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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

日趋扩大的矛盾也越显突兀。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效果，关系到今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

定。  

  我国农民收入区域差距的变化趋势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地区

间农民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反而日益扩大。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

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2元、135元、119元，东部地区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27倍和1.45倍。但

到2003年，3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598元、2365元、1936元，东部地区分别是中部和西部

地区的1.52倍和1.86倍。东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差距拉大。  

  收入构成之间存在差异。收入构成中，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几乎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

异，差异突出体现在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上。2003年，东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

的比重为49%，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44%，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几乎占

有相同的地位。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大低于家庭经营收入，劳动

报酬收入不足总收入的30%，家庭经营收入占到60%左右。这说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

农户对家庭经营的依赖性大，收入依然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结构相对单一。  

  收入来源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存在差异。从收入来源的贡献份额来看，3类地区之间也表现出明

显的差距，突出表现在家庭经营收入对增长的贡献上。在东部地区，虽然劳动报酬收入增长幅度

大，但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之一，2003年，农民收入增长中仍然有约10％归功

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近几年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增长提

供"正的"贡献，尤其是中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连续为负。增长源泉的差距

说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更加多样化，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呈现出单一

化的倾向。  

  造成农民收入区域差距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地区间农民收入形成差距的决定因素是不同地区农户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差异和非农

部门发展状况。我国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除自然资源禀赋存在差距外，最重要的原因

是地区间非农收入的不平等。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农民收入的增长点主要是劳动报酬收入和家

庭经营收入，尤其是劳动报酬收入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非农产业的收入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程

度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地区间非农部门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带来了不同地区

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上的差距。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为农户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

会，而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相对缓慢，非农就业机会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

源泉单一化，收入增长几乎完全依赖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机会的缺乏就意味着提高农民收入途

径的缺乏，这就必然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差距拉大。  



  如果说增加农民收入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那么，最困难的则是那里的专业农户，

因为对农户而言，只从事家庭农业经营的专业农户是收入最难增加的农户。如何提高专业农户的收

入并让他们适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不仅是当前我国农业问题的实质，也是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

中必须尽最大力量予以解决的矛盾。  

  缩小农民收入区域差距的两条途径  

  造成我国农民收入区域差距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收入区域性差距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问题，也非"三农"问题所能涵盖，而是越来越多地和就业问题相关联，本质

上成了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这就要求在解决农民收入区域性差距问题时不能就农民论农民，就农

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而必须要把这一问题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考虑，把这一问题

与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相联系。  

  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将农民收入与一、二、三产业

的发展相联系，可以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好的时候，农民收

入增长就快，反之则慢。因此，要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就要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农

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直接带动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

的扩大。  

  通过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来增加农村的非农就业量。城市化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

大战略，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发展，有利于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

农村的非农就业人数。  

  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消除粘附在户口管理上的各种社

会经济差别，建立城乡统一流动的户籍制度，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其他发展机遇面前的平等

竞争。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际通行的惯例，建立城乡一元化的流动户口制度，即任何一

个人，只要他在一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就有资格办理暂住或常住证，并与当地城市居民一样，依

法享有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当然，要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使城乡居民获得统

一的社会身份，还需进一步改革目前城市的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逐渐实现就业市场化、

生产资料供给商品化和福利保障社会化。可以预见，这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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