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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入户调查资 料!文 章 重 点 分 析 了 现 阶 段 西 藏 农 牧 民 的 收 入 结 构!包 括 收 入 来 源"
收入性质"现金收入等内容!探索了不同地 区 &农 区"牧 区"半 农 半 牧 区"一 江 两 河 农 业 开

发区"城郊区等’及不同收入段农牧民收 入 结 构 和 收 入 来 源 的 差 异#通 过 分 析 发 现 西 藏 农 牧

民收入有以下特征$"收入以实物为主!现 金 收 入 和 可 支 配 收 入 少%#城 郊 区 农 牧 民 收 入 多

样化指数高!农牧民收入高!收入多样化 指 数 与 农 牧 民 收 入 正 相 关%$低 收 入 农 户 收 入 来 源

单一!抗风险能力弱!收入增加困难%%从 生 活 质 量 看 农 区 优 于 牧 区!半 农 半 牧 区 农 牧 民 生

活质量最差%&影响农牧民人均收入的主要因子为人均生产性投入"区域通达度等#
关!键!词$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结构

中图分类号$I"!;4;!!文章编号$:$$$9$JKJ&!$$#’$#9$J@:9$;

:!研究背景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
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坚持把解决

)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朱 基!政府工作报告!!$$"
年’#增加农民收入是 (三农+问题的核心!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收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农业发展方向,:’%-!关系着农村工作能否顺利进展#
从地域发展看!西 藏 自 治 区 是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最 落 后 的 地 区!呈 现 总 体 贫 困 的 特 征!

!$$!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J!:4$元!为全国倒数第二位,K-!且不同区域农牧民生

活水平差异较大!表现出以一江两河地区和城镇边缘区居民生活水平高"边远山区和半农

半牧区生活质 量 差 的 特 征#以 往 的 研 究 更 多 地 探 讨 西 藏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及 农 牧 业 发 展 战

略,;’:!-!对于微观的农户经济研究不足!在这一背景下!以入户调查为手段!分析 西 藏

自治区不同区域农牧民收入现状"收入来源及收入结构!对制定西藏自治区农牧民增收政

策"有效改善西藏自治区农牧民生活现状"增加区域农牧民收入意义重大#
基于上述思想!根据西藏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的要求!课题组成员于!$$!年@.

:$月对%地市!J县%!乡!$:个行政村%@"户#@@$人进行了入户调查!共取得调查样本

%@"份!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共!#县%$$户#J$K人#调查范围包括农业县 &:$个!"::
户!$":人’!半农半牧县 &::个!!;;户:;@#人’!牧业县 &"个!;$户J:"人’!边境

县 &:$个!!%#户:@#@人’! (一 江 两 河+开 发 县 &@个!:#!户;$"人 &不 包 括 城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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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域选择上既有藏东高山峡谷区"藏南喜玛拉雅雨影区!也有藏西高原区"藏北高

原湖盆区等!覆盖了西藏主要的地形地貌形态#从收入分段看!调查样本既有人均纯收入

低于@J$元的 绝 对 贫 困 户 &:##户K;#人’"人 均 纯 收 入@J$’:"$$元 贫 困 户 &!:;户

:#K"人’!也有中等户 &人均纯收入:"$$’:J$$元JJ户"%"人!:J$$’!$$$元;$户J%$
人’!还有富裕户 &人均纯收入!$$$’"$$$元::"户%:#人!""$$$元%;户#%#人’#各

收入段调查人数呈纺缍状分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分析内容与数据处理方法

文章按收入来源和收入性质两种途径重点分析农牧民收入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口径收

入来源包括基本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基本收入中又分为劳动者收入和家庭经营收

入两大类!结合西藏特定情况!其中劳动者收入为劳动者劳务报酬及通过劳动采挖虫草"
果药材资源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在西藏自治区主要集中在农业"牧业方面!部分调查县林

业收入和运输业收入占一定比例#
资料获取包括已有资料搜集"文献资料查阅"抽样调 查 等 方 法!抽 样 调 查 采 用 问 卷

法!以入户调查作为主要手段!问卷设计内容包括调查村的基本情况"调 查 户 的 基 本 情

况"生产生活资料拥有状况"农牧业生产出售"现金收入"实物收入"生产性支出"生活

性支出等共计:J"项内容!最后根据入户调查原始数据通过编制程序计算不同地区每一调

查农户的收入性质"收入来源和收入的多样性指数#

!"#!收入来源结构

西藏自治区!#个调查县%$$个样本农牧民收入来源结构如表:#从表:可以看出西

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特征$

图:!调查县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图 &!$$:’

