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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前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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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农村现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缓慢的症结和原因。提出了依靠 

科技进步，从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有利于农民增收的产 

业体系和利益机制等方面解决农民增收缓慢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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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 

会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农民增收缓慢 

已造成农村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市场紧缩，农民收入 

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

、 当前农民增收已进入缓慢阶段 

2O年来农民收入出现了由急剧增长到缓慢增 

长的态势。199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 

增加了 14．6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 7 。 

大体可分为 4个阶段：一是 1979"--"1984年，农民人 

均纯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均增长14．8 ， 

这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二是 1985～ 

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为5 ，比上 
一 阶段降低近 1O个百分点；三是 1989----1991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只增长 0．7 ，出现停滞、徘徊， 

其中 1989年呈现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 

民人均纯收入 出现首次下降，且波幅较大；四是 

1992~'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尽管比初期增加了 

1．7倍，但实际年均增长仍较缓慢，平均增长只有 

5．6 ，略高于第二阶段，增幅不大。1998年后我国 

经济大环境是还贷紧缩、消费不足，农产品价格仍然 

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总体局面看，农民的收 

入增长明显处于缓慢阶段。 

二、当前农民增收缓慢的主要原因 

(一)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比较严重 

近几年来，大宗农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比较突 

出，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就陕西而言，影响农民收入 

的主要农产品如小麦，1998年上半年关中地区每公 

斤为 1．2O元，而 1999年上半年为 0．96元，降幅为 

20 。虽然现在价格有所回升，但是农民失去的巨大 

经济损失已无法弥补。前几年陕西关中地区部分县 

把苹果作为主导产业，粮食面积猛减，总产量也随之 

下降。苹果曾“热”了一阵子，但近年来又出现了“卖 

果难”的现象，农民为发展苹果，加大投入，而产出越 

来越低，由于优质果仅占3O ，劣质果占绝大比重， 

劣质果 1公斤仅卖 1～4角钱，农民又砍树种粮，这 

种从种粮到栽树，从砍树到种粮，对农民发展农业的 

积极性挫伤极大，农民也已看到仅靠生产大量低质 

农产品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二)农产品质量差，效益低，加大了农民增收的 

难度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现在我国小麦总量接近 

于供求平衡，但是专用优质面包粉、糕点粉、饼干粉、 

水饺粉等比较短缺，而国内粮食价格一直处于低价 

位运行，生产出的小麦和从国际市场进口的优质小 

麦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价格上都处于落后地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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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方面看，优质高价产品少，劣质低价产品 

多，农业收入 自然而然就比较低，农民增收相当困 

难。因此，要使农民增收，必须提高农产品质量，创出 

名牌产品。 

(三)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是农民增收的又一 

难题 

和国外相比，国内农产品价格虽然保持相对较 

高水平，但农民收入增长还是趋缓，其关键原因在于 

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年际问上涨幅度接近甚至超出 

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幅度，结果农民收益的增长空间 

越来越小。以陕西关中为例，农民所种的大宗粮食作 

物玉米和小麦，虽然一年两茬，但是农民种粮多并非 

收入增加，其中小麦的单位生产成本为 300多元，单 

位净收入 20--~30元。玉米单位生产成本为 500多 

元，单位净收入 50---,60元。以上为正常丰产年的收 

入，如遇自然灾害，损失更大。因而，农民从种粮中很 

难增加收入。 

(四)非农收入比重降低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就业压力加大，我国 

乡镇企业小规模经营机制受到强烈冲击。许多企业 

面临关停并转等问题，使农民从乡镇企业中得到的 

收入锐减。例如，陕西省农民1998年比1997年从乡 

镇企业得到收入增幅回落 5O 。 

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每年约以 500万人的规 

模增加，而从事非农劳动的人员不多，这就影响了农 

民收入的提高。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国有企业单位职工大量下岗，再就业压力加大，各地 

