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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各地区农民收入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宋伟玲
,

杨 诚

安徽农业 大学 管理科学学院
,

合肥

摘工 近年来
,

随看经济的 不 断发展 以 及 国 家对
“ 三 农

” 问题的 重视
,

各地 区农民收入都有较 大 程度 的提 高 但

是 由于 自身因素以 及制度方 面 的诸 多原 因
,

中西 郑地 区 的农 民收入与 东钾地 区还有很 大 的 差距 为 了 完成全 国 小

康社会 目标 的 建设
,

提高农民收入是一 个关健
。

本文运 用统计软件对各地 区 的农民收入进行 菜类和利 别 分析
,

探讨

影响 中西郑地 区 与 东部地 区农民收入差距产 生的主要 因素
,

并扰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给 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 询 农 民收入 , 聚类分析 判别分析 政策建议

中 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只有农业得到了发展

才能保障其他产业的发展
。

提高农民收人是发展农

业的一个重要环节
,

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
。

但是提高农民收人不是一个简单的 口 号
,

而是一个

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

就现 阶段来看
,

农 民不仅存在

增收难的现象
,

各地 区农 民收人 的差异也在呈扩大

化趋势
。

如何减少差距
,

使得 中西部落后地 区 的农

民不 因收人差距扩大而产生不稳定情绪
,

又不影响

发达地区农民增收 的积极性
,

是 当前需要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
。

本文运用 软件对 年全 国各地 区农

村居 民收人进行聚类和判别分析
,

就不 同地 区农 民

的收人归属进行经济学分析
,

研究影 响中西部地 区

与发达地 区的差异产生原因
,

并提出建议
。

我国各地区农 民收入现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

各地 区农 民的收人水平

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

由过去 的温饱 问题都不能解

决到现在的逐渐小康社会
,

我 国农村居 民生活确实

上 了一个新 台阶
。

国家一 系列保护农 民
、

解决
“

三

农
”问题文件的出台

, “

村村通公路
” 口 号 的提出

,

农

村义务教育逐渐向免费阶段 的过渡
,

农村的保障体

制的逐步建立等等
,

都在 向我们呈 现 了农村未来美

好的局面
。

但是现阶段存在 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各地

区收人差距扩大
。

一方面是发达的东部地 区与中西

部地区 另一方面
,

地 区 内部之间的差异也在扩大
。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了现阶段解决
“
三农

”

问题的新

话题
。

因此
,

分析各地 区农村居 民收人差异产生 的

原 因
,

有助于我们缩小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

从而为全

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
。

本文选取的是

年农村家庭纯收人截面数据
,

数据及其各项指

标解释如下

依据我们选取的数据
,

运用聚类分析和判别分

析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

所谓聚类分析是数理统计

中
“

物以类聚 ”
的一种方法

。

在数值分类方 面
,

可分

为两大类问题
,

一类是 已知当前研究对象的分类情

况
,

将某些未知个体正确地归属于某一类
,

这是判别

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类 问题是指在不存在一

个事前分类的情况下
,

进行数据的分类
,

这就是聚类

分析要解决的问题
。

本 文首先采用系统聚类法
,

将

不 同个体进行归类
。

再利用判别分析
,

将某一个案

归属到一个具体的类别中
。

聚类分析

系统聚类法是聚类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方

法
,

它的基本原理是 首先将一定数 的样品或指标

各 自看成一类
,

然后根据样品 或指标 的亲疏程度
,

将亲疏程度最高的两类进行合并 然后考虑合并后

的类与其他类之 间的亲疏程度
,

再进行合并
。

重复

这一过 程
,

直 至将所有 的样 品 或指标 合并 为一

类
。

为了后面的判别分析
,

将安徽的数据剧除
,

旨

在将其作为最后结果的验证
。

在运行过程中人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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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年全一各地区农民收入构成

地地 区区 纯收入入 工 资收入入 经 管收入入 时产收入入 转移收入入

北北京京

天天 津津

河河北北
。

山山 西西
。 。

内内策古古

辽辽 宁宁

吉吉林林
。 。

只只龙汉汉
。 。 。

上上海海
。 。

江江 苏苏

安安徽徽
。

浙浙江江
。

格格建建
。

江江 西西

山山 东东
。

河河南南
。

湖湖北北
。

湖湖南南

广广 东东

广广西西
。 。

海海南南

庆庆

四四 川川

贵贵州州
。

云云 南南
。

西西 截截

陕陕 西西
‘

甘甘索索

青青海海
。

宁宁夏夏

断断盛盛

注 数据来派 于 年 中国统计年鉴 工资性收入是指调 查期 内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和个人
,