ICL4:!MNFOPQ7GP7QFGNBQP2RN27OFN23ESQ2E7GPC2H
CHPNFQFOFBQGNBQFBO&!$$:’

!! &:’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畜牧

业!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很小#

!#县 平 均 财 产 性 和 转 移 性 收 入 比 重 为

$4#$T!收入主 要 来 源 于 种 植 业"畜 牧

业!二者合计达到%:4;#T!说明西藏自

治区农牧 民 收 入 基 本 上 停 留 在 较 低 水 平

上!增加收入的难度较大#

!! &!’家 庭 经 营 结 构 简 单!增 收 困

难#按收入来 源 分 类 体 系!调 查 区 农 牧

民家庭经营主要为农业和牧业!运输业"
工业"建 筑 业"批 发 零 售 业"服 务 业 的

收入比重 极 小#从 图:可 以 看 出!农 牧

民家庭经 营 收 入 主 要 来 源 于 种 植 业 和 畜

牧业!且以实物收入为主!平均现金收入比重为#"4$@T &家庭经营收入中通过出售产品

而获得的现金收入占家庭经营总收入的比重!略低于调查区农牧民总收入的现金收入比重

#J4@:T’!未来发展中必须提高这些地区的商品率!增加农牧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牧民

现金收入水平#
&"’资源性收入高的县第三产业比重低!收入浮动大!发展不可持续#虽然西藏农牧

民整体现金收入较低!调查中发现丁青"索县等药材资源丰富的县农牧民现金收入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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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来源结构表 "单位!$#!%%#$

&’("#!&)*+,-./*+,0&1(*2’30’.4*.+")*.5+4*3$13/,4*+2.-/2-.*"-312!$#!%%#$

地

区
县名

基本收入

劳动者

收入

资源性

收入

劳务

收入

农业

收入
林业 牧业 渔业 运输业

批发零

售业

其他

收入

家庭经

营收入

转移性

收入

多样性

指数

拉

萨

市

堆龙德庆 :!4K $ :!4K #;4@" $4"K !#4%K $ @4!; !4" !4%@ K@4:" :4$% "4$#

尼木 :!4K! $ :!4K! "J4"@ $4$# ##4!K $ #4"@ :4!# :4K: K%4: $4$K !4;#

墨竹工卡 @4@" "4%J !4KK #J4JK :4!% #!4#: $ :4!K !4J# $4!; ;"4"% $ !4J@

日

喀

则

亚东 !:4K" :!4@# ;4:; :%4"! :#4"@ #$4$# "4:; $ !4;: $4!! %K4$# $4:" #4!!

定日 :%4": $ :%4": !@4K: $4#J ##4@J $ "4%J J4"! :4%: K!4@; $ "4!%

江孜 %4J% $ %4J% J"4%; $4:: !%4!! $ %4!! :4#J $4;K ;$4%@ :4@% !4@%

康马 K4#@ $ K4#@ "J4;" $4:" J!4J! $ $4!: :4K# $4;: ;:4J# $ !4#!

岗巴 %4$: $ %4$: "@4# :4:@ J#4: $ $4:J $4"@ $4K! ;!4;; $ !4"!

林

芝

米林 :!4! #4#" %4%% !@4"J !J4%J !!4!# $ K4K; !4:! !4#@ K%4K $ #4;J

工布江达 "!4!% !K4%K "4#; !%4J; @4%" !@4#@ $ $ !4;" #4$" @%4%" $ #4!!

