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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SARS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已经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直接影
响农民收入增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流通与贸易等问题，同时对现行的民工流动
管理、农业农村环境安全管理、农村财政管理等农业农村管理体系和管理措施提出了新的
挑战。本课题将动态定量研究SARS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全面影响并对重点灾区河北省和
山西省进行案例研究，不仅能够对我国农业管理科学理论体系和农业管理方法提供新的有
重要价值的理论启示和贡献，而且能提出适时的应急政策措施供决策部门参考。我们将采
取研究简报形式及时、快速地将研究成果向政府和公众发布。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基金应急项目，项目批准号7034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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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一、“非典”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９.９％，比上

年同期加快２.３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持续回升；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农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效益继续提高。  

然而，突如其来的“非典”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

现在对消费领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消费领域中的餐饮、旅游、客运等行业。据统计，

受“非典”的影响，4月份全国的餐饮业消费增长幅度比上个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比去

年同期下降了12个百分点。到5、6月份，“非典”对消费领域的影响还将逐步体现出来。

而另一方面，“非典”也对我国电信、特别是增值电信服务、医疗行业及住房、汽车等行

业带来了正面的影响。既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存在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如在航空和

交通运输方面，客运和货运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走势。  

也许是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同时也有一个对事物的认识和掌握

过程，对于“非典”究竟对中国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影响，目前的尚无令人信服的答

案。  

就中国总体经济而言，在国外，全球八家主要的投资银行4月29日对2003年度中国经

济增长的预期指标进行了以下修正。调低的有6家：  

●         摩根士丹利从7％调低为6.5％，调低0.5%；  

●         高盛从7.5％调低为7％，调低0.5%；  

●         花旗集团从7.6％调低为6.5％，调低1.1%；  

●         摩根大通从8％调低为7.4％，调低0.6%；  



●         贝尔斯登从8％调低为7.5％，，调低0.5%；  

●         渣打银行从7.9％调低为7.5％，调低0.4%。  

维持不变的1家：法国巴黎银行维持了7.4％的预测。调高的1家：美林从原先的7.5％调升

为8％。以这八家投资银行的平均指标计算，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普遍预期从7.61％调

低为6.98％，增长速度减慢了0.64个百分点。在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的预期，对2003年度中

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调低程度从0.3%至1.5%不等。  

但普遍认为，“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中国工农业体系还在

正常运转，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等优势并没有因为“非

典”的到来而消失。即使在受影响最大的消费领域，“非典”只是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到

抑制，并推迟了部分消费，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受到削弱，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在。

只要“非典”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估计对全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

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二、“非典”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非典”主要在城市肆虐（特别是大城市），农村仅出

现零星个案。由于政策措施及时、得当，目前病情扩散途径已基本得到控制，从而最大程

度地保护了广大农村地区免受“非典”的直接伤害。  

       但是，农村经济在“非典”的影响下也不能独善其身。目前，“非典”对农民收

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总体的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二是农产品

出口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农村劳动力在外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影响。  

  

1．经济总体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全国经济总体变动，即GDP的变动，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会对农民收入产

生影响。根据1990年至2002年统计数据，我们估计出GDP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互关

系。  

  

Dependent Variable: LOG(RUINCOME)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90 2002 

Included observations: 13 

Convergence achieved after 17 iterations 

Backcast: 1989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1.880720  0.438252 -4.291412  0.0016 



  

据上表估计值，GDP1%的变动会引起农民人均纯收入0.84%的变动。根据全球八家主要

的投资银行测算平均值，中国GDP增长速度因“非典”而减慢了0.64个百分点。GDP的这一

变动引起农民人均纯收入减低0.54%（0.64*0.843455 = 0.539811）。2002年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为2476元。因此，农民因“非典”损害国民经济总体而遭受的损失为人均

13.37元。  

  

2．农产品出口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据估计，受“非典”影响，总体上看，2003年外贸净出口将比2002年出现较大幅度的

下降，预计外贸净出口将比2002年减少约70亿美元，合人民币约为560亿元。目前，我国

农产品出口值大约占出口总值的4.8%。由此推算，因“非典”影响，农产品出口值将减少

2.688亿元。假设农产品出口受损的程度比其余产品大一倍，则农产品出口值将减少5.376

亿元，假设农产品出口值大约只有50%可为农民所得，则农民因为农产品出口下降而减少

的所得为2.688亿元。2002年全国乡村人口78241万人，因此人均所得减少3.44元。  

  

3．农村劳动力在外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影响  

从产业上讲，“非典”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餐饮、航空及其他

交通业、商业等，其中旅游业、餐饮业和商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的萧条无疑

将加剧城乡就业矛盾，特别是将对农民收入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因为这些行业农民工使

用比例都相当高，行业不景气将明显减少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收入。  

    据对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推算，2002年农民在外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人均为

426元，其中239元来自本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其余187元来自外地非农企业劳动

