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与分析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些思考与探索  

 
陈华山

 

  近年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是各级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最根本、最具体的体现。本文就增加农民收入而面临的问题及发展思路作一探讨。 

   一、农民收入的总体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信宜市农业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01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3801.51元，为1980年的142.9元的27倍，农民收入水平与增长速度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一)收入来源与结构。80年代，信宜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90年代则

主要来源于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效益的提高。但由于农产品供求关系的转变、整体价格下降及农产品品质结

构不 能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导致农产 品出现相对过剩，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

务输出的工资性收入，同时出现增幅减缓和波动的问题。1980年，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

比重分别为 5.4％和78.2％，1990年两者比重分别为3.6％和89.2％，2001年则为34.9％和52.8％。从1996年到

2001年，信宜市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以上年为100)分别为103.9、100.1、98.2、 98.9、100.8、99.0；农民人均纯

收入的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23.5％、13.6％、6.4％、6.3％、3.5％、6.3％；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2.8％、

19.8％、22.3％、18.3％、30.3％、34.9％; 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8.5％、61.2％、57.4％、62.7％、 

60.7％、52.8％(见下表) ；2002年三季度止，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继续下降，工资性收入支撑着农民收入的增长，

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2.4％和53.5％。农产品价格波动和下跌，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农

民收入增幅不稳定和收窄的直接原因。 



 

  (二)农民收入的主要特点。信宜市农民收入的主要特点一是劳务经济在农民增收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近两

年来，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入世后国外农业对我国农业的影响更大，农民靠农业增收更加困

难，劳务收入成为增收的重要途经。二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式劳务经济较为明显，季节性、临时性增收突出存

在。虽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给很多农户带来了较多的收入，但是由于传统思想和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很多农民

还不能彻底放弃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农为主的兼业式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明显，农闲才外出务工或从事

二、三产业的占很大的比重，农闲、季节性、临时性从事建筑、竹器编织或经营商店、饮食业的突出存在，这种

以农为主兼业式向非农为 主转变的增收形式为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经。 

   二、农民增收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很多，有源于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有农业品种结构和效益的制约，有农民自身素质的

影响，亦有政策措施的作用。 

  (一)弱势之因 

    1、人多耕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种现象对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信宜市来说更加突出。耕地面积日趋

减少，人口日益增多，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期仍无法改变。 

  2、交通条件落后，信息闭塞，农业基础设施差，这是信宜的自然条件。山区多数耕地无法使用农业机械耕

种，大部分土地、劳动力集中在产品附加值少、效益低的产业上、滞留在土地上，生产力水平低，这种局面在短

期内难以改观。 

  3、“家庭经营”的传统模式，规模小，管理和技术落后，种植业生产周期长，产品档次低，承受自然和市场

风险能力弱， 比较效益差，弱质产业地位和弱势状况十分突出。 

  4、生产无序，生产中“蜂拥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比较明显，资金短缺而导致农业企业生产受困、规模小

的现象普遍存在。  

  5、文化偏低、缺少技术，留守土地的务农者年龄偏大，难以接受新事物和技术， 限制了他们的视野， 因而

目光短浅；外出打工者以提供体力劳动为主，是市场上廉价的劳动力，收入较少，从而形成了弱势群体。 

  (二)弱质地位 

  农业经营收入的多少取决于生产成本、产量及价格三个因素。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与有限的耕地面积结合在一

起， 形成了狭小而分散的农业经营形式，使得农业经营表现出低商品率、高成本的特点。 由于山区和生产规模

过细的限制，无法机械化作业， 占用了大量的活劳动力，农业活劳动成本较高。另一方面， 由于农用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使得农业物质成本增加。农产品单产水平已较高，产出量的增加很有限。目前我国农产品价格除劳动

密集型产品如蔬菜、水果、花卉、水产品和禽畜产品外，其他的价格已高于国际水平，提价的可能也很小。因

此，从资源约束角度 看，农业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的能力十分有限。从农产品的市场角度看，农产品出现结构性过