对农民进城打工采取诸多限制措施，从而使农民进 

城或外出打工的劳务收入减少，并且大量已在城市 

务工的农民也返回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人地 

矛盾更加突出，农民新的就业领域难以扩展，直接影 

响到农民的收入来源。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比 

1997年我国农民外出劳务所获收入增幅回落 18个 

百分点。 

(五)农民额外负担过重，其增幅超过了人均纯 

收入增幅 

尽管中央连年三令五申强调减轻农民负担，虽 

然合同为 5 的负担已得到严格控制，但合同外的 

负担却基本没有得到控制，甚至个别地区只增不减， 

巧立名 目，开新口子，乱收费现象相当严重，屡禁不 

止。据有关资料报道，1994年农民负担增幅高过农 

民人均纯收入增幅 12．6个百分点。1995年农民负 

担继续反弹，直至 1996年底，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 

《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之后，1997年 

农民负担增幅略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 1个百分 

点 但各个地区不同，如苏北欠发达地区，仅每年年 

底集中征收的名 目繁多、不规范、不透明的各种税 

费，人均就达 200多元，本该征收实物、出义务工的 
一 些项目，也都以现金征收。更为甚者，一些地方喂 

养生猪要交费，不喂养也要交费，巧立名目几乎到了 

不择手段的地步。 

三、解决农民增收缓慢的途径 

(一)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尤其是调整农产品的品种 

和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措施。一是抓住当前农产品供给充裕的时机，加快调 

整粮食品种结构，发展专用粮和优质品种，如陕西的 

优质小麦陕麦 150、高优 503、小偃 54等，优质玉米 

有陕资1号等。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目前畜牧业在 

我国农业生产链条中处于“前拉后带”的重要环节， 

搞好了可以促进种植业，带动加工业，实现农产品转 

化增值。当前我国畜禽蛋肉的出口量相对有所上升， 

如果能把畜牧业培育成为一个大产业，这样既可以 

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有效地转化多余粮食， 

缓解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三是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树立名、特、优、新产品的品牌意识，依靠品牌开拓市 

场。 

(二)依靠科技进步，努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当前，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农业 

科技进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减少支出来增加农民 

收入。在依靠科技进步中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 

农业，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科技在农业增产 

中的贡献率。近年来各地相应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例如引进和培育优 良新品种，推广优质、高产、高效 

栽培技术，平衡施肥，节水灌溉等新技术，逐步减少 

化肥、农药的施用次数和施用量，选用立体种养模 

式，提高单位面积产出及效益。 

(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有利于农 

民增收的产业体系和利益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基础上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 

必由之路。农业产业化经营将提高农业专业化水平 

和技术水平，并将第一、二、三产业融为一体，延长了 

农业生产的链条，通过规模经营和多层次加工，既能 

提高流通效率，又能实现多次增值。农民除了可以得 

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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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收入外，还可以分享加工业和 

服务业的利润，实现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目标。目前 

重点是加强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 

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合作制龙头企业，使农民与企业 

结成利益紧密的共同体，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的一体化经营。 

同时以试验基地为依托，以加工企业为龙头，以市场 

销售为中心，努力延长产业链，使产前信息和产后储 

藏、保鲜、加工及销售等产业快速发展，让农民从中 

得到应有的利益。 

(四)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拉动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当前，乡镇企业作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 

要载体，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因而应优化乡 

镇企业的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构 

建完善农产品运销体系。我国乡镇企业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说， 

在农产品加工、运输、包装、分类、贮藏、销售等方面 

能够大有作为，各地乡镇企业只要以市场为导向，紧 

密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并不断加强企业自身的竞 

争优势，就有可能向市场推出各具特色和高附加值 

的精品名牌，推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能为 

农民增收拓展新的空间。 

(五)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 

就当前而言，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 

断优化投入结构，重点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地 

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增长的 1 000亿元债券中 300亿 

元用于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利时机，一方面， 

开发新产品，推广新技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贮运 

业，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另一 

方面，积极组织农民劳务输出，增加农民的非农收 

入。政府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贯彻落实《农业法'的 

各项要求，逐年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确保预算内 

每年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正常性收 

入的增长幅度。每年财政支农的增长水平要高于上 

年财政支农的增长水平，从而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村的投资环 

境和今后实现农民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 

基础。 

综上所述，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又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改革开放 2O多年来，各地 

农业生产力在发展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在 

遇到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问题上，既要统观全局， 

又要因地制宜，切合实际，更要掌握国家对农业的政 

策，加强有效措施的针对性，切实使农民收入得到较 

大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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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uses and Counterm easures of Slow Increasing of Farmers’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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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of countryside in our country，the cause of slowness in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is analys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The industry systems and inter— 

ests mechanism are established．So the countermeasurs which can solve the problems of slow increase of 

farmers’income are put forward：depend on scientific progress，optimize agricultural structure，improv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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