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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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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也是政策选择的难点。

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的真正主体是农民，但政府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认为政府

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快农业技术创新，以促进农业和牧、渔业的发展，加强农民不同收入来源所对

应的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进而为农民建立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创造必要的软、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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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实现农民收入的

持续、稳定增长，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实现投资和消

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双轮”并驾齐驱的关键，也是全

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如何建立增

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也是

政策选择的难点。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大部分人士

认为政府是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的主体，建

议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胡恒祥等认为应该通过

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惠农投入增长机制、完善农业内

部增效增收机制等来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

制⋯；邓大才认为应该从产业分工分业、政府的支持

保护、农业人口减少等八个方面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

长效机制雌1；李风臣认为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

制应该把握农村的八个环节b]。

诚然，政府在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中的

作用不容忽视，但建立增加农民收入长效机制的真正

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条件，将

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有效地分配到不同收入来源所对

应的经济活动中，使它们之间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循环

关系，才能真正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当

然，农民要建立增加自己收入的长效机制，需要一定

的外部条件。政府的职能就是根据农民的需要，为他

们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理论研究应该在分析农民

收入来源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确定建立增加农民

收入的长效机制的重点和有效手段，为政府的政策制

定和措施选择提供依据。然而，我国理论界在这方面

的研究近乎空白。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探讨如何建

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

一、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的重点

(一)重点的两难选择

由表1可知，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

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中的农业、牧业及渔业收入。从不

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绝对贡献量来看，农业

收入最高，工资性收入次之，渔业收入最低；从不同来

源的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量的相对贡献来看，从

1995年到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1358．66元，

其中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农业收入、牧业收入和渔业

收入各自的增长量分别是644．76、257．06、143．27和

20．65，它们各自的相对贡献量分别为47．5％、

18．9％、10．5％和1．5％；从不同来源的收入各自的相

对增长速度来看，从1995年到2004年，工资性收入、

农业收入、牧业收入和渔业收入分别增长182％、

32％、112％和132％，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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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7％和9．8％。因此，从不同收入对农民纯收

入的绝对贡献量及其相对贡献量来看，建立增加农民

收入的长效机制的重点是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

农业收入；从不同收入各自的增长速度看，建立增加

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的重点是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

入和牧渔业收入。

表l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

主要来源构成

单位：元

工资性 家庭经营 农业收 牧业收 崮业收

慕 纯收入① ②，① ④，① ⑤，① @，①
投人口 盹收人@ 人④ 入⑤ 人@

1995 1577．74 353 70 1125．79 799．“ J27 81 15 69 0．22 0 5l 0．08 O．0J

2000 2253．42 702 30 1427．” 8”．93 207 35 26 95 0 3l 0 37 0∞ 0．0l

200l 2366．40 771．90 1459．63 踮3．62 211．96 28．S7 0．” 0．36 0．09 0．0l

2c02 2475．63 840．22 14跖．54 866．67 210．62 32．17 0．M 0．35 0．09 O．0l

200B 2622．24 918．38 1541．28 885．71 245 68 34 92 0．35 0．34 0．09 O．0l

2004 2936．柏 998．46 1745．79 1056．5 27l憾 36 34 0弘 0 36 0．09 0．01

贾科呆碌：‘甲国玩计年鉴)200l一2005

(二)重点的具体分析

1．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作为重点缺乏可行

性。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状况。本文利用下列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统计测度结果见表2。

LIs。=1—1／r(1+印) (1)

这里，r=乡村就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劳动力总

量的比重；口=城乡人均可随意支配收入的比例(城

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口=城乡人口

的比例(城镇／农村)。

￡岱=LLsR￡ (2)

其中L是全国乡村就业劳动力总量

由表2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我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总量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总

量达到2．6395亿。据统计，现阶段我国农村进城务

工人员总数已逾1．5亿H1，可见，2005年我国还有1．1

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按照目前的就

业弹性系数，国民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提供

8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而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近

1000万【5|。同时，按照现有方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

力对农业发展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说过去国

民经济发展通过工农“剪刀差”抽取的是农业发展的

“血液”，那么，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抽取的

是农业发展的“骨髓”，这会导致农业发展的“再生障

碍性贫血”。因此，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

民的工资性收入来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缺

乏可行性，不能将其作为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

制的重点，但也不能忽视它的作用。如果能在避免其

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那么

还是要尽力发挥其作用。

表2 1996～2005年农村剩余

劳动率统计测度表

年份 p ISR Ls(亿)

