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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 

工业
化 

战 略 

城镇
化 

发 展 

增 长 

农民收入偏低，增收偏难，是相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的。城镇化、

工业化的发展是否能够促进农民

收入增长，其收入效应有多强？

农民收入增长又会对城镇化、工

业化的进程产生何种影响？同时，

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

段，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表

现是否相同？作为研究者深入思

考分析解答这些研究命题，既是

理论研究需要，也是现实提供政

策建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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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收入

差异 

东部地区的农民

收入水平最高为

21191.64元 

中部地区次之

为10060.17元 

西部地区最低

为9347.74元 

三大区域存在

明显的空间差

异 

图1 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空间差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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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工业化区域差异图 图3 城镇化区域差异图 

农民人均纯收

入结构分布与

分省的城镇化

水平、工业化

水平结构是基

本一致，呈现

东高西低，可

能存在有较强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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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本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

 
式中：AI—第二、三产业增加值；GDP—国内生产总值。 

式中：U—城市人口；P—总人口。 

  11-t /  tt IIIFIG

%100*/ GDPAIIND 

%100*/ PUURB 

tI 1tI

本文研究采用全国各地区

的统计数据，均来自各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时间

序列上取2005-2014年，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系统性，

此处在截面单元上取中国

31个省市，暂未考虑香港、

澳门和台湾。 

数据来源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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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建立pvar模型对农民收入增长、工业化、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深一步的研究。为

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避免因数据变化带来的剧烈波动，本文对fig、ind及urb原数据作如下

处理:D=ln(yi+1) 

经检验，FIG、IND 、URB这三个序列均平稳性序列，而且得出结论PVAR模型构建所涉及变量间均存

在协整关系，为下一步研究确认各变量之间长期动态关联关系的成立提供保障。 

经检验，所得FIG、IND、URB均为平稳的数据变量，而且三者通过了面板数据Pedroni和Kao协整性

检验，因而能够建立Pvar模型进行分析。依据AIC准则，运用STATA13.0经过多次尝试后确定最优滞后

阶数为3阶，所以FIG、URB、IND三个变量间的P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i=1，…31；t=1，…10     itit
cy

it
by

it
ayii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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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驱动效应，滞后1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较

强的正冲击，但滞后2期的城镇化和滞后3期的工业化、城镇化则表现出负效应。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城

镇化的快速发展增加了用地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土地存在粗放、低效利用的情况。 

变量 h_fig h_fig h_ind h_ind h_urb h_urb 

b_GMM t_GMM b_GMM t_GMM b_GMM t_GMM 

L.h_fig 0.0737 0.1107 0.0015 1.0983 0.0095 2.7381 

L.h_ind 41.9927 31.9555 0.3740  0.9253 -0.3991 -0.3605 

L.h_urb 2.1034  0.6565 0.0609  1.2529 0.9579 7.9296 

L2.h_fig -0.0273 -0.1689 0.0015  0.8387 0.0046 1.0743 

L2.h_ind 6.7426 1.0035 -0.0838 -0.7762 -0.0464 -0.1957 

L2.h_urb -3.2071 -0.6670 -0.0629 -1.1238 -0.0712 -0.4974 

L3.h_fig 0.2361 2.6262 0.0038 2.2694 0.0132 3.54242 

L3.h_ind -18.7216 -1.6211 0.2370  1.5985 0.1870 0.4895 

L3.h_urb -1.0652 -0.4519 0.0129 0.5308 -0.0767 -1.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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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2）中可以看到，在期初农民收入增长率对工业化新息的扰动产生正的响应且冲击最大，紧接着

有个微调回落，可以看出，回落之后FIG依旧保持正向的响应，这说明工业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有效,其作用从第六期开始减弱。图3（3）显示在前2期，农民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化的

单位新息扰动产生正的响应且快速减小为零。从第3期开始，农民收入增长对城镇化冲击产生的负向响应，

且最大的负响应为第4期，其后，响应持续保持着向正向发展。 

Impulse-responses for 3 lag VAR of fig ind urb

Errors are 5% on each side generated by Monte-Carlo with 500 r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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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显示，第1期工业化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负响应，在第2期向正向发展，而后逐渐增长呈平稳趋

势。图3（7）显示，第1期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新息冲击负响应，从第2期单位新息的农民收入增长

