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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民生活质量评价与比较

陈长华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亦使农民生活上了新的台阶。随着二于一世纪行将到来，人们对

实现小康这一宏伟目标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江苏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对于农民生活能否提前实现小康目标，人们尤为关

注。因此，对江苏农民生活质量变化的历史过程及现状进行评价与比较，客观认识江苏农民生活现状，分析农民生活质量的差

距，探求江苏农民生活质量的发展前景，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江苏农民生活质呈的历史变动及现状特征

（一）收入增加：江苏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基本标志。

建国四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江苏人民的艰苦奋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苏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绝大多数农民摆脱了贫困，逐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据江苏农村住户调查资料，1991 年全省虽然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农民人均收入有所下降，但仍然达 847.1 元①，比 1.54 年

增长 8.6 倍。其中，从 1979 年到 1991 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4.23 倍，年均递增 12.8%，远远快于前二十五年年均递增 3.3%

的速度。对农民集团内部的收入分布研究表明：人均纯收入在 300 元以下的农户仅占 3.2%，人均纯收入在 500-1000 元的农户已

占到 47.1%，人均纯收入在 1000 元以上的农户已占到 30.2%，这部分农户已开始进入小康阶段。

随着农村经济由传统、半自给逐步向现代化、商品化转化，农民的货币收入不断增加。农民购买力不断增强。1979 年农民

人均全年总收入中货币收入为 116.6 元，收入货币率为 51.0%；到 1991 年全年人均总收入中货币收入为 951.5 元，收入货币率

达到 79.5%，比 1979 年高 28.5 个百分点。这标志着江苏农民收入的商品化程度已发展到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农民人均手存现

金和存款余额由 1979 年的 21.18 元提高到 1991 年的 300.9 元，增长了约 14 倍，农民的消费支付能力显著增强。

（二）消费增长：江苏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体现。

从农民生活消费过程中的消费活动及消费结果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 年以前。主要特征是农民生活消费品长期自给为主，生活普遍比较贫困。从建国初期到 1979 年这三十年间，

江苏农民的收入、消费支出增长很慢，生活消费品主要来自于自产部分。1979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28.6 元，比 1954 年增加

140.6 元，平均每年只增加 5.9 元。在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水平很低，1979 年人均食品支出为 101.4 元，月均仅 8.5 元，

与 1957 年相比，22 年间仅增 1.9 元，增长 2.4%。生活消费品近 50%是农民家庭自产自给的。

这一阶段农民的食品消费中，主食近占 60%，副食很少；住房条件很差，1979 年人均住房支出仅 18.0 元，根本无力建房。

1979 年农民主要消费品的消费量为：人均消费粮食 302 公斤、植物油 2.5 公斤、蔬菜 108 公斤、肉类 5.7 公斤、蛋类 1.3 公斤、

食糖 1公斤、棉布 4.2 米、化纤布 1米；每百户拥有自行车 26 辆、缝纫机稀架、收音机 20 台、钟表 62 只，从总体上看，这一

阶段江苏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处在贫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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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80 年至 1985 年间，农民的生活消费主要特征是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收入的迅速提高，进入消费品数量

补偿、扩张阶段，文化生活条件改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农村经济全面增长，农民收入

迅速提高，农民生活消费进入补偿消费时期。198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492.6 元，比 1979 年增加了 292.5 元，年均增加 48.8

元，年均增长 16.2 环。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的需求支付能力增强，各类消费全面增长。1085 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 415.6 元，

比 1979 年增长 1.5 倍，年递增 16.1%。其中，生活消费品支出 403.7 元，年递增 16.2%；非商品支出 11.9 元，年递增 13.7%。

（1）食品消费支出全面增加，1985 年人均食品支出为 216.5 元，比 1979 年增加 115.1 元，年递增 13.5%。其中，主食支

出年递增 6.1%，副食支出年递增 17.7%。

（2）衣着消费方面，棉布消费量下降，化纤布消费量增加较多，呢绒、绸缎、皮鞋等的消费从无到有。

（3）住房条件迅速改善。1985 年人均住房支出为 81.4 元，比 1979 年增长 3.5 倍，人均住房面积达 16.4 平方米，其中砖

木和钢筋混凝土结构面积达 12.2 平方米，占 74.4%。

（4）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显著增加。“老四大件”在这时期大量增加，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也

