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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the rural employment structure 
change is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en labors trans-
fer to non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whi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ncrease the peasants’ 
income in the present stage. 2000-2014 cited national rural income and employment data. A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in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per capita income as well as the rural population em-
ployment structure, the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is paper makes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income,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uggestions. This has the application 
value for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and solving employment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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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村地区就业结构变动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深刻影响，劳动力向非传统

农业产业转移，这是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引用2000~2014年间全国农村收入与就业数据，

围绕经济结构转型中农业人口人均收入以及农村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回归模型；

实证分析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有效建议。这对于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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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以及经济结构转型速度增快，就业结构也逐渐变化。农村就业结构指

农村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配结构。我国农村地区就业机构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务农仍为农民的

首要工作形式，但是比重在逐渐降低，第二、三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结

构的变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决策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 文献综述 

中外研究者就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户收入结构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相关探讨研究。 
张凤龙和臧良(2007)对中国农民收入结构进行研究后得出，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组

成部分。他们认为应从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突破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瓶颈，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这五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农民增收[1]。周

雪松和刘颖(2012)对中国农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两者之间的变动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在分析了

1978 年以来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及各地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基础上，运用近 10 年的统计数据对

农民收入结构演变趋势进行了模拟，从农民收入组成的四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

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2]。廖丹青等(2009)研究认为，城市化是影响农民收入

的主要因素，城市化转移农村人口、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3]。 

3. 理论研究 

3.1. 我国农村人口收入状况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3]。农业产业化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工业部门的收入高于农业产业，农村人口就会不断流入城市非农产业[4]。城乡一体化住

户调查显示，2015 年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为 11,422 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489 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9.2%。由数据得出，经济结构体制的转型对农民增收起着积极作用。农村人口的收入方式不单来源

于土地，而是出现了显著的收入方式和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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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应用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来反应农民的收入水平。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当

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从事生产以及非生产经营活动支出后的剩余。随着农村就业结构

的变化，外出打工带来的非生产性经营收入所占收入比重逐年递增。本研究中，运用农业与非农业收入

比值，得出 15 年来中国农业人口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表 1)。 

3.2. 我国农村就业结构变化研究 

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上最初只有少数一部分人从事于非农职业。改革开放后，从事第一

产业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主要流向工业部门。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收入水平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三次产业的比重状态，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非农产业的发展[5]。据统计年鉴数据显

示，2015 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 27,747 万人，比上年增长 1.3%。其中，外出农民工 16,884 万人，增长 0.4%；

本地农民工 10,863 万人，增长 2.7%。有研究表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经济增长有 16%~20%
的份额是来源于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重新配置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6]。对于非农产业来说，劳动力转移

改变了农村传统的资源配置结构。在此过程中非农产业规模扩大，数量增加，为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收

益。 
表 2 列示了 2000~2014 年期间，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和非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

统计数据。从数据可以看出，全国非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不断增加，同时，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对非第一产

业人员的比例也在不断降低。 

4. 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实证说明上述数据反映的情况，本文将将农村人口收入构成与劳动力产业分布情况联系

起来，分析两者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程度。根据农村人口收入 A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农业纯收入/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非农业纯收入)、B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非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三者关系，以此建立回归模型并

实证分析。 
 
Table 1.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its composition changes since 2000 
表 1. 2000 年以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及构成变化 

 人均纯收入 人均农业收入 1a  人均非农业收入 2a  1 2A a a=  

2014 9892 2146.7 7745.3 0.28 

2013 8895.9 2828 6067.9 0.47 

2012 7916.6 2106.8 5809.8 0.36 

2011 6977.3 1896.7 5080.6 0.37 

2010 5919 1723.5 4195.5 0.41 

2009 5153.2 1497.9 3655.3 0.41 

2008 4760.6 1427 3333.6 0.43 

2007 4140.4 1303.8 2836.6 0.46 

2006 3587 1159.6 2427.4 0.48 

2005 3254.9 1097.7 2157.2 0.51 

2004 2936.4 1056.5 1879.9 0.56 

2003 2622.2 885.7 1736.5 0.51 

2002 2475.6 866.7 1608.9 0.54 

2001 2366.4 863.6 1502.8 0.57 

2000 2253.4 833.9 1419.5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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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data from 2000 to 2014 
表 2. 2000 年~2014 年人口与就业数据 

 就业人员合计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1b  非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2b  1 2B b b=  

2014 77,253 22,790 54,463 0.4184 

2013 76,977 24,171 52,806 0.4577 

2012 76,704 25,773 50,931 0.5060 

2011 76,420 26,594 49,826 0.5337 

2010 76,105 27,931 48,174 0.5797 

2009 75,828 28,890 46,938 0.6154 

2008 75,564 29,923 45,641 0.6556 

2007 75,321 30,731 44,590 0.6891 

2006 74,978 31,941 43,037 0.7421 

2005 75,825 33,970 41,855 0.8116 

2004 75,200 35,269 39,931 0.8832 

2003 74,432 36,546 37,886 0.9646 

2002 73,740 36,870 36,870 1.0000 

2001 73,025 36,513 36,512 1.0000 

2000 72,085 36,043 36,042 1.0000 

4.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5》，选自 2000~2014 年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人均农业纯收入以及

