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卷 第 6期 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Vol. 30 No. 6

2009年 11月 Journ al of Ji shou University ( Natural Science Edit ion) Nov. 2009

文章编号: 1007- 2985( 2009) 06- 0098- 05

武陵山区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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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作为民族地区农村的主体产业,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的相关研究出

发,以湘西州和恩施州为例, 对比分析武陵山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并提出了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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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包括重庆市黔江区、湖北省恩施州、湖南省湘西州和张家界市及贵州铜仁地区等地区, 有土

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 但经济基础薄弱,是中国典

型的 老、少、边、穷 地区.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民的脱贫任务仍然异常艰巨,农业作为武陵山区农村的主体

产业,对于农民的增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农业经济发展, 徐贻军等
[ 1]
的研究表明湖南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与湖南的经济增长

负相关,金浩等 [ 2]通过构建农业产业化的指标体系对河北省农业产业化水平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实证研究.关于农民增收的问题, 时明德[ 3]认为河南农民增收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不合理,农业生产要素层次低, 周克全[ 4]认为居住分散、观念落后、缺乏发展经济的内在驱动力等是影响西

部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 杨茂
[ 5]
认为农业市场化进程对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不

少学者认为农业本身对于农民增收的作用不大.如张仕权[ 6]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农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

应为负数,汪远忠等 [ 7]认为家庭非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和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

要来源.关于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崔元锋等
[ 8]
运用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荆门市农业

结构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汪远忠等
[ 7]
从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增强农产品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方

面提出了农民增收的途径,周克全 [ 4] 认为改变传统扶贫方式和培养新型农民等是西部农民增收的主要

途径.

已有研究中,有关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对农民增收影响问题并不多见, 所以笔者以武陵山地区为

例,分析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农业经济发展不仅涉及到农业总增加值的变化, 还涉

及到农业产业部门结构的变化,所以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指标,笔者选取农业产业总增加值和 5个主要产业

部门的产业增加值; 对于农民收入的指标,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限于资料,仅分析武陵山区的湖南湘西和

湖北恩施 2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2004年至 2008年的相关数据,以期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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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产业增加值与农民增收的相关性
1. 1 农业总产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整体情况

农业产业总增加值是农业经济整体实力的直接体现,是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根据相关

统计资料,笔者整理得到恩施与湘西农业增加值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数据.数据由表 1列示.

表 1 2004 2008年恩施州与湘西州农业增加值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

年

度

恩施州

农业增加
值/亿元

增加值增
长率/ %

农民人均纯
收入/元

增加值增
长率/ %

湘西州

农业增加
值/亿元 增长率/ %

农民人均纯
收入/元 增长率/ %

2004 68. 19 1 593 25. 50 1 602

2005 71. 27 4. 52 1 643 3. 1 26. 39 3. 49 1 766 10. 2

2006 72. 79 2. 13 1 848 12. 5 28. 90 9. 51 1 962 11. 1

2007 79. 36 9. 03 2 143 16. 0 34. 67 19. 97 2 255 14. 9

2008 89. 42 12. 68 2 519 17. 5 41. 57 19. 90 2 574 14. 2

均值 76. 206 7. 090 1 949. 2 12. 28 31. 41 13. 217 2 352. 2 12. 60

注 数据来源于湘西州与恩施州政府网站,并经作者整理

由表 1可见: 2004 2008年恩施州与湘西州农业增加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农

业增加值分别从 68. 19亿元和 25. 5亿元增长到 89. 42亿元和 41. 57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 1 593

元和 1 602元增长到2 519元和 2 574元; 从农业经济规模来看,虽然湘西州的农业经济增加值只有恩施州

的一半,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却略高于恩施州;从增长速度上看, 恩施州的农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只

有 7. 090%, 明显低于湘西州的 13. 217%,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 12. 28%, 却与湘西州的 12.

60%相差不大.

1. 2 恩施州农业产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性

各部门产业增加值是农业总产值的组成部分, 其结构直接影响到总产值的变化.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

笔者整理得到恩施州农业各部门增加值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数据.数据由表 2列示.