得到的收入。假设“非典”已经受控，则“非典”对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影响

主要来自在外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影响。  

    据估计，受“非典”影响，我国旅游业、餐饮业和商业比正常状态下降约20%。假设

LOG(GDP) 0.843455 0.039989 21.09238 0.0000 

MA(1) 0.901990 0.144894 6.225191 0.0001 

R-squared  0.993560     Mean dependent var 7.303684 

Adjusted R-

squared 

0.992271     S.D. dependent var 0.496393 

S.E. of regression 0.043639     Akaike info criterion -3.226550  

Sum squared resid 0.019044     Schwarz criterion -3.096177  

Log likelihood 23.97258     F-statistic  771.3375 

Durbin-Watson stat  1.205520     Prob(F-statistic)  0.000000 

Inverted MA Roots       -.90 



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收入也呈现等比例下降。目前，在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

中，从事旅游业、餐饮业和商业的收入约占25.5%。因此，“非典”对农村劳动力在外

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负面影响为人均9.55元（187*0.2*0.255）。  

据卫生部门最近提供的情况来看，目前有15个省区的农村报告发生非典病例，一共涉

及85个县。其中对4月26日到5月12日这一时段的确诊病人进行分析，确诊的农村病例155

例，占同期发病总数的6％左右。  

农民工现在近一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从目前农业部的调查

分析情况来看，返回的农民工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有400万人左右是季节性的返回，

还有400多万人是因为受“非典”的影响返回。  

农业部动员省里的有关力量调查了15个省170个村，大体上这些村返乡的农民工的比

例在9％到10％。  

    假设因受“非典”影响而返乡的时间长度为3个月，则这一因素对农民的收入影响

为：187*0.05%*0.25 = 2.34元/人。  

综上所述，“非典”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负面影响为28.7元，占2002年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的1.16%。影响的主要来源是“非典”对国民经济总体的负面影响而引

致的。  

  

三、具体建议  

“非典”的出现对农业部的行政职能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对行政机关的工作和活

动方式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诚如农业部部长杜青林所说：“农业部在应对重大突发

事件机制建设上面临着一些新的课题。如：农业部如何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信息披露机

制、农业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主要农产品市场预警机制，提高应对突出事件的能力和水

平，如此等等，都要认真研究，提出对策。” 农业部是国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行政主管

部门，在农村地区抗击“非典”中应该起到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部的行政

职能更多地体现在提供公共服务上，不但要为生产提供公共服务，而且也要为农业生产者

即农民提供服务。这正是WTO框架下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加强的职能。  

根据目前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着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坚持不懈地实施目前行之有效的各种防治“非典”措施，给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显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总体国民经济运行大环

境。没有总体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会有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积极消除不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的“非典”非市场因素影响。目前，“非典”

疫情使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阻严重，尤其是我国鸡肉、猪肉等的出口影响最大。因此，要加

强出口农产品卫生防疫和检疫，消除“非典”造成的非市场因素影响。  

3、积极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我国农民工



现在近一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从目前农业部的调查分析情况来

看，返回的农民工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有400万人左右是因为季节性的返回，还有

400多万人是因为受“非典”的影响返回。同时，在农村地区，一些原先想春播完再出外

务工的人员，由于“非典”疫情而不敢或不愿外出。因此，目前有相当大数据量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非典”疫情有效控制后，要采

取积极措施，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并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  

4、    因势利导，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非典”的流行使居民在食品选择和采购上更加

关注自身的健康和食品的安全。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将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农

副产品的生产应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加速我国农副产品市场的更

迭，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目前，消费者、特别是城市消费者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饮食

和保健方面的知识，非典防治中推荐的多食用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以增强抵抗力

的宣传，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只有长期食用新鲜、无公害的农副产品，才能对未来的健康

产生良好的影响。这种健康理念导致了公众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量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很

可能是长期性的。同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将会从以往的关心价格，转向更多地关注品

质、品牌，特别是具有国家权威机构认证的农副产品，由此可以预见非典将会给中国农副

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带来新的契机。  

5、    加强农业环境安全管理体制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非典”的发生，使我们更清

楚地了解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环境安全管理体制和公共卫生体系落后局面。据卫生部统

计，在5月21日至5月25日累计确诊病例中，民工占14.8，农民占3.7%。虽然农民患病人数

相对农村人口，比例很小，但影响很大。疫区农民患者的医治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疫情

的控制与防范也大大超出当地农村环境安全管理体制和公共卫生体系能力所及。因此，政

策应痛定思痛，以此为契机，加大在这方面的公共投资，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符合农村

实际情况的农村地区环境安全管理体制和公共卫生体系，以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同时也有一个对事物的认识和掌握过程，

对于“非典”究竟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影响，目前的尚无令人信服

的答案。目前所有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有些已有一定的基础和成果，但都还是初步的，需要

继续进行动态的、深入的、综合的研究和个案研究。不但要把“非典”对当前农业和农村

经济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还要进行长期的预测，并研究对策性的措施建议，特别是要提

出受“非典”疫情影响严重的农业行业振兴计划。  

  

    

                                                             （李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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