1996 O．7122 2．5123 0．4384 0．3318 1．6270

1997 O．7097 2．4689 O．4686 O．345l 1．7046

1998 O．7044 2．5093 0．50()4 0．3706 1．8263

1999 0．6602 2．6485 O．5333 0．3721 1．g“6

2000 O．6788 2．7874 O．5679 O．4297 2．1027

200l 0．6722 2．8994 O．604l O．4593 2．2545

2002 0．6640 3．11ll 0．6418 O．4974 2．4353

2003 0．6555 3．2311 0．6815 O．5236 2．5548

2004 0．6476 3．1485 0．7170 0．5260 2．5616

2005 0．6396 3．2237 O．754l O．5443 2．639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和中国统计公报2005

中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2．发展农业，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有作为重点

的必要。农业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

收入的增加取决于农业的发展。然而，一方面由于目

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骨髓”抽取效应，使得只有

“386160部队(妇女、儿童、老人)”支撑农业，从而导致

农业发展面临人力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农业

的比较收益低，规模经济效益不明显，以及农业对自

然气候的高度依赖性等原因，使得农民对农业投资缺

乏积极性。同时，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而且要兼

顾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所以，农民对农业进行投资

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从而使农业发展面临资金的制

约；此外，农民习惯于根据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确定

种植方案，然后将多余部分作为商品销售，而城镇居

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已经升级，传统的农产品很难满足

他们的需要，再加上来自国外的质优、价廉农产品的

供给，使得农业发展面临市场制约的问题十分突出。

最后，农业发展还面临耕地面积锐减、水资源缺乏等

资源条件的制约。上述因素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农

业的发展。基于上述情况，农业本来不应该成为建立

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的重点。但是，从我国农

民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看，农民一直将农业作为经济

活动的重点，通过农业实现其第一个经营目标，即生

存目标。只有当其生存问题得以解决时，农民的经济

活动才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农业是我国的

基础产业，也是战略产业，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

决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农业发展。因此，建

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也要将发展农业作为重

点之一。

3．发展牧、渔业，增加农民的牧、渔业收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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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必然。从不同来源收入各自的相对增长率来

看，牧业和渔业收入增长比较快。牧、渔业收入主要

取决于城镇居民对牧渔产品及其副产品的消费需求。

如表3所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对蛋、肉

禽及其制品、奶及奶制品(在此，将这些产品视为牧业

产品)以及水产品(即渔业产品)的需求都在逐年增

加。与1995年的消费水平相比，城镇居民对牧业和

渔业产品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增加了41％和48％。

可见，牧、渔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发展牧、渔业是建

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的重点。

表3 2000～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

主要食品消费支出构成

单位：元

＼类别 食品消 肉禽及 奶及奶
、 粮食 蛋 水产品

笋劳＼ 费支出 制品 制品

1995 1766．02 260．53 416．27 69．58 120．64 31．43

2000 1958．3l 188．66 411．3l 56．59 143．54 68．57

200l 2014．02 188．13 413．54 56．78 151．99 80．06

2002 2271．84 190．44 455．12 59．16 169．68 104．76

2003 2416．92 194．15 473．19 60．97 170．31 124．70

2004 ”09．6 238．76 526．80 68．19 178．06 132．2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5

二、依靠发展农业和牧、渔业，建立增加农

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的机理

如图l所示，农业和牧、渔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即农民的不同收入来源之间存在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农民的不同来源的收

