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收入状况对新农村产业经济建设目标实现的思考 
----以江西赣州为例 

文/温德华 董新春 

   江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而赣州在江西又是属于老区。同时，赣州农村地域广阔、
农村人口众多，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等千差万别，在这种条件下，如何通
过政府主导，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及“以增加农民收
入和实现农民生活新提高为主线”全面有效推进全市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重大课
题。为此，学院区域经济研究室对部分县（市、区）农民和村社干部进行了询问调查，调查中我们
切实感到，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 
   一、2005年赣州农民收入和生活现状 
   （一）农民收入 
“十五”期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加强“三农”工
作，全市农业和农村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据调查：对全市17个县（区、市）300户农村居民家
庭的抽样调查，2005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706元，比2001年的2113元增加593元，增长
28.06%，年平均增长5.61%。比“九五”时期平均增长速度高出2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纯收入由
2000年的263.6元增加到2005年的348.3元，增长32.1%，年平均增长5.7%；农民家庭生产经营纯收
入由1115.7元增加到1530.1元，增长37.1%，年平均增长6.5%；农民财产性纯收入由47.9元增加到
75.5元，增长57.6%，年平均增长9.5%；农民转移性纯收入由51.4元增加到87.8元，增长70.8%，年
平均增长11.3%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逐年递减。 
   （二）农民生活 
   “十五”期间，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赣州农民生活继续改善。2005年农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1789元，比2000年的1270元增加519元，增长40.8%，年平均增长7.1%。其中：人均现金消费
支出1256.8元，比2000年增加448.5元，年平均增长9.2%；农民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服
务、娱乐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农民人均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由2000年的106.14元，提高到
2005年的186.62元，年平均增长11.9% 
   二、赣州新农村产业经济建设在促进农民增收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温家宝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农村全面进步。要始
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特别是稳定发展粮食生
产，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农村基层
民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赣州一些地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虽然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初步总结和探索出了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但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当前赣州新农
村建设在促进农民增收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也是相当突出的。其主要表现： 
   （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低 
  近几年来，赣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 全市已建成
大中型水库38座，引水工程512处，排灌站2366处。全年有效灌溉面积388.37万亩，旱涝保收面积
329.63万亩，分别占耕地面积的88%和75%。但总体来看，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仍然不足。  
   另外，资源约束因素越来越大，影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从耕地资源看，全年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768.00万亩，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早稻310.35万亩，二季晚稻332.53万亩，分别下降
0.21%和增长1.28%。全年粮食产量259.33万吨，增长0.75%。虽然赣州人均耕地有0.91亩，高于联
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但耕地资源下降的趋势不容忽视。  
   （二）农村生产发展后劲不足，农民增收门路少 
   赣州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市，农民收入近80%来自农业。调查反映，农民增收有“四难”：一是
种养业增收难。贫困地区由于基础条件差，农民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一方面，虽然国家对农民实
行了种粮补贴，但是部分农资价格的不断上涨，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抵消了农产品价格回升及
支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增收拉动力减弱，2004年粮食等农
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42.1%，2005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则出现
明显下降。二是工资性收入增收难。近两年，贫困地区十分重视劳务输出工作，农民工资性收入明
显提高。但由于劳动力综合素质低，大多数人仍从事低收入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
很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三是政策性增收难。虽然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良种补贴、农机购
买补贴和粮食补贴等政策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退耕还林等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但各级财政难于



 

在较高基础上继续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民依靠政策进一步增收的空间缩小。
四是发展农村二、三产业难。农村乡镇现有的二、三产业，经济效益普遍偏低，对农民增收的支撑
能力弱，农民来自二、三产业收入较少。  
   （三）传统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结构单一 
   据调查，在赣州农村中相当一些地方农业生产结构单一，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以石城县某
乡某村委会某组为例：种植业方面，至今仍以粮食生产为主，大约占到90％以上，除粮食以外，对
于其他作物来讲，烤烟种植虽然效益不错，但自从实行“双控”以来，质量要求较高，产量受到限
制，发展有很大局限性。  
   （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调查数据显示，1986年以来，赣州城乡居民收入呈逐步扩大趋势，2005年江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9265.9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076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4.46
倍，城乡居民收入比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1980年赣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85：
1，1995年为4.02：1，2005年已经达到4.46：1的高水平，高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2:1，远远
高于发达国家城乡收入1.5-2.0:1的比例。  
   （五）劳动力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 
   当前，农民整体素质较低，难以及时接受一些先进技术和方法，限制了农村的发展。突出表
现在：一是在思想素质方面，不少农民市场意识淡薄，缺乏应用新品种、新技术和开拓市场的能
力。二是在文化素质方面，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三是在技能素养方面，具有一技之长
的人还比较少，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打工则只能卖苦力，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增
收。四是在道德素质方面，赡养父母、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有滑坡趋势，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
体主义观念正在逐步淡化。农民素质不高的现状制约着和谐社会发展的进程。 
   （六）集体经济薄弱，影响村级组织发挥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体经济是基础。据调查，对赣州农村来说，大部分村没有集体经济
收入，是名副其实的“空壳村”，村里既无资金也无资产进行新农村建设，首先是税费改革以后，
“三提五统”取消，村级组织赖以生存的财路断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减弱甚至丧失。其次，受交
通、自然条件、经济基础、资源等多种因素影响，村级经济发展空间不大。第三，财政转移支付入
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部分村级组织正常运转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建设了。因此，
村党组织及村委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减弱，村级组织无法发挥作用。 
   三、打牢农民增收基础，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是基础，农民富裕是保证。因此，如何长期稳定地提升农民
的收入增长率，稳步改善农民生活，确保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调查表明，立足赣州实际，只有
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这是因为，只有农业产业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
生产率低下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生产率，从而使农村经济赶上城镇经济的发展速度，并
且以这种生产率为基础，创造出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源泉。为此，应抓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赣州农村相当一部分水利设施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所建，年久失修，损毁较重，由于基础设
施投入不足，农村集体财力匮乏，农民无力投入或因耕地分散不愿投入等原因，造成农田水利设施
严重缺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调查反映，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对保持农民持续增收至关重要。  
   （二）加快提升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水平 
   据统计，赣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20多年来，入社（会）农户少，辐射带动农户不
多，2005年，赣州有许多龙头企业，实行订单生产的龙头企业不太多。实施订单的龙头企业中，多
数是以价格随行就市的方式进行合同约定，利益联结机制相对脆弱。赣州农产品订单销售数量少与
产业化经营水平低有关，因此，迅速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十分必
要。 
   （三）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的关键是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
村综合改革，重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同时协调推进
征地制度、农村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财政支出、
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结构，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
和农村的投入。 
   （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指县一级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各类经济的总和，其中既包括县城中的工商业和农村
中的乡镇企业，也包括农村中的农林牧渔业及服务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在赣州有很大空间，发展县
域经济需要的资金，除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外，其资金应主要来自于现有金融

 



体系，此外还应疏通外资、民间资金进入的通道，以及进一步搞好小额信贷等。因此，发展县域经
济是当前增加农民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在赣州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更显重要，他是
实现赣州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 
   （五）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面对名义与实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制度供给直接引起农民收入的微小增长远远不能改变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巨大差异。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一方面是不能一般性地提出农民
增收，而必须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率稳定达到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应充分估计并高度重
视农村公共服务对缓解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作用。当前，由于农村公共服务制度的缺失，农民在
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公共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作者单位: 江西环境工程
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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