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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 2005 年末农牧团场人口
25.1万人袁占全师总人口的 84.9 %遥 据统计袁该年农牧团场
一尧二尧三次产业结构为 49.6颐16颐34.4袁农业比重占到全师
GDP的 1/2遥因此袁农六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师遥农场职工袁
特别是农业职工收入问题是关系到农六师经济发展的重要

问题遥
1 农六师农业职工收入的基本情况

农六师 2005年农业职工平均工资 10 230元袁 比 2004
年的 6 156元袁增加了 4 074元袁增长了 66.2 %曰比同期农六
师国有单位职工工资低 792元袁是其 92.8 %遥 2005年由于
粮食直补政策尧农业税减免和风调雨顺等多种原因袁使农业
获得了大丰收袁农业职工收入高速增长遥但农业职工收入增
长具不稳定性袁且与兵尧师国有单位职工收入存在差距遥

据资料反映袁1998年前农六师国有单位职工尧 农业职
工与兵团职工收入水平相差无几袁均呈稳定同步上升态势遥
但 1998年以后袁三个单位职工收入出现明显差异遥 兵团国
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呈直线上升趋势袁幅度较大曰
农六师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水平低于兵团职工的工资水平袁
也呈上升趋势袁但幅度相对较小遥农六师农业职工平均工资
水平在 1999 年和 2001 年出现两个谷点袁 分别为 4 662
元和 4 396元袁 比同期农六师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
少 346尧1 065元袁 比同期的兵团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水平分
别少 804尧2 401元遥 虽然农业职工平均收入水平呈上升趋
势袁但幅度很小袁其收入水平不仅低于师国有单位在岗职工

收入水平袁而且与兵团职工的收入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遥以
2004年资料为例袁农六师农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仅是同期
农六师国有单位职工收入的 80.77 %袁是同期兵团国有单位
职工收入的 55.26 %遥 从增长速度看袁1998年以后袁兵团国
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速为 12.0 %袁农六师国有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速为 5.62 %袁而农六师农业职工平均
工资增速仅为 2.43 %遥农业职工收入的增速缓慢袁是导致收
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遥

另外袁1990~2005 年间农六师经济总量始终保持增长
态势袁虽然有一些波动袁但基本都是正增长曰农六师农业职
工的收入水平起伏波动较大袁且不能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袁
表现出农业职工收入水平的不稳定性袁农业职工利益不能
得到保障遥
2 农场职工家庭收支构成特点

2.1 承包经营收入比重大尧下降速度快 表 1表明袁从农
场职工收入构成看袁承包经营支出一直占较大比重袁近几年
呈下降趋势 遥 从 2000 ~2004 年 袁 承包收入的比重由
63.99 %下降到 48.61 %袁4年间下降了 15.38个百分点曰承
包经营支出的比重由 54.69 %下降到 49.04 %袁4年间下降
了 5.65个百分点曰承包收入的比重比承包支出的比重多下
降了 9.73个百分点袁 说明承包费用呈现上升的趋势遥 而
2005年由于气象因素的影响袁在承包经营支出保持不变的
情况下袁承包收入的比重又有所上升遥从 6年的数据资料变
化中可看出袁在承包收入比重逐步下降的趋势下袁承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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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14.67 63.99 7.14 11.65 0.55 100.00 54.69 6.56 12.482001 19.23 51.36 11.27 17.56 0.58 100.00 52.29 9.83 17.71
2002 20.26 51.87 11.68 15.74 0.45 100.00 53.93 11.06 16.672003 22.49 51.55 10.75 15.02 0.18 100.00 53.61 11.73 17.07
2004 17.42 48.61 12.59 21.31 0.07 100.00 49.04 12.47 20.732005 14.82 54.12 11.27 19.67 1.22 100.00 50.49 10.83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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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数据来源为农六师农场职工家庭收支的全面统计调查资料遥

表 1 农六师农场职工家庭收支构成 %

农六师农场职工收支的调查分析

黄明凤 渊 石河子大学商学院袁新疆五家渠 831300冤

摘要 通过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农牧团场职工家庭收支的调查袁分析了农场职工收支构成的特点袁为解决职工增收提供了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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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es of Income and Expenses of Farm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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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farm workers' income and expenses was important to the economic innov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Six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Farm. Through investigating household income and expenses of farm workers, the characters of income and expenses
components of farm workers 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olving workers' income and expenses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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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支出下降缓慢袁说明承包经营的投入产出比呈下降趋势袁 其经济效益在降低遥
2.2 庭院经济收支比重同步上升 表 1 表明袁2000~2005
年袁庭院经济收入比重由 7.14 %上升到 11.27 %袁5年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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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 4.13个百分点袁庭院经济支出比重由 6.56%上升到 10.83%袁
5年间上升 4.27个百分点遥 说明职工庭院经济收入正成为
增加职工收入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袁收入比重上升的同时袁
支出比重也同步上升袁反映出庭院经济的投入产出比和经
济效益变化不大遥
2.3 从团场获得收入比重呈曲线波动 表 1表明袁农场职
工从团场获得的收入是指职工从团场的第二尧 三产业活动
中取得的收入遥 2000~2005年袁从团场获得收入的比重先上
升后下降曰2000~2003年袁收入比重由 14.67 %上升到 22.49 %袁
上升了 7.82个百分点袁上升速度比较快曰2003~2005年袁收
入比重由 22.49 %下降到 14.82 %遥 5年间该项收入比重仅
上升 0.15个百分点袁说明农六师农场职工从团场二尧三产
业取得的收入是不稳定的袁且是有限的袁农场二尧三产业对
农场职工增收的拉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遥
2.4 上交团场费用支出比重总体下降 表 1表明袁从农六
师农场职工上交团场费用占总支出的比重看袁呈现出总体
下降的趋势遥 2000~2004年 5年间袁上交团场费用比重下降
了 5.48 个百分点袁在 2002 年该项费用比重占 7.4 %袁比

