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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民经济收人问题

—
以长武王东沟试验区为例

王 积 宽

(长武县综合治理站
·

长武县
·

7 13 6 0) 4

摘 要 近 1 0年来
,

长武王东沟试区农民经济收入有了较大提高
.

我们通过分析研究认为
,

果

业亦然是农民经济收入的支柱行业 ,工副业将由一个
“

松散结构
”

变成农民经济收入支撑系统

中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
商品生产将会贯穿于农业系统循环的始终

.

在今后一段时间
,

农民的经

济收入将会有更大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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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农民收入是农业系统总体功能的系统表现
,

是农业系统结构与外界作用力相互作用的结

果
,

它也是对外界作用力作用于农业系统效果的最直接
、

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
王东沟流域作为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区之一

,

已进行了近 10 年的综合治理工作
,

农

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

因而
“
王东沟治理模式

”
已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充分肯定

,

为此
,

有必要

研究该流域农 民收入的问题
,

研究农 民收入的发展
,

农 民收入产生的系统循环机制等
,

为进一

步提高农 民收入提供科学依据
。

收稿 日期
: 1 9 95一 0 9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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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民收人发展状况及分析

反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指标是纯收入
,

纯收入不仅能综合地反映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经

营效果
,

反映出农户的综合经济效益
,

而且又决定了农户进行扩大再生产或维持简单再生产的

可能性
,

因此这里的分析用
“

纯收人
”

指标
。

1 9 8 6 产一 1 9 9 4年的纯收入状况由表 1表示
,

人均纯收入通过表 2表示
,

收入结构通过表 3表示
。

表 1 1 9 8 6~ 1 9 9 4年农户所得情况表

年年 份 (年 ))) 1 9 8 666 1 9 8 777 1 9 8 888 1 9 8 999 1 9 9 000 1 9 9 111 1 9 9 222 1 9 9 333 1 9 9444

农农民所得 (元 ))) 4 1 8 2 6 000 4 3 1 9 0 222 8 1 6 4 7 999 9 9 0 9 6 000 1 0 1 1 5 0 222 1 0 2 1 0 0 000 1 3 5 1 2 0 000 2 0 0 7 5 0 000 2 3 9 0 1 0 000

基基期发展速度 (% ))) 1 0 0
.

0 000 1 0 3
.

2 666 1 9 5
.

2 111 2 3 6
.

9 222 2 4 1
.

8 444 2 4 4
.

1 111 3 2 3
.

0 555 4 7 9
.

9 666 5 7 1
.

4 444

人人 均 (元 ))) 2 3 0
.

4 444 2 3 1
.

2 111 4 2 5
.

2 000 5 0 6
.

8 888 5 0 8
.

0 000 5 0 7
.

111 6 5 8
.

555 9 6 0
.

555 1 1 2 4
.

222

基基期发展速度 (% ))) 1 0 0
.

0 000 1 0 0
.

3 333 1 8 4
.

5 222 2 1 9
.

9 666 2 2 0
.

4 555 2 2 0
.

0 666 2 8 5
.

7 666 4 1 6
.

8 111 4 8 7
.

8 555

表 2 1 9 8 6~ 1 9 9 4年纯收入结构表

年年 份 (年 ))) 1 9 8 666 1 9 8 777 1 9 8 888 1 9 8 999 1 9 9 000 1 9 9 111 1 9 9 2 }}}1 1 9 9 333 1 9 9 44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llll

种种植业业 收入入 2 4 1 8 3 222 2 3 6 8 3 888 5卫4 0 9 222 6 2 0 6 4 222 6 6 3 7 4 444 4 8 9 4 0 000 4 5 9 5 0 000 : 。选

曰曰币
2 5 7。。 ---

%%%%%%% 5 3
.

6 777 5 0
.

5 333 6 0
.

1 999 6 1
.

4 000 6 3
.

3 777 4 3
.

8 555 2 9 9 444 4 4
.

8 2 ………3 5
.