表 2 恩施州农业增加值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

年度 农业增加值/亿元 种植/亿元 林业/亿元 牧业/亿元 渔业/亿元 副业/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2004 68. 19 44. 98 1. 80 20. 21 0. 21 0. 37 1 593

2005 71. 27 46. 28 1. 97 21. 50 0. 22 0. 39 1 643

2006 72. 79 47. 16 1. 72 23. 22 0. 24 0. 45 1 848

2007 79. 36 47. 65 2. 04 28. 80 0. 31 0. 56 2 143

2008 89. 42 52. 53 2. 64 33. 12 0. 44 0. 69 2 519

注 数据来源于恩施州政府网站,并经作者整理

表2显示:恩施州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增加值占绝大部分, 达到 90%以上;林业、渔业和副业的比例总和

不足 4% .这说明种植业和畜牧业是恩施州农业经济的主体和发展的重点.

利用统计软件对恩施州农业各部门增加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表 3列出相关系数.

表 3 恩施州农业各部门增加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系数

农业总增加值 种植 林业 牧业 渔业 副业

0. 988 850 0. 948 990 0. 865 200 0. 994 400 0. 980 900 0. 999 504

由表 3可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性最强的是副业和牧业,相关系数都在 0. 99以上; 林业最低,相

关系数不足 0. 9, 但是其比例较小;占农业总增加值比例最大的种植业相关系数不足 0. 95, 低于总增加值

水平,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有限.由此说明,恩施州农民增收的关键影响因素是畜牧业的发展,这也是以后恩

施州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1. 3 湘西州农业产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性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 笔者整理得到湘西州农业各部门产值增加值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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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由表 4列示.

表 4 湘西州农业增加值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

年度 农业增加值/亿元 种植/亿元 林业/亿元 牧业/亿元 渔业/亿元 副业/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2004 25. 5 15. 12 3. 52 5. 74 0. 84 0. 28 1 602

2005 26. 39 16. 10 3. 17 5. 88 0. 95 0. 29 1 766

2006 28. 90 18. 61 3. 21 5. 84 0. 92 0. 32 1 962

2007 34. 67 21. 50 3. 47 8. 32 1. 04 0. 35 2 255

2008 41. 57 27. 02 4. 16 9. 15 0. 83 0. 42 2 574

注 数据来源于湘西州政府网站,并经作者整理

表4显示:湘西州种植业、林业和畜牧业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的绝大部分,达到90%以上, 而渔业和副

业的比例总和不足 4% .与恩施州相比,虽然湘西州的畜牧业产业有限,但是林业产值明显的高于恩施州,

是湘西州的一大特色.

利用相关的统计软件对湘西州农业各部门增加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表 5列出相

关系数.

表 5 湘西州农业增加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系数

农业总增加值 种植 林业 牧业 渔业 副业

0. 985 680 0. 989 165 0. 729 300 0. 942 770 0. 031 460 0. 981 689

由表 5可知:湘西州农业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性最强的是副业和种植业,相关系数都在 0. 98 以上;

林业在总产值中具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相关性却不足 0. 73;占农业总增加值比例最大的种植业相关系数

达到 0. 989, 高于总增加值水平. 所以湘西州除了继续保持种植业和畜牧业的优势外,要加大对林业发展

的整合,推动其对湘西州农民增收的效应.

以上分析说明, 恩施州与农民收入最为密切的是畜牧业, 其他产业部门的相关性也比较强,种植业的

地位不够明显. 而湘西州的种植业与农民收入相关性最强, 其他的产业相关性不明显.从总体水平看, 恩施

州的相关性虽强于湘西州,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却与湘西州差不多,甚至略低于湘西州水

平,这就说明武陵山区农业经济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总体效应还是比较有限的.

2 农业产业结构变迁与农民增收的相关性
2. 1 恩施州农业产业结构变迁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相关性

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笔者整理得到恩施州农业产业部门比例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变化情

况.表 6列出有关数据.

表 6 恩施州农业产业部门比例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

年度 种植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副业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2004 66. 0 2. 6 29. 6 0. 3 0. 5

2005 64. 9 2. 8 30. 2 0. 3 0. 5 3. 1

2006 64. 8 2. 4 31. 9 0. 3 0. 6 12. 5

2007 60. 0 2. 6 36. 3 0. 4 0. 7 16. 0

2008 58. 7 3. 0 37. 0 0. 5 0. 8 17. 5

注 数据来源于恩施州政府网站,并经作者整理

由表 6可知:恩施州农业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了绝大多数,平均在 60%以上, 但是比例呈逐年下降趋

势,到 2008年只有 58. 7%; 畜牧业,增长幅度比较明显,从 2004年的 29. 6%增长到 2008年的 37. 0% ;其

他产业的比例较低, 但是基本都实现了逐年的增长; 农民纯收入增长不太稳定, 但是与种植业的比例呈反

方向变化.