察隅 :!4" J4$: %4!; J%4;K %4$# :K4#" $ :4: $4;! !4!! K%4% $ !4@:

昌

都

左贡 :@4"; ;4!! %4:% "$4@" K4@; "@4!J $ "4%" #4:! $4:K K"4@: $ #4$:

类乌齐 !K4;! !J4J" "4# !:4J; @4J% !;4$@ $ !4:! K4:" "4J! %$4;; $4$K #4%@

丁青 #@4@ #"4K@ !4%# !$4J% $4!! !K4K# $ $ :4@% !4: J"4# $ "4:"

昌都 :#4:" !4!@ ::4K% #@4K: J4#: :;4!# $ J4:% K4!K $4;J KJ4K% $ "4J"

山

南

隆子县 :J4#! "4$" :!4"; #K4:! :4$# !K4J; $ $4:@ J4;% $4JJ K#4#" $4:J "4$$

乃东 ;4#" :4%! %4%! J:4K !4;K !!4@@ $ :$4#@ :4@" $ K;4J# :4$" !4;@

错那 K4#: !4K% J4JJ ""4$; :"4K# !#4:J $ %4"K K4;J :4$K KK4#; "4: #4K%

那

曲

索县 J#4J% J"4#J :4:! K4K; $4K !;4$K $ !4@# "4@@ $4"J #J4#" $ !4@"

聂荣 %4KK $4#! %4#@ $ $ K$4% $ %4!; "4@; $4!@ ;:4;# $4:K :4J:

那曲 #4# $4$! #4"% "4" $ KK4$J $ "4@: $4#" $ ;J4"; $4!! :4!K

阿

里

日土 $4!# $ $4!# @4"J $4:# ;!4"# $ $4:K $4%! $4$! ;;4%@ $ :4:%

改则 "4%" $ "4%" $ $ ;$4K@ $ :4;# "4#% $ ;@4!K $ :4!:

普兰 :@4#@ $ :@4#@ "%4@J :4"@ "%4K" $ $4"K "4;% $4#! K:4@ :4;# "4:K

平均 :J4%# K4!: %4J" "$4$% #4: #:4K% $4:" "4!@ "4!K :4:J K"4K@ $4#$ "4J#

!!注$以农牧民收入总值为:$$!按当年价计算#多样化指数定义为(U:/#D!C!DC为各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调查组!$$!年@?:$月%$$户有效样本入户调查数据#

资源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了较大部分!出售中草药是这些县农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资源性收入高的县虫草等药材资源在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高达"!4KT!现金收入在

总收入中的比重平均达到JK4$"T!远远高于!#个调查县平均值!可见资源性收入对人

均现金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贡献大#但上述资源性收入高的县农牧民收入很大程度上受药

材售价"采集量等的影响!特别是虫草价格和产量年际变化大!因此农牧 民 收 入 波 动 性

大!未来必须探寻其他的增收途径#
从收入性质看!资源性收入高的县第一产业比重高!第三产业和非生产性收入比重都

很低!农牧民每年依靠挖虫草等获取收入!对发展其他产业的欲望不高!生 产 性 投 入 较

少!这种观念对地区经济持续发展是一种阻碍!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 &#’劳务收入对现金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贡献大#由于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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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入的加大!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县农牧民劳务输出较活跃!劳务收入在收

入构成中占了较大比重!如定日"堆龙德庆"尼木"普兰"昌都等县劳务收入在总收入中

图!!劳务输出高的县收入来源构成 &!$$:’

ICL4!!MNFOPQ7GP7QFGNBQP2RFDS2QP2R3BV27Q
OFQWCGFOCHG2AFCHPNFQFOFBQGNBQFBO

的比重都在:!T以上#

!!从图!可以看出!劳务输 出 率 高 的 县 劳

务 收 入 在 收 入 来 源 中 所 占 比 例 平 均 为

:"4;#T!比调查区平均值高@4J%个百分点!
但这些县人均现金收入和人均纯收入 都 低 于

调查县的平均水平!现金收入 对 人 均 纯 收 入

的贡献和现金收入比重也都低于调查 县 平 均

值!说明这些劳务输出较多的 县 农 牧 民 务 工

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未来还 须 进 一 步 提 高

区域劳务收入在人均收入中 的 比 重!特 别 是

对于隆 子"错 那"乃 东"那 曲"安 多 等 县 由

于交通建设的大规模投入!劳 务 收 入 比 例 必

然会进一步加大!农牧民收入将会有较大提高#
从收入性质看!劳务输出率较高的县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较大!产业结构较为合理!

