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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对策思考

杨瑞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北京 /...-/）

摘 要 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就业不充分、

现行体制的缺陷、农业生产条件差和投入水平低、农业结构不甚合理等，应通过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加大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措施解决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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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农民收入增速整体性下滑的态势下，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形势尤为严峻，增速更为缓

慢。应高度关注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问题，采取综合措施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

一、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现状

（一）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

从总体上看，/DD*!!..!年的/.年间，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增长速度在下

降。如/DD+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E和#’DE，到!..!年分别下降为

"’.E和!’"E。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是/DD"年，分别达/-’!E和/#’*E，这是由于

/DD"年起，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和基建项目投向增加，农民收入才有较快增长（图/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汇总计算而得）［/］。

图/ 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

（二）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差距扩大

我国东、中、西不同区域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明显的差

距，而且这种差距在不断扩大。!..!年中、西部农民人均

纯收入分别为!**"’.和/F+.’!元，分别占东部农民人均

纯收入*F#F’"元的"!’!E和+"’*E。从农民收入的绝对

量看，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DD*年

中、西部与东部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差""’+和F-+’F
元，!..!年相差/+!/’"元和!./F’+元（根据《中国农业

统计年鉴》汇总计算而得）［!］。造成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

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非农业收入增长

的差别，因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非农业收入的

增长，而东部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较快，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较多。

（三）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但所占比重在下降

农村居民纯收入来源可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年中西部

地区农民纯收入中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占"F’-E，工资性收入的占!"’DE，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仅占#’*E。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情况上看，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稳定上升，而家庭经营

纯收入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如!..!年与/DD*年相比，中西部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上升了

 



!"#$个百分点，同期，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个百分点，见图&。

图& 中西部地区工资性收入及家庭经营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变动

（四）农林牧渔收入，特别是种植业收入仍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家庭经营收入是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对家庭经营纯收入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以下两

点：（!）农林牧渔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林牧渔收入分别占农民

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和(&#"*，其它（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和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等）收入仅占不到&’*，可以说明，农林牧渔业收入是家庭经营收入、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农林牧渔收入中，农业（种植业）收入占主导地位，其次是畜牧业收入。&’’&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农民人均种植业纯收入分别为!!)(#)元和$"+#&元，分别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和),#’*，人均

畜牧收入分别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和&%#)*（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汇总计算而得）［&］。说明

中西部地区种植业和畜牧业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重要途径。

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农民就业不充分，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失业问题严重。&’’&年中西部人口达到$#%亿人，比!+(&年净增!#%亿人，其

中+’*左右增自农村。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过快，人均占有资源量少，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

耕地为例，中西部地区现有+"!’#(万-.&耕地，如以每个劳动力耕种!-.&计算，只需要’#+亿农业劳

动力，加上农村有%)’’万劳动力从事林、牧、渔业，共计只能容纳!#%亿。而目前从事农业劳动力的有

&#!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高达约$’’’万人口。农民收入过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

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要解决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剩余问题，出路只有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但由于广

大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不足，小城镇不发达，容纳接受劳动力有限。而外出打工就业形势也不可能转

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近几年东部地区的一部分乡镇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转折阶段，不但

不增人反而减员，而另一部分劳动密集性企业虽需要增加人员，但由于工资待遇等问题，农民存在就业难

的问题。中西部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不仅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二）现行体制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我国的农民收入问题绝不仅是某个具体政策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目前在我国现行社会结构中，

农民人数最多（有+亿人口分布在农村，其中)#,亿分布在中西部），但却是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

的组织程度最差，其声音最弱，其意愿、要求、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障。首先是产权不明的农

地制度，造成农民收益的大量流失。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耕地，截留、扣缴农

民的补偿安置费；强迫农民流转承包耕地，截留农民土地的流转收益等，这是近年来农民收入持续下降的

一个新的重要原因。其次是以农民“自我供给”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近年来严重影响农民收

入，加重农民负担的又一个深层原因。长期以来，在农村有关公共管理、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交通、

供水等公共产品，属于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性和公共性设施本应由政府直接投资或发挥主导作用来解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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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实行的是以农民“自我供给”为主导，加重了农民负担，减少了农民纯收入。另外我国的税收体

