外生安排，难以发挥更大的效应。相对而言，

只有农村信用社属于农民增收的内生安排，从其根本属性上看并

不排斥农村借贷市场的微观主体 （个体农户）。结构调整和信贷

总量增长是支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两大支柱，但由

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上存在着缺失和压抑，使农村信贷结构和信

贷总量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需求间存在巨大落差，

导致金融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弱化。具体来讲，当前的农村金

融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政府对农村金融的严格管制限制了农村金融的发展
政府对金融体系 （包括对银行、证券、保险等）的垄断，特

别是对银行系统的垄断，使得政府越来越依靠信贷资金调控宏观

经济。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
加，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对发展农村经济以及提高农民收入起到

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加强对农业生产专项资金与支农贷款的管

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业银行应运而生。中国农业银行

作为专业性政策银行，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１９７９ 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

干问题的决定》专门就支农贷款列为一条。《决定》指出：国家

要有计划地发放专项长期低息或微息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

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 １９８４ 年农村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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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明确规定：信用社要进行改革，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

融组织，在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接受农业银行的领导、监督下独

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农村存款要优先用于农村，多存可以多

贷。在保证农业贷款需要的前提下，可以经营农村工商信贷业

务。贷款利率可以浮动。中央关于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中国农

业银行的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支农

资金保障体系，这对于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５ 年间中国农业的顺利发展和农
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资本作为一

种短缺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满足快速发展的

要求，需要优先发展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在金融政策上

国家允许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可以采用比官方利率高

１０％ ～５０％的利率，使大量的资金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工业
和第三产业，农村经济和农民获得金融支持变得越来越难。上世

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信贷额高速增长，２００３ 年全国金融信
贷总额是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１ ６３ 倍，而农村信贷则增长缓慢，２００３ 年
仅为 １９９０ 年的 ４ ７４ 倍。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对农村
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制，包括金融信贷实行配额制，金融

信贷资金倾向于城市和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这些政策和管制限

制了金融资金向农村流动，使农民难以根据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

置，优化产业结构。

总体上说，上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之前的政策趋势是以放松
管制为主，包括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扩大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放开除粮食和棉花以外的绝大多数农

产品的价格等。与此相适应的是引导金融信贷资金流向农村，实

现了农业和非农产业以及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而从 ８０ 年代末
开始，政府放松管制的趋势开始有所改变，进入 ９０ 年代后，政
府管制的力度甚至还有所强化。近年来，在国家资金供应非常充

裕的情况下，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

势。在各项贷款总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１９９０ 年农村金融信贷占全国
信贷的比重为 １７ ５％；１９９７ 年低于 １０％；２０００ 年则降至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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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点，仅为 ４ ８％。
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力度还存在明显不足，虽然各级政

府一再强调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财税支持

力度较弱，金融机构投入到农村的信贷资金在营业税、所得税标

准上与投入城市的资金相同，没有体现出农村金融支持的倾斜

性，加剧了农村资金加快外流的趋势。

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对农村民间自发形成的金融组织一直

持保守、乃至反对态度。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以维持金融秩

序、防范金融风险的名义，政府数次对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整顿和

清理。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政府考虑
的首要目标，１９９９ 年决定全国统一关闭从 １９８６ 年开始建立的农
村合作基金会，这不仅减少了农村资金的供给，也制约了县域中

小型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农民收入。

２ 农村金融信贷资金非农化趋势加剧
目前，河北省大部分农村的资金并不像表现出来的一样匮

乏。勤劳朴实的河北农民省吃俭用把有限资金大部分都以储蓄或

者保留现金的形式存放起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末，河北省农村信
用社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５０１９ 亿元，存款规模稳居省内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之首。调研中发现，河北省某著名的贫困县农村储蓄存

款余额 ２０１２ 年末高达 ６０ 亿，一个地处经济并不发达地区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在短时间内信用合作资金规模超过 １ 个亿，这都说明
河北农村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缺钱，只是这些钱通过银行流出农

村，补贴了富人，而作为 “资金洼地”的农村却陷入资金匮乏的

窘境。针对农村高储蓄率、低贷款率、资金净流出的现象，林毅

夫先生认为，“穷人把钱存入银行，实际上是补贴富人。农村金

融机构实际的运作并未完全按照定位开展业务，它们的目标是赚

钱。穷人把钱存入银行，供给富人开发商品来赚取他们的钱。为

了孩子将来的学习和家人的看病以及住房等问题，穷人除了把钱

存银行，很难找到更好的投资增值的渠道。”①

之所以造成农村资金外流导致的非农化问题，主要原因在于

① 谭浩俊：穷人钱存银行补贴富人又傻又可怜，新华网，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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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大量农村中小企业，

农户与中小企业对金融需求一般具有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的

特点，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发放权过于集中，制约了基层

行放贷的灵活性和时效性；农民拥有的两大财富 （住房和承包经

营的土地）均不能抵押，使农民缺乏贷款抵押品，难以保证银行

资金的安全性与获利性。从现有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农业银行自

身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国有主体的贷款

偏好等，主观上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意下大工夫了解农户的

相关信息，对于农户的贷款需求存在着消极的情绪。而且由于农

村地区的特点和农业的弱质性，使得农业银行的金融运作需要支

付高昂的信息成本和运营成本，以及无处不在的风险，从而导致

农业银行在农村的存远大于贷。邮政储蓄在农村是只存不贷，成

为最为典型的农村资金 “抽水机”。在农村合作基金会遭到取缔

之后，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出于自身的稳

健经营要求，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不愿意与农民发生借贷关

系，担心农民无法按时还款，影响信用社的信贷资金安全，加大

经营风险，从而形成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 “惜贷”或 “慎

贷”现象。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的贷存比不断降低，存贷

差逐渐增大，在农村吸纳的大部分资金流入大中城市的企业，县

和县以下的企业、经济组织和农民得到的贷款比重相当小。

农村金融信贷资金非农化的结果，就是一些农民和乡镇企业

即使有好项目，但无法获得农村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只能望而

兴叹。这样，越是迫切需要资金者越得不到贷款，越得不到贷款

就越阻碍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形成恶性循环。目前，农

民贷款一般要以自己或他人的存单作为质押，如果是农民自己的

存单，存款利息远低于贷款利息，又何必贷款？如果是他人存

单，还不如私人借贷更为便利，这对农民的贷款本身就是制度安

排上的不合理。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资金供给能力越

弱，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的创新能力也越差，金融风险防范的措

施更加严格，手段更加极端。当前农村金融制度下形成的压抑状

况，从深层次看，是农村金融机构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农村金

融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管理知识和能力尚不能适应现代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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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要求，且对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变化无所适从而发生的知识与能力恐慌，这种恐慌进一步加剧

了制度压抑的强度。由此可见，农村金融对农民的支持效果不理

想，并不主要是农村金融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制度

安排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农民获得信贷支持，致使农

民借贷困难，制约着其收入的增长。

３ 农村金融制度抑制导致民间借贷活跃
农户并非不愿向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而是这些正规

金融机构的低利率政策造成金融压抑效应，而且贷款程序复杂，

透明度又低，加之农民自身积累较少，而土地、宅基地和房屋作

为其主要财产由于受抵押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抵押，造成农户贷款

担保能力不足，往往贷不了款，而相互担保又受银行苛刻的信贷

条件所限制，使农民望而止步。由于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很难得

到贷款，却又不得不贷款，只好依靠民间借贷，从而刺激了民间

借贷的活跃。例如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至 ９０ 年代出现的农村合
作基金会，由于属于非官方性质，因而不受正规金融机构的各种

管制，一度成为向农户提供贷款的最活跃的自发性合作金融组

织，非正规金融组织 （半公开状态的以农村基金会为代表）由于

一开始就不具备法律地位、管理不够规范，发展过快出现了一些

问题，在 ９０ 年代被取缔。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其他民间金融
（包括私人钱庄、高利贷等），在一些农村地区发展十分迅速，但

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和管理制度，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我们应

该看到，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出现正是政府对农村金融抑制的

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的供需矛

盾，确实为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

用，有利于缓解正规金融利率管制造成的金融压抑，但借款者却

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利息，提高了农民的融资成本，从而制约了农

民收入的增长。

４ 农村金融环境建设相对滞后
农村信贷环境较差。市场意识、信用意识相对淡薄，资信程

度良莠不齐，农村金融机构信用评价体系不健全，农民担保难、

贷款难问题十分突出。对广大农户和农村个体工商户的资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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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全面、系统的个人信用档案，无法对农

户贷款进行有效评价和连续监控；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担

保制度缺乏，相当部分的农民贷款需求由于不符合现有贷款条

件，无法获得贷款。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资金

主要来源于财政无偿拨款和有偿贷款，由于财政拨付资金有限，

且常常不能按时到位，农业发展银行不得不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

金融债券和向中央银行借款来筹集资金，使筹资成本上升，与农

业发展银行的优惠贷款形成了巨大的利差缺口，使农业发展银行

的政策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各商业银行缺乏支农动力，四家大

型商业银行的网点陆续从县域撤出，从业人员也在逐渐精简，部

分农村金融机构也将信贷业务由农村转向城市，致使部分农村地

区出现了金融服务空白。股份制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门槛”

较高，邮政储蓄分流，使农村金融资源更加稀缺，农村信贷供给

主要依靠农信社。与此同时，农村存款市场竞争的却十分激烈，

使得农村资金非农化趋势难以得到根本抑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

行虽然不断地进入，但网点基本布置在中心城区，服务对象以城

市及大中型企业客户为主，基本不会涉足农村。由此导致大量的

农村存款资金流向城市及大型企事业单位，而农户对资金的需求

却在不断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与农村资金需求不断扩张

间存在着突出矛盾。

农业保险发展不足。农业保险应该成为农民稳定增收的重要

保障，但目前农业保险费用偏高，商业性农业保险呈萎缩态势。

政策性农业保险处于起步阶段，由于不熟悉市场环境和不确定性

风险因素等，难免产生一定时期内的资源错配现象。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６
年，河北省农业保险陷入了全面亏损的境地，保险公司逐步缩小

经营规模，险种由原来的 ６０ 多个减少到 ２００６ 的 １０ 余个。保险费
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３８６６ ７ 万元下降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０９ ３ 万元，而且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保费一直在很低的水平徘徊①。

① 曹晶晶：河北省农业保险供给问题研究，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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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提高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我国连续 １０ 年出台解决 “三农”问题的 “１
号文件”，显示出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解决 “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 “中国梦”的关键

