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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杨凌农民收入现状出发, 分析了收入结构和收入特征 ,指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潜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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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凌农民收入现状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成立为杨凌农村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并初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重要基地、陕西经济最具发展潜力的

增长点和西部大开发的亮点。全区3 乡1 镇 ,71 个行政村 ,

总面积94 km2 , 农村总人口8 .42 万, 农户1 .90 万户, 耕地

5 148 hm2 , 总劳力4 .89 万个, 劳力人均耕地0 .061 14 hm2 , 户均

耕地0 .269 53 hm2 , 外出务工劳力占总劳力的30 .50 % , 其中常

年外出劳力为4 .10 % , 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为62 .50 % 。

1997 年成立示范区以来, 到2005 年, 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

提高, 人均纯收入从1997 年的1 396 元增长到2005 年的3 526

元, 年均递增19 .11 % , 居陕西省第一( 表1) 。

  表1 1997～200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年份 纯收入 年份 纯收入

1997 1 396 2002 2 486

1998 1 490 2003 2 843

1999 1 654 2004 3 241

2000 1 805 2005 3 526

2001 2 142

  由表1 可见:2001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 2000 年增长

18 .70 % ;2002 年比2001 年增长16 .10 % ,2003 年比2002 年增

长14 .36 % ,2004 年比2003 年增长14 .00 % ,2005 年人均纯收

入达3 526 元, 比“九五”末增加1 721 元, 年均增加344 .5 元 ,

年均增长13 .95 % , 增幅居全省前列, 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  杨凌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表2)

由表2 可见: ①农民来源于第一产业收入比重偏高, 为

主要收入来源, 其中种植业收入比重稳中有升 , 畜牧业收入

比重稳中有降, 说明杨凌农民喜好种植业 , 比较忽视畜牧业,

  表2 1998～2000 年农民纯收入结构 %

1998 1999 2000

第一产业收入   36 .4   41 .0    36 .6

种植业 17 .5 15 .4 22 .2

畜牧业 20 .0 20 .6 19 .8

第二产业收入 23 .5 20 .0 19 .1

第三产业收入 28 .4 18 .8 21 .4

外出务工收入 4 .1 7 .3 13 .5

其他收入 1 .4 3 .9 2 .0

货币收入 63 .9 72 .1 74 .2

实物收入 36 .1 22 .9 25 .8

这可能与其人均地少、饲用粮少和畜产品价格下跌有关, 反

映了杨凌农民传统耕作意识较强。②来源于第二产业收入

比重有所下降, 说明乡镇企业近年并不景气, 工资性收入贡

献份额不高。③第三产业收入比重稳中有降, 说明农村第三

产业并不发达, 且相对滞后。④外出务工性收入比重有所上

升, 且幅度较大, 说明近年劳务输出力度加大 , 农民货币性收

入增加。⑤2000 年货币收入比重比1998 年上升超过10 个百

分点, 说明农民现金收入增长较快。

3  杨凌农民收入特征分析

3 .1  来源于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偏高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实行, 农民收入来源由原来的集体分配收入为主转

变为以家庭经营的第一产业收入为主, 农民从各种经济联合

体得到的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为辅的格局, 农民

来源于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偏高[ 1] 。表2 显示 , 第一产业收

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由1998 年的36 .4 % 上升到1999 年的

41 .0 % ,2000 年为36 .6 % , 虽然增幅不大, 但仍保持在37 .0 %

左右。同时来源于第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连续下降。因

此, 农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 导致劳动力利用不合理。2000

年人均耕地仅0 .06 hm2 , 但有62 .4 % 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 ,

而第一产业收入比重仅占 50 .2 % , 在纯收入比重中仅占

36 .6 % , 从事二、三产业人数相对较少, 大量劳动力闲置。

3 .2  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收

入来自第一产业的比重偏高, 同时, 大部分来自种植业, 而林

果业和牧业比重相对偏小, 该项产值为零, 特别是2000 年种

植业比重比1998 年上升近5 .0 个百分点, 而畜牧业比重下降

0 .2 个百分点, 外出务工性收入增长了近10 个百分点, 这些

现象说明近年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以外出打工为主,2000 年

外出打工总收入达2 085 万元, 人均240 多元。种植业的增

收潜力从理论上来讲, 受土地产出的限制, 产量上升空间相

对较小, 而畜牧养殖的规模空间要大很多, 所以农民从事第

一产业的重心应从传统的耕作业向家庭饲养业有所偏重, 这

也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 , 同时, 畜牧业产值比重

上升, 能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

3 .3  农民收入以货币为主 收入形态货币化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要求 , 货币化程度体现了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质

量。长期以来, 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状态及以农为主的单一

生产结构决定了农民收入只能以实物为主。改革开放把农

民引进市场 , 货币化收入迅速提高, 表现为货币性收入所占

比重明显上升, 自产自用的实物性收入所占比重明显下降 ,

农民收入以货币为主[ 2] 。2000 年与1998 年相比 , 农户人均货

币收入由94 .37 元增加到1 648 .67 元, 货币性收入占农户收

入的比重由63 .9 % 上升到74 .2 % , 提高了10 .3 个百分点,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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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收入构成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的自然经济正在逐步解体, 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步入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

