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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及其关系
以云 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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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 获得影响 当前农 民收入 的 主要影响 因 素
,

对 云 南省 家农 户进行 了调 查
,

根据所 获得 的

份有效 问卷数据
,

结合统计年鉴相 关数 据 和 云 南 省人 口 普 查数据
,

采 用 多元 统 计 方 法
,

对 影 响 农 民 收入 的

主要 因素进行 了分析
。

研 究表明 对农 民人均 纯 收入影响 最大 的是其他 乡村从业 人 员比 例
,

其次是 乡村从

业人 员占农村人 口 的 比 例
,

再 次是 岁以 上 人 口 受教育年 限和 农业 人 口 比 例
。

最后
,

根据调 查结 果提 出相

关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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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

十五
”

期 间
,

虽然云 南省农 民收人增长量

较大
,

但云南省农 民收人水平在全 国及西部地 区 的

排名却在后移
,

仍属于落后水平
。

据全 国住 户抽样

调查资料
,

年云南省农 民人均纯收人

元
,

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 元
,

不足全 国平均水

平的
,

在全 国 个省
、

市
、

自治 区在 中居第

位
,

比 年倒退 了 位 在西部 大开 发 的 个

省
、

市
、

自治区 中
,

位居第 位
,

仅高于贵州省和甘肃

省
,

比 年倒退 了 位
。

这说 明
,

云南省农 民收

人 比 年虽然绝对数在增加
,

但增加的速度在全

国乃至西部各省 中仍处于落后态势
。

云南省农业发

展缓慢
,

城镇化水平低 据《 年全 国 人 口 抽

样调 查 主 要 数 据 公 报 》
,

全 国 城 镇 人 口 比 例 为
,

云南省城镇 人 口 比例 为 农 民 收

人增长缓慢
,

增长速度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和西部地

区 的平均水平 农 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城镇居 民的 四

分之一
,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

远远大于全国平

均水平
。

云南省地处西南边 睡
,

是一个边疆
、

民族
、

贫困和山区
“ 四位一体

”
的省份

, “

三农
”

问题事关全

省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

边疆巩固和民族团结
。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 的统计分析
,

我们可 以将影

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划分为两大类 农业

内部因素和农业外部因素
。

因为统计年鉴数据和本研

究的入户调查数据都表明
,

云南省农 民收人主要来源

于 以种植为主的家庭经营和外出务工
,

所以本文主要

从农业内部考察影响农民收人的主要因素
。

主要研究 回顾及问题提出

近年来
,

国内学者对如何解决我国
“
三农

”

问题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提 出了许多可供借鉴 的成

果
。

国内学者关 于影 响农 民增 收 因素 的主要 观点

有 资源察赋不足论
,

即资源察赋的先天不足是农

民收人增长 的首要约束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论扛’〕

农 民权益缺 陷说 「 〕 农村劳动力剩余说阵刘

市场化进程缓慢说
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说

思想观念落后说 农业结构调整滞后说 制度

性阻碍说 技术进 步负面影 响说 发展 阶段

论 综合因素论川
。

许多学者就云南省农民收入

增加问题做了长期的研究
,

但综合而言
,

目前所做的

研究多数集 中于 以 下几个方面 对云南省农 民收人

的现状 分 析川 对 云 南 省 农 民增 收 的综 合环 境分

析川
,

对云 南省农 民增 收 的对策分析和研 究‘’”
,

” 〕。

而对云南省农 民收人的实证研究却极少有涉及 〔, 幻 ,

尚未有学者从农业生产的内部分析人手研究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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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问题
,

本研究试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

在

传统经济学分析中
,

收人是一个流量概念
,

它由每单

位时间既定流量 的收人流组成
。

在以农户家庭经营

为主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
,

分析农户收人的提

高在本质上应该关注以家庭为单位的获得收人流的

来源问题
。

农民收入基本信息分析

为从实证方面分析影 响农 民收人 的相关因素
,

并深人分析不 同受教育程度对农 民收人 的影 响程

度
,

本文 以农户为单位进行 了抽样调查
,

调查 问卷共

设计问题 个
,

内容涉及农户家庭基本状况
、

农户

收人构成
、

农户支出构成
、

影响农户增收的因素以及

农户增加收人的途径 等
。

为了保证调查样本的信

度
,

我们以农户为基本单位
,

采取分层抽样 的方式
,

从云南省 个州市抽取 个州市
,

根据各地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
,

又从每个州 市抽取 一 个县
,

每个

县随机选取 户为调查样本
。

调查中共抽取样本

个
,

问卷 的人 户 调 查从 年 月 开 始 到

年 月结束
,

其中
,

个县市返 回数据
。

根据

对返 回 问卷 的整 理分析
,

得 到有效问卷共计

份
,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

年家庭主要收人来源 其分布见表
。

表 年云南省农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题 是其关注程度最高的两个问题
。

综合

表
、

表 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到
,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

