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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下农民增收困境的思考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11月9日  谭卫国 李静 吴奇东 

内容摘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而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农民增收是“三

农”工作的核心，影响整个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

求。为此，必须减少农民、加大农村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基层组织建设。 

关键词：农民增收，新农村“三农”问题，农村经济  

一、充分认识农民增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1、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核心  

我国的改革始于农村，29年来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高达9.4%，就农村

经济而言，1978-2004年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2%，即使在“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的1998-2004年间亦达到4.8%。因此，我国农业问题不在于农业生产本身，农民增收才是我国农业问

题的根本所在。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核心内容就是增加农民收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

题，中央把农民增收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也充分说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紧迫性，农民只有手头“宽”了，收入增加了，才能搞好农

业，促进农村发展。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增加农民收入。 

2、农民增收问题影响整个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我国13亿多人口，农民占9亿多，但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在县和县以下实现的比重，1993

年为42.0%，1996年为39.6%，2001年为37.4%，2004年只有34.1%，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农村发展的

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大，成为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和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20世纪80年代，GDP中60%是消费需求贡献的，2000-2004年间，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

61.0%、59.1%、56.8%、53.2%、54.1%，与此相比，美国高达80%，消费不足，不仅会直接导致中国

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而且可能导致生产过剩和商品积压，这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

不利影响，要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必须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努力调整

投资消费关系，保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3、农民增收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届时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如果按90年

代以来农民4.0%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而我国60%的人口是农民，因



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农民增收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社会中的

“不和谐”现象很多，但最不和谐的，还是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差距问题，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

距十分悬殊，1985年，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口的1.89倍，到2003年扩大到3.1倍，而且农

村居民消费水平也一直远低于城市居民，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为2185元(以现价计

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为7182元。因此，必须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为构建

和谐社会打下基础。 

二、农民增收困境原因分析  

1、人多地少水不足,户均经营规模小,成为农民增收的障碍  

我国农村人口多，耕地少，优质耕地更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耕地仅2.07亩，不到世

界平均水平的40%，而其中优质耕地只占总数的1/3，户均耕地仅7亩，是日本、韩国的1/3，欧盟的

1/40，美国的1/400。同时水资源危机也日益严重，全国有16个省处于严重缺水状态，6个省人均水

资源不足500立方米，低于1000平方米的人类生存最低需要标准，加之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小规

模分散经营，难以采用规模化和现代耕作手段，因此，农产品生产费用普遍偏高，我国每吨谷物所

消耗的劳动量是美国的540倍，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是美国的3倍，这导致我国农产品价格高于国

际价格，农产品质量低下，缺乏竞争力。 

2、基础设施极端脆弱,影响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农业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60-70年代修建的，目前已超期服役和老化，再加上部分水利设施不配

套，及管理费用不足，有的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渠道垮塌、小型水库及塘堰淤积严重，影响灌溉效

果。迄今，全国人口的一半，1/3耕地和商品粮基地，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3地区还未彻底摆脱

大江大河洪水的威胁，1993年因洪涝旱灾直接经济损失就达630亿元，洪涝受灾面积2.5亿亩。农业

交通运输设施上，我国农村交通运输不能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现象突出，据统计，每年仅

农产品因不能得到及时运输而造成的价值损失就超过50亿元。 

3、农业技术落后,文化落后,限制农民增收的空间  

中国农业发展报告显示：在我国70万个行政村中，大部分干部是初中文化程度，甚至还有文

盲、半文盲。当前，我国农村中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

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1.62%，大专以上仅有

11.62%。同时我国农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处于弱势，曾经鼎盛一时的农业中等职业教育受到极大

冲击，国家原有的366所农业学校经各地调整现只剩下200多所，并且在不断减少，再加上盲目合

并、削弱和脱离农业，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缓慢，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4、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原因  

一是户籍制度上。我国实行农业与非农业两种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差别

制度化，实行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农村居民和农村经济在发展

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不平等，农村人口到城镇居住有许多障碍，从而使得多数农民滞留在土地上，

造成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浪费，非农产业收入因此也增长不起来。二是教育卫生事业上。城市学校的

高收费使得农民工难以负担，还有一些学校将农民工子弟单独成班，带有歧视性的教育也使的农民



工处于尴尬的境地。同时城市医疗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实行限制，而农民工又没有医疗保障，加之医

疗费用较高，从而使得农民不愿向城市转移，限制农民增收。 

三、实现农民增收的现实条件和途径分析  

1、减少农业人口是富裕农民的根本  

首先，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一是消除城乡差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切实解决农民工身份问题。让农民与市民享受户籍上的平等，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之

分，统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证，把户口作为一种居住地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实行以居民身份

证为主的证件化管理，从而取代以户口簿册证明身份的传统模式。二是要放开县城和建制镇的户口

迁移制度，放开城市户口迁移制度，让一部分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三是农民工在自

身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与市民平等，不因受户口不同而遭受歧视，应与市民一样，同

工同酬，消除关于农民进城务工、子女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歧视性政策。 

其次，发展县域经济，推进中小城镇发展。就我国目前来看，1999年20万以上的非农业户口的

城市只有311个，2000年我国的县级城市有2074个，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中仅有13.1%的城市达到了

一定规模，发展县级中小城镇还存在很大空间，它相对于发展大城市具有许多优势：一是改革开放

以后我国县级城市取得了迅速地发展，有一定的规模，在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上有一定经验，更为

重要的是在县城有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二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进出县城小

城镇比进出大中城市所承担的心理压力要低，县城的消费水平和生活状况更能让农民工适应。三是

县域城镇与乡村联系紧密可以很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较好地连接起来，拉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

发展，促进农民就地转移。 

2、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  

首先，加强农村公共设施投入。主要投入包括：一是农村道路、水利、能源等加快农业、农村

发展的基础设施。二是教育、卫生、文化等关于农民切身利益、提高农民素质的公共事业。三是增

加对粮食主产区的转移支付和加大对农村生活困难群体的帮助。 

其次，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应按照区域化布局的要求，整合现有资源，

增强本地特色，逐步形成大规模、高效益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同时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

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改善农业的投资环境，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应努力把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增强其辐射带动

能力，形成群体优势。在调整农业结构上，一是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高效农业、设施

农业；二是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拉长产业链条，发展这些产业没有政府的投入是

不切实际的，国家应带动其发展。 

3、政府职能转变和基层组织建设是实现农民增收的组织保证  

第一，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实现从管理人员到服务人员角色的转变，切实为农民做好事，办

实事，增加农民收入。一是当好“经纪人”，积极为农民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抓好农产品

产地、集散地和民间流通组织建设，把结构调整导入市场轨道。二是当好“服务者”，通过抓试

点，搞示范，直接向农民传授技术等措施，解决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广开农民就业和



增收渠道。三是充当“信息采集员”，各个镇政府应该用准确的信息指导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必须

把建立上下通达的农产品信息网络作为开拓农产品市场的头等大事来抓，上与国际国内市场接轨，

下通千家万户，真正使农民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减少生产盲目性。 

第二，政府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着力培养一批有能力、有干劲、富于创新、肯为农民办实事

的乡镇领导班子和乡镇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带动农民致富。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多出政策，可以定期

组织乡镇领导去农村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地方参观和学习，聘请专业的教授为他们讲解发展农村

经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开拓他们的视野，在积极培养具有农业生产和管理能力的农村

人的同时，应推动和支持城市公务员和各方面专业人才到农村工作，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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