入之间也存在上述关系。这种关系既可能是相互促

进的良性循环，又可能是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发展

农业和牧、渔业能够加强它们之间的良性循环。

图1 农业、牧渔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之间的相互作用图

(一)发展农业有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良

性转移和促进牧、渔业的发展

从理论上讲，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农业具有极

大的“联系效应”。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即以农产

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有着极大的联系效应——前向

联系；与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企业也具有极大的“联系

效应”——后向联系哺】。在此，将与农业具有前、后向

联系的企业分别称为前、后向型企业。

从前、后向型企业与农业的关系看，后向型企业

是农业生产链条上的供应商，为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

服务；农业是前向型企业价值链条上的上游环节，为

前向型企业提供原材料；前向型企业是农业的延伸和

深化，也是对农业的工业化。同时，随着前向型企业

的发展，又会衍生出其自身的服务业。从某种意义上

讲，前向型企业是从农业衍生出来的第二产业；后向

型企业以及从前向型企业衍生出来的服务业都是从

农业衍生出来的第三产业。根据配第·克拉克研究的

结果，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三次产业产值的重心将会

发生转移。首先是农业产值比例大幅度下降，工业产

值大幅度提高，产业主体由农业转变为工业。其次，

农业产值比例继续下降，工业产值比例也下降，而服

务业产值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产业主体逐步由工业转

变为服务业。与此相对应，工业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

就业人数比例也发生同样的演化"1。因此，发展农业

不仅能充分发挥其“联系效应”，促进其前、后向型企

业的发展，而且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生产系

统内部的转移，从而在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负

面影响的前提下，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此外，农

业发展还能增加牧业和渔业产品的饲料供给，促进

牧、渔业的发展。

(二)牧、渔业的发展能增加农民的总收入，改善

其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关系

1．牧、渔业的发展能增加农民的牧、渔业收入。

牧业和渔业的发展涉及到良种繁育、疾病防治、饲料

加工、畜禽及水产品加工等。因此，发展牧渔业能带

动从良种繁育到产品加工的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而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够孕育出相应的龙头企业，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又能形成以牧业或渔业为主的

主导产业，从而增加农民的牧、渔业收入。

2．牧、渔业的发展能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牧、渔业的发展，不仅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能

提高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减少兼业性农村剩余

劳动力总量，从而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对转移

率，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3．牧、渔业的发展能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农

业、牧业和渔业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联系，它们各自

的产品生产过程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依赖性，如农业为

牧业产品的生产提供“口粮”，牧业产品的粪便可以作

为渔业产品的“营养源”，渔业产品的排泄物又可以作

为农业产品生长的“激素”。牧业和渔业的发展能够

增强农、牧、渔业之间的这种联系，促进生态农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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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增加“绿色食品”的供给量，从而增强农业的综合业发展建立良好的软环境引。

竞争力，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

4．牧、渔业的发展能改善农民不同收入来源所

对应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发展牧、渔业在增加农

民不同来源收入的基础上，能促进相关经济活动的发

展，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农民不同收入来

源所对应的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

可见，发展农业和牧、渔业，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

长效机制的机理是：通过农业和牧、渔业的发展，促进

农民的不同收入来源所对应的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

互动循环，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农业技术创新是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

长效机制的有效手段

所谓农业技术创新是指为了获取潜在利益，通过

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或引进、传播、转化、应用等一系列

活动，使农业生产要素的组合发生变化或进行重新组

合，从而产生效益的一切技术经济活动的总和№]。按

照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可将其划分为产

前、产中和产后农业技术创新。

(一)农业技术创新有利于农业和牧、渔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发展农业和牧、渔业是建立增加农民

收入的长效机制的重点，它们是通过促进农民的不同

收入来源所对应的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而

发挥作用的。但农业和牧、渔业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系

列的技术，如良种繁育技术、疾病防治技术、作物种植

及畜禽和鱼类养殖技术、肥料饲料加工技术、农产品、

畜禽及鱼类产品的深加工技术等，没有上述相关技术

的配套支撑，发展农业和牧、渔业就不可能促进农民

的不同收入来源所对应的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互动

循环，也不可能成为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的

重点。

从理论上讲，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

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其贡献份额将占有

越来越大盼比重。而技术进步的核心是技术创新形

成的，只有不断地产生技术创新才能促进技术进步速

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实际的角度看，一

是农业技术创新能够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提高

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水平；二是农业技术创新可以

相对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诱导生产要素的投入取

向，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三是农业技术创新

可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变革，有效推动农业发展；四

是农业技术创新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产生与形成，为农

从实践的角度看，农业技术创新主要表现为农村

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农村居

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与其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密切相关。

表4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

原值与其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表

卑^王：产|无

＼年份

项趴 1999 20()0 200l 2002 2003 20()4

年末固定

资产原值
2915．49 3321．66 3544．09 3741．0l 4152．75 4457．13

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
10297．印 10317．66 10715．20 lll48．34 11975．83 14512．2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5

对表4中的数据作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可得：

y=2062．46+2．56X (1)

模型中x代表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

产原值，y代表其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模型的判定系

数是O．7994，相关系数r=O．894l，当a=5％时，r口=

0．81l。可见，农村居民家庭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

原值与其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

系，前者每增加l元，后者就增加2．56元。

理论和实践分析表明，农业技术创新不仅有利于

农业发展，而且有利于牧业和渔业的发展。

(二)农业技术创新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如前所述，发挥农业的“联系效应”有利于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创新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农

业的“联系效应”。

图2农业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示意图

如图2所示；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农业技术创新

与后向型企业、农业和前向型企业以及农村城镇化之

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加强农业与其前、后向型企业之

间的联系，使农业的“联系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从而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农业技术创新及

其成果转化和应用，以促进农业和牧、渔业的发展，加

强农民不同收入来源所对应的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

互动循环，进而为农民建立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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