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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1978—2002年间中国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结 

果显示：在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O．029 6、一0．101 3， 

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就调整财政涉农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 

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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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现阶段农民 

收入问题具体体现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 

1979—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5．1％， 

1985—1988年增长幅度下降为5．1％，在 1989—1991年 

间仅为 1．7％．1992—1996年因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 

产品的收购价格，收入增长又有所提高，但自 1997年 

以来，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 

30％以上，农民收入增速明显下滑，年均增长 3％左 

右，连续 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 

20O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达到了8％以上，而农村居民 

收入增速只有4％，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世纪80年代 

中期的 1．8：1左右扩大到目前的3．2：1，基尼系数也 

从20世纪 80年代初期的0．28增长到目前的0．4以 

上，已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 

去，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已成为世界之最⋯． 

2003年全国农村还有近 3 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 

题，近6 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促进 

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 

的关键问题．从财政的视角来分析财政政策对农民收 

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寻找促进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 

措施． 

1 理论分析 

财政是一种以满足国家需要为目的，凭借其政治 

权力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财政政策对社会 

群体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取决于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政治、军事竞争和严酷的外部经 

济环境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开始实施赶超战略， 

并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选择了政治上的集权制度、 

经济上的计划控制、产权上的国家垄断和战略上的重 

工业化 ．因此，财政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国家从农业 

和农村动员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投入重工业 ，尽快建 

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以独立对付外来竞争威胁的 

工具．1978年以后 ，国家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现代化 

的步伐，继续采取重视工业轻视农业 ，重视城市发展轻 

视农村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采取从农业和农村中 

提取经济资源作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的资本．在改革后 

的 1979—1994年，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 

12 986亿元，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本是811亿元 J． 

再加上国家对农村乡镇企业课征的税收，整个农村经 

济资源流失更加严重．1994年以来，从农村到城市的 

财政净流出平均每年为 1 020．2亿元 J．在非均衡发 

展战略的制约下，财政为农村提供的公共品也严重不 

足．许多农村必须公共品建设与维护的资金缺口大多 

只能依靠从农民身上收取各种费用来解决．因此农民 

实际担负着比城市居民更重的税费．根据国务院的统 

计数字，1998年农民的税费总额为 1 224亿元，其中包 

括了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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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以资代劳款和地方行政性收费等多项名目 ． 

而在城市，适用于居民的税费不多，主要是个人所得 

税，况且目前还有相当部分城镇居民收入达不到所得 

税计税标准，而国家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多是按人头收 

费，不问农民的实际收入．年年严重的税赋负担，成为 

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制约． 

由于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财政支出政策容易导 

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财政支农方面尤其如此．中国 

不少县乡政府的财政收不抵支，负债累累．据有关资 

料显示，在全国2 861个县级行政区(港、澳、台除外) 

中，每年财政收不抵支的县高达 60％以上。另据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在全国604．5万个乡镇中，乡镇 

政府的平均债务为4OO多万元，乡镇债务超过千万元的 

占到4o％以上，摊在 9亿农民头上，平均每人负债多达 

百元左右。仅四川一个省，就有乡级负债近 230亿元， 

村级负债近 50亿元。湖北监利县 90％的乡镇均有财 

政赤字，年均赤字不少于 400万元，靠借高利贷维持， 

乡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85％的 

行政村收不抵支，每村年均资金缺 口40万元，90％的 

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 J。各级地方政府为 

了取得政绩，热衷于各项“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在 自身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往往将财政支农资金挪为 

它用，使财政支农资金运行“非农化”．这一点可以从 

中国财政支农向农业投资的转化率上得到证实．在 

1979—2002年间，中国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农和农业贷 

款的比例一直在20％以下(见表 1)．Clarkl 等的研究 

表明，经济转轨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体 

系，国家的财政、金融部门对农村资金的配置效率是低 

下的．章齐 等的研究也表明，中国财政政策显著扩 

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以上分析表明，在中国经济 

转轨时期，中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农民收入的增长造 

成了不利影响． 

表 l 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的农业投资转化率 

说明：资料来源于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 

2 变量、数据及模型建立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方 

面．为了具体反映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对农 

民收入的影响，笔者分别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绝 

对额作为财政政策的变量指标．农民收入指标则选用 

农民人均纯收入．并建立以下模型： 

NMSR。 = C +a1 CZZC“+Ot2CZSR“+ 。D + n 

(1) 

在模型(1)中，下标 和 t(=1978—2002)分别代 

表第 个省份和第t年，除了西藏、重庆和海南，共包括 

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是残差项，它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的正态分布．NMSR为农民人均纯收入， 

CZSR和 CZZC分别是各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Ot 和 

Ot：是人们所关注的估计系数．根据一般的经济原理，预 

计 Ot 的估计系数应该为正，Ot：估计系数应该为负．如 

果分析正确的话，Ot：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应该大于 Ot 的 

估计系数．为了增强估计结果的可信度，用 D来控制 

住其它有可能影响农民收入的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变量 HRS(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 

村中的推广进度)，它代表政府在农业生产组织制度 

方面改革的推进程度，需要指出，在 1985年左右，几乎 

所有的省份都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 

1987年以后 HRS在所有省份均取值为 1，GYH(国有 

工业企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例)，反映工业化战略的 

推进，CZH(农村城镇化)，用非农业人 口占总人 口的 

比例表示；农村金融变量NYDK(农业贷款)；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变量 ZZY(种植业占农业比重)；农村交通条 