如第二产业收入比重比调查县平均值高$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收入比重比调查县平均

值高:4$J个 百 分 点!财 产 性 和 转 移 性 收 入 比 重 最 为 突 出!达 到:#4!"T!比 平 均 值

;4:%T高J4$@个百分点!充分说明高劳务输出县的收入途径多样!发展后势强劲#

!! &J’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低!农牧民生活水平较低!抗灾能力弱#从表:可以看出!
调查区农牧民转移 性 和 财 产 性 收 入 极 少!在 收 入 结 构 中 仅 占$4#$T#在 调 查 的!J个 县

中!仅拉萨市城关区"山南"乃东县"日喀则江孜县有部分农户有土地出租"房屋出租收

入!极少数富裕农 户 &人 均 纯 收 入""$$$元’有 少 量 存 款 利 息!农 牧 民 存 款 余 额 较 少!
抗击自然灾害能力较弱!一旦灾害来临返贫率极高#

!"!!收入性质结构

统计中按收入性质农牧民收入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部分!生产性 收 入 指 第 一 产

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收入!非生产性收入主要指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调查资料显示

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主要以生产性收入为主!平均比重达;!4J#T &表!’#

!!通过分析表!可以看出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性质有如下特征$

!! &:’第一产业比重高!以发展传统农牧业为主#调查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主要来自

于第一产业!以传统的畜牧业"农业和自然资源采掘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如第一产业结

构比重";$T的县非生产性收入比重仅为!4;KT!远低于调查区平均值!居民的抗灾力

较差!以传统农牧业生产为主 &图"!图#’!这些县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大力调整 农 业 结

构!提高农牧业商品率!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第二"三产业!切实提高农牧民收入#
调查中发现第一产业收入高的县大部分较为偏僻!周围缺乏作为发展极核的大城市!

如岗巴县"墨竹工卡县等!县内农牧民生活质量较低!是未来增收较为困难的县!也是增

收工作重点县!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增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 &!’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的农牧民收入途径越多!第三产业产值对农牧民收入影响大#分

析中将调查区内第三产业比重"KT的县作为第三产业发展优势县!收入结构如图J!图@#

!!从图J"图@可以看出!第三产业收入高的县人均现金收入为高于调查区平均值!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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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调查区农牧民收入性质构成表 "!%%#$

&’("!!&)*/)’.’/2*.1+21/+,0&1(*2’30’.4*.+")*.5+4*3$13/,4*"!%%#$

县名
人均纯收

入 &元’

人均现金

收入 &元’

现金收入对纯

收入贡献率T

现金收

入比重T

生产性收

入比重T

第一产业

比重T

第二产业

比重T

第三产业

比重T

非生产性收

入比重T

堆龙德庆 :KJ!4:J :$K#4!@ "K4"% ""4J% K@4:" %#4%; !4%@ K4JK :"4K%

尼木 ::"@4;@ @%!4KJ #!4#J "J4$$ K%4:$ %;4%$ :4K: J4JK :!4;$
墨竹工卡 :#J!4!K @"J4@" #%4;# "#4@$ ;%4:! ;:4:% $4!; J4@% !4KK

亚东 :K$:4## :JJ@4J$ %;4K@ @"4@K ;$4%$ K%4J@ $4!! !4;: ;4"$
定日 :$;:4#$ %!$4:! J;4J% #J4;$ K!4@; %:4;: :4%: ;4$@ :%4":
江孜 !##K4J$ :":K4@$ #J4$$ "%4@$ K;4K; K$4!# $4;K K4@% :$4::
康马 :;%#4;@ K#:4#% "J4;% !;4%# ;:4J! KK4J@ $4;: !4$J K4#K

岗巴 :#@:4K! @!:4KJ "%4;$ "$4"K ;!4JJ ;$4%! $4K! :4$: %4#J
米林 !@!#4!# !$!$4:" K$4@# J:4#% ;!4!" %K4%% !4#@ ::4$: %4%%

工布江达 !":$4"# :#:!4%@ @;4"J J!4!: ;"4;@ K@4K; #4$" "4$# @4$#

察隅 :%$$4K% KKJ4## #"4;# "@4J$ K;4#! K#4%; !4!! !4#: :$4JK
左贡 :$!%4#: #;"4%K #"4K% "K4@% ;:4#$ K"4"% $4:% %4K@ K4@$

