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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倍增问题研究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董李锋
(中共江阴市委党校, 江苏 江阴　 214431)

摘　 要　 根据近年来江阴市农民收入的增长情况, 预测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的可行性, 指出存在的收入结构

比较单一, 农资等物价上涨, 政策性影响较大等制约因素, 并提出要通过坚持工业反哺农业, 大力促进就

业创业, 不断壮大村级经济, 提升统筹城乡发展水平, 创新富农政策等措施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保证

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实现倍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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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 “十八大” 报告提出, 到 2020 年, 实现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江苏省江阴

市提出要通过努力在 “十二五” 期间实现城乡居

民收入倍增。 其重点是要促进农民增收, 这是缩小

城乡差距,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关键。

1　 江阴市农民收入增长情况

近年来, 江阴市统筹城乡发展, 通过推进农业

高效化、 经营组织化、 种养科技化、 农民职业化、

资产股份化、 保障一体化等模式和手段, 不断增加

农民收入, 呈现出明显特点。
1． 1　 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情况看, 保持了持续

较快增长的势头。 2011 年江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达 1． 746 0 万元, 比 2010 年增长 17． 2% , 连

续 12 年位居江苏省首位。 “十一五” 期间, 江阴

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幅都在 10% 以上, 年均增

长达到 11． 77% (表 1)。
表 1　 江阴市 “十一五” 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农民人均纯收入 (万元) 0． 941 1 1． 064 1 1． 197 5 1． 317 2 1． 489 8

比上年增长幅度 (% ) 10． 14 13． 07 12． 54 10． 00 13． 10

1． 2　 农民收入结构呈现积极变化

江阴市农民收入以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性收

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 其中工资性收

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比重处于绝对主导

地位, 但总体来看呈下降趋势; 其他 3 项收入则呈

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4 项收入的比重由 2006
年的 80． 10 ∶ 11． 22 ∶ 4． 57 ∶ 4． 11 调整为 2010 年的

78． 55 ∶ 11． 59 ∶ 4． 73 ∶ 5． 13 (表 2)。
表 2　 江阴市 “十一五” 农民收入构成情况

年份收入构成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9 411 100 10 641 100 11 975 100 13 172 100 14 898 100

其中

工资性收入 7 538 80． 10 8 364 78． 6 9 434 78． 78 10 363 78． 66 11 702 78． 55
家庭经营收入 1 056 11． 22 1 201 11． 29 1 369 11． 43 1 520 11． 54 1 727 11． 59
财产性收入 430 4． 57 517 4． 86 556 4． 64 618 4． 7 705 4． 73
转移性收入 387 4． 11 559 5． 25 616 5． 14 671 5． 1 764 5． 13



1． 3　 农民收入的群体结构不断优化

从农民收入的群体结构看, 逐渐呈现两头小、
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 特别是低收入的农民群体不

断缩小, 结构不断优化[1]。 据统计, 江阴市人均

纯收入在 8 000 元以下的农民占比从 2005 年的

37%下降到 2009 年的 19% , 而人均纯收入在 13
000 元以上的从 2005 年的 19% 上升到 2009 年的

41% ; 截止 2009 年, 人均纯收入在 10 000 元以下

的农民占比为 36% , 而 10 000 元以上的则占到

64% (表 3)。
表 3　 2005 ~ 2009 年江阴市农民收入的群体结构情况　 　 　 　 %

年份 8 000 元以下 8 000 ~ 10 000 元 10 000 ~ 13 000 元 13 000 元以上

2005 37 24 20 19
2006 37 30 19 14
2007 22 30 34 14
2008 28 21 19 32
2009 19 17 23 41

2　 实施农民收入倍增的预测

党 “十八大” 报告提出, 到 2020 年, 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江苏省从 2012 年开始启动实施 “城乡居民收入七

年倍增计划”; 无锡市则提出了 “城乡居民收入五

年倍增计划”; 江阴市作为县域经济的排头兵, 计

划在 “十二五” 期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
如果按照江阴市 “十一五” 期间农民人均纯

收入年均增长 11． 77%的幅度预测, 没有其他政策

性影响, 则江阴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要实现在 2010
年的基础上倍增需要 7 年时间, 这显然达不到 5 年