2000年下降 7.18个百分点遥农六师近 5年上交团场费用比
重均低于兵团同期的水平袁从这一指标来看袁农场职工负担
略轻于兵团整体水平遥 2005年由于农业税的减免袁交纳税
款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遥
2.5 农业职工人均纯收入增速缓慢 由于经营支出增速

快于总收入增速袁导致纯收入的增速减缓遥 2000~2005年袁
总收入的增速为 7.90 %袁经营支出的增速为 8.40 %袁纯收入
的增速低于总收入袁为 6.99 %遥 经营支出的快速增长袁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经济增长依赖于高投入和高消耗遥

从人均纯收入水平看袁 农六师人均纯收入无论从总量
上还是增速上都低于兵团同期水平遥 2000~2005年 5年间袁
人均纯收入增加 1 786元袁 增速为 9.23 %袁 平均每年增加
357.20元袁而兵团同期指标为 1 950元尧11.67 %尧487.50元遥
5年间农六师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为 3 815.30元袁 与兵
团同期 4 373.80元相比袁人均纯收入少 558.50元袁说明农六
师农场职工收入水平是相对较低的袁增收的任务还很艰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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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袁教学内容应反映学科交叉尧融合
及综合的趋势袁应随着学科的发展不断更新袁农业机械与自
动化专业应对专业主干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袁如农业机械
学课程应突出内容新尧信息量大尧知识覆盖面宽尧理论和应
用并重的原则袁 删除一些过时或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内
容袁增加现代设施农业尧卫星精确定位系统在精确农业中的
应用等实用尧先进的技术内容遥

教学内容的更新必然要求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袁以加大
课堂教学的信息量袁而不是简单地减课时尧减内容袁这样才
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袁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遥
在教学方法上袁我国高等教育历经百年历史袁可是人才培养
模式却几乎未变袁仍然是老师讲学生听的授课模式遥老师是
真理尧知识的传播者袁学生则是被动的接受者遥 这种培养模
式相当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2]袁要改变
以前的填鸭式教学方法袁实行启发式尧互动式教学法遥在教学
手段改革方面袁应对部分专业基础课实行多媒体教学遥
2.4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实践教学是

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尧创新能力尧解决问题能力和实践技术的
重要途径[3-4]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袁加强实践教学的建设和管
理袁是保证实践教学环节实施的关键遥教师对此要高度重视袁
始终把它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来抓袁具体为院认真修订教学
计划袁进一步完善工程实践技能系统化全过程的训练体系袁
提出全过程尧系统化农业工程技术培养模式袁并把它具体落
实在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中遥在教学计划中袁实践环节
的周时数保持在一定水平袁在实践教学计划的安排上袁逐渐
完善尧优化袁形成全过程尧系统化工程技能的训练模式遥努力
改善实验尧实习条件袁提高实验水平和实践能力遥建立一批校
外实习基地袁 为学生实习提供有利实习条件遥 在下厂实习

中袁 把学生安排到生产岗位上袁 以工人身份在工厂技术人
员尧工人师傅指导下参加实际操作或见习袁使学生真正接触
到生产实际袁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袁掌握机器设备的操
作技能遥 通过实习袁使学生在思想作风尧理论与实践知识相
结合尧操作技能等方面得到收获和提高遥
2.5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 农

业机械与自动化专业是河南科技大学的特色专业袁野 产尧学尧
研冶相结合是该学科的优势遥而毕业设计是大学生学习期间
的最后一个教学环节袁为了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袁提高学生
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袁使学生在工作前受到一次系统
的培养袁在教学过程中袁结合毕业设计袁让学生直接参加教
师的科研课题遥这样可使学生学会用已知的知识获取未知的
知识袁用所学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袁从而培养创新意识遥
3 结语

农业工程教育的改革应从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尧 教师队
伍建设尧学生实践环节开展等方面入手袁开办农业工程渊 宽
口径冤专业袁加大学生知识信息量的教学袁广开学生的实践
环节袁有目的尧有意识地加强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袁树
立学生的政治信念袁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袁为我国农业工程
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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