幸出卖劳动 而

取得的收入 家庭经 管收入是指农村住户以 家度为生产经 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 和于理 而 获得的 收入 时产性收入是指拥有金

触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农村住户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全或将有形 非 生产性 资产供其 支此
,

作 为 回报从 中获得 的 收

入 , 转移性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无须付 出任何对应 物 而 获得的货物
、

服务
、

资全或资产所有权等
,

但不 包括无褚得到

的 用 于固定 资本形成的资全
。

衰 摘果 出

地地 区区 类别别

北北京
、

上海海

天天津
、

江 苏
、

浙江
、

格建
、

广 东
、

海 南南

河河北
、

山 西
、

内策古
、

辽宁
、

吉林
、

黑 龙 江
、

江 西
、、

山山 东
、

河 南
、

湖 北
、

湖 南
、

广 西
、

重 庆
、

四 川
、

贵贵贵

州州
、

云 南
、

西 截
、

院西
、

甘索
、

青海
、

宁夏
、

祈班班班

地将其分成三类
,

运用系统聚类法
,

将聚为三类后的

个案所 对 应 的类 保 存 在 一 个新 变 量 当 中
。

运 用

软件对该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如下

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除了受第一个指标纯收人

的影响之外
,

其他 四个指标也是存在影 响的
。

在分

析之前
,

我们可以了解到
,

样本结果和现实是相吻合

的
。

也即
,

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

当地农民收人的

相对和绝对水平也较高
。

在此
,

我们主要分析各地

区产生差异的具体表现及原因
,

归纳起来主要表现

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

在纯收人方面
,

第一和第二类城市普遗高

于第三类
。

这是地 区之间收人差距最直接的体现
。

这种结果是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一致的
。

一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
,

该地 区农 民的纯收人 的

构成因素一般都会高于其他不发达的地 区
,

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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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量性的指标代表性应该是最强的
。