从无到有进入农家。

（5）农民的文化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1985 年农民人均文化娱乐用品及文化生活服务支出达 21.3 元，占生活消费支出

的 5.1%，比 1979 年的 3.3%提高 1.8 个百分点。



3

第三阶段，1986 年至今，主要特征是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由注重数量转化到注重质量，消费结构

变化加快。从总体上看，全省农民的生活已进入温饱有余、向小康过渡时期，其中部分农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在食品消费方面，主食消费的增长逐渐放慢，甚至有所下降，价格高、营养丰富的副食品及其它食品消费的增长很快。

1991 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 430.6 元，比 1985 年的 216.5 元增长近 1倍，年递增 12.1%，其中，主食支出 82.9 元，下降 4.4%；

副食、其它食品等的支出 347.7 元，增长 1.7 倍，据测算，1991 年全省农民人均热能摄入量为 2547.7 千卡勿，超过了卫生部门

推荐的 2400 千卡／人／日的标准。

（2）农民的衣着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高档的呢绒、绸缎、毛线类、皮鞋的消费大量增加，并且由购买布类向购买成衣转

化。同时，衣着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下降。1991 年人均用于衣着方面的支出 65.2 元，比 1985 年增加 28.8 元，占生活消费

支出的比重由 12.7%下降到 7.9%。

（3）住房支出在经过 1986 年至 1988 年的迅猛增长后，于 1989 年开始缓慢下降。1988 年人均住房支出 205.3 元，比 1985

年增长 154.4%,1991 年则比 1988 年下降 29.7%。这一阶段，农民的住房面积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房屋质量也得到很快提

高，楼房面积增多，开始注意住房的配套建设，讲求室内装演。1991 年全省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 23.3 平方米，其中钢筋混凝土

结构和砖木结构面积达 21.1 平方米，占 90.6%，分别比 1985 年增加 6.9 平方米和 8.9 平方米。提高 16.2 个百分点，农民在新

建住房时，有 64.6%的面积是楼房。

（4）这一阶段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特点是，“老四大件”已趋于饱和，“新四大件”（电视机、电风扇、收录机、洗衣机）

大量涌入农民家庭，电冰箱、摩托车的购买也从无到有，卡拉 OK、电子游戏机也开始进人寻常百姓家。

（5）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1991 年人均文化娱乐用品及文化生活服务支出达 72.1 元，比 1985 年增长 2.4 倍年递

增 22.5%，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 5.1%提高到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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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智力投资，农民文化程度提高，这是反映农民生活质量是否有效改善的重要标志和能否有效改善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知识的作用、教育的重要。收入的提高，使农民进行智力投

资，提高自身素质有了可能；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又是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的保证。农村儿童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

高，1991 年已达 87.8%。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已由 1985 年的 5.54 年上升到 1991 年 6.58 年。农民致富已由体力型致富

向智力型致富转变。

（四）农村生活环境改善：农民生活质 t提高的综合休现。

四十多年来，农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健全了农村医疗卫生网点，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

农村商业、服务业网点的增多，方便了生产、生活；农村交通、通讯、电力的发展，更是改善了农材的生活、生产条件，大大

方便了城乡经济、文化的交流。到 1991 年，全省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20.9 人，有 95.10%村设有医疗点；农村乡级公

路的比例达 99.9%；农户用电照明的比例达 89.0%。

二、江苏农民生活质量的地区差异

由于自然、历史、人文等的原因，全省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南北梯次性，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江苏农民生活

质量亦有明显的差异。根据经济类型，我们把全省分成南、中、北三个地区，并利用 1991 年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比较。

（一）农民收入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南、中、北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85 年苏南农民人均