剩，靠城乡居民对农产 品需求支撑农民增收的能力稳步下降。再从农业信息服务水平的角度看，信息服务水平

低，难以及时根据需求来调整经营规模小、产品数量少的生产结构，产品的品种、品质难以适合市场需求，商品

率低、效益差。  

  (三)加工滞后 

  信宜市虽然人均农业资源较少，农业生产成本较高，而信宜是一个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劳动力资源和农产

品丰富。但是， 目前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我国农产品产后加工程

度仅为45％，其中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只有20％，信宜市农产品的加工、深加工程度更低，而发达国家则在80％以

上。 由于加工转化不足，许多瓜果蔬菜等大量鲜活农产品集中上市造成供过于求、价格暴跌，农产品“卖难”问

题日趋严重。 

  (四)绿色食品比重低，品牌产品比较少 

  农业科技成果的运用给人们带来丰产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隐患：化虫剂泛滥，生物生长调节剂也纷

纷上马，结果是既增加生产成本，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土质恶化和食品品质下降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各种动植

物疾病接踵而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绿色食品是指出自最佳生态环境、无污染、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严格限制甚至禁止使用人工合成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而信宜市的绿色食品不仅低，也

没有认证。 

  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信宜市农业生产规模小、产业化程度和组织化水平还比较低，劳动生产率

低，科技含量不高，产品保鲜、加工、包装、贮运等滞后， 品牌产品不多。 

  (五)城镇化水平低，劳动力转移速度慢 

  农民增收问题，关键在于减少农业人口，促使农村人口向城 镇集中，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近年

来信宜小城镇建设虽然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各地发展不平衡，发展还比较缓慢；在城镇准入条件上还

受到一些政策措施的限制，其突出表现是子女入学教育采取了差别政策。一些地方把城镇化的发展盲目理解为城

镇建设，大兴土木，大搞政绩工程，而忽视了特色产业的发展，既加重了干部和群众的负担，又形成了大量的政

府债务。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阻碍城镇化发展进程，制约着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

移的速度。 同时， 由于受文化和 技术技能的限制，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受大批高校毕业生的 冲击，就业困难、

收入减少的现象日益严重，信宜市农村劳 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速度日益减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六)农业增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下降趋势不减 

  信宜市农业能保持持续平稳增长的发展态势，是近年来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所取得的成果。一是前几年大力发

展“三高农业”期间，相当部分市直部门和单位及职工投资兴办养殖场和果园，种养业规模不断扩大。二是近年

来企业效益和体制改革的影响，在城镇下岗职工增多和再就业困难的情况下，相当部分下岗职工转向经营种养

业，他们充分利用自己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接受能力较强、种养技术掌握较快和筹措资金相对较易的优势，上山

种果、发展山地鸡、养猪等种养业，为信宜市农业稳产增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 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低

迷，农民经营农业的比较效益较差，导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下降。据统计，信宜荔枝、龙眼、生猪等种养规模较

大、产业化水平较高的都是非农户和单位经营的，其产品产量和产值占全市农产品产量和产值的比重较大， 因而

出现农业增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下降趋势不减的态势。 

  (七)收费仍多，负担仍重 

  信宜市的涉农收费虽然已得到了有效遏制，治理乱收费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还未得到彻

底的有效根治。义务的、非义务的，公益的、非公益的，自愿的、非自愿的收费、集资、捐资、摊排和罚款，在

农村仍普遍存在。据农民反映，生猪屠宰的税费普遍在100元／头以上，有的地方还高达140多元／头。教育费附

加按人头征收，没有年龄限制，学龄前儿童和超过劳动力年龄的赡抚养人口，既不是劳动力，又不是受教育对

象， 年年缴交教育费附加似乎不太合理。一些地方征收水利费 而无水灌溉农田，征收民兵费而不进行民兵训练

等。 

   三、发展思路与探索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以及农业、农村发展问题， 中央提出了两大战略 ： 一是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