3 666

果果 业业 收入入 8 3 6 000 3 8 0 0 000 2 4 0 5 333 3 8 1 6 555 6 7 6 5 333 2 0 7 0 0 000 5 4 4 7 0 000 4 9 0 9 0 000 8 9 8 2 0 000

%%%%%%% 1
.

8 666 8
.

1 111 2
.

7 666 3
.

7 777 6
.

4 666 1 8
.

5 555 3 5
.

4 999 2 2
.

3 444 3 4
.

3 888

林林 业业 收入入 1 6 3 0 000 2 7 8 0 000 1 0 8 0 000 3 4 3 1 111 3 2 2 3 000 7 7 0 000 3 3 1 0 000 3 8 2 0 000 7 0 0 000

%%%%%%% 3
.

6 222 5
.

9 333 1
.

2 444 3
.

3 999 3
.

0 888 0
.

6 999 2
.

1 666 1
.

7 444 0
.

2 777

养养殖业业 收入入 1 1 5 6 333 1 3 6 1 666 3 7 1 0 777 6 8 1 9 000 1 7 2 7 777 5 1 5 0 000 3 4 0 0 000 4 2 3 0 000 1 0 2 60 000

%%%%%%% 2
.

5 777 2
.

9 111 4
.

2 666 6
.

7 444 1
.

6 555 4
.

6 111 2
.

2 222 1
.

9 333 3
.

9 333

工工副业业 收入入 1 7 2 5 0 000 1 5 2 4 1 000 2 7 4 6 7 999 2 5 0 1 8 000 2 6 6 5 6 555 3 6 0 4 0 000 4 6 34 0 000 6 4 1 0 0 000 6 8 0 9 0 000

%%%%%%% 3 8
.

2 888 3 2
.

5 222 3 1
.

5 555 2 4
.

7 333 2 5
.

4 555 3 2
.

2 999 3 0
.

1 999 2 9
.

1 888 2 6
.

0 666

合合 计计 收入入 4 5 0 5 5 555 4 6 8 6 6 444 8 7 0 7 3 111 1 0 1 1 4 8 888 1 0 4 7 4 6 444 1 1 1 6 0 0 000 1 5 3 4 7 0 000 2 1 9 7 CO000 2 6 1 2 4 0 000

%%%%%%% 1 0 0
.

0 000 1 0 0
.

0 000 1 0 0
.

0 000 1 0 0
.

0 000 1 0 0
.

0 000 1 0 0
.

0 000 1 0 0
.

0 000 1 0 0
.

COOO 1 0 0
.

0 000

由表 1
、

表 2及综合分析
,

得出
:

( l) 收入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

1 9 8 6一 1 9 9 4年纯收入可以划分为 3个阶段
: 1 9 8 6一 1 9 8 7年为第

1阶段
, 1 9 8 8一 1 9 9 0年为第 2阶段

,

1 9 9 1一 1 9 9 4年为第 3阶段
,

收入经过了
“
稳定增加~ 急剧上升

~ 再稳定增加
”

的发展过程
,

这与综合治理的发展况及综合治理效益演替规律相一致
。

在第 1阶段
,

也就是综合治理规划和规划实施的初期阶段
,

综合治理措施的布设 主要改变

了土地利用和资源配置结构
,

综合治理措施本身基本上处于
“

零
”

经济效益阶段
,

所以这一阶段

综合治理措施给农民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入较少
,

如果其它因素变化不大
,

收入不会有较大的

增加
,

( 由表 1
、

表 2可以看出 ) 1 9 8 7年比 1 9 8 6年收入略有增加
。

按照综合治理规划的一般程序
,

为

了突破原循环系统状态
,

首先突破的是粮食单产
,

即种植业的发展是基础
,

因而在第 2阶段由于

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而形成了农民收入的巨大提高
。

第 2阶段平均收入比第 1阶段高 2
.

12 倍
,

而第

2阶段种植 业收入比第 1阶段高 2
.