全国就业人员合计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数据统计。 
如表 3 所示，本文自变量为村居民家庭人均农业纯收入与非农业纯收入的比值(A)、以及第一产业就

业人员相对于非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值(B)；因变量采用农村人口人均名义收入被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调整后得到农村人口人均实际收入(Y = 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当期 CPI)。通过建立就业结构变动与

农业人口收入的关系的模型，得出的影响因素。 

4.2. 模型建立 

4.2.1. 用 Eviews 6.0 作出 A 与 Y 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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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dependent variable 
表 3. 自变量与因变量 

年份 A B Y (万元) 

2000 0.59 1.000028 0.2256 

2001 0.57 1.000027 0.2348 

2002 0.54 1 0.2486 

2003 0.51 0.964631 0.2581 

2004 0.56 0.883248 0.2802 

2005 0.51 0.8116 0.3185 

2006 0.48 0.7421 0.3535 

2007 0.46 0.6891 0.3928 

2008 0.43 0.6556 0.4470 

2009 0.41 0.6154 0.5169 

2010 0.41 0.5797 0.5713 

2011 0.37 0.5337 0.6595 

2012 0.36 0.5060 0.7724 

2013 0.47 0.4577 0.8793 

2014 0.28 0.4184 0.9786 

4.2.2. 用 Eviews 6.0 作出 B 与 Y 的散点图 

 

由散点图可推测，A、B 与 Y 之间可能存在线性关系，因此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 2y A Bβ β β µ= + + +  

( 0β 为截距项， 1β 与 2β 为回归系数， µ 为残差项) 

4.3. 实证结果 

根据上述表 3 的数据可得，共有 2000~2014 年 15 年的样本数据，现根据模型的检验结果判断本模型

中的显著性及模型的拟合程度。本文运用 Eviews 6.0 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由运算结果可以得回归方程为： 

ˆ 1.321731 0.22787 1.02282A B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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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Operation result of Eviews 6.0       
表 4. Eviews 6.0 运算结果 

Dependent Variable: Y Sample: 2000-2014 Included observations: 15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1.321731 0.152844 8.647569 0 

A −0.22787 0.636747 −0.35787 0.7267 

B −1.02282 0.267644 −3.82156 0.0024 

R-squared 0.873727  Adjusted R-squared 0.852682 

F-statistic 41.51622  Prob (F-statistic) 0.000004 

 
可绝系数为 0.873727，修正的可绝系数为 0.852682，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F 值为 41.51622，

大于显著性水平为 0.05 时的临界值，也说明 A、B 与 Y 之间线性关系显著。在 95%的置信度下， 0β 和 2β
的显著，因而 1β 不显著。 2β 为−1.02282，说明 B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Y 将增加 1.02282 万元。结果表明，

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与非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比值(B)呈负相关的关系；与人均农

业纯收入与人均非农业纯收入的比例(A)没有显著的关系。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因变量，农村居民人

均农业纯收入与非农业纯收入的比例、以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与非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为 2 个自变量

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均农业纯收入与非农业纯收入的比例对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与非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每下降 1 个百分比，农村居民人均年实际收入将增加

1.1533 万元。 

5. 结论与建议 

在经济结构转型和收入增长的变化过程中，其中农村人口的人均农业纯收入相对于非农业纯收入不

断下降；以及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相对于非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不断下降。简而言之，提高农业人口收入的

关键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传统产业转移。 

5.1. 增加对第一产业的科学技术投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减少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就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加大对农业产业的科技与资金投入，

从而推进农业产业发展的机械化以及规模化。同时，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农村地区自然条件优势，国家和

政府应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从技术上给以支持，要建立健全农业科技的推广网络，加快现代农业发展[7]，
加大惠农政策的落实力度；要把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高效农业，建设农业特色产业基地结合起

来，大幅度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 

5.2.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应重视各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构建适合区域特点的发

展路径[8]。政府应该积极调整农村基础结构和经营结构。因此，一是必须加大对农村基础结构的调整力

度，全面建设农村基础公共设施，满足农民生活生产基本需求；二是要鼓励发展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在

此基础上，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和组织劳动力转移输出，积极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 

5.3. 提高农村劳动力基本素质，加强劳动培训 

提高农村劳动力基本素质，就要充分利用并且有效整合各种社会教育资源，统筹规划和实施对农民

工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9]。首先，政府应该大力投资对农村公共基础教

育，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其次，引导企业制定相关培训规划和制度，比如以邀请高校专家或培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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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方式，以求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和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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