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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其成就令世界瞩目。而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隐藏
着很多身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三农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三农问题在21世纪的初期突显出来，它是中
国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方面
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同时分析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的联系，及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三农问题的基本分析 
农村人口一直以来都占中国总人口的大部分，从清朝末年的94%，新中国成立时的89%，改革开放1978
年的82%，再到2002年的61%，始终占据着大多数，从事着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水利业）就业劳动力
的比重也占多数，1952年占84%，1978年占71%，2000年仍占50%以上。充分说明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
仍然是我国人口和劳动者的大多数，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
增长缓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以下数据得到一些结论：1978年城镇人口年收入343.4元，农村为133.6元；1980年是(城47
7.6，农191.3)；从1985至2005依次为(739.1和397.6)(899.6和423.8)(1002.2和462.6)(1181.4和54
4.9)(1375.7和601.5)(1510.2和686.3)(1700.6和708.6)(2026.6和784.0)(2577.4和921.6)(3496.2和1
221.0)(4283.0和1577.7)(4838.9和1926.1)(5160.3和2090.1)(5425.1和2162.0)(5854.0和2210.3)(62
95.9和3582.4)(6907.1和3448.6)(8177.4和3306.9)(9061.2和3146.2)(9422.0和2936.0)(10493.0和32
50.0)（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4，04，05年的数据由www.baidu.com得到） 
在上述数据中，第二列代表的是城镇每人每年的年收入，第三列代表的是农村每人每年的年收入。我
们可以看到农民的收入增长非常缓慢，二十年间增长了二十多倍。而城镇人民的收入二十年间却增长
了三十多倍。如果把农村与城镇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的收入增长是很慢的。农民收入的基数本身
就只是城镇的约1/3，因此，可以看到，如果放在同一基点比较的话，城镇人民的收入将比农民收入快
70倍（30×3-20）左右。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总体趋势是一直增大的，只有出现一丝小小的回落，但是立刻又大幅度
反弹。因此可以得到，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和农民的年收入之间差距是逐步增大的。城镇居民的年收入
比农民的高很多，且超过农民年收入的程度正在加深。 
二、基本的因素分析 
因此，可以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当然农民增收不快原因有很多。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一）农产品价格上升缓慢，但与其相对的工业品价格上升过快 
当然工业品价格的猛增与国际能源的紧缺，以及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上升过快有关。但是总体使得农民
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二）农民手中的金融资产过少，拥有的金融工具匮乏 
同时由于农民整体的金融知识不够，不太善于利用信用工具。种种原因使得许多农民没有办法扩大规
模，走现代农业之路。农业整体还没有走向规模化，集约化。 
（三）农产品市场商品率低，现金收入极其短缺。 
三、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了定量的分析三农问题重要性和对中国社会的具体作用，有必要对农民年收入和城镇居民年收入，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制作ARCH模型。定量得分析，农民年收入的变动对GDP的变动到底贡献有多大，使得
对于三农问题从实证的角度有所认识。 
我们利用EVIEWS3.0，对1978~200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的结果（见表1）： 
Estimation Command： 
=====================
ARCH GDP C CZ NC
Estimation Equation： 
=====================
SER03=C(1)+C(2)×SER01+C(3)×SER02
Substituted Coefficients： 
=====================
SER03=6598.940569+2.92292262×SER01+19.76958682×SER02
从上面的模型可以发现，当农民年收入变动一元时，GDP将增长约19.8元；当城镇居民年收入变动一元
时，GDP将增长约2.9万元。因此，可以发现农民年收入的变化对于GDP的作用显著大于城镇居民年收入
的变化对于GDP的作用。同时可以看到，NC即农民年收入的系数，对其进行T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9，
几乎为0。说明NC系数的检验结果是很显著的，所得的结果也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可以得出结论，三农
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农民能否增收的问题，进而直接制约着中国GDP的发展，通过模型的实际数据测算，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四、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 
中国已经加入了WTO，面临着许多的新形势和新情况，中国的农业必然要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农业竞争。
中国本身的农业比较薄弱，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又要面临外部的压力，因此在这个时候对于三农问题
应该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考虑，站在国际的高度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1.国家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由于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不适宜使用价格补贴的方式直接对于农业进
行扶植，这是不符合WTO的游戏规则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以组织农民进行学习，
传授农民科学农业的知识，是农业走上科学发展和绿色农业之路。同时还可以对农村的基础设施进行
改善，使得农业在更好的环境中发展。 
2.取消农业税，采取优惠低价格少收费政策。尽可能多的为农民提供便利和优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 
3.从制度上放活农村经济。促使小农经济向大农经济的经营方式转变，达到农业各项结构调整与完
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 



4.政府要强有力的推动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大胆地开拓海外市场，使得我
国更多的农产品能够走出国内。 
五、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特殊工具 
推进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必然趋势，也是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建设的新境界。从1953年的5402个，到1982年降为2644个，2001
年上升为19555个，而大中小城市缓慢增长，1952年为157个，1984年为353个，2001年为552个。从发
展的数据可以看到城镇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同时在上面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然而城镇
化战略是快速提高居民收入的捷径。主要有以下的原因，首先，城镇化能够使农民的农产品能通过城
乡发展统筹网络的云霄渠道十分快速销售出去，换会先进收入。譬如，寿光的鲜菜远销国内外，海南
的瓜果直销全国等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其次，城镇化可以使各级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发挥公共服
务职能作用，特别是历史上外出打工与经商的省市县乡村应将剩余劳动力划进自己的工作平台组建机
构，配备干部，制定规则，通过统计和调查，分行业掌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情况，根据全
国各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对准备转移的劳动力进行免费培训教育，使其取得合格证书后，
再有组织，有计划，定向免费的输送人才，这样有序的高质量转移农民，必将增加农民收入；再次，
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城镇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为农业产业化设立各种各样的公司，以公司带动
农民，把分散的小农与大公司通过经济合同有机的联网成为农工贸性质的企业集团，实现农业的产业
化，市场化，现代化，信息化和集约化，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城镇化带来的必然是这种农业的现代
化，农业的现代化必然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富裕，也必然促进农村比重逐步缩小，城镇比重逐
步扩大的新趋势和新局面。再次，通过具体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到，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民增收和解决三
农问题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根据初步测算，小城镇，乡镇企业每年转移农村人口1000万，累计吸收农
村剩余劳动力1.3亿个，现在乡镇企业2100万家，其中办在国外的5600家，大型企业有6000家，工业增
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均占全国40%，GDP占全国的34%，农民增加收入的60%来自于小城镇。因此城镇化带
动了整个农村经济，可以说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所述，以上是本人基于实际情况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对于三农问题的解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需要一个过程，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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