52 倍
。

到了第 3阶段
,

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

综合治理措施本身的

经济效益 以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
。

王东沟流域表现比较显著的是果树收入
,

果树在第 1
、

2阶段

收入稳定增加
,

而到了第 3阶段则急剧上升
。

果树收入由 1 9 9 0年的 67 6 53 元上升到 1 9 9 1年的托 7

0 0 0元
,

1 9 9 4年的 8 9 8 2 0 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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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来看
,

收入不仅具有阶段性
,

而且收入的阶段性是由系统循环的阶段性所引起
。

( 2) 农民收入的产生是由一个复杂的农业系统所支撑
,

而并非某一单独生产部门的循环系

统
。

就是说
,

王东沟流域的农业生产系统是一个复合农业生产系统
。

由上述诸表可以看出
,

这个

支撑系统 内部的功能是
:

种植业是农 民收入产生的基础
,

稳步发展
;果业是农民收入发展和进

一步发展的支柱
,

迅速发展
,

由果业所提供给农 民收入的份额不断上升
,

有占取首位之态势
;
林

业
、

养殖业是该支撑系统得以循环的必要条件
,

林业产值在逐步提高
,

收入多少与系统结构调

整与配置关系有关
,

养殖业所提供的收入与其内部结构有关
;工副业是该支撑系统的一个调节

系统
,

它是
“

种
、

果
、

林
、

养
”

循环系统周围一个松散的循环体
,

但它为农 民所带来的收入不容忽

视
,

按照其发展态势
,

工副业有望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二支柱产业
。

( 3) 商品生产是提高农 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

按照统计规则
,

除种植业的一部分外
,

所有收入

的获得都是产品得以实现的结果
。

也许会有一夭
,

收入 的支撑系统会被 人们直观地称为
“

商品

型生态农业
” [ , J 。

( 4) 人 口变化是影响人均纯收入的一个重要因子
。

这可以通过各年度农户收入增加速度大

于人均增收速度得以说明
。

3 农民收人差异及不同收人层次农民行为过程分析
3

.

1 研究农民
“

收人差异
”

的意义

农民收入是农业生产力

水平的重要标志
,

农 民收入

的差异表 明农业生产力存在

差 异
,

通过农 民收入差异情

况的分析
,

可 以为低收入户

过渡到较高收入户寻找最适

表 3 1 9 8 6年收入差异情况表

收收入水平 (元 ))) 毛 1 0 000 1 0 0~ 3 0 000 ) 3 0 000 合计计

户户 数数 l 333 4 333 1 000 6 666

比比 例例 1 9
.

7 000 6 5
.

1 555 1 5
.

1 555 1 0 0
.

0 000

注
:

考察时随机抽取“ 户
.

途径
。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

人们总是 自发地为自已寻找着生产力发展的途径
,

以增加 自已的

收入
,

下面用表 3和表 4来说明这一点并反映农民收入差异的变动情况
。

表 4 收入差异变化情况表 z[]

年年份份 收入水平平 1 0 0 ~ 2 0 000 2 0 0 ~ 3 0 000 3 0 0 ~ 5 0 000 5 0 0 ~ I D 0 000 ) 1 0 0 000

(((年 ))) (元 ))))))))))))))))))))))))))))))))))))))))))))))))))))))))))))))))))))))))))))) 户户户户数数 比例例 户数数 比例例 户数数 比例例 户数数 比例例 户数数 比例例

111 9 8 777 4 3 333 2 555 5
.

888 1 1 111 2 5
.

666 2 2 333 5 1
.

555 7 444 1 7
.

111 000 000

111 9 8 888 4 4 000 000 000 5 000 1 1
.

444 1 5 111 3 4
.

333 2 1 444 4 8
.

666 2 555 5
.

777

111 9 8 999 4 5 777 000 000 3 999 8
.

5 333 9 111 1 9
.

9 222 2 8 888

…
“ 3

·

。 222 3 999 8
.

5 333

111 9 9 000 4 6 222 222 0
.

4 333 000 000 6 777 1 4
.

555 3 4 444 } 7 4
·

4 666 4 999 1 1
.