利用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对农业产业部门产值增长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表 7列出恩施州农业产业部门产值增长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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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恩施州农业产业部门产值增长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

年度 总增加值 种植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副业 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5 4. 52 2. 90 9. 40 6. 40 6. 10 5. 40 3. 1

2006 2. 13 1. 90 - 12. 50 8. 00 8. 50 15. 30 12. 5

2007 9. 03 1. 04 18. 60 24. 03 29. 17 24. 44 16. 0

2008 12. 68 10. 24 29. 41 15. 00 41. 94 23. 21 17. 5

年均值 7. 090 4. 020 11. 227 13. 357 21. 427 17. 087 12. 28

表 7显示: 各部门产值的增长和农民纯收入增长的整体变化都比较大. 其中: 总增加值和种植业的增

长率都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以下,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受农业总增加值和占比例较大的种

植业的影响比较小. 林业和渔业除了 2006年外,增长率都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以上;副业虽然所占的

比例较小,但是其年增长率亦均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以上.这几个部门对农民收入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畜

牧业起伏较大, 但年均增长率为 13. 357% ,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 12. 28%的年均增长率, 对农民增收也具

有一定的作用.

2. 2 湘西州农业产业结构变迁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相关性

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笔者整理得到湘西州农业产业部门比例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变化情况.表

8列出相关数据.

表 8 湘西州农业产业部门比例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

年度 种植 林业 牧业 渔业 副业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2004 59. 3 13. 8 22. 5 3. 3 1. 1

2005 61. 0 12. 0 22. 3 3. 6 1. 1 10. 2

2006 64. 4 11. 1 20. 2 3. 2 1. 1 11. 1

2007 62. 0 10. 0 24. 0 3. 0 1. 0 14. 9

2008 65. 0 10. 0 22. 0 2. 0 1. 0 14. 2

注 数据来源于湘西州政府网站,并经作者整理

由表 8可知:湘西州农业产业结构中种植业比重较大, 大都在 60%以上,且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从

2004年的 59. 3%增长到 2008年达到 65. 0%; 畜牧业和副业稍有下降,分别从 2004年的 22. 5%和 1. 1%

下降到 2008年的 22. 0%和 1. 0% ;林业和渔业下降幅度稍大,分别从 2004年的 13. 8%和 3. 3% 下降到

2008年的 10. 0%和 2. 0%; 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不稳定,但始终保持在 10%以上,与各个产业部门的比例变

化相关性不强.

利用相关的统计资料,表 9列出湘西州农业产业部门产值增长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数据.

表 9 湘西州农业产业部门产值增长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

年度 总增加值 种植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副业 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5 3. 49 6. 46 - 10. 01 2. 57 12. 90 3. 49 10. 2

2006 9. 51 15. 62 1. 30 - 0. 80 - 2. 66 9. 51 11. 1

2007 19. 97 15. 49 8. 08 42. 53 12. 47 9. 06 14. 9

2008 19. 90 25. 70 19. 90 9. 91 - 20. 07 19. 90 14. 2

年均值 13. 217 15. 818 4. 818 13. 553 0. 660 10. 490 12. 60

注 数据来源于湘西州政府网站,并经作者整理

表 9显示: 总增加值增长率和各个产业部门增加值增长率的起伏变化都比较大,不少产业部门在某些

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稳定,保持在 10%以上增长率. 从年均增长速度上看, 总增加

值、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增长率分别达到 13. 217%, 15. 818%, 13. 553%, 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

率( 12. 60%) .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受到农业总增加值和占比例较大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增长率影

响比较大,对农民增收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但是牧业的发展不够稳定.林业、副业和渔业的年均增长率都

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以下,渔业和副业所占的比例较小,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大, 而林业所占比例超

过 10% ,但其年均增长率只有 4. 818% ,需要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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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 恩施州和湘西州农业产业结构中各产业部门比例变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相关性不

明显.其中:恩施州的种植业比例与农民纯收入增长有一定的负相关性,种植业的拉动作用较小,而湘西州

则较大;恩施州畜牧业的发展比较稳定,对农民纯收入的拉动作用明显,而湘西州则不够明显. 之所以产生

这种原因,笔者以为这主要是由于两地区的资源环境差异导致的农业产业结构差异,所以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是两地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推动武陵山区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对策
3. 1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武陵山区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优势的主导产业, 把优势产业做大,把特色产业做强,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主要措施: ( 1)结合武陵山区资源优势, 调整农产品品

种结构,提升农产品的效益,实现农民增收.应根据资源优势, 突出特色, 加快发展畜牧、水产等养殖业,大

力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扩大适销对路的新品种的产量. 除继续发展林业和牧业等经济作物外, 要适

度的发展特色精品产业, 如富硒猕猴桃、中药材、绿色有机茶叶、绿色无公害蔬菜等. 同时,要搞好与农业直

接相关的副业发展, 提升副业在产业中的比重, 为农民的增收提供更多的途径. ( 2)调整农产品的品质结

构.根据当地优势产业发展的需要,发展绿色食品和精细特色农业产品,打造名、特、优农产品和特色品牌.