件变量 ROAD(公路网密度)、TROAD(铁路网密度)， 

用以反映农村基础设施情况；省级对外开放变量 

OPEN(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例)，它代表省级对外 

贸易的活跃程度，FDI是外国直接投资额 占 GDP比 

例，OPEN和 FDI可视作一省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在 

估计时，除了HRS外，所有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因此 

估计系数也可以看作是弹性系数． 

为了扩大样本容量，增加估计的精度，笔者收集了 

1978—2002年 28个省(因为数据不全，不包括重庆、 

海南、西藏，其它个别省个别年份数据缺失，笔者在 

SPSS软件里用临近点平均值法和线性趋势法进行估 

计)的数据，组成面板数据集(Panel Data)，样本容量 

为700．1978—1998年数据，取自《新中国5O年统计资 

料汇编》，其它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1999—2003年《中 

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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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采用面板数据。在对模型(1)进行估计时，首 

先必须确定模型中斜率及截距 c的类型．通过协方差 

分析检验，S1=0．002 5，S2=0．021 4，S3=0．615 5． 

F2=60．68，F、=2．42．取 5％显著水平，F2大于临界 

值，而 小于临界值，所以模型(1)应为等斜率变截距 

模型．变截距模型又分为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 

型两种．根据样本的特点，笔者选择固定影响模型．用 

Eviews对模型(1)进行估计时，为了消除异方差 ，先使 

用相同权数做最初的回归权数估计，然后再用估计的 

权数作加权最小二乘法．在初次估计中，发现DW值非 

常小，说明残差自相关，在模型右边加人 AR(1)项，以 

消除残差自相关．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2，实际样本容量 

为 672个，调整后的可决系数 R 为 0．999 3，F值为 

38 944．270 0，DW值为 2．205 5，除了 NYDK不显著 

外，其它各变量的 检验值全为 l％水平显著。 

表 2 模型(1)估计结果 

表2表明，财政支出(cJzc)的弹性系数为0．029 6。 

说明财政支 出每增加 1％，农 民收入增长会增长约 

0．03％，而财政收人(CZSR)的弹性系数为 一0．101 3， 

说明财政收人每增加 1％，农 民收入增长会减少约 

0．10％，由此表明财政政策对农民收人具有约 0．07％ 

的负效应，证实了笔者前面的分析．此外，表2还表明， 

农村城镇化(CZH)、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中的 

推广进度(HRS)、铁路网密度(TROAD)、公路网密度 

(ROAD)对农民收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特别是农村 

城镇化(CZH)其弹性系数高达0．563 9，意味着农村城 

镇化程度提高 1％，农民收人就会增长0．56％，是所有 

因素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铁路网密度(TROAD)、 

公路网密度 (ROAD)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059 3、 

0．106 3，说明农村交通条件及基础设施的改善也会显 

著增加农民的收人．种植业占农业的比重(ZZY)的弹 

性系数为 一0．089 5．说明减少种植业的比重，加强农 

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增加农民收人的重要方面．农 

业贷款(NYDK)对农民收入无显著影响，说明农村金 

融资源在农村的使用是无效率的．由OPEN和FDI的 

弹性系数表明，一省融人国际经济的程度越高，对农民 

收入反而有负面．说明我国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并没有 

分享到开放带来的好处．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在经济转轨时期 ，中国财政政策不 

但没有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反而成为掠夺农村、农业及 

农民经济资源的工具，从而使农民收人增长缓慢，城乡 

居民收人差距扩大．然而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业是 
一 个弱质产业，农民增收，农业及农村发展必须依靠财 

政扶持．因此，当前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必须首先调整 

财政涉农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对农业的 

扶持力度，真正做到多予、少取．让农民、农业及农村有 

休养生息的机会．其次要优化财政支农的结构，要将有 

限的财政资金安排在“刀刃”上．实证分析表明。农村 

城镇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交通条件及基础设施 

的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突出贡献，因此，当前财政支 

农资金投向要向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向倾斜，特别要集中力量 

提供农业及农村公共服务．最后 ，要加强财政支农资金 

使用的制度建设，要做到专款专用，加强财政资金使用 

效率的考核，增强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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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iscal Policy on the Growth of Income of 

Farmer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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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 16，China) 

Abstract：The influence of fiscal policy on income of farmer is analyzed in term s of theory and studied by real data from 

1978 to 2002．The coefficients of effect of state expenditure and revenue on income of farm er are 0．0296 and 一0．1033 

respectively．Th e fiscal po licy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come of farm er．Some policies are suggested based on the a— 

ho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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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Salary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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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Abstract：Th e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constitutes of enterprise salary in our country by applying the theories of HR． 

A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basic constitute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the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obvious salary，then gives the related expression and the chart between salary and its elements．Aiming at the main prob— 

lems which are average，short—term  and single in enterprise salary at present，the author probes that enterprise salary will 

be market，long—term  an d diverse under the knowledge economy by applying the salary frame，the theories of stock op— 

tions an d employees needs． 

Key words：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salary ；the new trend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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