6 111

从表 4和表 5可以看出
,

农民收入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收入差异在发生

变化
,

且总体收入和各收入层次的收入都在提高
。

3
.

2 收人差异现状及其经济行为分析

为了研究收入差异现状及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
,

特选取了25 户典型户
,

通过调查和

分析
,

列表 5如下
。

由表 5可以看出
,

后 3个收入层次的人均纯收入分别 比最低收入层的人均纯收入高 1
.

57
、

4
.

40 和 17
.

70 倍
,

是什么原 因造成这么大的差异呢 ? 是由于不同层次的农民具有不同的生产经

营意识和经营行为造成的
,

下面以文化程度
、

生产结构
、

投入产出水平等及产生效果的差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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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个问题
。

表 5典型 户收入差异情况

收入水平 (元 )

户 数

占总户数 (肠 )

人均收入

簇 1 0 0 0 (I )1 0 0 0 ~ 3 0 0 0 (I )3 0 0 0 ~ 1 0 0的 (I )> 1 0 0 0 0 (W )

l 6

1 68
.

0 1

l 7

68

1 8 59
.

81

1 2

3 3 3 8
.

3 4 1 1 5 54

表 6劳动力素质情况

收入层

次类型

I

高中

化

初中 文育

3

1 0

2

劳 动 者 技 能

有职称者 } 四匠 { 机械工 }种田能手 }经商人员

W

合计

劳动力

总数

7

4 4

8

2

6l

程

小学

4

2 5

4

1

3 4 1 51 1

3
.

2
.

1 劳动力素质 表 6为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劳动力素质情况
,

可以看出
,

在 25 户调查

户中
,

仅有 3个劳动者具有高中文化程度
,

目前文化程度对收入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尚无法计算
,

但文化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是肯定的
,

因为文化程度直接影响了劳动力接受科技知识
,

进行技能

训练
,

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及进行生产经营管理的能力
。

从劳动力技能来看
,

高收入层次的农

户具有劳动技能者人数居多
。

3
.

2
.

2 农业生产结构 表 7是各收入层农业生产结构情况
,

可以看出
,

林果业在收入支撑

系统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这与前面对收入的总体情况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

在 I 中
,

种植

业收入占 58 %
,

林果业占。 %
,

养殖业占 1 6
.

3%
,

工副业占 25
.

7 %
,

说明他们除了利用农闲时间

进行一些劳务输 出外
,

主要维持种植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

I
、

m
、

W 比 I 的收入高
,

主要是高在

林果业上
,

高在商品生产上
。

表 7 农业生产结构情况

收收入层层 种植业业 林果业业 养殖业业 工副业业 合计计

次次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人人人均收入 (元 ))) 环环 人均收入 (元 ))) %%% 人均收入 (元 ))) %%% 人均收入 (元 ))) %%%%%

IIIII 3 5 8
.

4 444 5 888 000 000 10 0
.

7 444 1 6
.

333 1 5 8
.

5 333 2 5
.

777 6 1 8
.

0 111

IIIII 6 3 5
.

9 222 4 000 6 2 000 3 999 3 3 3
.

8 999 2 lll 000 000 1 5 8 9
.

8 111

IIIII 3 0 0
.

4 555 999 2 2 8 3
.

4 222 6 8
.

444 2 2 0
.

3 333 6
.

666 5 3 4
.

1 333 1 6
.

000 3 3 3 8
.

3 444

VVVIII 3 1 1
.

9 666 2
.

7 CCC 1 1 0 2 2
.

5 222 9 5
.

444 000 000 2 1 9
.

5 222 1
.

999 1 1 5 5 444

3
.

2
.

3 投 资及投 资

效果情况 表 8是这 4个收

入层农户的投入及投资效

果情况
。

可以看出
,

高投入

与高产出
、

低 投入与低产

出相对应
,

并且 随着投入

的增加
,

产投 比也在增加
,

表 8 投资及效果情况

收收入层次类型型 III III 111 WWW

人人均投资 (元 ))) 2 2 5
.

4 999 4 2 0
.

3 222 6 8 5
.

7 000 8 1 2
.

