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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农村贫困现状

新疆是典型的资源型绿洲农业大区袁地域辽阔尧光照
充足尧昼夜温差大尧地域气候差异显著袁具有独特多样的自
然条件袁农业生产条件优良遥1978~1984年新疆农民人均纯
收入年均增长 20.43 %袁1985~1988年为 8.04 %袁1978~1990
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差距不大渊 图 1冤袁在全
国各省区的排名为第 12位遥目前袁新疆是中国贫困问题最
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袁新阶段纳入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的县有 30个袁人口为 435.5万人袁占新疆农业人口的 34.30 %袁
200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是塔什库尔干县袁 仅有
1 150元袁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超过 2 000元袁收入不到全
国平均水平的 35.0 %遥因此袁解决新疆农村的贫困问题是
解决新疆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遥

2 造成新疆农村贫困的原因

2.1 政策因素 20世纪 90年代末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
全国平均差距扩大到 700多元袁到 2006年差距已经超过
800元遥2005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退居倒数第 7位遥
改革开放前袁实施了城乡隔绝政策袁如户口迁移政策尧粮油
供应政策尧劳动用工制度等袁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
展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袁再加之新疆作为
边疆地区袁城市经济相当脆弱袁城市经济基本上没有起到对
农村经济的反哺作用袁 农村经济基本维持封闭的自然经济

状况袁这些都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遥改革开放后袁
尽管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袁特别是西部大开发袁但
处于边远尧封闭的县域还长期维持着自然经济状况袁处于一
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袁 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
没有发生变动和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

济袁与快速发展的现代大农业区域形成了明显的反差遥
2.2 自然因素和区位因素 新疆大多数地区都是荒漠和

戈壁袁是全国的四个生态脆弱带之一袁生存条件恶劣袁自然
灾害频繁发生遥如喀什噶尔河流域有 7个贫困县分布于此袁
耕地盐渍化面积达 50 %以上曰阿克苏地区的柯坪县严重缺
水袁阿勒泰的雪灾尧乌恰的地震以及在南北疆经常发生的风
灾尧冰雹等自然灾害袁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农牧业生产袁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袁而且也阻碍了新疆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遥再者袁新疆地域辽阔袁绿洲分散袁交通闭塞袁许多地方与
中心城市相距遥远袁致使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尧文化尧卫生
各项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遥 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
民丰县袁全县面积 5.4万 km2袁3.2万的人口被分割在 9个互
不相连的绿洲上袁地理环境偏远闭塞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地处 888.5 km的边境线上袁平均海拔 4 000 m以上袁有
些乡村至今还没有直通县城的公路遥这种面广尧点多尧人少尧
线长尧远离中心城市和市场的状态袁使基础设施投资量大袁
建设周期长袁受益人口少袁社会效益低袁严重阻碍了物资和
信息的交流以及区域优势的发挥袁 使得这些地区的特色产
业难以形成优势产业袁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袁许多人口的
收入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遥
2.3 收入消费因素 新疆贫困县农民家庭经营人均纯收

入占全年人均纯收入的 88.00 %以上袁说明贫困县农民以农
业为主要的经营活动袁 农业生产是贫困县农民收入的主要
来源遥 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全国及全疆平均水
平袁南疆三地州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超过 1 700元袁收入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51.94 %渊 图 2冤遥 据中国统年计年鉴尧
新疆统计年鉴可知袁2005年贫困重点县生活消费支出尧衣
着消费支出尧 居住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 79.20 %袁
南疆三地州占 82.10 %袁全国占 65.80 %袁贫困重点县和南疆
三地州的三项支出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3.40 和
16.30百分点袁贫困县农民主要消费在吃穿用上曰交通通讯
支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6.00 %遥 这说明贫困县农民流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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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袁新疆统计年鉴遥图 3尧4同遥
图 1 1978~2005年全国尧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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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袁很少与外界来往袁物资和信息的交流不畅袁相对封闭遥

新疆贫困区域经济特征院一是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遥表
现在产业结构中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结构袁 在大农业中以种
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袁 在种植业中以某一种农产品为主的
单一结构遥二是贫困县域的经济关系处于超封闭状态中遥人
们除了到乡镇所交棉尧交粮尧看病和进行必要的农副产品销
售以外袁很少与外界来往袁有的牧民一辈子没进过县城袁有
的贫困县域有着丰富的特色农产品资源袁却由于种种原因
致使贫困县域的优势不能得以发挥遥 三是经济发展的超缓
慢性遥这一点是与经济结构超稳定紧密相连的袁再加上生产
手段落后袁 几十年不变的生产方式袁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主
体袁人的能动性表现不出来袁被动的依赖自然界的施舍袁致
使贫困县域的经济发展长时间处于徘徊状态遥其实质是院淤
技术状况长时期的保持不变袁也就是说袁传统农业中生产要
素的供给不变袁 农民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和技术条件不发生
变化曰 于获得收入和持有收入的来源和动机长期内不发生
变化袁也就是说袁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需求不变袁农民没
有增加传统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动力曰盂传统生产要素的供
求由于储蓄为零而达到均衡遥因此袁从这些特征来看袁贫困
区农业处于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袁本质上是一种
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和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