环节。河北省深入开展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驱动、科学

发展”大讨论活动，全力打好 “四大攻坚战”，推进城镇化、工

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将加快全省经济社会科

学发展步伐，为农民增收提供广阔空间，做好新时期的河北省农

民增收工作大有可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因素和

外在因素均面临着新的挑战，原有的增收途径受到很大制约，增

收的难度越来越大。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应认真思考，寻求新的

发展思路。河北省农民收入问题的解决，主要从农业、非农业就

业和制度创新三个个主要方面入手：第一，由于农业生产增产对

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小，而且农产品价格也不会有大的提高，这就

必须从农产品的质量上做文章，依靠优质优价，提高农民来自农

业的收入。第二，依靠农村的城镇化，一方面，带动乡镇企业向

城镇集中，通过关联产业的乘数效应，扩大乡镇企业的就业人

数；另一方面，通过人口的积聚，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促进农

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就业领域，增加非农业就业人口，提高

农民来自非农业的收入。第三，依靠制度创新，深入开展 “两个

环境建设”，破除束缚农村发展各种制度藩篱，为农村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增添动力和活力。

一、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要对河北省收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就必须在发展战略

上实现根本转变。随着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特别是粮食 “九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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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多数农产品供给状况由短缺变为有余，由卖方市场转向

买方市场，结构性需求矛盾日益加剧。一方面，说明农业内部结

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农村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农

产品供给充裕，使农业结构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进行调整成

为可能。与此同时，适销对路的优质农产品供不应求，相对短

缺；大量 “洋大豆”、“洋菜”、“洋果”、“洋米”、“洋面”、“洋

肉”涌入国内市场，形成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重大冲击和严峻挑

战。一边是低质大宗农产品的过剩，另一边是优质农产品的供不

应求，这就为今后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根据市场需求，从实

际出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在稳定

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发展具有特色的 “明、优、稀、特、新”农

产品生产，重点提高农产品质量，实施优质农产品战略，既是市

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途径。

（一）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要充分发挥河北省环京津、沿渤海的区位优势和地形地貌多

样的地理环境优势，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在特色上做文章，

在优质上下功夫，在高效上找出路，变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通

过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层次，实现优质优价，增加农民收入。

１ 推进骨干优势品种区域布局调整
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大力推进河北省骨干优

势品种区域布局调整，实施差别化扶持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向优

势农产品生产和优势产区集中，逐步形成区域特色突出、产业优

势明显、龙头实力强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生产产业

带，以聚集效应提升农产品竞争力。重点建设京广、京山沿线优

质专用小麦产业带；京广、京山、京九沿线优质专用玉米产业

带；冀中、冀东和大城市周边奶牛产业带；运东和坝上肉羊产业

带；冀中、冀东、冀南蔬菜产业带；昌黎和桑洋谷地酒葡萄产业

带；环渤海优势水产品产业带，使优势农产品的优势产区在标准

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实现突破，带

动全省农业生产力布局调整。

在优化区域结构方面，沿海地区农业目前正处在结构升级阶

段，在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生产上的比较劣势日益明显，而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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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作物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大的比

较优势。冀中南地区在粮食、畜牧业生产上具有优势，而在高附

加值农产品上受资金技术和市场的限制仍然处于劣势。冀北地区

在畜牧、错季菜生产上优势明显。因此，要强化农业区域合理布

局，在区域间建立平等互利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充分发挥各地的

比较优势。

２ 做大做强农业重点产业
河北省畜牧、蔬菜、果品三大支柱产业占全省农业的份额在

７０％左右，要下大力气将其做大做强。蔬菜果品生产的重点在于
提质增效，通过改善品质，提高产品竞争力，实现优质优价；畜

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牧结合，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注意优先

发展饲料报酬率和蛋白质转化率高的禽类及草食牲畜；种植业要

实现由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 “粮食作物—饲料作

物—经济作物”三元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饲料作物的独立化，

提高种植业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以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

化”为原则，大力推广 “猪 （牛、鸡等）—沼—菜”、稻田养

蟹、果园养鸡等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业内部和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间的生产循环，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在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基础上，通过测土施肥、节水灌溉

等措施，减少生产成本的投入，通过加强田间管理、选用优良品

种等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实现粮食生产的节本增效。

３ 优化农产品的品种与品质结构
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针对不同的品

种，采取不同的策略，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结构调整的落脚点。

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主要是品种改良和提高质量，要在供给总

量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农作物产品，以及畜产品、水产

品等，应在生产、加工、销售、包装、储运等各个环节改进，同

技术应用和开发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还要多发展一些市场前景

好的名特优稀产品、反季节性食品。同时，对各种产品分成不同

的质量等级，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不断拓展农业的功能，

大力发展园艺花卉、特种养殖、生态旅游、观光休闲、中药材等

特色农业，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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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和专业乡镇，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二）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应用

只有依靠科技，才能摆脱资源的约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

源利用率，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技术保障。河北省应以主导产业

为重点，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水平。

１ 不断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

研投入体系，不断拓宽支农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

体制，形成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各级农业科技研究部门要深刻

认识到当前农产品结构短缺、总量剩余的变化，调整科研任务和

研究方向，开发和加强农业高新技术、优质高效农产品及其相关

技术的科研攻关，重点放在畜牧、蔬菜、果品、粮食等主导产业

上，尽快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以

“优质、高效、高产、安全、生态”为重心，针对新品种培育、

配套栽培和饲养技术、农产品加工、包装、市场消费和流通等农

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开展多领域、多学科的科技攻关。加强农业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在农作物、畜禽、水产的优质、专门化新

品种选育上力争有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加强优质加工原料品种、

饲料作物新品种的选育；要做好配套的栽培、饲养、养殖等相关

的产业化生产和经营配套技术研究和开发工作，加快动植物疫病

防控、节约资源和防治污染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在继续重视产中研究的基础上，要重点围绕产前、产后等相

关技术的研究；加强优质品种资源的鉴定、创新和引进，尽可能

多地提供优质素材。

２ 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当代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中投资少、收益大的重要

因素。河北农村人口多，土地不足，资本缺乏，资源配置不均

衡，要依靠农业实现农民增收，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由于

农业科技一般无专利制度，其转化比工业技术成本要低。因此，

加强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既是可行的又是十分必要的。要以推

广现有技术为重点，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建设，积极探索对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服务实行分类管理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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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善农技推广的社会化服务机制。由过去传统的技术示范与

行政干预相结合的推广模式，向 “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

从农民需要出发，以效益为目标，开展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

务方面转变。服务的对象不能仅局限于农民，而且要拓展到农产

品加工、贮藏、运输等龙头企业。深入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

扩大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

和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服务。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

的积极性，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普及优良品种，推广生

产、加工、储藏、保鲜等方面的先进适用技术。

（三）积极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要实现河北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转变，提高农业的获

利能力和竞争力水平，必须加速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

业生产的规模化水平。

１ 培育发展家庭农场
随着河北省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先进技术的快

速普及，发展规模农业的条件日趋成熟，发展家庭农场已是大势

所趋。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经营主体不仅可以扩大农业经营规

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而且也保证了 “农地农有、

农地农用”，避免了农地 “非农化”倾向，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

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符合我国特色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据农业部一项调查显示，现阶段种粮户的经营规模达到百亩以上

时，土地利用率会提高 １０％以上，经济效益会提高 ２５％以上。
近年来，农业部确定了 ６０００ 多个家庭农场，上海松江、湖

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摸索出发展 “家庭

农场”的宝贵经验。但是，对于河北省而言，家庭农场毕竟刚刚

起步，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务之

急是做好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础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

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相关部门应根据河北省农业发展实

际，尽快出台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明确注册登记管理办法以及经

营的范围。家庭农场的规模要适度，要与家庭 “自耕农”这个定

位相适应，要与农场主经营能力、农业的生产率和机械化率等基

本因素相匹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将家庭农场定义为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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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作物达到 ３０ 公顷以上，旱田作物达到 ５０ 公顷以上，经农业部
门认定并工商注册的农业生产经济组织”，直接赋予其法律地位。

安徽省宿州市是家庭农场先行试点之一，出台了 《宿州市家庭农

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对不同产业的大型、中型、小型家庭农

场设定了标准，对家庭农场认定程序进行了规范。并对认定批准

的家庭农场，实行动态管理，两年审定一次。对出现违纪违法行

为的家庭农场，撤销其资格，收回资格证书。

一般而言，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主要是种植和养殖，这两种

经营方式都存在一定风险和压力。因此，应该借鉴上海松江、湖

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在培育家庭农场方

面的经验，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

策。如武汉市 ２００９ 年开始家庭农场试点，至 ２０１２ 年底认定了
１６７ 家，每个家庭农场给予 ３ ～ ５ 万元资金扶持，购买农机具可享
受 ３０％补贴。吉林延边州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在全州范围内探索
“家庭农场”模式，农村种田大户、城乡法人或自然人，通过承

租农民自愿流转的承包田创办家庭农场。为确保家庭农场风险最

小化，政府实施了七项扶持政策：一是贷款贴息，专业农场贷款

的利息由政府补贴 ６０％，州和县市政府各承担 ３０％；二是享受各
项国家农业财政补贴政策；三是在原一次性 ３ 台套农机具购置补
贴标准基础上，扩大到可以一次性享受 ５ 台套农机具购置补贴；
四是设立专业农场专项保险，提高农作物保险额度；五是捆绑使

用政策性支农资金；六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七是在仓库、晾晒

场、农机具库房等生产经营用临时建筑物上给予土地政策支持。

２ 引导农民合作社规范运行
虽然近年来河北省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增长迅速，但真正能实

现农民间 “互助合作”的合作社少之又少，规范发展的合作社更

为稀少。而发达国家提高农民收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通过提

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的利益。２０１３ 年中央和
河北省 １ 号文件均提出，要加快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而且要由专
业向综合发展，在发展的基础加以规范。河北省要高度重视农民

合作社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对合作社的发展予以多方面

的政策扶持和帮助。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采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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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股份制和合同制等形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

以农民合作社为龙头，依靠 “小规模、大群体”，提高农民组织

化程度，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

要加强对合作社的监督检查。检查的重点除监督合作社是否

存在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所列的违法行为外，还应

包括合作社经营是否正常、盈利亏损情况等，对从事食品、农资

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按重点行业进行特殊监管。通过定期检

查，规范合作社经营行为，对一般违法行为，在责令改正的同

时，尽量采取提示、提醒、建议、告诫等行政指导手段；对在监

管中发现的问题，情节严重的，要吊销营业执照，指导农民合作

社规范经营，促进其健康发展。

加强对信用合作融资的行为的监管。建议由省金融办、省委

农工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出台 《河北省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管理