类乌齐 ::@J4!: K$$4%: @"4;@ J!4@# ;$4%; %%4$! "4J! :$4!J ;4!:

丁青 ::%$4"% K:;4;J @K4K" JK4"% ;%4@: ;"4K# !4:$ :4@% !4";
昌都 KK%4$# J!$4@@ ##4K% "K4:@ KK4:" %"4%" $4;J :"4#J ::4K%

隆子县 :J;$4@" ;!"4%@ #%4%@ "%4%: KK4;K K!4"$ $4JJ @4:" ::4$!
乃东 !:@!4K! :%!K4!$ J%4:@ ";4!; ;:4!J %;4:% $4$$ :!4$; K4%J

错那 :":#4#@ :$@:4K" @J4J$ J!4#! ;:4"J %"4$% :4$K :%4!: K4@J
索县 ::%K4@; ;$!4K@ %#4:" @%4J" ;K4K: ;!4#$ $4$" @4"; :4:;
聂荣 :""!4K! ;::4": @#4K; @$4K% %J4#: @#4:% $4!@ :$4;K !#4J;

那曲 :J:!4@; ;K:4K" #;4%@ #!4#K ;"4J; K;4JJ $4$$ #4$# @4#:
日土 !;J@4$: !#J@4@; K;4%! @:4;" ;;4%@ ;K4K" $4$! $4;: $4!#
改则 :;$!4$J :!%@4K@ K:4$% J"4@J ;@4!% ;$4K@ $4$$ J4#: "4%"

普兰 :;%"4:! :$@J4#; %:4;: #$4:% K:4J; %@4K! $4#! #4"J :K4#:
平均 :@@%4KJ :$%:4#$ JK4J! #J4@: ;!4J# KK4K# $4:J "4J@ %4#@

图"!调查区第一产业收入高的县收入结构 &!$$:’

ICL4"!MNFCHG2AFGNBQBGPFQCOPCGOGNBQP2RSQCABQ8
CHE7OPQ8G27HPCFOCHPNFQFOFBQGNBQFBO&!$$:’

注$第一产业收入高的县指第一产业产值";$T的县#
图#!第一产业收入高的县收入结构与调查县比较

ICL4#!MNFG2ASBQBPCWFGNBQPVFPXFFHSQCABQ8
CHE7OPQ8G27HPCFOBHEB33QFOFBQGNBQF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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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入对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现金收入比重也比调查县平均值高!非生产性收入比重达到

:!4#@T!可见第三产业收入比重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农牧民现金收入和现金收入比重!同

时对提高农牧民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加农牧民的抗灾能力也有一定的贡献#
第三产业收入高的县或者交通便利!距城区近 &堆龙德庆县"米林县"昌都县"乃东

县’!或者旅游资源丰富 &定日县"江孜县"类乌齐县’!未来加大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具有

一定优势#还有部分边境县由于县域内驻军较多 &如错那县’!为当地发展面向驻军的第

三产业提供了条件!国防投资建设等也为当地提供了较多的第三产业发展机会#
在调查区内有些县第三产业结构比例虽然较小!但具有发展 的 优 势 和 潜 力!如 亚 东

县"普兰县"日土县等!可以通过发展边境贸易促第三产业发展!左贡县东坝乡居民有外

出经商传统!也可以通过引导来进一步促进区域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

图J!第三产业收入高的县收入结构图

ICL4J!MNFCHG2AFGNBQBGPFQCOPCGOGNBQP
2RPFQPCBQ8CHE7OPQ8G27HPCFOCHPNF

QFOFBQGNBQFBO&!$$:’

注$第三产业收入高的县指第三产业收入比重"KT的县#
图@!第三产业收入高的县收入结构与调查县比较图

ICL4@!MNFG2ASBQBPCWFGNBQPVFPXFFHPFQPCBQ8
CHE7OPQ8G27HPCFOBHEB33QFOFBQGNBQFBO&!$$:’

"!结论

通过上述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有如下特征$

!! &:’影响农牧民人均收入的主要因子为人均生产性投入"区域通达度等#
综合分析调查区!#县的收入结构!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 要 因 子 &劳 动 力 比 例"

