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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苏北农民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 苏北农民的收入呈现来源多元化、逐步增长的趋势 ; 但与江苏其他地区相比 , 收入差距在
逐步拉大 ; 苏北农民市场参与和外出就业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帮助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
术教育是苏北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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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d Analysis on Far mer Income Situationin Northern Jiangsu
WENG Ai-yun ( Depart ment of Social Science ,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Yancheng , Jiangsu 224003)
Abstract  The data fromquestionnaire survey onthe farmers in northernJiangsurevealed that the farmer income in northern Jiangsushowed the trend of
diversifying sources and i ncreasing gradually . But the income difference fromthe other areas i nJiangsu Province increased gradually and the market partic-
ip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bilities of farmers in northern Jiangsu also needed more enhancement . It was necessary choice to enhance finance
input , assist peasant to adapt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greatly develop professionally technological educationfor government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in northern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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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地区的发展长期落后于苏中和苏南地区, 已成为江

苏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约瓶颈。为

了了解苏北农民收入的现状, 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

笔者对盐城、淮安、宿迁、徐州、连云港五市、1 100 个调查户、

2 537 个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抽样调查, 并对苏北农民收入的实

际状况进行了分析。

1  现状

1 .1  苏北农民收入有较明显的增长 由表1 可知,2000 年

苏北农民人均收入为3 035 元, 至2005 年增至4 217 元,6 年

年均增幅为197 元, 年均增长106 .8 % 。

1 .2  苏北农民收入的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  调查表明, 农

业经营收入仍是苏北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苏北农民收入

的57 .3 % 来源于出售农产品的收入; 同时, 工资性收入也成

为苏北农民收入的重要方面, 外出打工的收入占苏北农民收

入的32 .4 % ; 另外 ,5 .6 % 的收入来源于政府的各种减免和补

贴,4 .7 % 的收入来源于其他方面。这说明多元化的收入来

源为苏北农民收入的逐步增长提供了可靠保证。

1 .3 外出打工、政府的各种减免和补贴成为苏北农民收入

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2006 年增加的收入中,47 .4 % 收入来

源于政府的各种减免和补贴,36 .8 % 来源于外出打工, 只有

15 .8 % 来源于农作物的增产。

2  存在的问题

2 .1 苏北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落后于江苏其他地区  2005

年苏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 217 元, 比同期江苏农民人均纯

收入减少1 059 元[ 1] , 比苏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少1 375 元 ,

比苏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少3 583 元。与江苏省在2004 年就

提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2 000 美元的全面小康目标相

比, 苏北还差了近3 800 元。

表1 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状况 元

Table 1 Changes of net income per capita of peasants inJiangsu province

年份

Year

苏北地区

Northern Jiangsu

元

苏中地区

Suzhong area

元

苏中与苏北的倍数关系

Multiplier relations between Suzhong

area and NorthernJiangsu

苏南地区

Southern Jiangsu

元

苏南与苏北的倍数关系

Multiplier relations between Southern

Jiangsu and Nor thernJiangsu

2000 3 035 3 766 1 .241∶1 5 053 1 .665∶1

2001 3 203 3 953 1 .234∶1 5 405 1 .687∶1

2002 3 406 4 185 1 .229∶1 5 713 1 .677∶1

2003 3 457 4 460 1 .290∶1 6 187 1 .790∶1

2004 3 830 5 004 1 .307∶1 6 951 1 .815∶1

2005 4 217 5 592 1 .326∶1 7 800 1 .850∶1

 注 : 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资料整理。

 Note : The data was packed up from Annualy Stat . Inform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

  由表1 可知, 苏北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也远远小于苏

中、苏南地区。从2000 年以来苏北、苏中、苏南农民人均纯收

入增长幅度比较来看, 苏北200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035

元,2005 年为4 213 元,6 年增幅只有1 182 元 ; 苏中2000 年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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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均纯收入为3 766 元,2005 年为5 592 元,6 年增幅为1 826

元; 苏南200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 053 元,2005 年为7 800

元,6 年增幅为2 747 元。这造成苏北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苏

中、苏南的差距逐年拉大。2000 年苏北与苏中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绝对差额为731 元, 与苏南的绝对差额为2 018 元, 到

2005 年分别扩大为1 375 和3 583 元;2000 年苏中农民人均纯

收入与苏北的比值为1 .241∶1 , 至2005 年增加为1 .326∶1 ;2000

年苏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苏北的比值为1 .665∶1 , 至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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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为1 .85∶1。

