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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民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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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2o年来，重庆市农民收入水平在迅速提高的同时各种差异也在扩大。奉文在占有太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运 

用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农民收入的城 乡差异、农户问的差异、区际差异的变动情况厦成因作了奎面的考察和研 

究，以期曲选择有效的农民增收政策提高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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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 

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明显，目前年农民人均纯收人 

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的1／3，还不包括城镇居民所 

享受的各种非货币福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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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城当居民收入差异绝对值 

纵向考察，我市城乡居民收人差异 M(城镇居民为人均 

可支配收人 A，农村居民为人均纯收人 B．下同)的绝对数持 

续增加。图1所示从 1980年的278．14元扩大到了 1998年的 

3 746．42元，增长了近14倍，扣除物价因絮的影响，净增加约 

5倍。而且城乡差异的形成和扩大并非均匀进行，主要集中 

在 1990年至 1995年。就相对比例关系看，以农村居民为 1 

进行比较，改革 2o年来城乡居民收人差异水平始终在 2倍数 

以上(表 1)。进一步考察，1978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的动态变动轨迹经历了稳定、扩大、缩小 

的发展过程。即在改革初期的第一阶段，城乡居民收人差距 

在整个期间几乎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2．5倍左右的水平；但 

从 1985年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城乡收人差距迅速拉开，由 

1985年的2．75：1扩大到 1987年的3．17：1，1988年略有回落， 

1989年又开始拉太并一直持续到 1993年，达到历年来的最高 

水平4．23：1。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缓慢回落，但到 1998年 

城乡收人差距水平仍高达 3．18：1，高于1987年水平。城乡差 

距变化的阶段性恰好与 2o年农民收人增长情况的阶段性不 

谋而台。在第一阶段，农民收人增长较快，使得这一期间的 

收人差距没有扩大；在第二阶段，由于农民收人增长缓慢，差 

距迅速拉开；1994年后，农 民收人再次进人快速增长阶段，已 

经扩大的差距由此缓慢缩小。 

可见，在城乡居民收人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农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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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人的增长情况成为影响城乡收人差异变动的关键因素。 

因此．懈挟城乡收人差别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民收人增长 

裹1 不同时期城乡收入差异 单住；元／人 

年 份 A B M A／B 

l980 441．47 1邱 ．33 278 14 2．70 

lg85 814．98 295．97 519 0l 2．75 

l986 987．45 326 56 660．89 3 02 

l987 1 113．65 l 09 7＆ 56 3．17 

1988 1 281．77 416 35 865．42 3．嘴 

1989 1 452．66 464 17 988．4．9 3．13 

1990 1 695．78 528．06 1167．72 3 21 

1991 1 894．46 566．24 1 328．恐  3 35 

1992 2 20o．80 602．94 1 597．86 3 65 

1993 2 7＆5．0o 658．31 2 l26．69 4 23 

1994 3 645．97 916．4．2 2 729．55 3 98 

1995 4 391．50 1l67．00 3 224．50 3 76 

l996 5Ol2．24 1 434．68 3 607．56 3 51 

1997 5 322．60 1 643．21 3 679．鲫  3 24 

1998 5 466．88 1 720．46 3 746．4．2 3．18 

*农普衔接表具有可比性 

二、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基尼系数) 

农户之间收人水平差距很大．从 1998年的统计资料看， 

重庆农民收人水平最高的渝中区已达到人均年纯收人4 554 

元．而最低的城口县仅 1 136元，差距高达 3 418元。为了进 

一

步考察改革2o年重庆市农民收人分配情况，我们使用国际 

流行的研究居民收人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法对有关资料进 

行研究。一般把基尼系数划分为4个区间作为评判收人差 

异程度的依据：基尼系数在 0．2以下．为收人高度平均；0．2— 

0．3之间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35是警戒 

线 ．0．4以上为差异偏大。 

根据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主要年份基尼系 

数计算结果表明：改革以来农村居民收人分配差距逐年扩 

大。1978年以前，农村居民收人分配高度平均，差距很小，基 

尼系数都在0,2以下；1978年以后随着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的普遍推行，以及农村经济的开放搞活，农民收人迅速提高， 