其次
,

在工资性收人中
,

发达地区的农 民工资性

收人也明显高于其他地方
。

这是因为
,

城市越发达
,

城市化水平越高
,

将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
,

从而使得农 民收人 中工资性收人的比

例提高
。

因此现阶段各地政府将城市化水平作为农

民收人的一个衡量指标是有科学依据的
。

再次
,

从财产性收人指标来看
,

它同样和一个地

区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

越

来越多的农民涌人城市
,

在给城市经济带来贡献的

同时也给当地的农民带来其他经济收益
。

很多农民

工迁徙到城市后
,

往往 因为物价
、

消费
、

生活习性等

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在市郊附近租住居 民的住房
,

这

就在无形中增加了当地农 民的财产收人
。

除了上述导致中西部农民收人巨大差异 的直接

原因之外
,

还有一些导致差异产生 的根本原因
,

简单

概括起来主要有

自然因素
。

农业是一个脆弱 的行业
,

极易受

到环境的制约
,

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来说
,

自然灾害

更是影响农民收人的一个最根本因素
。

对于技术条

件不发达的西部地 区来说
,

靠天收是一个 比较普遍

的现象
,

而这些地 区又主要是纯农业地区
,

也就是说

他们的收人主要来 自于农业
,

那么 自然灾害 自然成

为其收人 的一个重 要 影 响因子
。

伴随着经济的发

展
,

环境污染带来的伤害更是影 响了中西部地区 的

农民收人
。

近些年来的沙尘暴
、

洪水
、

干早天气每一

年都会给地方经济和 国家经济带来很大的创伤
,

因

此对于靠天收的落后地 区来说
,

自然 因素不可避免

地影响了农民收人 的提高
。

经济因素
。

导致中西部地 区与东部及其沿海

城市收人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经济因素
。

这

些地 区土地的有效产出率低
,

由于耕地资源有限
,

小

农经营
,

劳动生产率低
,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规模效益

难以显现
,

农 民在土地上获取收人的量逐年下降
。

农牧业生产能力低
,

而农产品价格 的持续低迷更是

伴随着这些因素直接影 响中西部地 区 的农 民收人
。

尽管这些年农产品价格有一定程度 的提高
,

但是仅

仅依靠价格因素提高农民收人是不稳定的
。

中国人

世以后
,

国外优质的农产品 已经给我 国农产品市场

带来冲击
,

因此仅凭提高农产品价格
、

加大政府补贴

力度是无法真正提高我国农产品的世界竞争力的
。

政策因素
。

有专家指 出
,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

几个向农民征收农业税 的国家
。

对于城镇居 民征收

的个人所得税有一个免征额标准
,

但对于农 民却没

有
。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

他们不仅没有得到更多

的保护
,

相反却要 承担很多不公平的税收
。

尽管国

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

但是针对农民的乱收费现象

依然很严重
。

教育摊派
、

政府集资等等
,

很 多地区政

府机构臃肿
,

政府凭借行政权利对农 民强制征 收
。

虽然国家明令禁止
,

但是一些偏远落后 地 区依然存

在严重的乱收费现象
。

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
,

思想落后
,

这是一个

比较普遍的问题
。

在农村
,

教育水平低下
,

收人水平

不高成为限制农民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
,

反过来由于

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
,

又直接影响到其收人水平
。

因此农村教育和农民收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恶性循

环
,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势必会越来越 严重
。

而中西部地区 由于环境恶劣
,

教育资源暇乏
,

农 民家

庭收人低下
,

很多农村子女无力接受义务教育
,

因此

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的科技含量也更是无从谈起 了
。

判别分析

依据聚类的结果分析各地区农民收人的具体类

型 以后
,

再利用判别分析对这个结果进行检验
。

所

谓判别分析是指利用 原有的分类信息
,

得到体现这

种分类的函数关系式 称之为判别函数
,

一般是与分

类相关的若干个指标的现行关系式
,

然后利用该函

数去判断未知样品属于哪一类
。

依据这种方法对样

本进行分析
,

最后 的显示结果如下

表 是分类结果表
,

可 以看 出聚类是 否 正确

从该表可 以看出我们的聚类分析的效果很好
。

有

个个案被归为第一类
,

个个案被归为第二类
,

个

个案被归为第三类
,

这和我们的聚类结果是一致的
,

说明我们的聚类分析做的很好
。

下面我们就可 以利

用 判别方法进行判别分析
,

得到标准化正规

判别系数表
,

利用该表可 以得到一个判别函数
,

再将

待判别的样本代入此判别函数
,

即可得到该样本归属

的类别
。

利用软件我们得到结果如下

表 是 判别系数表
,

在这个表当中我们

发现它剔除了转移性收人这个指标
,

这是 因为它对

模型的贡献率很小
,

因为转移性收人指标的容限值

接近 。,

小 于最小容限值
。

也就是说转移性收人 不

是影响中西部地 区农民收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主要

因素
,

所 以在判别 函数中可 以不考虑它 可能的原

因是因为
,

现阶段政府转移支付中用于
“
三农

”

的比

例很小
,

尚不构成农村居 民收人的主要来源
,

因此各

地区的差异也不会很大
。

利用上述系数表可以得到

三个类别的分类判别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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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分类结 衰

类类别别

剐全词 砂

衰 标准化正舰荆别函傲系傲衰

家家庭纯收入入
,

工工 性收入入 一 一 一

家家庭经管此收入入 一 一 一

时时产性收入入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 纯收人 一 。 , 工 资性 收人 一

, 经 营 性 收 人 一 , 财 产 性 收 人 一

一 , 纯收人 一 , 工 资性 收人 一

, 经营性收人 一 , 财产性收人一

一 , 纯 收人 一 , 工 资性 收人 一

, 经 营性 收 人 一 , 财 产性 收 人 一

将安徽的数据带人这个判别函数当中
,

得 出第

三个函数值最大
,

因此我们说安徽属于第三类
。

同

样
,

这个结果和我们的现实也是吻合的
。

安徽虽然

是一个农业大省
,

但是农 民收人在全 国还是处 于较

低的水平
,

因此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关键 的

问题
。

政策建议

根据上面的分析结果
,

结合现实情况
,

对提高中

西部地区的农民收人提出下面几点建议

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
,

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

资源上有着 自己的优势
,

因此可以靠引进技术
,

利用

自身的丰富劳动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

同时中西

部地区应该立足本地区的资源优势
,

按照市场需求
,

因地制宜
,

培育竞争优势
,

形成产业规模
。

发展特色农业
、

旅游农业
。

创新在任何领域

都很重要
,

在三农问题上更是如此
。

中西部地区农

业应该走特色化道路
,

避免与发达地 区的农产品构

成竞争
。

根据 自身的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
,

进行产

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
,

创建品牌效应
。

同时随着

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
,

中西部地 区可 以利用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独有的 自然资源
,

将旅游与农业相结

合
,

扩大旅游农业的规模
。

加快城镇化建设
,

转移剩余劳动力
,

增加农民

收人
。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减少农业人 口 的重要途

径
。

不断建设的城镇可 以给富余劳动力带来就业机

会
、

增收机会
。

只有农民收人增加 了
,

我们的社会才

是一个真正的小康社会
。

农民问题解决了
,

社会才

会更加稳定
。

加大中西部地 区教育投资力度
,

将农科教相

结合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要想提高中西部地区的

农民收人
,

不断提高科技含量是重要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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