停滞的小农经济遥
2.4 现代生活方式需求的冲击 现代生活方式需求在未

对边远尧封闭的县域消费方式产生冲击时袁当地还长期维持
封闭的自然经济状况遥随着社会的发展袁现代生活方式需求
使传统生活消费方式发生改变袁 冲击其一成不变的社会结
构尧经济结构袁特别是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都有非常明显的
刚性特征遥对教育尧医疗需求的增长冲击着传统消费方式袁
形成了新的需求方式尧新的供求关系及新的生活方式遥该贫
困区域教育费用占家庭收入比重的中位值袁达 21 %袁这就
是说该区域的家庭收入很低袁教育费用给他们的家庭经济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遥如传统农业本身的特点就是发展慢袁收
入少袁许多农民家庭不得不变卖所有家庭财产供子女上学袁
因此导致野 因教致贫冶的现象遥在南疆许多贫困家庭袁农民抱
着鸡尧赶着羊去看病袁没钱支付医疗费用便放下鸡和羊的现
象屡见不鲜遥 这说明对该地区家庭来说医疗费用是一个难
以承受的负担袁有 25 %的农村贫困家庭一年的家庭医疗支

出超出了全年的收入袁仅支付医疗费用这一项就已使许多
家庭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遥
2.5 农业人口过度增长 这是致贫的主要原因遥1980~2005
年农业人口呈上升趋势渊 图 3冤袁从 910.20万人增长到 1 269.13
万人袁增长了 358.93万人遥在过去的野 十五冶期间袁新疆年均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6.6 译袁贫困区域南疆喀什尧和田尧克
州尧 阿克苏四地州袁 每年新出生人口占全疆的 54.0 %曰到
2005年底袁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4 译袁人口增长速度
仍是全国最快的省区之一曰2006 年袁 新疆农民人均收入
683.00元以下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74.67万人袁占农村人
口的 5.9 %袁其中袁南疆三地州为 49.72万人袁占三地州农业
人口的 11.7 %遥

1980~2005年新疆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渊 图 4冤遥其
中克州尧和田尧喀什的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680.03尧973.38尧
1 180.06 m2袁低于新疆平均数 1 733.42 m2袁但因受水资源尧生
态和投入的制约袁扩展的空间十分有限遥由于农村人口基数
大袁农村人口特别是落后地区人口增加较快袁因此袁以增加
耕地面积扩大生产规模方式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的资源

性尧生态和环境性限制很大袁形成了人口激增和土地资源不
足的矛盾遥这就会造成院淤过度垦殖土地导致生态脆弱曰于
草场过度放牧袁导致广大牧区生态脆弱十分普遍曰盂农村贫
困地区因过度樵采薪柴而导致丧失再生能力的事例十分普

遍曰榆河水尧地下水超载使用袁水位下降袁造成一些地区盐碱
化遥人口过快增长往往伴随贫困和环境退化袁形成人口要贫
困要环境的恶性循环遥

3 关注贫困的意义与改造对策

3.1 意义 调查显示袁 新疆贫困区域具有长期化的特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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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 资料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曰WAG为工资性收入曰FAM为家
庭经营性收入曰PRO为财产性收入曰TRA转移性收入遥

图 2 2001耀2005年新疆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各项收入占人均
纯收入的比重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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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80~2005年末新疆人均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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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0~2005年农业人口增长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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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竞争袁加之部门工作错位及受利益驱动袁对民营企业重
罚轻管袁野 吃尧拿尧卡尧要冶的现象突出遥 三是来自落后地区的
观念影响遥 三州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袁生产力水平低
下袁群众素质和市场经济意识不强袁野 守土为本冶的陈旧观
念尧野 安于现状冶的狭隘思想尧野 无商不奸冶的认识偏见尧保守
落后等各种陈规旧俗至今还束缚着人们遥
2.2 先天不足的历史条件 建国前袁彝区和藏区分属奴隶
社会尧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袁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
产力发展袁社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遥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袁川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尧社会发展又滞后于其他地区遥
先天不足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川西民族地区工业基础薄弱袁
技术落后袁原始积累差袁对民营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强袁在较
长时期内影响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遥
2.3 地理环境差 川西民族地区地处我国西南的川滇结