农村居民集团内部收人差异逐步扩大，但直到80年代初仍为 

“相对平均 阶段，基尼系数在0 17—0．3之间。1984年重庆 

市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278，之后随着改 

革的进一步深人，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农 民间的收人差距 

进一步扩大。进人90年代，农村居民收人分配的基尼系数超 

过了0．3，进人 比较合理 阶段。1993年，农村居民收人差异 

进一步拉开，基尼系数达到 0 37左右，比1980年的 0．174提 

高了大约0．2。而且从 1993年至今这种差异的扩大趋势仍在 

继续，尤其是 1997年重庆直辖后，由于并人的三个地区农民 

收人水平相对较低 ，使得全市的农民收人分配差距急剧扩 

大。从 1985年到 1990年，农户总体收人水平基本稳定，而同 

期收人差别拉大，意味着部分农民收人水平不升反降。 

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只有不到 10％的农民收人水平达到 

或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收人水平。农村仍有相当一部分人 

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如何使这一部分人早 日脱贫，是 

未来重庆经济发展回l缶的现实问题。 

三、区县之间的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地区情况差异 ，导致农村经济发 

展的速度不同。一般而言，从地理位置看，靠近城市的区县 

农村经济发展都相对较快，尤其在近年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 

性更为突出．形成了农民收人区域差距的拉大。为了进一步 

考察重庆市农民收人区县之间的差异情况，找出形成这种差 

异的原因．我们选择 1997年的统计数据做截面分析(表2)。 

首先对有关统计资料用 SPS软件做聚类分析。聚类的 

结果是：全市 43个区县(1998年后调整为 40个)共聚为三类。 

分别是：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 

岸区、双桥区、巴南区、江津市九个地区为第一类地区(高收 

人地区)。北碚区、万盛区、长寿县、綦江县、铜粱县、大足县、 

荣昌县、璧山县、永川市、南川市、台川市 l1个区县为第二类 

地区(中等收人地区)。余下的23个区县为第三类地区(低收 

人水平地区)，重庆的贫困县、贫困乡基本集中在这一地区。 

按上述聚类结果所划分的3类地区计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人的差异是：1997年，第一类地区平均达到了 2 555．3元．比 

第二类地区高出近500元，比第三类地区高出1 000多元。 

从地理分布看，重庆市农民收人的区际差异性呈现非常 

强的圈层性特征。即以重庆市市区为圆心．三类收人水平地 

区基本上就是三个同心圈层：第一类地区为内圈，原重庆市 

各个区(北碚区、万盛区除外)，收人水平2 ll00元以上。第二 

类地区为中圈，基本由原重庆市周围的郊县构成．收人水平 

在2 000元左右。第三类地区为外圈，基本由直辖时并人的区 

县构成，收人水平大致平均 1 500元。其中地处边远的城口 

县最低，1997年只有 1 032元。农民收人水平便由内向外递 

减，也就是说城市及工业对农村经济及农民收人具有显著的 

影响，越靠近大城市或工业发达的地区农村经济越发达。收 

人高的地区其城市化率明显高于收人低的地区，普遍都在 

50％以上，而收人最低的区县大都不足 10％。 

统计数据表明，在农村人均纯收人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 

展水平之问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农民人均收人高的区县，都 

是那些农村非农产业发达、非农就业占农村总就业比例较 

高、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均较高的地区。在收入低的地 

区，情况则完全相反(表2) 

在收人水平最高的渝中区、大渡口区和沙坪坝区等高收 

人地区，农村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都很大，大约为中圈地区的 

1—2倍，外圈地区的4—6倍。而且高收人地区劳均乡镇企业 

增加值也较高，平均为7∞哆 元，而贫困地区劳均乡镇企业增 

加值大约仅为高收^地区的5．3％，其中最低的巫溪县年劳均 

乡镇企业增加值只有 80 72元，而渝中区为11 8∞元。这两个 

因素的综合作用表现为a~AL,k口人均来自非农产业的收人差 

异十分显著，高收人地区是贫困地区的2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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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7年各区县收入的差异情况 

人均纯收入 各地Ⅸ城市 乡村劳动力 农业从业人员／ 农业劳动 ，镇企业增如值 农村劳均，镇企 区县 

(元) 化率(％) (万人) 乡村劳动力 生产率 (万元) 业增加值(元) 