要收人来源的情况下
,

云南农村被调查农户重视农

业实用技术对增收的积极作用
,

关注农业科学技术

的推广
。

不同因素对家庭收人增长的影响 被调查农

户对于影响家庭收人增长的因素的认识如表 所示
。

表 不 同因素对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

影影响家庭收人增长的因素素 比重

种种植环境差差

地地域偏远
、

交通不便便

当当地经济落后后

缺缺乏技术术

土土地贫乏乏

资资金困难难

自自然灾害害

就就业没门路路

缺缺乏劳动力力

产产品卖不出去去

从表 中可 以看到
,

种植环境差
、

缺

乏技术
、

当地经济落后 和缺乏

技术 这 四个因素是被调查农户认为影响

家庭收人的主要 因素
。

富裕家庭致富的主要 因素 被调查农户认

为富裕家庭致富的因素如表 所示
。

表 富裕家庭致富的主要因素

收收人来源源 比重

种种 田及其他经营收人人

外外出打工收人人

出出租房屋
、

存款利息等收人人

接接受其他人赠予等收人人

被调查 的农户 的家庭 收人
,

有 来 源 于

种 田及其他经 营收人
,

来源 于外 出打工 收

入 这表明云南省农村家庭收人来源仍然 以传统农

业为主
,

同时劳动力外出务工收人 已成为家庭收人

的重要补充
。

对相关收人增加问题的关注程度 被调查农

户对有关收人增加的问题的关注程度如表 所示
。

表 对相关收入增加 问题的关注程度

富富裕家庭致富的主要因素素 比重

外外出打工工

农农产品加工及经营收人人

从从事运输
、

餐饮等商业业

种种地
、

养殖殖

其其他他

从表 可看出
,

外出打工 和从事农产

品的加工经营 是被调查地 区农户致富的

主要途径
。

影响外出务工 的因素 造成农 民不能外出

务工 的原 因如表 所示
。

表 影响外出务工的因素

关关心的问题题 比重

减减轻负担担

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术

子子女教育育

村村民 自治治

承承包责任制制

其其他他

影影响外出务工的因素素 比重

怕怕被骗骗

文文化程度低
、

没有技术
、

不适应应

外外出务工没有 门路路

安安全没保障障

语语言不能沟通通

劳劳动强度大
、

吃不消消

在 中央取消农业税 以后
,

对于被调查 的农户来

说
,

推广农业科学技术问题 和子女教育问

被调查农户认为
,

影 响家庭成员外 出务工 的主

要 障碍 因 素包 括 怕 被 骗
、

文 化 程 度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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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出没有 门路
。

根据这一调

查分析结果
,

笔者认为
,

政府在推动农村劳动力外出

务工的过程 中
,

一方面要从政策上保障外来务工人

员 的合法权利
,

如不拖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工资
、

打

击非法职业介绍机构
、

严格执行劳动法等 一方面要

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
,

使农村劳动力掌握一些

简单的技术和适应外出务工生活的技巧
。

描述定性的因果假设关系
,

并建立 了层次结构模型

见图
,

利用相关分析 显著性水平为 。 就

个指标因素对农 民人均年收人 的影响进行 了检验
。

结果表明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

经营支 出
、

劳

动力数量
、

小额信贷
、

粮食产量
、

蔬菜产量
、

自留地面

积
、

鱼塘面积
、

人均鱼塘面积这 个变量与农民人均

年收人的相关系数检验的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小

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筛选

从前述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出
,

云南省农

民获取收人主要有两种途径 在家务农或外出打工

外出打工收人 占农民总收人的 以上
,

见表
。

再结合问卷对家庭收人增长影响因素和富裕家庭致

富的主要因素的调查分析 见表 可 以发现
,

影 响

云南省农民家庭人均农业 收人 的因素主要有 种植

环境
、

自然资源察赋
、

农业产 出
、

农产品价格水平与

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

外出务工或

从事非农产业人数 外 出务工 和本地非农产业就业

机会的获得与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
,

见表
、

家庭

经营再投人等
。

通过对这些 因素进行归纳
,

我们将

影响云南省农 民增收的主要 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用 以

下的因果关系图 见 图 加以展现
。

耕耕地面积积
林林果地面积积
花花卉地面积积
自自留地地
人人均自留地地
鱼鱼塘塘
人人均鱼塘塘

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存栏数数
农农民人均年收入入入 牛存栏数数

羊羊羊羊存栏数数
鸡鸡鸡鸡存栏数数
人人人人均粮食产量量
人人人人均水果产量量
人人人人均蔬菜产量量
人人人人均烤烟产量量
人人人人均药材产量量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庭常住人口数数
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动力数量量农农业劳动力状况况况 人均收教育年限限

经经营性支出出
外外出务工率率

图 影响云南省农户增收的因果关系图

为 了能够考察 以上 因素对于农户收人的影 响
,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地 区 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环