养殖业比重"出栏率"人均生产性投入"劳动力文盲率"路网密度"劳务收入比重"自然

条件’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影响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子有出栏率"养殖业比

重"人均生产性投入"区域通达度和区域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因此未来增收中应努力加大

畜牧业出栏率!提高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家庭养殖业比重!增加区域与外部的联系!从而增

加地区居民收入#

!! &!’农牧民收入城乡差距大!城郊区居民收入多样性指数高!偏远农牧区增收困难#
分析表明城市郊区与纯粹农村农牧民在收入结构"收入现状方面都有较大差异#

!!从图%可以看出城郊区农牧民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高!劳务收入"运输业"批发零售

业"服务业的比重都高于调查县平均值!城郊区农牧民就业途径较多!同时城郊区居民思

想较为开放!能够很快地接受新事物!西藏先富裕起来的少数居民大部分位于城郊区#在

广大农牧区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很多地区还处于封闭状态!居民很少了解外面世界!生活

处于半原始状态!如拉萨市尼木县麻江乡居民没有电"自来水!没有广播电视!许多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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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城郊区收入结构与调查区比较图

ICL4%!MNFG2ASBQBPCWFGNBQPVFPXFFH27POYCQP
QFLC2HOBHEB33QFOFBQGNBQFBO&!$$:’

一生中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在这种封闭

的状 态 下 居 民 根 本 不 可 能 产 生 致 富 热

情!目 前 全 乡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仅%@J
元!部分 农 户 人 均 纯 收 入 不 到"$$元!
居民生活水平很低#

&"’农村贫富 差 距 大!贫 困 户 生 产

性投入少!再生产能力弱!形成恶性循

环#由于农牧民个体素质的差异!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个体差异较大!既有人均

纯收入超过万元的富裕户 &主要集中在

城郊 区 和 经 济 较 为 开 放 的 地 区’!也 有

人均纯收入不足:$$元的贫困户!不同农户收入支出结构差异大#人均纯收入在"$$$元

以上者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劳务"运输"商贸业 &表"’!从收入性质看富裕户第二"第

三产业和转移性收入比重大!平均劳动力比例为J;4;%T!劳动力文盲率为:%4!#T!这

说明劳动力素质和数量是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
表6!富裕户和贫困户收入来源结构 "单位!$#!%%#$

&’("6!&)*+,-./*+,013/,4*(*27**3148,9*.1+)*5’357*’:2);0’41:1*+ "-312!$#!%%#$

收入结构
劳动者

收入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运输业

批发零

售业
其他

转移性和财

产性收入

多样化

指数

富裕户 :%4%@ :@4:@ "4!; !% $ ::4%K :!4!; :$4!# :4#K J4K#

绝对贫困户 @4;% #"4;: $4K" #J4:% $ $4@@ :4:# :4" $4$! !4#;

调查区平均值 :J4%# "$4$% #4: #:4K% $4:" "4!@ "4!K :4:J $4# "4#$

!!注$数据来自!#县%$$户#J$K人调查样本分析#富裕户指人均年纯收入!$$$’"$$$元!绝对贫困户指人均年纯

收入低于@J$元#

从表"可见!贫困户收入来源为传统的农牧业!运输"服务"批发零售业比重几乎为

零!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比重很低!劳动力缺乏和劳动力素质差进一步限制了个体经济的

发展#
&#’农牧民收入中实物收入比重大!农牧民可支配收入少#调查中发现农牧民收入主

要来源于实物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实物收入比重在@JT以上!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不

足$4JT!非生产性收入比重仅为%4#@T!农牧民可支配收入较少!因此未来发展中应大

力提高农牧民现金收入比重!提高农牧民的购买力!促进市场发育!发展区域经济#
&J’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收入"支出结构差异大!半农半牧区增收困难#西藏自