3 .4  农民收入增加难的最大瓶颈因素是农民整体素质低  

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业的发展后劲和农民增收的实力。

杨凌是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有着得天独厚

的技术优势和科技示范效应, 为农民增收提供了良好的物质

技术条件, 但农民整体素质低下, 影响了其增收的实力。近

几年, 杨凌农民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但文化素质仍然较低。

1998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9 .8 % 、37 .6 % 、42 .7 % 、

9 .1 % 、0 .5 % 和0 .3 % [ 3] ; 对杨凌示范区7 岁以上人员文化程

度调查的结果显示, 中、小学文化程度人数最多, 约为80 % ,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这种低文化素质不适应城市化进

程的需求, 也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及城镇化建设极为不利。

4  农民收入增加的潜力方向

4 .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挖掘种植业潜力 产业结构调整

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 要因地制宜, 依据当地自

然、社会经济条件, 结合市场, 确定主导产业。目前, 杨凌农

村的主导产业应确定为畜牧业、设施农业、种植业三大产业 ,

具体包括奶牛、奶羊、肉牛、肉羊、蛋鸡、肉兔、肉鸽、日光温室

蔬菜大棚、大棚名优杂果、苗木花卉和良种繁殖。产业结构

调整的前提是挖掘种植业潜力。为了节省出更多的耕地用

于发展多种经营 , 应推广优质、高产良种, 进行科学种田, 提

高作物产量, 确保粮食安全, 按人均年占有粮食400 kg 计, 杨

凌农村人均应留足0 .027 hm2 农田, 杨凌农村小麦平均单产

仅4 650 kg/ hm2 , 玉米平均单产仅5 775 kg/ hm2 , 还有增产的潜

力。只有把0 .027 hm2 口粮田变成“吨粮田”, 才能满足400 kg

的人均占有量, 且复种指数要达200 % , 这对于杨凌来说有一

定难度, 但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可有人均0 .033 hm2 耕地用

于多种经营, 当然可根据农民自愿投入更多的耕地用于多种

经营, 调整产业结构。

4 .2 稳妥适度发展旅游产业、观光农业和设施农业, 注重农

民常规技术应用 杨凌是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 其目的是依托杨凌农业科技优势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 为全国做出示范, 让当地农业经济有较快发展, 且提高农

民收入。这样才有示范性, 别人才有看、有学的必要, 所以 ,

应该继续建设好一定规模具备杨凌特色的旅游观光农业园

区。但设备设施农业在我国已不是高新技术了, 必须在政府

主导下, 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选择出真正的农业高新技

术, 建立产业示范园。而目前杨凌农村技术还很落后, 必须

先将常规技术和先进技术结合, 这是杨凌农民急需的。

4 .3 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突破农民增收的瓶颈  一是要完

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 提高农

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基础文化教育是农民掌握现代知识和

技术的基础 , 因此, 必须进行青壮年农民文盲扫除和普及农

村义务教育的工作。发展农村基础教育, 管理和投入体制是

关键; 二是抓好技术培训, 提高农民生产技术水平。利用杨

凌的农业大专院校和科技推广机构,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

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 选好科技带头人 , 培植科技示范户, 发

挥群众性科技组织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

作, 提高广大农民应用现代生产技术的积极性 , 增强农业科

技的创新能力, 促进农业由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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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问题之一, 要积极培育现代物流产业, 改进物流技术 ,

降低绿色食品流通中的损耗, 提高流通效率; 培育大型区域

性专业批发市场、专业零售店和超市专柜等多种现代商品流

通形式, 降低市场门槛, 帮助绿色食品企业实现与消费者的

顺利对接。

3 .3 按资源优势统筹规划, 实现绿色食品结构多元化发展

 目前, 湖南的绿色食品中大米、面条、茶叶三类产品占据了

产品总数的70 %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 湖南还有许多在生

产上具有优势的农产品 , 因此, 应根据各地区资源优势积极

推进畜禽类和水产品类、饮料类以及蔬菜、水果类等其他绿

色食品的发展, 鼓励有实力的龙头企业积极申报绿色食品标

志认证, 鼓励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生产企业积极向绿色

食品生产转化, 扩大绿色食品的种类范围, 形成多元化的产

品结构。

3 .4 加快湖南食品加工业的发展, 以食品加工为方向, 推动

绿色食品产业升级  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与绿色食品产业发

展相辅相成, 湖南食品产业欠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绿

色食品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要努力加快湖南食品加

工业发展, 通过提高农产品的加工率, 增强加工产品的技术

含量, 发展多样化的产品种类, 大力培育绿色食品加工龙头

企业, 以龙头企业带动初级产品的发展 , 提高绿色食品初级

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湖南食品加工业的竞争力 , 带动绿色食

品产业的升级, 形成以绿色食品加工企业为核心, 上、下游支

持性产业协调发展的湖南绿色食品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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