倍增的要求。 也就是说 “十二五” 期间江阴市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必须比 “十一五” 时期

要高, 才有可能实现倍增。
而如果按照倍增计划, 到 2015 年, 江阴市农

民人均纯收入要实现由 2010 年的 1． 489 8 万元提

高到 2． 979 6 万元, 也就是在 2010 年的基础上翻

一番, 则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 14． 87% , 这个增速

比江阴市在 “十一五” 期间的年均增速 11． 77%提

高了 3． 1% , 也就是说按 5 年计划, 平均每年增幅

要提高 2%才能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 这对江阴来

说是个挑战, 但从 2011 年江阴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增长情况来看, 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2011 年江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 1． 746 0 万

元, 比 2010 年 增 长 17． 2% , 超 过 年 均 增 长

14． 87%的测算增幅。

3　 阻碍农民收入倍增的制约因素

3． 1　 收入结构相对单一, 难以持续较快增长

“十一五” 期间, 江阴市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

积极的变化, 但总体来看, 农民收入仍然以工资性

收入为主,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比例还不高 (表 2), 一旦工资性收入受到如金融

危机的影响, 进而势必会影响到农民整体收入的持

续较快增长。 因此, 农民收入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

化[2]。
3． 2　 收入差距依然存在, 农民收入可能 “被增”

由于江阴市各镇 (街道) 资源禀赋和发展程

度存在差异,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造成东部与西部、
北面与南面、 镇与镇、 村与村的收入还不是很平

衡, 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一定程度上存

在, 如江阴市经济强村和薄弱村的差距非常大, 如

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改善, 未来农民收入可能只

是 “被增”, 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倍增”。
3． 3　 农资等物价上涨, 农民增收而不 “增效”

近年来, 受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 农资也搭

便车涨价, 这就加大了农业生产的成本, 影响了农

业效益, 一定程度上也抵消了因农产品价格上涨给

农民带来的收益, 压缩了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空

间。 对于这一点, 农民有着切实感受, 反应也比较

强烈。 因此, 未来必须解决农民增产而不增收, 农

产品价格上涨而农民得不到实惠的问题, 否则农民

的收入倍增只能是名义上的倍增[3]。
3． 4　 政策因素影响较大, 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 “十一五” 期间良种补

贴、 农机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实施, 促进了农民转移

性收入的持续增长, 但年均增长并不快, 江阴市年

均增长仅为 6． 87% 。 而随着相关政策性因素逐步

到位, 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持续给力, 农民增收的政

策效应将会逐渐减弱, 未来这方面的增收空间也将

逐渐缩小, 农民增收难度将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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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障农民收入倍增的对策建议

综观江阴市农民收入增长情况, 实现农民收入

倍增有着扎实的经济、 社会和政策基础, 但要确保

实现倍增计划也要克服诸多困难, 付出极大努力。
4． 1　 把工业反哺农业作为保倍增的动力源

“十八大” 报告指出, 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

度,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

放活方针。 江阴市在反哺农业、 支持农村、 回报农

民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是以江阴强大的工业

为基础的。 未来要保障农民收入倍增必须不断加大

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 构建以新兴产业为主体、 先

进制造业为支撑、 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

系, 进一步夯实农民就业增收的基础。 继续通过以

工投农, 以工办农, 以工带农, 以工富农, 以工扶

农, 以工促农, 以工补农等多种反哺模式, 大力发

展高效生态农业, 提高农业效益; 加大 “三资”
投农力度, 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进而巩固农民工资

性收入, 为农民增收提供持续动力[4]。
4． 2　 把促进就业创业作为保倍增的着力点

十八大报告指出, 就业是民生之本, 要贯彻劳

动者自主就业、 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和鼓

励创业的方针,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

业政策。 对于农民而言, 就业仍然是当前增加收入

的最重要途径, 要实现倍增就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

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因此, 要加大农民培训力度。
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突出农民素质

培训、 订单培训、 专项培训和职业经理人培训, 培

养和造就大批农村致富能人。 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

移。 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 打破城乡就业界

限, 消除就业歧视,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

业。 要加强农民创业服务。 实施更为宽松的创业政

策, 放宽领域, 降低门槛, 放活民营经济, 扶持中

小微企业, 推动农民从务工向创业转变, 挖掘农村

发展、 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4]。
4． 3　 把壮大村级经济作为保倍增的孵化器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农民增收的重大来