办法》，明确界定哪些合作社可以开展信用合作、如何开展、如

何保障资金安全等问题。建议由省供销社或其他社会机构成立河

北省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在各设区市成立分支机构，在各县成立

办事处，实现对农民合作社的统领，加强对信用合作资金的监

管，防止非法集资。引导农民合作社实现 “信用合作、供销合

作、生产合作”三位一体发展，为信用合作资金找到 “出口”。

３ 引导龙头企业集群式发展
龙头企业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农业产业基础，有农业产业基础

才能形成带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有产业集群才能做大做强龙

头企业。

第一，开展跨区域发展。鼓励已具规模的龙头企业以扩建基

地、兼并重组等方式开展跨区域发展，不断壮大经营规模和整体

实力。龙头企业要加强与国内、国际知名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大

力引进国内外龙头企业。大力扶持龙头企业通过品牌嫁接、资本

运作、兼并收购、参股联合、产业延伸等方式进行联合重组，选

择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经营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龙头企业，

集中财力予以重点扶持，着力培育一批产业关联度大、辐射带动

能力强的大型龙头企业，提高河北省龙头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第二，延伸产业链条。要通盘考虑全省农业、农村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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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调整的需要，紧密结合全省农业发展的实际，主要以乳品、肉

类、粮油、果品和蔬菜五大产业为重点，通过加快技术改造和技

术创新步伐，培育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带动力

强的现代化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做大做长做强产业链条。鼓励

龙头企业改善农产品储藏、运输、配送及冷链设施，扩大农产品

市场半径。支持龙头企业在大中城市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城

镇开设超市专卖区、连锁店、直营店、配送中心等，积极发展农

产品网上交易，实现农超对接、直营直供和网络直销。指导农业

经营主体兴办农产品加工、贮藏和物流等服务业，支持信息化、

品牌化建设，加快提升其生产经营水平和辐射带动能力。

第三，推动产业聚集发展。利用经济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建

设农产品加工集中区或农产品加工功能区，建设农业技术研发与

推广、农产品认证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引导龙头企业入驻，加

强区域内龙头企业间的分工和协作，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在重点

领域内构建产业关联密切、空间上高度集中并有机结合的产业

集群。

第四，提供全产业链的综合性服务。加强龙头企业与科研院

所、推广机构、农户及相关企业紧密合作，组建涵盖科研、种

养、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全产业链的社会化协作体系，提高

河北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通过创立市场良好品牌形象，提升

产品知名度，并以知名度来开拓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河

北省农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四）完善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

进入 ９０ 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素质较低、分散经营、规模狭小的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

盾，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与农业比较利益低的矛盾日益突出，

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的商品率还较低，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

加，制约农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所面

临的矛盾，改变农业比较利益低的状况，增强农业自我发展能

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就要推进农业产

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根本目的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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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更顺利地走向市场，其实质是让农民获利，即农民不仅要

获得生产环节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

利润。这就要求必须建立能够让农民得利的保障机制。实践证

明，保障农民得利的有效途径，是用合作制的办法引导企业和农

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建立经济利益共同体可以是多样化的，

既可以鼓励、支持农民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联

合起来兴办合作制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也可以积极探索农

民用土地使用权、产品、设备、技术、资金等要素入股，在龙头

企业中拥有股份，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参与企业经

营管理监督。龙头企业与农户间不仅有严格的经济约束，而且作

为共同的出资者组成新的企业主体，形成了 “资金共筹、利益均

沾、积累共有、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构建稳定的产销

协作关系和购销关系。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建立风险保障基金，以

保护价收购原料，签订合同，从法律上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按农户出售农产品的数量返还利润等方式，把企业与农户真正连

接起来，使农业产业化经营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大力发展 “公司 ＋农民合作社 ＋农户”“公司 ＋协会 ＋农户”
等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使农民合作社和协会成为沟通龙头

企业和农户的桥梁，提升双方的相互约束能力，促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的健康发展。鼓励农村经营大户、推广机构、加工企业等在

生产服务、产品流通、储藏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创办农民合作

社，重视发展蔬菜、果品和畜牧业等特色主导产业流通组织。规

范专业合作组织市场行为，完善运作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加强

农产品行业协会建设，加快改组、改造步伐，增强行业自律能

力，提高行业服务和管理水平。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扩大

规模，完善功能，使之逐步成为农产品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

和交易中心。大力发展专业大户和农民经纪人，鼓励农村能人、

专业大户从事农产品流通服务，通过产加销一体化与农民结成利

益共同体，使之成为农副产品流通的重要生力军。通过发展农

民、合作社、龙头企业、行业协会 “四位一体”的产业化经营形

式，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将分散的农业生产整合起来，将产

加销结合起来，强化高效农业规模化生产方式，提高农民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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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民增收。

（五）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通过进一步探索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实现土地的流动性

和可转让性，实现农用地在农业内部、农民之间的依法、自愿、

有偿转让，使耕地资源向种田大户集中，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

不断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程度，保障农

民收入稳定增加。

１ 开展承包地互换
近年来，随着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条件改善，地力差异逐

步缩小，一些地方特别是平原地区，农民群众通过互换改善耕作

条件的愿望日益增强。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在坚持 “原有分地人

口不变、原有耕地面积不变”的原则下，应当把开展承包地互换

作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予以正确引导和积极扶持。

认真总结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明确开展承包地互换的基本原

则和操作办法，指导有条件的地方在农民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础

上稳步开展互换。鼓励各地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组织开展承包

地互换成效明显的县、乡、村进行 “以奖代补”，以发挥政策的

引导作用。通过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

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项目挂钩，引导农民自愿开展承包地互换，

完善田间配套设施，提高耕地质量，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

２ 设立村级土地流转平台
一般情况下，村民不愿和龙头企业或专业大户个人打交道，

怕吃亏；而龙头企业或专业大户也同样不愿意和一家一户村民谈

价格，谈判成本太高。只有发挥政府的协调和担保作用，才能促

成土地大规模高效率地流转。因此，设立村级土地流转平台，进

行土地规范流转，愿意流转的村民签订流转协议后将土地交给

村，村里将集中起来的土地转包给龙头企业或专业大户，以缓解

土地流转矛盾。

３ 出台土地流转奖励政策
土地流转价格过低会损伤农户利益，让他们宁可粗放经营也

不愿流转；价格过高则让希望流转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望而

却步。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政府引导，甚至直接补贴，可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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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流转速度，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主体的迅猛发展，提高

农业的规模效益。如河北省鹿泉市就对流转 １００ 亩以上的大户，
按每亩 １００ 元给予一次性补助，效果很好。
４ 适当放宽附属设施用地规模限制
切实落实河北省委省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１ 号文件中关于家庭农场附

属设施用地政策，对粮食等农产品晾晒储存场所，适当放宽附属

设施用地规模限制。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允许家庭农场按

规定建设生产管理用房，不再要求 “占一补一”，不计入耕地减

少考核。

（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必须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这是一

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还存在诸多问题，

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１ 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防洪排涝等大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保障区域性居民安

全，而且对保障全局性安全至关重要，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是具有长期效益性的公益事业。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以加强防

洪控制性枢纽工程、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骨干堤防和

河道治理，加强蓄滞洪区安全建设等。在搞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的同时，不断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充分利用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大幅度增加的有利时机，加快大中型

灌区末级渠系改造和小型排涝设施建设；以雨水集蓄为重点，兴

建山区小型抗旱水源工程；加快发展节水灌溉，继续把大型灌区

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作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加大大型排

涝泵站技术改造力度，配套建设田间工程。大力推广节水技术，

引导农民积极采用节水设备和技术，切实抓好以小型灌区节水

改造。

２ 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拓展气象为农业服务的领域。改变现有的、传统的气象

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和服务项目，积极向为农业发展提供农业气

候区划、农业气候资源评价、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各类专项

服务拓展，以实现在稳定粮食生产供给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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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目标。

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气象防灾减灾体系。气象科技对农业生

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要建设河北农业和生态气象监测服务工

程、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服务保障工程，对严重干旱、暴雨洪涝、

寒潮等重大灾害性天气进行预报和预警；加强农村公共气象服

务，推进公共气象服务进村进户；完善农村气象信息传播手段，

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渠道，扩大气象信息的覆盖面；

抓紧建立农村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在农村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中，注意人工影响天气的作用，提高防灾减灾的能力。

构建农村公共气象服务体系。针对农村中小尺度天气现象监

测、气象灾情等的遗漏，预报信息特别是重大灾害性天气预报信

息传播的及时性和覆盖面的不足，公众气象服务信息反馈的缺失

等情况，在广大乡村构建公共气象服务社会化综合管理体系。每

个村都要配备一名以上专兼职公共气象服务责任人，承担维护加

密气象站、收集农经信息、气象灾害上报和气象知识普及等工

作，解决公共气象服务信息双向传输问题。

３ 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
农业机械化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迫切需要，是降低农业成

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实途径，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不可或缺

的基础条件。

大力推广普及新型农机具和先进适用农机化技术。切实抓好

新技术、新机具开发工作，引导农机科研、生产示范推广与农业

生产紧密结合，切实搞好各种先进适用农艺技术与农业机械化技

术的嫁接和组装配套，抓好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多种经营领

域的技术创新，加速科研成果的商品化进程。支持和鼓励农业机

械生产者引进先进农业机械、关键零配件和技术，引进域外资金

从事农业机械化研究、开发和经营。加快农机行业技术创新和结

构调整，积极研发节能降耗、低成本、多功能农机产品。

拓宽农机服务领域。树立大农业意识和大农机观念，继续组

织跨区作业服务，提高农机利用率。打破城乡、地区和部门界

限，将农机服务向农、林、牧、渔延伸，围绕优势粮食产业工

程、优势农产品工程农机化示范基地建设，积极探索农机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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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畜牧、渔业和林果等产业的协作发展模式，为农业机械化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进一步完善农机服务体系。发展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建立健

全农机服务体系，逐步建立起以农民为主体、农机专业户和农机

大户为骨干，县、乡、村三级农机服务组织为依托，开展农机作

业、农机供应、维修、培训、信息和技术咨询等多层次、多元化

的农机跨区服务体系，进一步增强农机服务功能，建立和维护良

好的农机发展环境，提高农机服务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开

拓农机服务市场，建设农机销售、维修和作业三大市场。尽快建

立农机信息网络，为农机服务组织、农户提供政策、市场等多方

面信息，推进农机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组织化。

积极培育发展农机大户。充分利用国家对农机具补贴政策，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投入的同时，逐年增加