合部袁主要分布在西北尧川西南盆周山区袁多属高山高原地
貌袁地形复杂袁气候多样袁自然环境千差万别袁交通不便袁信
息闭塞袁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强遥 由于地理条件差袁经济发展
十分封闭袁人们不仅缺乏开放意识袁更缺乏创新意识遥 就四
川而言袁其发展战略是盆地地区优先袁然后才是少数民族边
远地区遥这些条件的限制袁也将对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
生直接影响遥
2.4 管理不正规 按照野 服务市场主体袁优化企业发展环
境冶的总体目标要求袁三州州委尧政府非常重视经济发展的
环境建设袁也做了大量工作袁但民营经济在税费的征收尧市
场准入以及政策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遥 在税费方
面袁还存在对民营企业乱收费尧乱摊派尧滥罚款的现象袁乱培
训尧野 搭车收费冶尧野 赊欠风冶尧野 吃尧拿尧卡尧要冶等现象仍不同程
度地存在袁一时难以消除遥在市场准入方面袁尽管中央尧省及
各部门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实施意见中都明确规定降低门

槛袁放宽市场准入袁但一些行业的门槛仍然过高袁回报率较
高的金融业尧电讯尧电力尧保险等行业袁政府有关部门往往利

用行政手段维持其垄断袁至今没有对民间资金开放袁致使民
营经济在较长时间内无法与国营经济取得平等竞争的地

位遥在政府服务方面袁重处罚尧轻管理的现象十分突出袁有关
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不能完全传达到民营企业袁 不少民营
企业对政府政策实施的过程也缺乏了解遥
2.5 家族式经营 受传统生产方式和经营观念的影响袁川
西民族地区民营经济的家族式经营的现象十分突出袁 靠亲
缘裙带关系维持着企业的运行袁产权结构封闭袁缺乏科学的
管理制度和民主决策机制袁决策随意化袁营销手段单一袁经
营策略落后袁诚信也较差袁难以适应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新
形势遥尽管政府也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打破家族式管理尧家支
式经营的格局袁克服产权家族化的制约袁逐步引入现代企业
管理制度袁通过制度创新尧产权创新尧科技创新和股份制改
造袁 优化产权结构和法人结构袁 将企业信任基础扩大到社
会袁但观念和习俗的形成根深蒂固袁家族式经营还将在较长
时间内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遥
2.6 从业人员素质差袁 技术管理人员缺乏 民营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壮大袁需要现代的技术管理人才袁高素质的职工队
伍袁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尧专业化尧知识化
和国际化的要求遥 但是川西民族地区大多数民营企业从业
人员渊 尤其是业主冤的文化素质尧业务素质不高袁技术管理人
才奇缺遥 人力资源素质问题将成为未来川西民族地区民营
经济发展的瓶颈遥
3 结语

川西民族地区的民营经济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袁机遇和挑
战并存袁且机遇大于挑战遥只要抓住机遇袁与时俱进袁运筹得
当袁措施得力袁克服一切不利因素袁川西民族地区民营经济
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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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袁政府和社会应
积极努力为贫困区域的农民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袁改
变其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尧经济结构袁使贫困不再是某一社
会群体的长期化特征袁甚至代代传递下去遥贫困群体对其生
活密切的相关的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极其敏感袁这有可能
会影响其态度和社会行为袁危及社会稳定袁进而影响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现实战略目标的实现遥
3.2 改造对策 国家尧政府应创造条件袁把贫困区的封闭
自然经济循环融入大环境的主流市场经济循环当中袁主动
减少其边缘性袁积极开发利用其多样性袁搞好特色产业袁大
力培育经济增长点袁改变其单一的经济结构与闭塞尧关联性
差的空间结构遥具体方法院提高农民素质和就业能力袁进一
步完善农民致富技能培训尧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和素质培训曰
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区开展汉语培训袁 强化南疆三地州农
民日常用语和就业岗位常用语的汉语言培训袁 提高农民素
质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能力袁积极为农民提供向上流动的
机会曰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条件下袁向有条件的新区进行
移民开发袁缓解人地关系袁保护生态平衡遥

新疆人口增长过快已经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

巨大压力袁加剧了水资源的耗用和土地沙化的过程袁使得该
地区既承受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袁又面临着紧迫的发展
经济的任务遥目前正在该地区实施的移民扶贫措施袁可以把
大量的人口从农业中释放出来袁大大缓解人地关系袁减少过
度垦荒尧放牧等经济行为袁使生态得以恢复遥总之袁使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袁摆脱野 脱贫要人口压力要资源环境破坏要贫
困冶的恶性循环袁控制人口袁保护与恢复生态环境袁与发展经
济一样重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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