武陵山区要加大 无公害 、绿色 、有机食品 的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 打造农产品区域地理标志品

牌.要建设和推广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如反季节蔬菜示范基地、优质橙柚示范基地、柑橘和猕猴桃良

种繁育基地等, 提升武陵山区农产品的整体质量和效益,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3. 2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产业化经营是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武陵山区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增强农产品

的科技含量,提高农民素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措施: ( 1)搞好龙头企业建设.龙

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深化产品加工、提高服务的综合能力,其经济实力的强弱关系到其牵动能力的大小,

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和成效. 要重点扶持一批骨干企业, 实行原料生产基地一条龙服务, 增加农

产品的附加值,支持其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发展成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集团,带动武陵山区农民脱贫致

富. ( 2)强化基地建设和订单农业.通过 公司+ 基地+ 农户 等方式,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 充分发挥订单

农业的市场导向作用和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促进农民增收.要以市场为导向, 按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

地、基地带农户的方式,实行专业化生产,增强农业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 3)培育和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

织.要引入市场机制,推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或在条件成熟地区实行集体经营, 或采用农业合作社

等形式,实现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集约化经营,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以提高农户的谈判地位, 降低交易成

本,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新的途径.

3. 3 强化农业发展保障设施建设

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必须具备完善的保障机制, 如信息服务、市场服务和制度建设等, 为农业产业化经营

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保障.具体措施: ( 1)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

设.重点搞好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根据武陵山区的实际,大力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发展特色农产品市场集群,推动农业经济的规模化发展. ( 2)完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形成辐射力强的信息网,

为农民无偿提供真实有利的市场和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体系可提供规范的购销业务和定单业务,提供金融、代

理、律师、咨询等服务.技术信息体系可根据武陵山区农业产业发展的情况,及时通过手机短信、电视和广播等

媒介向农民提供相关的技术指导和帮助. ( 3)培育新型农民.农业效益的提高依赖于农民素质的提高,武陵山

区要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文化和科技素质,激发农民潜在的致

富欲望和创新能力,为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提供保障,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 4)武陵山区政府要改变

观念,加强合作,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实现大农业、大市场、大流通,提供全方位农业社会化服务.政府要

尽快出台专门的农业经济发展意见,就产业规划、组织实施、信贷投入、信息技术服务、鼓励措施等方面做出明

确的政策限定.要保护农技人员开展科技创新与推广的积极性,鼓励其主动为农民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解决农

民缺良种、缺技术、缺人才等问题,加快农业产业发展步伐. (下转第 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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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相关者层次性综述

企业类型
非财权主体
的相关者 财权主体 财务治理主体

财务治理的
核心或轴心

古典企业
社区居民、媒体、顾客、政府机
构、供应商

员工、债权人、企业
主 员工、企业主 企业主

市场经济之前
的国有企业

社区居民、媒体、顾客、政府机
构、供应商、非主管的政府机
构

员工、债权人经营管
理层、所有者

员工、经营管理层相
关主管部门 相关主管部门

市场经济之后
的国有企业

社区居民、媒体、顾客、政府机
构、供应商

员工、债权人经营管
理层、所有者 员工、经营管理层 经营管理层

公司制企业
社区居民、媒体、顾客、政府机
构、供应商

员工、债权人经营管
理层、股东

员工、经营管理层、
股东会

经营管理层
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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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main industr y in r ural ethnic m inority areas, ag riculture has an im por tant significance for

farm ers inco me. Fr om the theories o n the ag 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come increase of

farm ers, taking Xiang xi A utonomo us Pr efectur e and Enshi Autonomo us Pr efectur e as example, the paper

com parat ively analyses the impact o n the incom e increase of farmers of the ag ricultural eco nom ic develop

m ent and ag ricultur al st ructur e in the Wuling M ountain ar ea, and puts forw ard som e m easures on prom o

t ing ag ricultur al econom ic dev elo pm ent and the incom e increase of far 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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