省、市、县三级政府财政投入，保证农机购置补贴、保护性耕

作、机械化旱作节水等项目需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要实行倾斜

政策，扶持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服务公司。

二、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增长

前面的分析表明，非农就业的增长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是今后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为了更清楚地说

明这一点，下面从理论上进一步予以证明。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个人收入之和 Ｙ 可以表
示为：

Ｙ ＝ ＬａＩａ ＋ ＬｎＩｎ （６ １）
其中：Ｌａ和 Ｌｎ分别代表农业和非农业就业人数；Ｉａ 和 Ｉｎ 分

别代表相应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均收入。

农业所获得的总收入 ＬａＩａ 与全体消费者用于食品的支出相
等，即：

ＬａＩａ ＝（ＬａＩａ ＋ ＬｎＩｎ）μ （６ ２）
其中：μ为恩格尔系数即收入中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
从 （６ １）和 （６ ２）两式可以推导出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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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 ＝ ＬｎＬａ × Ｉｎ ×
μ
１ － μ

（６ ３）

此式表明：

（１）在恩格尔系数 μ一定时，农业劳均收入与非农业总收入
成正比，与非农业就业人数成反比；或者说，非农业就业人数与

农业就业人数之比越大，非农业就业劳均收入水平越高，则农民

的劳均收入水平就越高。这主要是因为农业人口越少，参与分配

农业总收入 （总食品支出）的人数就越少，每个人所分得的份额

就越大；非农业人口的收入越高，用于购买农产品的支出也越

大，意味着农民整体所能获得的总收入也就越高。

（２）通过农业人口收入和非农业人口收入的比例关系 Ｉａ：Ｉｎ
可以看出，要想提高这个比例，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

须增大非农业就业人数与农业就业人数之比。经验证明，随着经

济的发展，恩格尔系数不仅不会加大，反而日益减小。因此，柯

柄生 （１９９２）提出，要想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
只有加大非农业就业而减少农业就业人口这一条路可走，别无

选择。

由此可见，要提高河北省农民收入，必须实现农业劳动力的

转移，增加非农就业。

（一）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

河北省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上，基本结束了以数量扩张

为主的初级阶段，进入中期阶段的演化进程。有资料表明：农村

工业化率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强相关性，农民收入对农村工业化

的弹性系数为 ３ ３１，即农村工业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收入
将增长 ３ ３１ 个百分点。河北省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将有效带动
农村就业结构调整，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１ 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
虽然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近年有所减弱，但与其他

部门相比，其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所具有的优

势是难以替代的。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乡镇企业依然具有重要

地位。

（１）调整结构，改善布局。在乡镇企业结构的调整中，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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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地区要把重点放在巩固、提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上，

冀中南和冀北地区应以加快发展，提高质量和效益为重点。为弥

补发展资金的不足，重点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副产品加工和第

三产业；继续扶植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培养一批带动力强的骨干

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开发创新能

力，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档次；在市场机制和政府产业政策的

双重作用下形成合理的横向和纵向分工关系，改变城乡企业在产

业构成方面的严重趋同现象。

全省要充分认识到乡镇企业分散发展对其自身发展带来的不

利影响，采取发展小城镇和工业小区的途径，解决区域集中发展

的问题。总的方向是，以小城镇为依托，引导乡镇企业相对集中

发展，形成工业区。新办企业，原有企业扩建和进行重大技术改

造，建立工商业小区，都要向中小城镇靠拢，集中连片发展。对

于进入规划小区经商的农民，在地价上给予优惠，税收、金融政

策应有利于集中创办乡镇企业。

（２）理顺产权关系，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乡镇企业
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必须由经营方式的改革逐步转向产

权制度的改革，以明晰产权关系，优化组织结构，完善经营机制

为目标，引导乡镇企业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化

大生产客观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此基础上，应扶优汰劣，是

资本存量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集中。对乡镇企业积极推进

产权制度改革，从河北乡镇企业的实际出发，大胆探索集体经济

实现的多种形式。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中型乡镇企业，可以通

过增量扩股或以控股方式联合、兼并同行业企业和关联企业，组

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特别是组建强大的

企业集团，提高河北省乡镇企业集中度和分散度，发挥集团规模

优势；对于大量一般的乡村集体企业，则可采取联合、合作、合

资方式，也可以吸收企业职工、社会法人、自然人投资入股，改

变企业的资本构成，将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

业；对于小型、微利、亏损企业，可通过租赁、售卖、兼并等方

式进行要素重组，将企业改制成经营管理层和骨干人员共同所

有，或部分职工共同所有的集体企业，少数企业也可变为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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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私人企业。对于确无转机的 “零资产”和 “资不抵债”的企

业，在认真进行清产核资、清理债权和债务的基础上，按 “破产

法”的规定，实行破产处理。

２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不仅可以扩大生产

基地的规模，更重要的是提升农业产业层次。通过农产品精深加

工，纵向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横向可以延

伸比初级农产品更大的市场半径，从深层次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

村的工业化。

（１）大力推进农产品加工集群的发展。牢牢把握用工业理念
指导农业的思路，把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突破口，大力推进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发展。河北省当前农产

品加工业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资金和政

策扶持力度，在税收、土地审批、融资等各个方面给予优惠，积

极引导社会资本、工商企业和乡镇企业更多地向农产品加工业

进军。

（２）加大对农产品精深加工环节的扶持力度。加快农产品加
工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科技自主创新，促进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产

品、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由粗加工向精加工方向发展。粮油产品

突出发展专用、优质、营养、经济、方便、多样化的精深加工产

品及其制品；蔬菜园艺产品在搞好分级、整理、包装、储藏的基

础上，重点发展冻干脱水蔬菜、冷冻菜、保鲜菜和果品精深加

工；畜产品中奶业突出发展配方奶粉、液态奶、酸奶等奶制品，

加快发展干酪、奶油、干酪素等深加工产品，肉类重点发展分割

肉及其深加工制品，禽蛋类重点开发天然、保健、功能性产品，

深度开发蛋黄精粉、卵磷脂等医药、保健产品。

（二）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当前，河北省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

段，未来 ２０ 年河北省城镇化率有望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城镇化步伐加快，将会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

实现优势互补和一体化发展。城镇化的作用首先与劳动力转移相

关联，其次体现在通过非农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增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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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的重大作用，河北省在

采用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上，应采取长期政策，

以保证其持久正向效应。在协调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

系时，一定要遵循两者之间内在联系所决定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

则，制定并实行积极的 “农民收入增长先导”的城镇化发展战

略。所谓 “农民收入增长先导”，即城镇化发展的第一要务是提

高农民收入，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要着眼点积极推进城镇化进

程，这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根本目的。实施 “农民收入增长先

导”的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求我们在制定实施战略的过程中，把

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为推进河北省城镇化所

涉及的所有关系的首要关系，在指导思想、战略层面和工作布局

上高度认识正确处理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重要

性，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真正把农民收入增长放在城镇化

发展工作的首位。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绝对不能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城镇化发展的速

度和规模，要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作为城镇化发展的第一要

务，通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来带动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

具体来说，推进河北省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应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
发展小城镇是推动河北省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小城镇建设规

模要适度，注重实效，要有重点地进行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

实现有效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事实上，在近几年大量建设的

小城镇中，由于城市化起点太低，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未能使

乡镇企业分散布局带来的资源利用不佳、投资效益不高、土地浪

费严重、环境污染难以治理等诸多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目前，河

北省大部分乡镇规模很小，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０ 人的集镇较为普遍，因此
全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成本太大，而且效益低。并且在河

北省这样一个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资源较低的经

济欠发达地区，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和乡镇工业小区，造成大量

的低水平建设、重复投资及有限资源的浪费是不能容忍的。从河

北省的实际看，要把发展的重点选择在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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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上，要充分发挥好其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

的作用。当然，我们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同时并不反对发展大中城

市，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一个规模结

构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完善，空间结构相对协调的金字塔式的城

镇体系。

２ 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繁荣小城镇经济
小城镇建设要同壮大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

业化经营、移民搬迁结合起来。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全面发展

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的重要途径。要调整乡镇企业

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体制和机制创新，促

进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优化升级。要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服

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引导乡镇企业改制成股份制或股份合作

制等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要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

集、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

农村发展的能力。固定资产投资要继续支持小城镇建设，引导金

融机构按市场经济规律支持小城镇发展。

３ 深化小城镇体制改革
在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要把小城镇建设与深化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结合起来，允许农户承包的土地以转包、转让、入股、租

赁等形式，在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进行流转；鼓励一部分先富起

来的农民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的建设、管理和经

营；允许单位及集体、私营、个体企业参加小城镇住宅的开发建

设，在小城镇建设公寓式住宅，享受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等。

要改善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

制。建立开放式的户口制度，任何人无论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

还是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农村区域迁移到另

一个农村区域，以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和

要求，如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固定的住所，就应该依法给其办理

暂住户口或常住户口，并依法享受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并承担相

应的义务。

要建立多元投融资体制。打破单靠政府投资的一元投融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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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打破区域、行业和所有制界限，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企业

与农民为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投融资体制，广辟投融资

渠道。

通过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乡镇企业和农村人口的相对集

中，改变农村居民分散居住的局面，并将逐步改变农村居民的生

活方式，有利于形成对第三产业的规模需求。各地新建小城镇的

实践证明，小城镇非农产业的发展主要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

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强，对收入增加的贡献也较高，不

仅可以满足已在镇区居住的劳动力的就业需要，而且可以吸纳相

当大数量的镇区以外的劳动力就业。给农民进入小城镇创造良好

的环境，让部分富裕的农民转变成市民，通过减少农民增加市民

的办法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当河北省的

城镇化水平上升到一定水平，农民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河北省

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则指日可待。

（三）大力发展劳务品牌

劳务品牌是指一个地区外出务工人员从事某一行业 （职业、

工种），人员集中形成相当规模，具有专业技能和特色优势，在

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信誉度，则称该地区从事该行

业 （职业、工种）的外出务工者群体为劳务品牌。一个知名劳务

品牌，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更大的转移空间。目前农村剩余

劳动力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和 “资深”农民

工介绍等形式一批带一批地转移。这种 “乡土性劳动力市场”提

供的就业信息比较有限，而且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同时，由于

劳动力市场体制不完善，导致劳动力市场信息不灵、不准，许多

地方出现 “民工盲流”，严重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为改变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无序性，必须打造劳

