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城乡差距分析与特征研究 
 

潘康 单晓娅 周莲 

 

内容摘要：贵州作为一个内陆山区省份，人口发展快，农业人口比重大，城乡二元结构突

出，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从而拉大了城乡差

距。本文通过收集整理 1978 年以来，36 年间贵州城乡差距相关指标和数据，在处理和分析这

些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对贵州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探讨了缩小贵州城

乡差距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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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城乡差距现状 

城乡差距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上的差异，其表现是多方

面的。改革开放以来，贵州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都取

得了重大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城乡之间的差距

仍然在扩大。 

1．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是城乡差距最直接的表现。1978 年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明显高于

农民，绝对值差呈现不断扩大趋势。2014 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值差达 15876.99 元，是 1978

年的 100 多倍。 

城乡居民的收入剪刀差呈扩大趋势。1978-2014 年城镇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 7.1%，农民收

入年平均增长 6.4%，低于城镇 0.7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大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 1978

年的 2.39:1 上升为 2014 年的 3.38:1。 

2．城乡消费差距呈波动中扩大态势。 

1978 年以来，贵州城乡消费支出比总体呈波动中扩大态势，波动幅度与城乡居民收入比

波动幅度接近。由于近年实行惠农补贴、家电下乡和提高农村保障等，活跃农村消费市场的政

策，2005 年以来，贵州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幅度大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幅度。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贵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食品消费占比逐渐缩小，衣着

、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消费增加较快。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仍然高于城镇。 

3．城乡教育差距依然较大。 

贵州城乡教育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城乡学校在设施、教学环境、教师水



平等方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贵州 15 岁及以上人口中，乡村文盲人口比重达 15.0%

，6 岁及以上人口中，乡村未上过学的人口比重达 13.3%，均高于城市 10 个百分点以上。乡村

人口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阶段，乡村仅上过小学的人口比重为 50.2%，高于城市 27.6 个百

分点。2010 年乡村小学校舍危房面积占校舍建筑面积的比例达 0.8%，高于城市小学 0.6 个百

分点。农村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比城市少 2.44 台，农村小学生均拥有图书藏量

比城市少 4.29 册；生均占有固定资产和仪器设备总值，农村小学比城市小学分别少 1388 元和

203 元。城乡师资水平差距较大，农村学校专任教师的学历普遍低于城市。 

4．城乡医疗差距较大。 

农村医疗机构无论是在床位，还是在卫生人员等的配备上，与城市医疗机构有着一定的差

距，全省的医疗卫生资源仍然相对集中在城市。2014 年，平均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

数 1.06 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3.06 张，差距比 2010 年扩大 1.08 张。农村医疗卫生人员匮乏

，贵州平均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 0.92 人，平均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1.01

人，仍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家庭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都远高于农村居民家庭，2014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是农村的 2.5 倍。 

5．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依然存在。 

城市比农村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项目相对较多，覆盖范围也相对全面。

在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2014 年末，贵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687.14

万人。城镇职工参保 354.76 万人，其中农民工仅 16.79 万人，占全部参保人员的 2.4%。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3 个主要医保制度，在筹资、

缴费、受益水平和管理机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6．城乡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差距较为明显。 



由于资金投入“城市偏向”和缺乏统一规划，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同步。农村通油路率还

不高，大部分农村道路还属于机耕道、沙石路等，路面断裂、不能及时维修改善的问题普遍存

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仍然滞后，2011 年末全省农村电话用户占全部固定电话用户的 22.9%。2014

年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有移动电话 218.1 部，拥有量仍低于城镇。部分农村居民饮用水存在一

定困难，农村供水管道铺设不够，使用管道水的农户比例较小，很多地方水源在水量上得不到

保障，水质上也达不到安全标准。在生活燃料消费结构中，城镇居民基本用上了煤气、天然气

、液化气以及电热等现代燃料，而在广大农村地区除少部分农村居民用上了液化气外，煤、秸

秆和柴薪仍然是大部分农村居民做饭生火的主要燃料。城市卫生状况得到持续改善，2014 年

贵州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86.9%，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72.6%。而农村房屋周围大部分只有