制、粮食流通体制等存在较多弊端，也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

（三）农业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不利于农民增收

一般而言，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好，基础设施完善，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我国东部

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较高与其所处的自然条件比较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如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水资源缺乏，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面积在扩大。就耕地而言，虽然中西部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以上，但耕地质量较差，特别是坡耕地较多，$%&以上的坡耕地约占山区耕地面积的’／(，中低产田占全

国中低产田的)"#。农田水利设施薄弱，我国全部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占(’*+#，东部地区的有效灌溉

面积占%,*)#，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只占-)*’#和$)*"#。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

村贫困人口多，影响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四）农业投入水平低，影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农业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的弱质产业，特别是在中西部农村经济基础差，筹资渠道窄的地区，更应增

加政府的投资力度，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部门对农业的投资在逐年减少，由“五

五”时期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下降到“六五”时期的%*’#，

“七五”时期的-*-#，“八五”时期的-*"#，“九五”时期仅上升到%*,#［’］。特别是近几年，财政负担

的人头经费和各项政策支出比重加大，致使地方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支出无力增加，预算安排增加的

支农资金无法保证直接用于支援农业生产。同时，中西部地区农业集体经济力量薄弱，也无力投资。而农

民收入增长缓慢，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

设薄弱，影响了农业抗灾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导致农民收入的下降［(］。

（五）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附加值低，影响农民增收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结构单一。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形成了以粮为主的单一生

产结构，$""$年，中西部地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近!"#，经济作物和其它农作物比重只占-"#左右

（吉、黑、陕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以上），在农业总产值结构中，农业比重高达%+*$#，而牧业比

重仍较低，只有--*%#，这与中西部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的资源条件不相符的。其次农产品品质差，优

质率较低，在国内外市场中没有明显竞争优势，从而使农产品价格偏低，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第三，

生态区域特色优势没有明显形成，资源利用率低。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尤其是特色资源开发利用潜力

大。但目前由于交通、信息闭塞，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以及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下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西部

特色农业的发展，使西部的资源优势没有形成规模，影响了中西部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增收。第四是

农产品加工转化程度低、附加值低，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六）农民负担过重，严重影响农民收入

农民负担过重已成为当前中西部地区农业、农村工作的一个尖锐问题，既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又

影响社会的安定。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在教育、卫生、电力、公路、通讯等生产和

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负担过重。例如在教育制度上，城市中小学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教育

经费约%"#左右则以摊派等方式由农民自己来承担；（$）机构膨胀，人员不断增加。农村乡镇组织膨胀，

管理成本过高以及脱离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致使大部分乡村两级负债严重，这些负债很多最终以各种名

目转嫁到农民头上；（-）现行财税制度的缺陷。其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自’))(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

后，农业税成为以农业为主的区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造成基层政府向农民伸手，进一步加重农民负

担。二是农业税负担不合理，不能反映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或种植不同作物品种农民承担的税赋轻重，结

果客观上加重了中西部地区种地农民的负担，严重影响农民收入。

三、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对策与建议

（一）大力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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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结构的调整应突出!个重点：一是推进农产品的优质化，因为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市

场销售价格高，收入创造能力强，是拉动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二是努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

是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畜牧产业链条长、附加值高、覆盖面广、带动

力强，通过大力发展，提高其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完全可以使农业效益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显著增

加。三推进特色农产品的发展。从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看，中西部地区都具有发展特色农产品的潜在优

势，但目前特色农业的发展程度还很低，主要问题是规模小，地域布局分散重复，产业化程度较低，影响

了农民增收。但中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的潜力很大。四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产品附加

值。这是中西部地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攻方向，并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发展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是要培育有

农产品市场营销经验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龙头企业”；要妥善解决农民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利益协调问

题，强化双方的法律意识，建立符合市场规则、互惠互利的利益分配机制

（二）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消除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因素

一是加快农村现行土地制度改革，明确农地产权制度，严格控制国家征地。在现行的乡、村、村民小

组三级体制中，必须明确只有村民委员会是代表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而行使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

使用及其财产收益权的职能。同时要改革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严格控制国家征地，确保农民的土地收