境在相当长时期内是稳定的 农业生产性面积 包

括耕地面积
、

鱼塘面积
、

草场面积等 对农户收人 的

影响是显著的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的提高有

助于增加非农收人 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

增加农 民获得的农业收人和非农业 收入 政府对

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人会增加农户的收人
。

在上述 因果关系 图的基础上
,

根据定性关系的

假设
,

我们从统计年鉴 中选择了 个定量指标用 以

圈 影晌农 民增收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

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以上 个因素对于农民收人增

长 的不 同贡献作用
,

我们采用逐步 回归 的方法对 因

素的贡献率进行研究
。

依据假设
,

在考虑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获得性 的

基础上
,

本研究 以云南省县域农户 的平均水平为研

究对象
,

以人均年末土地 亩 表征种植面积
,

以其他

乡村从业人员 占乡村从业人 比例表征外 出务工率和

非农产业就业率
,

以人年均粮食产量 公斤 人 表征

种植业人均生产率
,

以 岁 以上人 口 平均受教育年

限表征农民受教育程度
,

以农业人 口 比例表征 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
。

同时
,

以云南省 年有农业人 口

的 个县 为样 本
,

以《云南省统计年鉴 》
、

《云南省第三次人 口 普查资料汇编 》为 主要 数据 来

源
,

据此进行数据测算
,

采用 统计分析软

件为分析工具
,

采用 法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
,

选

择逐步法
、

向后 法 和 向前法

回归法进行 变量筛选 标准 进人概率为
,

移 出概率为
,

建立 回归模型
,

得到的

回归变量完全一致
。

验证模型成立 的假设条件
,

在

检验指标之间相互独立性
、

消除指标间的共线性
、

检

验和解决回归模型 的异方差后
,

获得影 响云南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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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人的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
。

经检验
,

模型 的多重

共线性在容许范围内
,

模型满足 回归分析的基本假

设条件
,

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现象
。

从模型 的两次回归来看
,

其他乡村从业人员 比

例 或农林牧渔业从业人 口 比例
,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

口 比例 其他乡村从业人员 比例 一
、

乡村从业人

员 占农村人 口 比例
、

农业人 口 比例
、

岁 以上人 口 平

均受教育年限四个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人解释能力

较好
, ,

一
,

一
,

除常

数项外
,

各系数 的显著性水平小于
。

即

一 一
一 一

、 产
。

式 中 。 为农 民人均纯收人
,

为农业人

口 比例 为乡村从业人员 占农业人 口 比例 为

其他乡村从业人员 占乡村从业人 比例 为 岁 以

上人 口平均收教育年限 孕 为误差项
。

结论

从式 可以发现
,

在 四个变量中
,

对农 民的人

均纯收人影响最大的是其他乡村从业人员 比例
,

其

次是乡村从业人员 占农村人 口 的 比例
,

再次是 岁

以上人 口受教育年限和农业人 口 比例
。

由此可初步

得出如下结论

云南省县域农民的收人水平受从事农林牧渔

业 以外的人员的比例的影响
,

说明农 民收人增加的

主要来源 已并非完全是传统的种植业
,

从事非农产

业获得的收人决定着当地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
,

即

增加非农业来源收人是农 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

而

且
,

从第一次回归 的系数可初步看到
,

年人均

粮食产量和人均土地面积不能给农 民的增收带来正

面影响
。

乡村从业人员 占农业人 口 比例 某种程度上

表征着农村的劳动力人 口 比例 对 区域农 民的人均

纯收人有正的影响
。

这是 因为这一指标高
,

说明此

县域农户中非劳动力人 口 比例低
,

人 口负担率低
。

岁以上人 口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农

民的收人有正面影 响
,

这说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

民收人的主要 因素
。

农业人 口 的 比例不 能 给农 民收人带来正效

应
,

相反
,

农业人 口 比例越高
,

农 民收入越低
。

这说

明
,

当地城镇化水平与农民的收人相关
,

证实了进行

城镇化建设
、

减少农业人 口 是云南省农民增 收 的主

要途径之一
。

通过 以上分析
,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
,

今后制

定促进云南省农户增收的政策应当考虑以下问题

努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率和本

地乡镇企业的就业率
。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

尽力吸

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

以便农民
“

离土不离乡 ” 对于乡

镇企业不发达地 区
,

可通过开展职业培训
、

劳务输

出
、

落实有关维护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的政策等提高农民外出务工率
。

继续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

发展农村的各项社

会事业
,

改善农村教育和医疗条件
,

减轻非劳动力人

口对家庭的负担
,

以有效提高农民的收人水平
。

积极推进
“ 两基

”
攻坚

,

切实改善农村教育的

条件和环境
,

在抓好
“

普九 ”的基础上
,

抓好农村的职

业技术教育
,

提高农村居 民素质和其劳动技能
,

进而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率和本地乡镇企业

的就业率
。

积极稳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

减少农业人 口
,

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另一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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