务品牌。通过劳务品牌的带动作用，提高劳务输出质量，从而把

人口包袱变为人力优势，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劳务输

出大省四川为例，其知名劳务品牌已由 “川妹子”扩大到 “川厨

师”、“川建工”等 ５ 大品牌，大大拓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空间，有效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了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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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劳务品牌对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
劳务品牌对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３ 个

方面：

（１）劳务品牌有利于增强行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劳务品牌
具有的品牌优势，更易获得就业市场的认同和用人单位的欢迎，

其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较非劳务品牌更为优厚，必将吸引更多的

外出务工者加入劳务品牌大军，从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步伐。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劳务品牌中，进一步扩大了劳

务品牌的规模，使劳务品牌更具优势。如河南省 “长垣厨师”劳

务品牌，以 “历史悠久、厨师众多、技艺精良、服务广阔”享誉

海内外，吸引着大批长垣人加入厨师行列，使长垣名厨大师之

多，居全国之冠。

（２）劳务品牌有利于劳动力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劳务品
牌拥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培训系统，务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

质可以充分提升。如江苏省扬州 “三把刀”把餐饮美食、洗浴休

闲和美容美发相结合，统筹规划，不仅编写了一批 “三把刀”培

训教材，制定了一系列 “三把刀”行业规范与标准，而且建立了

“三把刀”培训基地，使 “三把刀”劳务品牌名扬全国。同时，

劳务品牌的同行业务工者之间形成竞争，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的

高低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竞争的成败，引导和激励着他们自

发学习和相互学习，形成劳务品牌的学习效应，劳动技能和综合

素质进一步提升，进而提升劳务品牌形象，有效加快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

（３）有利于降低劳雇双方的风险。劳务品牌会导致众多从业
者都从事相同的职业，待遇报酬和其他劳动权益都约定成俗。相

同职业的从业者集体性地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形成群体效应，

倘若出现问题，能相互照应，共同维护权益。同时，群体效应有

利于劳务输出地政府大规模地组织劳务输出，避免了务工者自发

流动的盲目性，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同时，劳务品

牌为雇佣方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劳务信息，降低了雇佣方的搜寻成

本和道德风险，刺激了雇佣方对劳务品牌劳动力的规模需求，促

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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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河北省发展劳务品牌的经验
河北作为劳务大省，发展劳务经济、扩大劳务输出是富民强

省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劳务输出由体能型向技能型、自发松散输

出向大规模有组织输出、临时性输出向长期性输出转变的过程

中，十分注重劳务品牌的培育，形成了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劳务品牌，展示了河北人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勤奋敬业的良好

形象和高尚品格。

（１）立足优势，发展特色品牌。从全省的情况来看，河北省
劳务品牌可归纳为 ４ 大特色：

第一，依托地方劳务品格特征形成劳务品牌。如邯郸魏县

“实打实”品牌、涉县的 “靠得住”品牌，体现了当地务工人员

勤劳、朴实、诚信、可靠的特征。２００７ 年魏县劳务输出总量达到
２６ 万人次，外出务工人员遍布北京、天津、江苏等 ２５ 个行政区，
４０ 多个城市，从事建筑、餐饮、制造、百货批发等行业。年劳务
总收入达到 １３ ５ 亿元，成为全国劳务输出示范县。

第二，依托专业技能特征形成劳务品牌。如 “承德服务员”、

“山庄机电工”、“顺平电子电工”、“衡水鲁班”、“衡水织女”等

具有典型的专业特征。“承德服务员”以口音纯正、朴实勤俭而

著称，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承德市累计输出服务员 ６ ４ 万人，在京津
地区和全省重点城市及其他部分城市用量大，口碑好，信誉强，

受到用人单位青睐，已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第三，依托地方文化特征形成劳务品牌。如滦南县推出的

“冀东!城新人”劳务品牌。“!城”意为走出农村，走向城市，
同时也与滦南县城名字同音，既蕴涵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思，

又涵盖了地方特征；“新人”寓指农民外出务工后拥有了新思维、

新身份、新起点、新希望。到 ２００７ 年底，滦南县已向北京、天
津、上海、大连、曹妃甸等地输出劳务 １４ ５ 万人次，创直接工
资收入 ４０ 多亿元。在京津唐秦和大连等地的外资、合资企业中，
活跃着 ２０００ 多名来自滦南县的劳务人员。这支主要由青年农民
组成的技术工人队伍，已经成为河北省滦南县劳务输出的品牌。

第四，依托组织特征形成劳务品牌。邯郸临漳县的 “民兵

连”品牌，因劳动部门与人武部门合作、成建制输出务工民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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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临漳县充分发挥民兵组织优势，利用民兵训练基地建立民

兵技能培训中心，实施 “劳武结合”，按专业对口进行分类编组，

以排、连、营形式进行劳务输出。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年，已向北京、天
津、太原等地成建制输出务工民兵 １０ 个营 １９５ 个连 ２ ９ 万人。

（２）注重培训，提升品牌价值。劳务品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务工人员的内在素质和专业技能。为了提高务工人员素质，掌握

专业技能，河北省各地确立了打造劳务品牌，以培训促输出，以

技能促就业的发展思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技能培训为重

点，围绕劳务品牌，不断强化技能培训。通过实施 “阳光工程”，

逐步形成以各级就业训练中心、职业院校等公办培训机构为主，

社会培训机构为辅，吸收教育、科技、建设、农业等部门广泛参

与的职业培训体系。并采用校企合作、定单培训等多种培训模

式，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提高了培训效果，实现了培训与就业

的衔接。

魏县的 “实打实”劳务品牌叫响全国，主要得益于该县形成

的以培训推动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就业促进机制。县农村劳

动力转移培训 “阳光工程”办公室，专门负责全县农村劳动力转

移培训，确定了 ７ 所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作为培训基地。针对
外出就业重点领域，开设了长、中、短期相结合的多种培训专

业，列出培训计划，分批组织培训，并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

一定的经济补贴。２００７ 年，培训农民工 ９３００ 人次，其中引导性
培训 ６８３０ 人次、职业技能培训 １２２０ 人次、农业科技培训 １２５０ 人
次。永年县立世中专是一所民营中职学校，作为 “阳光工程”培

训基地，从市场调查入手，着力打造 “立世电子”品牌，重点培

训电子、机电行业所需人才，逐步占领了广东、武汉、长三角等

用工市场，学员就业率达到 １００％。滦南县整合县农广校、县综
合职校及民办学校等教育资源，由县劳动就业服务局监督教学，

做到 “以需定供、订单培训、提前储备”。考虑到外企的特点，

还特别增加了法律知识、礼仪文化等方面的培训内容。

（３）规范管理，塑造品牌形象。劳务品牌作为在外就业的
“名片”，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劳务形象。为规范劳务行为，展示劳

务良好形象，邯郸等地健全外出务工人员管理机制，实施全程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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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管理。临漳县劳动部门与人武部门合作，共同打造 “民兵连”

品牌。制定了 《外出务工民兵连队管理规定》和 《外出务工民兵

守则》，规范外出务工人员行为，为每个连队配发工作箱、民兵

连连旗，外出务工民兵统一佩戴品牌标识。建立驻厂代表联系制

度，负责民兵输送、与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为民兵提供政策

及法律援助等事项，协助用工单位管理务工民兵。人武部门坚持

每月对外出民兵进行回访或信息反馈情况进行分析，及时了解在

外务工民兵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通过全程跟踪管理，建立长效的

委托式管理、教育和训练机制，避免管理上存在的 “空档”与

“盲区”。魏县创建各项机制，为品牌建设提供保障。公开向外出

务工人员承诺 “四包服务”，即：包组织培训、包送厂到岗、包

维权服务、包春运接送，对用工单位和务工人员都建立服务档

案，实行全程跟踪服务，形成了培训、输出、服务、维权 “一条

龙”的保证机制。顺平县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了 “你用人、我管

人”、“派遣到厂、服务到人”的双向服务模式。

（４）扩大宣传，拓展品牌影响。打造劳务品牌，提升品牌的
影响力，扩大宣传、营造舆论环境必不可少。一是通过先进典型

示范，弘扬品牌精神。衡水籍农民工马洪霞，苦心钻研纺织技

术，成为 “京棉集团”的技术骨干，被评为 “北京十佳外来务工

青年”“中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她所在的 “京棉集团”，破例

为她转为北京户口；阜城县的张明月，熟练地掌握了 ７ 个工种的
操作技术，在技术比武中成绩突出，被评为 “天津市劳动模

范”……这些优秀的纺织女工，凭借多年的勤奋和奉献，让 “衡

水织女”这块劳务品牌越擦越亮。荣获全国十佳生产区队长的王

计顺、全国劳动模范刘金为、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２００７ 年家政技
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郝爱莲等，成为涉县 “靠得住”劳务品牌的

代表。二是通过各种推介活动，宣传劳务品牌。组团参加劳动

部、中国就业促进会举办的全国劳务品牌展示交流会，推介劳务

品牌。２００７ 年，魏县的 “实打实”、永年的 “立世电子”等，被

中国就业促进会推荐为 “全国劳务品牌展示交流大会优秀劳务品

牌”。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天津成功举办中国·涉县 “靠得住”

人力资源品牌信息发布会，扩大了河北劳务品牌的影响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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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品牌好比一张张 “名片”，成为冀籍务工人员闯四方的 “通

行证”。伴随着劳务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为劳务品牌内的务工者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空间和发展机会，为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提

供了广阔的平台。

３ 做大做强河北劳务品牌
劳务品牌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整体情况看，河北省劳务品牌建设还比