益。二是加快基层行政机构改革特别是乡村基层组织改革，要加大力度，下决心精简农村多余机构和人

员。只有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加

快农村财政体制改革，划清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与税权。四是建立农民权利保障机制，着力解决农民权

利缺位问题。要还农民一些基本权利，包括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农民经营自主权以及

农民民主选举权。这!项权利是激活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力量源泉，是改变农民命运，提高农

民适应市场经济能力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减少农民数量

一是继续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富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增加显著［"］。然而，

从目前总体情况看，中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还不发达，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其实中西部地区农

村经济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农产业上的差距。目前，主要是要解决好乡镇企业在以产业升

级、产品换代、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二次创业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尤其要重视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中对

农民应得利益的保护。二是扩大劳务输出，通过打工挣钱推动增收。在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还没有强大起

来、还不能完全吸纳富余劳动力就业以前，通过组织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打工，进行劳务输出，

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从当前的宏观环境看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农民外出打工，增加劳务

收入。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加入#$%后，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产品出口大

幅度增加。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更新的推进，以及中西部地区公路、铁路等工

程建设的加快，对劳务的需求量增大，农民在本地务工的机会也大量增加。三是加快城镇化步伐，通过城

镇化推动增收。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多，这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因素。因此，要富裕农民，就需要

减少农民。安徽阜阳&’多年来农民收入变化的实践表明，农业人口比重每减少&个百分点，农民人均收

入就可增加(’’元。而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因此，中西部地区应加快城镇化步伐，用城镇化

带动农村经济的现代化，用城镇化带动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加。未来的&’多年，如果经过改革和发展，

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个百分点，达到)*+的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到(’&"年中

西部地区城镇人口将达到)亿多，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收入会增长&’+。

（四）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的投入，这是一项对加快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的政策措施。

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和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决定了中西部地区农业需要更多的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在我国西

部农村，有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靠天吃饭是不少地区农业生产的特

点。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目前投入重点为：一是要加强对农业科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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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的投入，尤其要增加对农产品优质高产技术、农业灌溉技术和节水技术、化肥使用技术等节本增

效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二是增加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对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入，如农用水利设施、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能源、乡村道路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三是增加对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四是调整

财政投入的使用方向，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逐步做到将现在补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减下来，采

取生产资料补贴、贴息等方式多方面解决、多渠道投入。只有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向粮食主产区

倾斜，才能为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五）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有效途径。但

是，要想真正做到从根本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关键的措施就是要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

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

建制。只有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目前的

乡镇机构改革可以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

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参考文献

!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农业部"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农业部"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杨瑞珍"农民收入升降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负效应"中国软科学，!’’(，（&）

) 杨瑞珍"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与政策"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0)’(&’’*
/$!"(&)%%,&(/1* 2&*%’&-/"$

3456’789:;5
（+,-./.0.123456/708.0698:1-20671-4,;:15/2,98<89,,/,5，=>/,1-1479;1?@23456/708.061A7/1,71-，B1/C/,5 !$$$D!）

)<=>?4@> E>1/,72?123396?16-8/F/,59..>1?/;*G1-.615/2,23=>/,9/-2HF/20-8@82G16.>9,.>9.23.>19FI
16951;,9./2,9881F18"E>1?9C26619-2,-961/,-033/7/1,.1?J82@?1,.23396?16-，;1317.231K/-./,5-@-.1?，J226
956/708.061J62;07./2,72,;/./2,-，82G16/,F1-.?1,.81F189,;0,619-2,9H81956/708.061-.607.061，1.7"L19-061-
->208;H1.9M1,.2-.61,5.>1,.>161326?9./2,2360698-@-.1?，.21,32671N/,9,7/98A0JJ26.H@.>152F16,?1,.，

.2J62?2.1.>19;C0-.?1,.23956/708.061-.607.0619,;.2.69,-316.>1-06J80-89H26/,606989619--29-.2-28F1

.>1J62H81?23/,7619-/,5.>1/,72?123396?16-8/F/,59..>1?/;*G1-.615/2,23=>/,9"
A;BCD?E= /,7619-1396?16’-/,72?1；720,.16*?19-061-；?/;*G1-.615/2,

D%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