治区地域辽阔!区内自然"社会条件差异很大!牧区"农区"半农半牧区收入来源差异很

大!通过分析资料有如下特征$

"牧业县人均纯收入来源单一!牧业收入比重达到K%4@#T!批发零售业"运输业"
转移性及财产性收入比重远低于调查县平均水平!农牧民务工收入也较低#

牧业以粗放式天然放养为主!受自然灾害威胁大!牧民现金收 入 主 要 来 源 于 出 售 牲

畜!但牲畜胴体重较低 &那曲县一只绵羊胴体重平均为";4#:YL!宰杀后 羊 肉 仅:%4JYL
左右!牦牛胴体重也在!$$’!J$YL之间’!因此单个牲畜出售价格较低 &!$$:年那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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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绵羊市场价为:!$’:@$元/只!牦牛:!$$’:@$$元/头’#
牧区居民受传统观念影响普遍存在惜杀现象!畜群往往出现夏秋肥壮!但冬春因饲料

短缺极易死伤!给牧民造成较大损失#这种状况在高寒"干旱和市场发育程度低的牧区更

加普遍!此外!消费"流通渠道不畅进一步加剧了惜杀的现象#

#农区居民收入来源较为合理!既有农业收入 &比重为#!4@:T’!畜牧业也占一定

比例 &平均为":4:JT’!基础 投 资 发 展 较 快!农 牧 民 劳 务 收 入 比 例 高 &;4J%T’!运 输

业"批发零售业和转移性"财产性收入也占一定比重!其第一产业比重为K$4@!T!低于

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人均纯收入和现金收入比重较高!农民增收途径多样#

$半农半牧区收入来源结构虽然较为复杂!但缺少支柱性产 业!第 一 产 业 比 重 过 高

&KJ4#$T’!第三产业不发达!非生产性收入比重小!家庭经营中运输业"批发零售业比

重小#在调查中发 现 大 多 数 居 民 生 活 质 量 和 水 平 比 农 区 和 牧 区 都 差!恩 格 尔 系 数 为

@$4;@T!高于牧区%不少农户出现农业上不去"牧业也落后的局面!生活较困窘!这是

农牧民增收的困难地区#此外半农半牧区大部分处于气候过渡地带!降水"温度等的变化

较大!生态系统脆弱!居民盲目开垦荒使地加大了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如定日县朋曲

河谷地区"岗巴县大部分地区因过度放牧和垦荒使土壤沙化日趋严重!草场和耕地受到严

重威胁!区域承载力下降#因此半农半牧县的首要问题是确立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以保

护生态环境为前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高区域承载力!切实增加农牧民收入#
总之!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制 定 相 应 的 对 策!增 加 农 牧 民 收

入!改善农牧民生活状况是当前西藏自治区政府解决 (三农+问题的关键#通过调查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些针对的农 牧 民 增 收 途 径 和 对 策,:$’:#-!包 括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小 城 镇 建 设"
主导产业确定"农村市场组建"劳务输出管理"退化草地治理"乡村旅游业发展"农牧民

素质提高"区域发展规划等方面!切实提高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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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13/,4*+2.-/2-.*+’35+,-./*+,00’.4*.+
&)*.5+4*3’132)*&1(*2>-2,3,4,-+?*@1,3

/->CBHL9AFC!/-̂ 6CBH!=,(5&>CBHL9NB2
&-HOPCP7PF2RZ27HPBCH,B_BQEOBHE’HWCQ2HAFHP!.NCHFOF*GBEFA82R0GCFHGFO‘ ZCHCOPQ82R

aBPFQ.2HOFQWBHG8!.NFHLE7@:$$#:!.NCHB’

>(+2.’/2$*OB3BQLFBLQCG73P7QFG27HPQ8!PNFSQ2V3FAO2RBLQCG73P7QF!G27HPQ8OCEF!BHE
RBQAFQO&*.I’BRRFGPPNFXN23FOCP7BPC2H2RQFR2QABHE2SFHCHL97SBHEA2EFQHC_BPC2HG2H9
OPQ7GPC2H4-HGQFBOCHLRBQAFQOCHG2AFCOPNFG2QF2R*.ISQ2V3FAO!XNC3FCHG2AFOPQ7GP7QFO
BHECHG2AFO27QGFO2RRBQAFQO&NFQEOAFH’BQFPNFL7BQBHPFFR2QBLQCG73P7QB3BHEQ7QB3EF9
WF32SAFHPBHECHGQFBOF2RRBQAFQOCHG2AF4,FHGF!PNFCH9EFSPNBHB38OCO2RPNFOBAS3CHL
EBPB2HCHG2AFOCP7BPC2H!O27QGFOBHEOPQ7GP7QF2RPNFMCVFP*7P2H2A27O)FLC2HCO2R
LQFBPOCLNCRCGBHGFP2PNF*.IX2QY\