简单的排水沟，厕所、厨房多为简易房，垃圾随意堆放，加之有的畜禽散放喂养，造成居住周

边环境脏乱差现象突出，严重威胁农村居民身体健康。 

 

二、城乡差距成因分析 

贵州城乡差距原因复杂，既有自然、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贵州是全国自然生态环境

条件恶劣、基础差、欠发达、经济落后的省份，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严重滞后，而且在改革开放 30 年的进程中，这种滞后依然存在。 

1．生态环境问题严重。 

建国以来，贵州人口增长快，户籍人口每年增加约 45 万人，人口密度已达 245 人／平方

公里，高于全国。全境地形起伏大而多变，平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 3%。由于地理位置原

因，以旱灾为代表的农业气象和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特点的地质灾害及其灾害链，使得贵

州自然灾害问题相对严重。贵州山高坡陡，土地贫瘠，草地自然条件差，加之各类工程建设影

响、对土地的掠夺式利用和缺乏恢复保护措施，导致并加剧了水土流失，形成石漠化。人口众

多、难以承载的土地、环境恶化、灾害频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 

2．农村人口多、素质低。 

2014 年末贵州户籍人口中农业人口 3616.27 万人，比重从 1978 年的 88.6%下降到 2014 年

的 83.6%，但绝对数量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2014 年末贵州乡村人口 2104.47 万人，占总人

口的 60%。贵州农村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从而产生“低素质屏障效应”。由于文化程度

限制，农村劳动力普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劳动。2014 年贵州

农民收入仅高于甘肃，排全国第 30 位。在全国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全省 88 个县农民收入水平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占到一半，覆盖农业人口占全省总量的 55%左右。以县为单元进行考察

，贵州农民收入水平分布格局不符合一般的正态分布规律，而是收入水平越低，所覆盖的县数

量和农业人口越多，类似于“金字塔型”分布，而且中高收入段覆盖较少。这种收入分布格局

，为提高全省农民收入水平增加了难度。 

3．农业基础十分脆弱。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防灾抗灾能力弱，工程性缺水、农田灌溉设施标准低严重影响粮食生



产安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大量耕地不得不用于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制约农业结构调整

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的实施。2014 年，贵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3138.35 千公顷，占农作物

播面的 56.9%。农业投入不足。2014 年，全省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林水事业的支出为 447.19 亿

元，占全部财政支出的 12.6%。全省第一产业投资 606.05 亿元，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4.6%。农业投入中，能直接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比重相对小些，而对重大水利工程、

生态建设工程等社会效益显著、受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更多一些。 

4．城乡产业发展不均衡。 

1978-2014 年，贵州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4.8%，低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5.3

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41.7%下降至 2014 年的 13.8%0

种植业比重大，畜牧业、林业等其他农业发展较为缓慢，2014 年农业增加值占—产的比重仍

在 65%左右，而畜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为 25%，落后的粮猪型传统农业结构没有大的改变。农

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缺乏经济总量的支撑和强大的市场推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产业

化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行业单一、带动能力不强，且绝大部分从事农产品初加

工，很少涉及精深加工，产业链条短，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产品增值能力弱，农业产业化

经营水平低、发展较慢。 

5．工业化水平滞后。 

2014 年，贵州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11005 元，排全国倒数第 3。贵州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

61.3：15.3：23.4，与全国相比，贵州—产就业比重比全国高 31.8 个百分点；2014 年贵州人

口城镇化率低于全国 14.7 个百分点，表明贵州的城市化水平远落后于全国平均，从而影响工

业化进程。按照钱纳里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二产比重、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程度等标准

来衡量，贵州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推进阶段，落后于全国处于中期的工业化阶段。工业化