2 .2  单纯依靠务农收入的农户收入增长难度较大  调查结

果显示, 有58 % 的农民觉得2006 年总收入增加了, 有42 % 的

农民觉得2006 年总收入没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 后一部分

农民的2006 年收入全部来源于农业经营收入。造成这部分

农民减收的原因是, 农作物减产占26 % , 农产品价格下跌占

25 .2 % ,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占48 .8 % 。

2 .3 苏北农民市场参与能力不容乐观  调查表明, 苏北农

民的市场观念比较淡薄, 缺乏市场主体意识和进入市场、寻

求发展的内在冲动, 缺乏充分的市场经营知识, 缺乏根据市

场变化来调整和组织生产的能力。

从决定种植何种农作物的因素来看,48 .7 % 的农民根据

上年收成的情况而定,37 .8 % 的农民根据左邻右舍的种植情

况而定, 只有13 .5 % 的农民根据对本年的市场预测而定。从

农民获取农产品市场价格信息的能力来看,89 % 的农民只能

得到本地市场的交易信息, 仅有11 % 的农民能得到全国市场

甚至国际市场的交易信息。从获取农产品交易市场信息的

方式来看,25 % 农民依靠自己预测 ,27 .8 % 农民依靠邻居朋友

的预测,33 .3 % 农民依靠报纸,13 .9 % 农民依靠网络。从农产

品的销售方式来看,52 .9 % 农民选择被动型的坐等收购的出

售方式,29 .4 % 农民选择到集市或批发市场, 只有17 .6 % 农民

通过中介组织或期货出售。从出售农产品的定价策略来看 ,

82 .3 % 农民随行就市, 注重讨价还价 , 还有17 .4 % 农民坚持优

质优价。

2 .4 苏北农民外出就业能力仍须进一步提高  调查显示 ,

在外出务工的农民中, 大多学过建筑、缝纫等手艺。从学习

手艺的方式看,71 .4 % 的农民通过传统拜师学艺的方式学习 ,

只有28 .6 % 的农民通过参加各类培训班和接受职业教育学

得一技之长, 其学习手艺的时间平均2 .38 年。这一状况使得

11 .3 % 的农民觉得外出就业非常容易,77 .8 % 的农民觉得外

出就业比较容易, 只有10 .9 % 的农民觉得外出就业困难。

但是, 苏北农民外出就业的实际收入偏低, 远远低于其

期望收入。调查表明, 苏北农民外出就业月收入在1 000 ～

2 000 元的占74 % , 在500～1 000 元的占20 .3 % , 在500 元以下

的占5 .7 % 。而51 % 的苏北农民期望月收入水平在2 000 元

以上, 期望月收入水平在1 000～2 000 元的占42 % , 满足于现

有收入水平的只占7 % 。

苏北农民对于制约外出就业水平提高的因素有比较清

醒的认识, 认为缺乏就业信息和就业技能的占40 .4 % , 文化

程度太低的占53 % , 家乡观念太浓的占5 .1 % , 其他因素的占

1 .5 % 。在这些农民中, 认为参加外出前的职业培训非常需要

和需要的比例高达95 % , 只有5 % 的人认为不需要培训就可

以直接外出打工。这说明苏北农民对接受职业培训有强烈

的愿望。

关于接受职业培训的理想时间,78 % 的农民选择了1 ～3

个月,12 % 的农民选择了6 个月, 选择1 年以上的只有10 % 。

在希望接受何种技能的培训上, 选择工业技术的占17 .6 % ,

选择建筑技术的占52 .9 % , 选择商业经营知识的占11 .9 % ,

选择其他技术的占17 .6 % 。关于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班的类

型,85 % 的农民希望参加由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的培训班,15 %

的农民愿意参加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组织的培训班。而现有

的职业学校大多进行的是3 年制的学历教育, 一般开设市场

营销、会计、文秘等投资少、实习设施简易的专业, 根本无法

满足苏北农民提高职业技能的需要。

3  结语

研究表明 , 苏北农民收入远远低于江苏其他地区, 苏北

农民的相对贫困已成为江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为紧

要的制约因素 ; 提高苏北农民的收入 , 解决苏北地区的贫困

落后也是江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政府在解决苏

北地区贫困落后、提高苏北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应发挥主导作

用。苏北农民的素质偏低是其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 但现有

职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与受教育者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为此, 提出以下对策。

( 1) 省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对苏北农村的经费投入是苏

北农民增收的直接有效的措施。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最发

达的省份之一, 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过程中, 有这个实力也必须对苏北农村增加公共财政的

投入, 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 通过减少农

民的支出增加农民收入。同时, 建立、健全长效性的农业补

贴制度, 加大对苏北农民两减免、三补贴的实施力度, 有效提

高农民总体收入水平。

( 2) 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提高市场参与能力是苏北农民

增收的前提条件。现代农业商品化生产 , 打破了千百年来农

业生产自给自足的传统, 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一样融入了瞬

息万变的竞争市场。及时获取和掌握信息, 对于准确把握市

场、以销定产、获得经营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政府有

关部门一方面要为苏北农民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 健全信息

网络, 提高信息质量, 帮助农民搜集、分析和利用信息; 另一

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 普及市场经济基本知识, 帮助苏北农

民熟悉市场规则和运行规律, 树立市场观念 , 强化市场理性 ,

使苏北农民自觉融入到市场体系中。

( 3)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 提高苏北农民的农业

经营水平和外出就业能力是苏北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首

先要加大对苏北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财政支持力度。不仅对

失地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免费的培训, 而且对苏北地区农村劳

动力实行先缴费培训 , 等拿到各类专业技术证书后报销的免

费培训体制, 吸引更多的苏北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其次 ,

整合官民、城乡各类职业教育资源, 通过大量优惠政策, 鼓励

深入农家地头开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 , 从而改变苏北农民

求学难的问题。最后, 各级职业教育机构应树立市场观念 ,

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和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 按照“实际、实

用、实效”的原则 , 开办各类非学历教育性质的短期实用技能

培训班。通过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 为苏北农民农业经营收

入和外出就业收入的增加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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