较落后，知名的劳务品牌不多，规模化程度较低，品牌的宣传和

保护意识不强等。同其他商品品牌一样，劳务品牌具有丰富的内

涵，既是劳务的标识，也是劳务质量和规模的象征。为此，河北

省劳务品牌要做大做强，不仅要借鉴已有的经验，还要在提高劳

务质量、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和扩大劳务品牌的影响力等方面下

工夫。

（１）加大打造劳务品牌的力度。劳务品牌是劳务经济的优
势，是劳务市场的拳头产品，各地要把打造劳务品牌作为推动劳

务输出向质量型、规模型转变的重要工作来抓。河北各地就业部

门应积极开展调研，培育并逐步创建有地方特色的劳务输出品牌

项目，并将一批培训效果佳、就业前景好的培训专业发展为新的

劳务品牌，打造一批市场认可、在全国都有较高知名度的劳务品

牌。同时，要加大现有劳务品牌的整合力度。经过多年的培育，

河北省拥有了 “河北省十大劳务品牌”，各市县也形成了多个具

有地方特色的劳务品牌，劳务品牌效应初见成效。但与其他先进

省份相比，河北省的劳务品牌多而散、市场规模小、影响力较

弱，尚处于劳务品牌发展的初始阶段。随着劳务市场的发展，劳

务市场逐步向专业化、区域化方向发展，劳务市场竞争越来越激

烈。因此，应该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认真审视自身优

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整合处于分散状态的劳务品牌，集中优

势资源，重点培育具有市场发展潜力、代表地方特色、具备一定

规模的劳务品牌，进一步做大做强劳务品牌，真正形成像四川

“川妹子”、菲律宾 “女佣”等在全国乃至全球劳务市场叫得响的

劳务品牌。

（２）完善劳务品牌培训机制。提高劳务品牌的竞争力，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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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劳务品牌的培训机制，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质量。

要逐步形成以各级就业训练中心、职业院校等公办培训机构为

主，社会培训机构为辅，吸收教育、科技、建设、农业等部门广

泛参与的职业培训体系，构建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需求的培训体

系；要积极整合地方资源，促进技能培训与农民群众需求相结

合、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技能培训与输转就业相结合、

技能培训与本地资源相结合；要加强法律知识和就业指导培训，

提高农民工法律常识、社会公德、择业观念、竞争意识、安全生

产等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使劳务输出由纯体力型向职业技能型

转变。

（３）扩大劳务品牌的影响力。河北省的特色劳务品牌虽然已
经小有名气，但这些品牌的知名度仅限于较小的区域，没有形成

国家级、世界级的劳务品牌。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劳务品牌，必须

扩大劳务品牌的影响力。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各种途

径，加强劳务宣传，进行劳务推介。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

网络等新闻媒体，对外大力宣传推介劳务品牌，努力营造培育劳

务品牌的舆论氛围；抓住招商洽谈会、项目衔接会、座谈联谊会

等机会，加大劳务品牌的对外宣传和推介力度；点面结合，对外

出务工的典型事迹进行专题报道，弘扬劳务品牌精神，树立劳务

品牌形象，进而提升河北省劳务品牌的影响力。同时，输出地政

府应加强对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培训机构甚至企业的引导，支

持、鼓励它们参与劳务品牌建设。

（４）提升劳务品牌的文化含量。质量是品牌的 “硬要素”，

而文化则是品牌的 “软要素”。商品的市场竞争，不仅是质量的

竞争，也是文化的竞争。劳务品牌应既体现劳务的专业特征，也

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因此，做大做强劳务品牌，必须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注重提升品牌的文化内涵。只有汲取本地文化营养，

将燕赵优秀文化渗透到劳务品牌中，将河北精神延伸到劳务品牌

中，形成独具特色、蕴涵丰富文化内涵的劳务品牌，真正成为代

表河北形象的地方名片，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５）完善政府服务体系。打造劳务品牌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一系列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一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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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就业网络体系。建立以乡、村劳务服务站为端点、县劳务办为

中枢、驻外办事处为终点的 “三位一体”、覆盖全国的劳务输出

服务网络，广泛收集、及时发布劳务信息。充分发挥各级、各部

门、各类培训机构的作用，提升外出人员的综合素质，为劳务品

牌提供技术与精神支撑。二是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联合劳动、农

业、民政、公安、计生等部门，实行全程跟踪服务，形成培训、

输出、服务、维权 “一条龙”的服务体系。三是健全管理机制。

健全组织领导考核机制、政策支持机制，形成党政齐抓共管、各

部门协调联动的合力，推动劳务品牌建设，促进劳务经济健康发

展，从而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四）积极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从 ２００８ 年以来，河北省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
将在外打工学到的技术、管理及积累的资金用于在家乡创业，带

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创造了非农就业机会，带动了当地农民收入

的提高。要加快农民工返乡创业步伐，除了各级部门高度重视之

外，还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１ 拓宽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渠道
各级政府应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引导各类金

融机构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信贷支持，为维持企业生产和再

生产输送 “资金血液”，并通过吸收社会资金，建立 “农民工回

乡创业担保基金”，落实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多种渠道为农民

工返乡创业获取贷款提供方便。

（１）切实强化农民工返乡创业金融宣传。各金融机构充分利
用春节及农忙时节等农民工集中返乡的时机，有针对性地开展金

融政策、金融知识宣传，通过改进宣传方式，充分利用电视、电

台、报刊、网络等载体，以典型案例、集中讲座等方式使农民工

掌握返乡创业金融知识、金融政策，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顺利获得

金融资金创造有利条件。

（２）创新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方式。金融机构应加强调
研，为农民工返乡创业 “量身定做”特色金融产品，提供灵活多

样的信贷服务，满足返乡创业农民工资金需求的多样性，解决创

业资金短缺问题。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尽快设立农村金融网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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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策性金融的扶持，向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适当额度、长期低

息、覆盖面广的贷款，切实解决贷款难问题。各类金融机构应开

通返乡创业农民工小额贷款 “绿色通道”，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信

贷担保，通过地方财政补贴利息差额等信贷补贴方式，协同金融

机构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使返乡创业农民工

能够及时获得信贷支持。

２ 优化返乡创业环境，为返乡创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为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

积极出台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从资

金、技术、场地、管理等全方位支持，提供高效、透明、依法的

行政服务环境，帮助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和困难，吸引和扶持农民

工返乡创业。

（１）制定优惠政策，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于发展前景
良好，能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

科技效能型返乡创业企业，政府要提供资源使用优惠政策，在用

地、用水和用电等问题上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将村庄整治

置换出的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也可将闲置土

地、闲置厂房、荒山、荒滩等场地通过租赁、承包等合法方式优

先低价用于返乡创业，其中差价部分由地方财政予以贴补。在税

收方面，政府必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对于发展潜力大的农民工

返乡创业项目，要在起步阶段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实施一定

期限的税收减免政策，等企业发展到有承担税负的能力时，再按

国家标准对其进行税收征缴。同时，为不断增强小城镇的创业项

目承载能力，减轻返乡创业者的额外投资压力，国家和各级地方

政府要突出抓好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

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需要专门规划建设

创业园、创业基地、创业一条街等，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集

中经营、聚集发展。

（２）大力发展适应返乡农民工特点的创业服务体系。鼓励与
返乡农民工创业有关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培训机

构、行业组织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分工合作，相互协调，形成

多方参与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体系，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搭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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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在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中，创业服务体系要切实转变政

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审批手续，畅通工商、税务登记、土地使用等方面的 “绿色通

道”切实帮助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有条件的地方还要依托现有

机构成立专门为返乡农民工服务的创业指导中心和情报中心，为

返乡农民工提供项目开发、开业指导、市场信息、管理咨询、融

资指导、企业诊断等服务，为成功创业打下良好基础。

３ 加强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培训
为解决返乡创业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缺乏经营管理等问

题，提升他们适应市场变化、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降低农民工

创业风险，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率，各级政府要不断完善农民工

创业指导和培训体系，为返乡创业者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

的智能和技术支持。

（１）加大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的支持力度。鼓励各类服务和
培训机构为返乡创业者开展法律法规、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等方

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其创业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政府

可以通过组织返乡创业成功典型经验的交流介绍，或组织有资

金、懂技术、会管理、立志回乡创业的优秀农民工到省内外重点

企业、龙头企业学习锻炼，帮助他们拓展创业思路，选准投资项

目，提升创业技能力，减少创业风险。可以从高校或其他各类科

技机构聘请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设科技讲座，

现场指导解疑答难，或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专业技术人员

用技术与农民工创业联姻，以便遇到问题时可以及时咨询，为农

民工回乡创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２）强化风险意识，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
门在扶持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同时，也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风险教

育，使他们对创业失败有必要的经济和心理准备。在创业意识

上，注意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根据自己的能力、财力和当地经济

发展的需要确定创业项目和规模，在经济落后地区摆小摊、做小

贩也应算作创业，不要一味追求上档次上规模，尽可能确保创业

成功，降低创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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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造就新型农民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首要资源。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效益最

佳的投资。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把加大人力资源投入作为发展

经济的重要手段，加强教育、开展培训是人力资源投资的主要途

径。”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明确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

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

型农民。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实现农业和

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随着农

村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一些地方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

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日益明显，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

守老人的问题逐渐突出。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

存，加强农民培训和转移的任务十分艰巨。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的

整体素质，才能使他们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提高农民的劳动

生产率，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

１ 构建农民常态化培训体系
要完善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形成完善的体系，才能从组织体

系上保障农民素质的提高，培养新型农民。

（１）加强农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素质。一是强化义务教
育，坚决贯彻执行农村 ９ 年义务教育法，采取增加投入、思想说
服和解决困难等办法，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消灭青少年中的文

盲。二是要强化扫盲教育。对扫盲对象全面摸底登记，并做出定

期或限期扫盲工作全面周密的计划安排；要认真抓好扫盲工作的

组织落实、教学计划和课时落实，积极推广一些切实可行的扫盲

办法，努力办好农民夜校；要建立和健全检查和验收制度，严格

验收标准，决不走过场。三是要加快农村教育改革步伐。农村学

校除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和选送人才外，还应根据农村经济发展需

要，培养新型农民。要改革教育结构，增设农村职业教学内容，

或专门设立农村职业学校，或增设职业班，彻底改变农村文化教

育和职业教育相脱节的现状，使农村学校能为农村经济发展不断

输送既有文化又有技术本领的有用人才。

（２）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健全和完善农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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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扩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提

高办学效率。尤其扩大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招生规模，力争使更

多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能接受正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和成

人教育要坚持 “学用结合，按需施教”的原则，把农村文化教育

和科普教育结合起来，将扫除文盲与扫除科盲同步进行，从人、

财、物各方面提高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比重。职业教育培

训重点是乡村基层干部、农业科技人员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

民群众。

（３）充分发挥各类农业机构的作用。积极动员和组织各级各
类农业院校和农广校、农业科研院所和技术推广服务机构、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

作，形成社会各界支持农民培训的良好氛围。

（４）继续推进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实施 “一村一名大

学生工程”是高等教育面向农村的一种尝试，有利于改善村干部

队伍结构，提高村干部队伍文化素质，缓解农村人才资源缺乏问

题，促进新农村建设，有利于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缓解就

业压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施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创