渝中 区 4454 99 4 0．2 0．35 8 879 4 2 360 11 800．0 

沙坪坝 区 2 238 64 8 15 3 0．59 6 778 1 74 665 48鼬．1 

南岸 区 2 418 65．5 8 57 0．60 9182 2 l06 960 12 480．7 

北 碚 区 2嘶 0 37．4 21．28 0 64 5 962 l 44 309 2o82．2 

万盛区 21．07 38．9 9．46 0．66 6252．5 7 632 806 & 

采川市 2 176 17．5 42．3 0．86 5 346．3 59186 1 399．2 

江津市 2 117 14 9 57．1 0 57 11 440 3 62 2o0 1 089．3 

合川市 2 194 13 0 76 5 0．73 4 626 3 41 791 546．3 

龙 宝区 1 467 41 4 16 6 0．81 2 989 9 22 078 1 330．0 

天城 区 l 653 15．6 24 0．89 3 398 2 2 360 98．3 

五挤压 1 401 6．7 33．6 0．81 3 022．8 65 282 1 942 9 

开 县 1 481 8．1 73．4 0．63 4 688．6 47研0 644．0 

忠 县 l 398 9_8 50．8 0 4 259．1 17 938 353．1 

巫 山 县 1 209 7．4 27．8 1 o0 2 598 7 10 577 380．5 

巫溪县 1 124 7．6 25 0．78 3 o0l 8 2 018 80．7 

城 口匠 1∞2 9 0 9．9 0．95 3 228 4 1 330 134．3 

此外，在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较高的区县，农业劳动生产 

率也较高，是收人较低地区的2—4倍。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主 

要不是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但是农业劳均播种面积却较高，因 

为那些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程度较高，从而使得务农 

劳动力所分摊到的土地资源量也相对较多。 

我们将重庆市有关农民收人的各项指标与我国东部沿 

海一些地区相应指标进行比较，以便更深刻认识影响农民收 

人的因素。我们选择了 1997年农民年人均纯收人最高的具 

有一定代表性的三十地区：上海、浙江、广东。有关资料均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经计算整理后见表 3。 

袁3 重庆市与东部沿海地区农民收入指标比较 

农民人均纯 ，村非农从 农业劳动生产 凡均经营耕地 每户目定生产 犋企业从'dI： ，镇企业营 ，村劳均， 

地区 人员／，村劳 收
入(现价 元) 业人员比重 率(元／人一年) (元) 资料原值(元] 利润率％ 企业产值(元 动由 

重庆 1 643．2l 0．27 4 602 1们 1 844．1 0．16 3 7 2 040．3 

上海 5研 ．02 0．∞ 26410 1．∞ 2 58g．4 0 6l 5．3 17'28．8 

浙江 3 684．22 0 60 9 016 0．90 5 777 1 0．28 5．2 6 950．3 

广 东 3 467．69 0 43 10 843 0．88 3 004．7 0．38 5．0 5 776．7 

从表 3可以看出，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东部沿海地 

区还存在非常太的差距。1997年是重庆近几年农民收入增 

长较快的一年，农民人均纯收人达到了 1 643 21元，但与上 

海、浙江、广东等地同期农民收入水平比较，差距非常显著，仅 

相当于广东省的47％，浙江省的44．6％，上海的31％。 

导致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各地 

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统计资料表明，1997年东 

部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重庆市农业劳动生产 

卒的 2—6倍。由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较快，分摊到每 
一

农业从业人员的农业资源自然比重庆多。同时东部沿海地 

区普遍较内地农业投入要多，1997年重庆市每户生产性固定 

资产原值慢 l 844元，而同期最高的浙江省竟高达 5 777元， 

为重庆市的3倍多，其余两个地区也明显高于重庆。其二是 

各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状况存在差异。一般来说 ，东部沿 

海地区非农产业的数量、规模以及质量、效益都优于内地。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要缩小重庆市城乡居民、农户问以及东西部农 

民的收人差距，必须发展非农产业，调整农产品价格，减轻农 

民负担，控制人口增长等，此外还要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采取 

重大措施。不仅鼓励和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而且在城 

市深化经济改革的基础上，使得这种结构的调整和转移能突 

破农村地域的限制，通过稳步的城市化道路，实现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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