源[5]。 江阴市村级集体经济基础较好, “分红” 致

富是江阴农民的一大优势。 依托强大的村级经济,
组建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

入, 江阴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要点面结合, 上

下联动。 坚持政府指导、 典型示范、 政策引领、 村

企互动, 一手抓华西村、 长江村等新农村建设典型

示范, 一手抓经济薄弱村帮扶脱贫转化, 推动村级

经济市场化、 规模化、 产业化, 为农民增加来自村

级集体的分配收入奠定物质基础。 要因地制宜, 各

具特色。 坚持一镇一特、 一村一品、 一企一策, 分

类指导, 探索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土地股份合作

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之路, 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 要加强管理, 保值增值。 完善村

级经济产权制度, 规范集体资产经营管理, 优化资

产结构, 提高集体资产的盈利能力, 形成集体财力

的稳定增长机制, 提升股东分红水平, 有效增加农

民来自村级经济的财产性增值收入。
4． 4　 把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保倍增的支撑力

“十八大” 报告指出,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

“三农” 问题的根本途径。 要将城乡发展一体化作

为促进农民收入倍增的战略选择[6], 对江阴而言

要以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助推农民收入实现

倍增。 要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着力推进居民养老保

险农村层面, 即征即保新征地农民, 提高新农合保

险水平, 稳妥推进 “三置换” 改革, 进一步加大

农民保障增收力度。 要提升社会帮扶水平。 完善城

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 建全低保标准增长机

制, 扩大农村救助覆盖面, 发展农村慈善公益事

业, 确保农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

高, 低收入农民群体数量逐渐减少。 要提升社会事

业水平。 加大农村家庭困难学生教育资助力度, 完

善城乡一体的医疗服务、 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体

系, 以社会事业水平的提升保障农民收入的增长。
4． 5　 把创新富农政策作为保倍增的强心剂

政策性因素对于农民增收至关重要, 各项支农

惠农补贴政策, 转移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

增速点。 而要实现农民收入倍增还须政策创新[7],
单靠转移性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更要在稳定补贴政

策的同时, 加大富农政策创新力度, 增加农民其它

收入来源。 要创新土地流转模式。 坚持政府引导、
法人投资、 企业经营、 产业化开发, 建立完善市场

化、 规范化的土地流转制度。 在加快建设土地股份

合作社基础上, 创新土地流转经营方式, 通过土地

入股兴办合作农场等方式, 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
产业化, 提升土地产出效益, 放大农民土地流转收

益。 要完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 充分考虑农民

权益, 实行货币化安置、 实物安置、 货币化与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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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相结合的多元化安置方式, 增加农民住房拆迁

收入, 引导镇 (街道) 拆迁补偿标准逐步与市集

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接轨, 切实保障农民利

益。 探索改革安置房产权制度, 逐步放开安置房转

换为大产权房, 促进农民资产大幅增加。 要加大金

融支农力度。 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提高信贷投

放力度, 降低民间融资成本, 完善农业风险保障体

系, 发挥金融合力, 使广大农民从农业的每个链条

都能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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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BLEM OF FARMERS' INCOME DOUBLING-TAKING
JIANGYIN CITY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Dong Lifeng
(Party School of Jiangyi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angyin　 21443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in Jiangyin cit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ea-
sibility of the farmers' income doubling, pointed out the limited factors such as the single income structure, agricul-
tural materials rising, the policy, and so on, and put forward some method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income doubling
by insisting on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vigorously promoting 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improving the
village economy, enhancing th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 and innovating peasants policy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and rapid growth of the farmers' income.
Keywords　 farmers' income; doubling; Jiang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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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TY-FREE APPLICATION AND FOLLOW-UP MANAGEMENT
ON IMPORTED EQUIP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Wang He, Zhao Linping, Wang Fang, Wang Liwei, Qi Qunyua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mported equipment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andardizing the duty-free application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ational fund use and equipment run efficiently. Taking th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al regionaliz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
troduc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ported equi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duty-free application, analyzed the focus of
follow-up management work on imported equipment, and summarize some management experiences for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units.
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mported equipment; duty-free application; follow-up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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