MNFOBAS3CHLO7QWF8CHW23WFE%QFLC2HB39LQBEFGCPCFO!!JG27HPCFO!%!P2XHONCSO!!$:
BEACHCOPQBPCWFWC33BLFO!%@"N27OFN23EOBHE#@@$SF2S3F!2RXNCGN!#G27HPCFO!%$$N27OF9
N23EOBHE#J$KSF2S3FBQFFRRFGPCWFOBAS3FOR2QBHB38OCO4/22YCHLRQ2ACHG2AF3FWF3!PNF
OBAS3CHLCHW23WFOV2PNPNFBVO237PFS22QN27OFN23EOXCPNSFQ9GBSCPBHFPCHG2AF3FOOPNBH
@J$87BH!S22QN27OFN23EOXCPNSFQ9GBSCPBHFPCHG2AFBV27P@J$9:"$$87BH!PNFA2EFQBPF
N27OFN23EOXCPNSFQ9GBSCPBHFPCHG2AFBV27P:"$$9!$$$87BH!BHEPNFQCGNN27OFN23EOXCPN
SFQ9GBSCPBHFPCHG2AFBV2WF!$$$87BH4MNFH7AVFQ2RSFQO2HOO7QWF8FECHFBGNCHG2AF
LQBEFON2XOBOSCHE3FECOPQCV7PC2H2RNCLNQFSQFOFHPBPCWFHFOO4

[BOFE2HPNFOBAS3CHLEBPBPNCOSBSFQBHB38_FOCHG2AFOPQ7GP7QF2RRBQAFQO&NFQEO9
AFH’2RPNFMCVFP*7P2H2A27O)FLC2H!CHG37ECHLO27QGFO!GNBQBGPFQCOPCGOBHEXBLFOCH
YCHEBHECHGBON40CP7BPC2H2RCHG2AFOPQ7GP7QFOBHECHG2AFO27QGF2RPNFRBQAFQOCHECRRFQ9
FHPBQFBO &BLQCG73P7QB3BQFB!SBOP2QB3BQFBBHERBQACHL9SBOP2QB3BQFB!FPG4’XBOBS9
SQ2BGNFE4MNFR2332XCHLGNBQBGPFQCOPCGOXFQFR27HEPNQ27LNPNFBHB38OCO2RO7QWF8FEEBPB$

"-HMCVFPRBQAFQOCHG2AFCOABCH38SBCECHYCHEXCPN3CACPFEECOS2OBV3FSFQO2HB3CHG2AF
BHEQFBE8A2HF84# MNFWBQCFP8CHEFD2RCHG2AFCONCLNFQCHPNF27POYCQPOPNBHCHPNFQ79
QB3!PNFCHEFDNBOBECQFGPVFBQCHL2HHFPCHG2AF4$MNFCHG2AFO27QGFOBQFOCAS3COPCGBHE
27PEBPFCHPNFS22QN27OFN23EO!PNF8NBWFH2BVC3CP8P2QFOCOPBHEL7BQEBLBCHOPBH8QCOY!CP
COWFQ8ECRRCG73PP2CHGQFBOFPNFCQQFGFCSPO4%MNF3CWCHLOPBHEBQECHPNFBLQCG73P7QB3BQFBCO
VFPPFQPNBHCHPNFSBOP2QB3BQFB!CPCOPNFX2QOPCHRBQACHL9SBOP2QB3BQFB\&MNFABCHF3F9
AFHPOBRRFGPCHLQFLC2HB3FG2H2ACGEFWF32SAFHPCHW23WFEPNFH7AVFQ2RBHCAB3OR2QOB3F!

SQ2S2QPC2H2RBb7BG73P7QF!SFQGBSCPBSQ2E7GPCWFCHWFOPAFHP!QFLC2HB3BGGFOOCVC3CP8BHEPNF
BEWBHPBLFO2RQFLC2HB3HBP7QB3G2HECPC2HO4

A*;7,.5+$MCVFP*7P2H2A27O)FLC2H%RBQAFQ&NFQEOABH’%CHG2AFOPQ7GP7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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