6 000

人人均产值 (元 ))) 8 6 4
.

0 000 2 0 7 8
.

5 000 4 4 3 2
.

4 000 13 6 5 0
.

0 000

人人均纯收入 (元 ))) 6 1 8
.

0 111 1 5 8 9
.

8 111 3 3 3 8
.

3 444 1 1 5 5 444

产产值 /投资资 3
.

8 333 4
.

9 555 6
.

4 666 1 6
.

8 000

纯纯收入 /投资资 2
.

7 111 3
.

7 888 4
.

8 666 1 4
.

2 222

说明了农户的投入尚未达到最佳投入水平
。

投入水平 尚处于农业生产周期的第 1阶段
。

表 6
、

表 7和表 8从不同测面反映了不同收入户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行为过程
。

可以毫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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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
,

经营意识
、

经营行为的不同
,

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差异
,

表现为农民收入的差异
。

4 农民收人预测

农民收入预测采用灰色预测方法
,

利用最近 5年的纯收入数据做为原始数据序列
。

经过

s H A R P E L 一 5 10 0 5 计算器计算得农民收入的预测方程为
:

夕
,
= 3 7 5 1 4 0 0

.

i 1 8e
0

·

” ` 5 , , ` , 6t 一 2 7 6 9 5 9 5
.

1 1 5

或 夕
。
一 3 7 5 1 4 0 0

.

1一s x ( e
.o , , , , , , 1 , 。 一 。 。 ·

: 7: 。 7: 1: . (t 一 : ) )

按照预测方程预测出王东沟流域 1 9 9 5~ 2 0 0 。年纯收入
,

见表9
.

表 9 农民纯收入预侧

一

众器瓜器眯林羔标洲麟淞箫
在这里

,

预测并不是 目的
,

目的是通过预测使人们看到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农 民收入将

不断提高 的趋势
.

下面对这一预测结果作认定性论证
:

我们认为这一预测结果是可以实现的
,

因为
:
( 1) 作为收入支撑系统中支柱行业的果业随

着时间的推移
,

未挂果的果园陆续挂果
,

挂果后果园的产量会逐步增加
。

目前挂果面积 3h9 m 2 ,

纯收入达 89
.

82 万元
,

挂果面积仅占 42
.

78 %
。

(2 )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和农业机械化的发

展
,

役畜数量和总使役量不断减少
,

养殖业的商品化程度会不断提高
。

( 3) 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

展
,

加工业和商业会不断发达起来
,

工副业收入将会大幅度增加
。

另外
,

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数字

来说 明这一 问题
:

以 1 9 8 6年为基数
,

到 1 9 9 4年 8年时间纯收入翻 了 2
.

54 番
,

而按预测结果
,

以

1 9 9 4年为基数
,

10 年时间只需翻 2
.

40 番
。

所以这一预测方法及预测结果可行
。

5 结论与建议

5
.

1 结 论

经过近 10 年的综合治理
,

王东沟流域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

在未来 5年还会有一个

较大的增长速度
。

在收入的形成过程中
,

一个 良好的收入支撑系统是相当重要的
,

预计今后一

段时间内
,

果业仍将成为收入支撑系统中的支柱行业
,

工副业将由一个
“

松散结构
”

变成该系统

中一个很重要的行业
,

商品生产将会贯穿于农业系统循环的始终
.

5
.

2 建 议

以上分析及结论证 明了
“
王东模式

”

具有提高农民收入的 巨大潜力
,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

收入
,

特建议
:

( l) 按照
“
王东模式

” ,

进一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

合理配置各种资源
。

( 2 )加强市场预测和信息的管理
、

应用工作
,

为农民进行生产或劳务输出提供指导
。

( 3) 通过进一步发展
,

能够把收入的支撑系统 (直观地 )称为
“

商品型生态农业
” .

( 4) 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
,

建立
“
股份合作制

”

经营形式
。

( 5 )加强对收入产生和收入支出的研究
,

为农民提供一个合理的收入使用方向
。

该文承蒙王继军工程师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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