冲击开始出现正效应并逐渐增长趋于平稳趋势。 

Impulse-responses for 3 lag VAR of fig ind urb

Errors are 5% on each side generated by Monte-Carlo with 500 r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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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显示，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单位新息的扰动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负的冲击效果，且在第1期负的冲

击效应最大，之后在第3期后保持着稳定的正向收敛，这说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在长期内会促进城镇化的

发展。图3（6）显示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单位新息的冲击开始时产生正的冲击效应，而且在第1期达到最大，

而后正向的冲击快速下降直至接近于零。这表明城镇化对工业化水平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影响。 

Impulse-responses for 3 lag VAR of fig ind urb

Errors are 5% on each side generated by Monte-Carlo with 500 r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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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基于

面板VAR

模型的回

归分析，

得出以下

结论。 

1.我国工业化水

平的发展与农民

收入增长具有互

相促进作用。 

 

▪工业化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增加农民

非农收入，农民

务工积极性增强 
 

2.在初期城镇化

的发展会对农民

收入产生促进作

用，但长期内，

由于我国城镇化

发展过分注重效

率而非质量，粗

放式的城镇化发

展模式会抑制农

民收入增长。 
 

3.工业化和农村城
镇化将会互相促进
和推动。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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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工业化，发展特色农业 
从“以粮为纲”转向粮食－蔬菜－肉鱼并重。应当因地制宜地将粮食与蔬菜或水果结合起来，或发展种植与养殖结合

的小农农场。特色农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民的农业收入，还带来了本地农产品加工业、商贸集散运输行业、乃至整

个餐饮零售服务行业的联动发展，形成良性的经济社会生态。而这正是城镇发展、聚集人气的产业基础。 
 
坚持省际区域差异政策，促进城镇化进程合理发展 
当前可以借鉴德国的“去中心化”发展模式，削弱大城市的“资源中心”地位，坚持区域城乡同质性原则，行政资源、

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衡分布原则，使得各地区的经济得以平衡发展，使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得到有效解。 
 
多渠道增加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 
第一，对农业产业结构适当进行调整；第二，对农业生产必要的政策补助与支持要到位，为农业提供优良好的政策制

度与环境；第三，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加快农民的劳务输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使城镇经

济在发展的同时，农村就业的渠道得到拓展，从而使农民收入水平与个人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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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农业与工业、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促进城乡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使农业

有剩余，从而不断地为工业供给劳动力、农产品、市场需求和外汇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

进程。 

土地制度改革。玉米价格大幅度下降，种完小麦种什么？结构调整成为阻碍农民收入的重要方面，帮助新

型主体和农民渡过难关，让会种地、能种地的不吃亏，农民增收才有希望。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不只是土

地流转一种方式。依托社会化服务体系，采取土地托管、代种等方式，也可以带动广大普通农户，既能发

挥一家一户的“精耕细作”，也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在粮食价格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解决“谁来

种地”问题，根本上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扶持合作社、种粮大户

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补上农业社会化服务这块短板。 

提高城市支持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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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民！从“世袭”身份到全新职业。有数据显示，2015年，梅州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799.4元。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每当葡萄成熟的时候，梅县区城东镇的新围龙葡萄园总会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旅游观光、休闲采摘。此外，这里的葡萄销售也在走电商模式，效果不错。 

新农业！资产变资金促农产品高端化。农村的房屋、土地、林场等资源处于“沉睡状态”，资产难以有效

转变为资金。梅州的土地确权是从2013年开始试点的，要建立一个信息库，要把确权的成果输入信息库。 

以后老百姓若有什么纠纷，能有一个调整纠纷的依据。 

新农村！连片开发带动农民致富。相比“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如今的统一规划、连片开发更有优势。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工程，不能只是改变村容村貌，还包括改善农民生产生活，带动农民致富。

梅州市正在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生态产品，变果园为公园，变村庄为景区，变农产品为商品。 

梅州市：新农民+新农村+新农业=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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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讨论农民收入增长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动态关系与空间差异，得出农民收入增长、工业化、城

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为解决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优化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升城镇化

发展质量，转变以往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提供建议与思考。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从以前的土地城镇化到

如今人的城镇化，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劳动力保障，从而推动农民收入水平快

速增长。 

我们要通过农业工业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以解决农业问题，通过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地

域转移以解决农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民收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解决农民问题，最后又通

过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向提升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 

结束语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