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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筹城乡经济、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内容。本文梳理近年来贵州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分析贵州城乡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提出贵州

统筹城乡经济、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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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贵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两大重要挑

战。2014 年贵州 GDP 总量 9，251.01 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排名 26 位，人均 GDP26，416

元，全国排名倒数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548 元，全国排名 27 位，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6，671 元，城镇农村居民收入比为 3.38。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大，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难度大。2000 年以来，贵州全面小康水平总体上呈稳步提升态势。根

据西部测算方案，贵州全面小康指数由 2000 年的 41.73%上升到 2012 年的 69.17%，离 2020 年

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有很大的差距，成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任务最艰巨的省份。贵州如何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

经济协调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建设取得较好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社会经济取得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建取得较大进步。特别是近年

来，在“工业强省”战略的正确指引下，贵州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加。2011

～2014 年，贵州 GDP 年均增长 12.98%，高于全国 4.92 个百分点。2014 年，贵州 GDP 达 9，251.01

亿元，预计 2015 年 GDP 总量有望出破万亿元。同时，GDP 占全国比重由 2011 年的 1.21%提高

到 2014 年的 1.45%。人均经济指标不断提高，人均 GDP 由 2011 年的 16，413 元上升到 2014

年的 26，393 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1 年的 16，495 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22

，548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1 年的 4，145 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6，671 元。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4 年贵州省城镇化率达到 40.01%，比 2011 年提高 6.20 个百分点。

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三大产业平稳较快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及对外贸易三大需求

持续扩大；教育、科技、文化及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扶贫工作迈出新步伐，全

面小康步伐加快。但也应该看到目前贵州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高位运行，

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难度大。 

 



二、城乡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突出 

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工业化阶段，城乡及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

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经济差距一般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规律

，即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贵州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经济总体

上处于非均衡态势，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高位运行，主要集中体现在收入水平差距、收入结构差

距、消费水平及结构差距等方面。 

(一)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差距变化情况可以发现：1978 年至今，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与全国情况趋

同，先扩大后缩小，呈现出库兹涅茨所谓的“倒 U 型”特征，同时也可以发现贵州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明显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1978～2006 年是贵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

时期，反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指标，即城乡居民收入比震荡上行。贵州城乡居民收入比

由 1978 年的 2.39 上升到 2006 年的 4.59，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

税以来，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缩小。2014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到 3.38，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逐步得到缓和。但和全国同期相比，贵州城乡收入比除少数年份外，其他年份均高于全国

同期水平。据 2015 年 7 月 27 日中国商情网公布的 27 省市 2015 年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285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3，113 元，和上一年同期相比有所反弹，为 3.95，在 27 省中城乡收入差距排名第二

，仅低新疆。 

(二)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差异明显，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偏低。贵州城镇居民总收入来源分

为工资性收入、经营者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出售财物收入共五项，农村居民

收入来源于前四项。从收入来源构成看，城镇居民以工资性收入(63.19%)为主，转移性收入

(25.75%)次之，经营性收入(9.42%)排第三，此三项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 98%。农村居民

以经营性收入(59.77%)为主，工资性收入(29.57%)次之，转移性收入(9.08%)第三，此三项收

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 98%；财产性收入在城乡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很小，均不到 2%。需要关

注的是农村居民获得转移性收入明显偏低。以 2013 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获得转移性支付

659.25 元，仅为城镇居民获得转移支付金额的 16.6%(2013 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收入 3，964.30

元)。 

动态来看，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呈现出上升趋势，占城镇居民

收入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农村居民的收入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

，占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呈现出上升趋势。 

(三)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差距缩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依然很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差距的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也在缩小，并且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收缩速度快于收入差

距的收缩速度。2008～2014 年贵州城乡收入比由 4.2 下降 3.38，缩小 0.82，同期城乡居民消

费支出比由 3.85 下降到 2.56，缩小 1.29，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

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所致。从绝对差距来看，农村消费水平依然很低，2014 年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为 5，970 元，不及 2008 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 3/4，农村消费水平落后城镇 10 年

左右的时间。 

从消费结构来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要优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2008～2014 年城乡居民



消费支出结构有所优化，食品支出比重下降，交通和通讯、住房、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有所

上升。2014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5.9%，消费支出集中在食品、教育文化娱乐(14.23%)、交

通和通信(13.65%)、居住(10.92%)及衣着(10.23%)。五项消费合计占总消费支出的 84.9%。农

村居民消费支出仍然为衣食住所主宰，2014 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42.96%，消费支出主要

集中在食品、居住(20.69%)、交通和通讯(10.33%)，合计占总消费支出的 73.98%。因此，农

村居民消费还停留在主要解决食物、居住及交通方面，优化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任重道远。 

 

三、贵州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虽然自 2006 年以来贵州城乡经济发展相对差距逐步缩小，但与全国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

平，且城乡发展水平绝对差距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造成贵州城乡经济差距扩大的因素依然

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城乡区位条件差异大，城

乡产业结构及布局不合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业融资难等长期制约贵州城乡经济协调发

展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全球经济放缓，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这些不利的外部条件为贵州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带来新的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和省内人民强烈的发展要求，贵州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动城乡经济共同发展。提升工业

化城镇化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是加快贵州经济发展，同步建设全

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省经济持续下行，这虽然与大环境有关，但是根本原因在于

贵州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解决。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农产品加工度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总量较小，虽然增长速度

快但还难以抵消能源、原材料等传统支柱产业下拉的影响；服务业比重偏低，金融、信息、科

技、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二是城乡结构不合理。2014 年

我省城镇化率为 4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以上；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城

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 

(二)支持农村教育发展，阻止农村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减少返贫现象发生。贵州城乡经济

发展差距大，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庞大，扶贫工作任务繁重，必须要增强扶贫工作的有效性、精

准性，提高贫困人口的致富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减少返贫现象发生。知识改变命运

，教育斩断“穷根”，抓好教育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治本之策。全省贫困人口中，绝大

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或只受过很少的教育，没有能力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这是导致贫困的根源

。贵州要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必须抓好抓实。贫困

代际传递问题虽是顽疾，但只要注重从根源上抓起，方法得当，持之以恒，就必定能够取得成

效。 

(三)培育发展山区特色农业，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经济进步。贵州地处云贵高原

，以高原山地为主，气候立体多样，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资源禀赋。近年来，各地依据自然资

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坚持改革创新，以开放的态度、市场的方法、科技的手段来发展现代

山区特色高效农业，农业特色产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坚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加快发展山区特色高效农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基础设施联通化，资源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对促进我

省农村经济发展和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四)改革财税金融制度，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城乡经济共同繁荣。回顾贵州城乡经济

发展差距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发现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和 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都使得城乡

居民差距缩小，这说明有利于农村财税制度的改革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快财

税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城乡一体的财政税收金融制度，创新农业产业融资方式，增加金融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持续扩大财税支农政策，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促进城乡经济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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