水平滞后使得贵州城乡差距更加突出。 

6．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 

“城市——工业——市民”和“农村——农业——农民”两个相对封闭的运行系统，使工

业与农业分割，城市与农村分治，市民与农民分离，阻碍了城镇化发展进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水平的提高。2014 年贵州城镇化水平比全国低 14.7 个百分点。贵州农村城镇化水平低，全省

58 个县城镇化率低于 40%，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城镇发展尚存很多不足，城镇化建设缺乏

必要的产业支撑，最终使城镇的辐射带动功能大打折扣。大量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难以有效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大、比重高，严重制约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三、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预测 

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表明，在某一时段内，特别是工业化阶段，城乡差距和区域

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倒 U 型理

论假说阐明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种变化规律。倒 U 型曲线表明：在经济增

长早期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大，尤其是在国民人均



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在经济增长的

后期阶段收入差距又会缩小，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 U 的形状。一

般认为，当非农人口所占比重达到 60%~70%，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时，收入差距达到倒 U

型曲线的拐点，收入差距会出现逐步缩小趋势。从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来看，与

倒 U 曲线基本一致。贵州经济发展总体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加

速发展阶段，2014 年贵州非农人口所占比重达到 40%，人均 GDP 达到 4295 美元，因此预计贵

州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处于上升期，城乡收入差距还更靠库兹涅茨曲线倒 U 形的左侧，在一段时

期内差距还将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按照贵州经济发展规律，并结合近几年贵州农民收入增速

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趋势，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农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将继续稳步提高，而

且城乡收入总量差距会扩大，但城乡收入比会缩小。 

以 2014 年贵州农民收入 6671 元为基数初步测算，考虑贵州“三化同步”战略的实施，农

业现代化步伐加快，调整农业结构和支农惠农扶持政策的力度加大，农民收入将保持年均现价

增长 15%的增速，按此测算，2020 年农民收入可达 15400 元左右。以 2014 年城镇居民收入 22548

元为基数初步测算，考虑贵州积极实施扩大就业政策，出台增资和补贴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标

准，调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个税起征点等一系列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的惠民政策

，预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保持年均现价增长 12%的增速，按此测算，2020 年城镇居民

收入可达 44500 元。2020 年预计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民收入总量差距将达 2.91 万元左右，比 2014

年扩大 1.32 万元左右，但由于贵州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的趋势，城乡收入比会由 2014 年的

3.38：1 缩小到 2.88:1。 

 

四、缩小城乡差距的措施建议 

1．深入实施工业化带动战略，以工业化致富农民。 

通过工业化提升经济实力，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积极发展特色轻工业，打造好

“五张名片”，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吸引产业梯度转移，发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比较优势，改善贵州农业劳动力就业状况。 

2．深入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 

通过城镇化孕育更多产业，走山区特色城镇化道路，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在城镇就业生活

。加快推进黔中经济区核心区城市建设，促进要素流动和功能整合，增强城市辐射带动能力。

加快培育发展一批特色小城镇，提升中小城市承载能力，按照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

的原则，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强化产业支撑。加快城镇与农村在公共服务政策上的有效衔接，

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构建山地现代农业体系，壮大农村经济实力。积极扶持主导产业发展

，推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着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培育竞争力和带动

力强的龙头企业，加强农业产业化基地和优势产业建设。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和特色农业，把



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与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推动农业生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强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

，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建设和完善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推动城镇道路、

供水、生活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及信息化向农村拓展。进一

步改善农村环境，整治村容村貌，大力推进“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6 项行动计

划。 

5．发挥财政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继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保证财政资金用于农业发展的比例和额度，加快调整财

政支出结构，加大力度扶持农业。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开发的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农业科技的投入。把金融政策和财

政政策加以有效沟通和协调，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创新，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农村，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难题。 

6．加大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努力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大力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全

面发展。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向农村倾斜的力度。继

续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积极推进农村

职业教育改革，广泛开展农民工技术培训为农村发展培育更多适用性人才。 

7．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加强农村公共卫

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加快建设扶贫开发、农村低保、

临时救助制度有机融合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继续扩大城乡

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保水平，逐步实现城乡居民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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