造了新的机遇。今后，应该进一步发挥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

在培育新型农民中的作用。支持年轻、有发展潜力的现有村干部

和村级后备干部脱产进修，提高学历；鼓励高校毕业生到村工

作，从县乡机关、事业单位中选派大学生干部到村工作，多方面

多渠道提升农村干部的智力结构。

（５）尽快建立提高农民素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把加强
农村教育和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科技素质，列为农村发展的战略

重点。各级党政和广大农村干部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农村教

育、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农民

走向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项战略措施，列入党委政府的议事

工作日程，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立足当前，兼顾未来，分片包

干，层层落实。要舍得花钱办好农村教育，增加农业教育、农业

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的经费，为提高农民素质，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和物质条件。可由县、乡、村建立奖学制度，对那些肯学习

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农民，优先贷款发展农业生产，优先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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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山林和水面，优先兴办第二、第三产业，优先进入乡村集

体企业务工等，对部分既没文化又不愿意学习的农民 （尤其是青

少年）实行必要的促进性的诱导措施，约束和督促其早日脱盲，

早学一技之长，早走致富路。

２ 加大农村技术培训和创业能力培训力度
建立逐级、对口、定期培训制度。集中利用农业大专院校和

农口科研单位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建立一批较高层次的农业技术

培训基地，为县 （市）级培训农业领导干部和师资力量，县、乡

农口经济技术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农民，特别是专业户进行

技术培训。要大力发挥农村广播电视、俱乐部、报刊书亭的作

用，开办农村技术市场，进行科技咨询、示范、展览、宣讲和普

及农业技术知识，增强广大农民对专业技术的求知欲和紧迫感。

以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为重点，提高培训针对性，增强实用

性，大规模开展标准化农业生产技术、动植物病虫害防治、农药

和兽药使用等知识培训，积极开展有利于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农

产品加工、处理、分级、包装以及市场营销等技术培训。要因人

而异，因人施教，对于知识文化水平稍高的农民工可以进行难度

较大、要求稍高、精密技术工种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对于知

识文化水平中等的农民工，可以进行有一定技术难度的、要求不

太高的技术工种和规范操作方面的培训；对于知识文化水平偏低

的农民工可进行一些难度不大、要求较低、容易操作的技术培

训，使农民工由纯体力型向体力技能型转变。可以采取订单培

训、阳光培训、上岗培训、证书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农民的就

业技能、致富技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在搞好农业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组织一

批农村能人开展创业能力培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外出务

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积极引导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

学校毕业生回乡创业服务，培养一批建设现代农业的带头人，充

分发挥其致富带头人的作用。

３ 积极引进人才
培养新型农民，除了要全面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更需

要从农村以外引进人才，并从中 “发展”新型农民。如果把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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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引进 “新型农民”作为培养新型农民的着力点，不仅事半功

倍，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要求。

（１）健全农村人才的管理体制，构建人才引进的有效机制。
由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农

村人才缺口历来很大，且引进困难。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务必

做好人才引进工作。一方面，农村基层部门要通过制定农村人才

管理制度，建立起农村人才信息库和人才市场服务网络，健全农

村人才资格认定、选拔、聘用等制度，在工资待遇、干部选拔、

职称评定方面，充分给予农村人才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农村人才

到农村生产的各条战线上施展才华。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高度

重视农村人才引进工作，积极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工作；农村

基层部门要制定好人才引进计划，大力实施 “村村有大学生计

划”，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合适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２）贯彻落实科技兴农战略，构建人才应用的激励机制。在
农村人才匮乏的背景下，为充分调动农村人才的工作积极性，相

关部门应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如增加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加

强农业科研工作，鼓励农业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加大农业技术

人员的技术培训力度，积极扶持高效益项目的开发，树立科技致

富的典范，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村人才在有利环境下，

迸发自己的创业激情。

三、加快涉农制度创新步伐

前面的分析表明，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城乡分割制度、农村

金融制度等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作用明显，这表明现行制度安

排的净效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制度安排的净效益，制度处于

“意欲改变而未改变的状态”，存在制度变迁的可能。因此，通过

制度创新，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核心，主要包括农村土地产

权制度、经营制度和流转制度。对其改革也主要围绕这三方面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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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完善农地产权制度
土地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如果农村土地产

权界定不清晰，必会造成土地产权主体的缺失，资源配置效率较

低。因此，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则是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

率以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

（１）明晰农地的所有权主体。明确农地的所有权主体是以村
为代表的集体经济组织，而不是模糊地规定为集体。从农地制度

的实际运作来看，农地产权主体必须具有法定性、代表性和权威

性。现行的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制中，村民委员会是代表村

民利益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集体经济组织。相对于村民小组来

说，村民委员会具有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村集体经

济组织管辖的范围和拥有农地的数量适应现阶段农业生产力发展

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要求，同时，它还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符

合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法律原则。因此，由村民

委员会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行使所有权职能，是合理合

法的。确定产权主体后，应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土地所有者的权利

和义务，让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依据更加明确化，从而保证权利

主体的行使权。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份出台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就是在

这方面的一个有益尝试，也是国家作为权力主体在土地制度中的

一个重要退却。

（２）赋予农民类似所有权的稳定的土地经营权。农村土地使
用权包括从弱化的集体所有权转化而来的实际占有权、直接使用

权、经营权、部分收益权和有限处置权。就农村土地而言，使用

年期越长，使用者对土地的实际控制力就越强，土地使用权的价

值就越高。通过法律确定土地永佃权，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拥有

永久承包经营权，农民对承包的土地具有自由让渡权和处置权，

有依法继承、租赁、入股和抵押等权利，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

资本，提高稀缺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

农民收入。

２ 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既有流动的必要，也有等价交换的

要求。因此，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必须考虑土地经济功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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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必须考虑其稳定农村社区、农民生活保障等多项政治社会

功能。

（１）严格界定征地性质。要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边界，防止
土地征收权滥用。对于非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按照规划用途和

市场规则，通过土地交易获得土地使用权。根据不同征地目的，

采取不同政策。将现行的征地分为公益性非营利类和以盈利为目

的经营类，公益性项目或非盈利性项目划为征地类，如国家机

关、军事、环保、市政建设、文物遗址保护、社会福利等用地，

但政府对土地的征用，要通过市场方式，将土地的市场价格作为

对农民征地后的补偿依据。对于经营性建设用地属于征用类，可

以采取租赁或土地入股经营的形式，让农民分享收益。对征用类

土地要严格管理，用地单位一般不得改变用途，更不能转让。

（２）征地过程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我国在征地过程中应严格
按照 《土地管理法》的要求，进行公告登记，增强征地工作的公

开性和透明度。不断改进征地法定程序，应该在征地前增加预公

告，在征地过程中增加协商安置补偿环节，尽最大可能保护被征

地农民的利益。总之，要使整个征地过程在法定程序和群众的监

督下进行。

（３）逐步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应遵循市场化原则计算征地补
偿，除考虑到农地本身的价值外，还要考虑到由于供求关系的影

响而形成的市场价格，切实改变 “政府得大头，农民得小头”的

状况。土地补偿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土地产权所有者管理、

使用和分配，安置补助费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转业费、生

活保障、社会保险、福利功能等多项补偿，其金额能保障农民在

失地后，其生活至少可以维持原来的水平。妥善做好失地农民的

社会保障工作。

３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权改革
农地流转要以农民自愿为前提，坚持以农用为主，以保护农

民权益、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坚决反对以各种名目违背农民意

愿进行的圈地开发和反租倒包行为。积极鼓励农户之间进行农地

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流转行为，引导流转农地向农村种养

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集中；对农业产业化企业用地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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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采用租赁或入股经营的方式，尽可能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来

源，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

（１）完善促进土地流转的社会保障制度。承包期内，承包方
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并依法进行土地流转的，依法保护其流转收

益；自愿将家庭承包土地入股进行合作经营的，入股土地不得抵

押，不得作为清偿对象用于偿还债务；完善农民工失业保险制

度，对于承包土地全部流出的失业人员和返乡农民工优先纳入各

类教育和培训计划；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区域，要优先将流转土地

的农民纳入农村养老保险范畴。

（２）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一是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服
务体系。各级政府要依托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市、县、

乡三级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构。以乡镇为重点，建立健全

县、乡两级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开展土地流转信息发布、资质审

查、价格评估、合同签订、利益关系协调、纠纷调处、有关法律

政策宣传等服务，健全交易规则，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平、公

开、公正交易的市场环境。村级要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台

帐，由村会计担任土地流转信息员，及时向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

心提供信息，反映农户的意向；有条件的村要在规模流转中做好

组织协调工作。支持农村经纪人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土地流转中

介服务。二是依法规范流转行为。及时指导流转合同的签订，尊

重流转双方意愿开展流转合同鉴证，建立完整的土地流转档案，

及时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和流转信息，有效指导土地流

转。健全登记备案制度，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统

一；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及时引导其

向县级政府申请登记。土地流转期限不得超过剩余承包期。土地

流转后不得改变农业用途，属于基本农田的，流转后不得改变基

本农田性质，不得从事种树、挖鱼塘、建造永久性固定设施等破

坏耕作层的活动。三是完善纠纷调处机制。建立健全协商、调

解、仲裁、诉讼为主要内容和流转中出现的信访事件。各县

（市、区）要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加强专兼职仲

裁员队伍建设，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纠纷的仲裁。

（３）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财政扶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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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土地流转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流

转市场建设；同时，对粮食、蔬菜、果木、棉花、花卉等作物的

规模经营给予扶持。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

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的种粮补贴力度。对于从事粮食规模生

产，土地流转期限 ５ 年以上，单宗土地流转面积在 １００ 亩以上的
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入股面积 ３００ 亩以上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优
先给予扶持。

（二）深化城乡分割制度改革

要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重要的就是彻底打

破现有城乡分割的制度藩篱，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

１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淡化城市化偏向，使户籍与社会福利

逐渐脱钩，建立城乡统一的一元登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

是按照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打

破 “农业人口”和 “非农业人口”的户口限制，实行以公民的住

房、职业和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依据的落户标准，建立以

居民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

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实

现城乡居民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１）尽快实施城乡统一的一元居民登记制度。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就是恢复户籍登记的本来面目，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

种不合理规定全部剥离出去，让农民享有自由迁徙和自由进城的

权利。在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可以考虑在石家庄、唐山进行

试点工作，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的原则，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