整，二是实施城镇化战略。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一)发展思路 

  解决农民收入增幅收窄总的发展思路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以结构调

整为基础，以科技为动力，以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为途径，以减少农业人口为关键，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生态农

业和特色品牌农业。 

  1、继续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在结构调整中必须切实解决好两大问题：

一是提高农业的效益，二是扩大农民的就业。现阶段提高农业的效益，要以市场为导向，着眼于农产品品种的优

质化、多样化，“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人特我精”，从以产量为主向质量与效益并存转变。①以气

候条件和适种品种势为依托，确保南部的香蕉、荔枝、龙眼等水果种植的稳定，北部和山区大力发展三华李、山

楂、田七、八角、珍稀花卉和反季节蔬菜。 引导农民抓好冬种生产， 同时加强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化工作。农民

应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按照结构调整的思路，根据本地特点并从本地实际出发，发展销路畅、效益较好的种养

业。②以得天独厚的山区和森林资源为依托，发展高脂松和山地鸡的同时，大力发展珍稀家禽、山羊、肉兔、莱

 



牛和竹子。③培育、扶持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壮大规模，扩大“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辐射带动农户，提高

产业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增强抗风险能力， 改变弱质产业和弱势地位的现状，提高农业素质，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2、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要围绕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而展开，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不是加大对现有城镇的投资，抬高城镇公共福利和门槛，拉大城乡差距。要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支持当地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信宜市大成镇抓住石料加工，怀乡镇抓住

竹器编织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取得较快的发展步伐，这是成功的典型。 

  3、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 要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强化农产品加工环节， 以劳动力成本

低的优势弥补自然资源条件较差和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的劣势。同时， 由于农产品的集散地往往在小城镇，农产

品加工业的发展又可推动小城镇建设，带动服务业发展，安排更多劳动力就业。事实证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比

较快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就多，数量就大。 

  4、打绿色品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发展绿色食品，注重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已成为一种国际

化的趋势。绿色食品的潜在市场非常大， 即使在发达国家，绿色食品也只有整个食品市场销售额的2％。信宜市

应依托山区环境污染少这一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生态农业。从品种上看， 种植业方面以大豆、水稻、玉米、

花生、蔬菜、茶叶、药材为主，养殖业方面以山地鸡、鸭、鱼、 肉兔、 山羊、菜 牛和奶牛为主。从生产角度

看，要严格限制或禁止使用人工合成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从发展视角看，实施全 球通行的IS014000标准，

为企业突破绿色壁垒提供有效的“通行证”。从管理角度看，建立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加强环境教育及对相关领

域的研究工作，全面了解主要贸易国有关绿色壁垒的内容、动态及相关信息。 

  (二)护航之策 

  1、加大农业投入，夯实增收基础。要合理增加财政投入，支农资金应重点用于扶贫、农业基础建设、开发研

究、推广农业适用技术和绿色环保生态农业方面，尤其是培育和扶持绿色环保生态农业企业。 

  2、加快交通信息和服务业的发展。首先是加快信宜市公路改造和建设进程，迅速扭转交通落后的局面，其次

是提供农民需要的生产信息、生产技术、生产资金、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的优质服务。 

  3、抓好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 要根据不同文化层次和年龄层次的农民进行强化教

育培训，因人而异地设置文化基础、专业技术技能、市场经济知识等课程。同时，要结合扶贫计划，有计划分批

选送农家子弟免费参加农业技术学校的农技专业的技术培训。 

  4、落实减负措施，扫除增收障碍。农民负担是一个综 合性的社会问题，要认真把有关政策措施抓落实，理

顺关系，扫除一切乱收费、搭车收费的行为，从而扫除增收障碍，为农民增收大开绿灯。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宜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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