户口、寄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成熟后向全省推广。把

以户口管理为重点转向以人的管理为重点，最终实现一元登记

制度。

（２）消除民工进城的制度障碍。禁止对进城落户农民收取或
变相收取各项费用，降低农民进城的 “门槛”。对有固定住所、

有生活来源的进城常住人员，经过申请允许变为城市居民，并享

受与市民同等待遇；对农民落户城市，由过去的审批制改为登记

制，从身份上彻底消除城乡差别，给予进城定居农民与市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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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就医、子女入托、入学待遇，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城市居

民。通过户籍制度的完善，破除影响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

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

２ 深化农村教育制度改革
积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使新增财政

教育投入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不断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１）调整农村教育目标。在全力抓好义务教育的同时，加强
技术教育。通过加强现代农业生产能力与技术的教育，培养现代

农民；通过加强非农产业能力与技术教育，使农民掌握一技之

长，为农民提高劳动报酬收入奠定良好的素质基础。

（２）完善农村教育投入制度。办好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不在
农民而在各级政府，城市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一律由各级政府统

一投入，取消农民出钱办教育的做法。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科技教

育的投入力度，加强科技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策的制

定、中介组织的扶持等，形成激励机制，引导民营企业、社会团

体、农村各类经济组织、经济能人等，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投

入来源，推动农村科教保障体系的建设。

（３）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农村中小学应增开农业科
学知识教育课程，加强农业科学知识的基础教育，克服农村教育

脱离实际的现象，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加强农业职业

教育，通过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技能，提

高广大农民应用现代生产技术的积极性，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的科

技含量。

（４）完善非农就业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职业培训要根
据农民的情况和市场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帮助农民提高

就业能力，使他们能够真正学到技能，顺利实现农民由农业向第

二、第三产业转移。以 “针对性、实用性、有效性”为宗旨，通

过短期培训、函授、面授、技校、夜大等方式，对非农就业农民

进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择优录用。

３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构建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要着眼于全体公民的社

会保障权利，统筹兼顾。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时应该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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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体制下的双重标准。

（１）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是科学确定最低生
活保障线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线是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

键，是一个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收入水平而确定的

维持居民基本生活的最低支出标准，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基本生活的标准也需相应提高，特别是十八大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我
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低保对象的生活

水平，使他们能充分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二是要逐步扩大低

保人群，真正实现应保尽保，对低保对象实施动态管理，逐年对

保障对象进行调整。第三，加强低保资金的筹集和管理。重点加

大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保证低保资金的增长速度不低于财政收

入的增长幅度。

（２）完善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一是优化现行制度设计。
按照现行政策，参保人员在缴费和享受待遇期间死亡的，其个人

账户资金，除政府补贴外，由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一次性领

取。说明个人账户中只有参保人的历年缴费及利息积累可以继

承，而政府补贴部分无法继承，对参保人有失公平。应将政府补

贴由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一次性领取或者计入其个人账户，

体现政府对农民养老的责任。二是提高新农保基金的运营和管理

效率。由县统管基金变为省、县共管基金，将新农保基金部分或

全部上缴到省级部门，由省级部门负责全省新农保基金的运营管

理并承担责任。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将新农保基金纳入社会保险基

金日常监督业务范围，实施全程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出现的问

题。三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泛宣传，多渠道做工作，提高农

民的参保意识，使新农保惠及更多农民。

（３）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大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设施和就医环境，提高基层卫

生人员的待遇，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不断提高新农合筹资

标准。二是不断完善新农合医疗价格监管制度，防止 “药价虚

高”。三是完善大病保险。从 ２０１４ 年起，由商业保险公司在全省
承办新农合大病保险。在不断提高大病补偿标准的同时，扩大大

病的涵盖范围，彻底解决农民因病致贫的问题。



河
北
省
农
民
收
入
影
响
因
素
与
对
策
研
究

２１０　　

４ 改革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
要彻底改变基础设施城乡二元供给制度，农村基础设施供给

由以农民为主转变为由政府为主。明确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

上的责任，界定政府、农民、社会中介机构在提供农村公共品上

的分工。

（１）建立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
政策，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基础设施，新增基础设施建设支

出主要用于农村。按照基础设施的受益范围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的责任。受益范围遍及全国，应由中央政府提供；主要是地

方受益的由相应层级的地方政府提供；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基础

设施应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

农民在不负担基础设施支出的同时，又能享受到基础设施带来的

好处，必能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２）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资金的筹集制度。农村基础设施的需
求规模较大，单靠政府供给是无法满足农村需求的。在明确产权

的前提下，“按照 ‘谁使用、谁付费’、‘谁投资、谁收费’的原

则，吸收民间资金、社会资本乃至外资，拓宽农村基础设施筹资

渠道，弥补公共财政不足的缺陷，不断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供

给”。

（３）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资金的管理制度。对农村基础设施资
金要实行专款专用，严禁挪用。实行财务公开，定期将基础设施

建设支出和各项收入向村民公布，接受村民监督，使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三）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

良好的农村金融制度和金融环境，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可

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１ 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
尽快完善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的相关制度，特别是抓紧

制定达到什么样条件的合作社可以开展信用合作、如何开展信用

合作、如何保证信用合作资金安全、如何对信用合作进行监管等

政策，保证信用合作顺利、规范、有序进行。逐步放宽股份合作

制银行、新兴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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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

本兴办主要以农村信贷为主的发展银行和投资银行。加大农业贷

款的担保力度，探索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益质押等担保

形式，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积极拓展符合农村特点

的担保业务，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农业担保机构，鼓励现有商业

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进一步扩大 “小额农户信用贷

款”，逐步推行 “联户担保”方法。

２ 加快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
根据县域农村信用社资产总量和资金规模，结合县域经济发

达程度、发展水平等，对分散法人体制的农村信用社实行县一级

（或几个乡镇）信用社统一法人结构管理和股份制合作改造。实

行统一法人管理就是以法律地位明确的紧密型的管理，取代多级

法人的分散管理，进一步强化内控职能。在机构设置上打破目前

逐乡 （镇）设立机构的格局，在坚持合作制的同时，充分考虑股

份合作的商业性，理顺统一法人内部分支机构布局，形成规模效

应，探索建立起符合金融机构业务特点的激励、约束机制。把部

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股份制合作金融组织，许可企业、团体、

个人等经济组织参股农村信用社，真正落实股份合作的产权制

度，恢复 “合作”本质，成为直接面向农民和农业经济组织的金

融服务组织。进一步完善小额信用贷款的操作办法，积极解决农

村贷款需求问题，对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地区的单笔小额贷款的限

额实行不同标准，采用灵活的利率手段，对按期归还贷款的守信

农户，允许给予利率优惠。加快建立农村信用管理体系，优化农

村金融环境，推动 “信用村 （组）”、“信用乡 （镇）”建设，将

农户的信用评定等级与农户的信用贷款额度紧密结合。采取多种

措施，在资金来源、业务开展、网点建设、税费负担等方面为信

用社的发展和业务经营提供优惠和便利，对农业贷款利息收入免

收营业税，降低所得税率，减轻农村信用社的负担。

３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
政府要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补贴。不仅是对农民 （投保

人）给予保费支出补贴，还要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 （承保

人）进行补贴。既加强了农民的投保购买能力，又可以鼓励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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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积极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免除农业保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

降低农业保险公司的营运成本。积极开发农业保险新险种，不断

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总之，要充分发挥农

业保险的风险控制功能，将农业经营风险降到最低，使农民稳定

增收。

４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大力倡导守法经营、明礼诚信的社会价值观，深入开展诚信

是参与市场竞争基石的宣传教育，加快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

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加快

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开展信用村、信用户评

定，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户、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并明确规定企业

和个人资信数据资料采集、等级评定、诚信提供的合法程序，将

诚信系统建设和诚信服务覆盖到广大农村，使社会信用咨询服务

活动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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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自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份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至今已经过去 １４ 年，
再次对农民收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即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

公开出版发行，心中百感交集。

难以忘记，自两年前确定写这部专著开始，从提纲确定到框

架设计，从标题设计到内容安排，从数据收集到模型构建，从行

文风格到字句斟酌，无不充满着艰辛和困惑；难以忘记，有多少

个夜晚挑灯夜战至凌晨，甚至有时梦中思索，偶得灵感，醒来继

续工作；难以忘记，有多少次推掉朋友聚会，在朋友的抱怨声中

苦思冥想，又一次体会到坐 “冷板凳”的五味杂陈。虽然过程是

苦涩的，但结果是甜蜜的！

难以忘记，在专著写作过程中，有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去南京参
加 “沿海地区党校系统管理学年会”，得以在离开南京农业大学

１３ 年后故地重游，重温了南农醇厚的校风和严谨的学风。见到了
昔日的同窗好友，看到他们事业有成，甚是羡慕与惭愧，坚定了

作为南农人刻苦拼搏的信念，谢谢他们的热情和鼓励；见到了昔

日同事李乾文教授，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前途无限光明，在此感

谢他的热情招待并亲自驾车带我游览南京审计学院。

难以忘记，到党校工作十几年来，各位领导和同事对我工作

和生活的帮助与支持，在此表示由衷感谢，点滴之恩铭刻在心！

非常幸运加入管理学教研部这个和睦、友善、拼搏、奋进的团

队，从他 （她）们身上不仅学到了知识与方法，更学到了为人处

世的方式与做人的道理，谢谢管理部的各位兄弟姐妹！

难以忘记，从我求学至今，我的父母、妹妹、弟弟，为我付

出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如今妹妹和弟弟都已有了幸福的家庭，尽

职尽责地照顾着父母的生活起居，使我远在他乡能安心工作和生

活，谢谢你们！父母已过花甲之年，身体欠佳，我虽时刻牵挂二

老，常打电话嘘寒问暖，但一年仅能回家几次，内心甚感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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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祝父母健康长寿，让我能有更长的时间尽孝！

难以忘记，我的妻子高云格，是她在大学期间让我体会了恋

爱的甜蜜与美好，是她让我在研究生期间体会了恋人天各一方的

牵肠挂肚与相思之苦，是她让我体会了家庭的责任与担当，是她

让我体会了为人父的愉悦与快乐！她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谢

谢！我的女儿张佳雯，给我带来了太多的快乐和喜悦，而我为了

这本专著，陪她的时间少了，甚至在写作苦恼时还对她发脾气，

在此向她郑重道歉，她一定会原谅我，因为她是一个可爱、乖

巧、聪明、懂事的孩子！

感谢河北省委党校校委与各位领导的鼎力支持，感谢河北省

委党校科研处各位同事的帮助与支持，谢谢大家为本专著的顺利

出版所作的工作！

河北人民出版社为本专著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借鉴了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本人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书中错误和不足之

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导。

张宏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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