纯收入为 692.6 元，苏中 491.5 元，苏北 377.2 元，南北差异只有 0.8 倍多。以苏北为 1，则苏中、苏南分别为 1.3 和 1.8。1991

年苏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497.1 元，苏中 916.2 元，苏北 679.6 元，南北差异为 1.2 倍，如以收入最低的淮阴市为 1，则收入

最高的苏州市为 2.86。

（二）生活消费结构的差异。

1991 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苏南为 1396.3 元，苏中为 914.9 元，苏北为 628.4 元。如以苏北为 1，则苏中为 1.46，苏南

为 2.22，与农民收入相对应。生活消费构成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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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的数字来看，农民生活消费的各个组成部份具有明显的南北梯次性：

1.分析食品支出的构成可以看出，食品支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副食品的支出上。1991 年人均主食支出苏北比苏南高 6.1 元，

人均副食支出则是苏南高出苏北 155.3 元，

2.农民的住房条件，苏南明显好于苏中、苏北。1991 年苏南农民人均住房支出 327.6 元，分别是苏中和苏北的 2.2 倍和 5.4

倍。住房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苏南为 23.4%、苏中为 16.6%、苏北为 9.6%。截至 1991 年底，苏南农民人均砖木结构和钢

筋混凝土结构居住面积已达 36.7 平方米，苏中为 23 平方米，苏北仅 13 平方米，相差甚为悬殊，而且苏北农民的住房仍有 25.7%

是土墙草顶。

3.所有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以苏南最高。表 5具体反映了苏南农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黄高于苏中、苏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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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苏南农民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日益增多，一方面家庭拥有的文化娱乐用品的数量增加，另一方面

文化、哪电、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健全，为农民参与文化娱乐、享受社会服务提供了便利条件。1991 年，苏南农民人均文化、生

活服务支出为 78.1 元，苏中 55.5 元，苏北 40.0 元，苏南高出苏北 40.7%。

（三）农民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

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的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呈递减趋势，分别为 93.4%、91.1%和 84.4%。而劳动力中的文盲或半文

盲率则呈递增趋势，分别为 11.0%、17.2%和 24.4%。以劳动力的文化指数来表示这种发展状况，则苏南、苏中、苏北分别为 7.33、

6.72、6.08，高低相差 1.25。市与市之间的差异则更为明显，最高的苏州市达 7.9，最低的淮阴市只有 5.8，差距达 2.1。

（四）农村生活环境的差异。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苏北在城乡交流、商业服务、医疗卫生设施、电力事业等方面均不如苏南。1990 年农村每万

人拥有医生数，苏南为 9.67 人，苏中为 6.67 人，苏北为 8.22 人；1991 年农户用电照明普及率，苏南为 99.3%，苏中为 98.5%，

苏北为 81.9%。

三、江苏农民生活质量在全国的位次

把江苏农民生活质量状况与全国各省（市）进行比较，可以更全面认识江苏农民生活质量状况。下面以 1990 年的数据就评

价指标体系中的主要指标进行简单的比较。

（一）1990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686.3 元，江苏为 959.1 元，位居全国第六。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数的

39.7%，但与排名在前的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的差距都在 100 元以上。1990 年苏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544.7 元，排在

上海之后，位居全国第二。

（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国平均为 6,2 年，江苏为 6.24 年，位居第十八位。苏南为 6.92 年，位居第九。

（三）农村适龄儿童人学率，全国为 82.9%，江苏为 88.4%，位居第七位。苏南为 93.7%，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

（四）农民人均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居住面积，全国为 11.1 平方米，江苏为 19.6 平方米，位居第三，次于上海和

浙江。苏南为 35.8 平方米，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

（五）平均每户电视机拥有量，全国为 44.4 台，江苏为 54.4 台，位居第十二位。苏南为 81.7 台，位居第四。

（六）综合比较。为了综合评价江苏农民生活质量在全国的位次，我们利用主成份分析方法来进行排序。通过计算，江苏

的得分排名全国第七位，前六位分别是上海、北京、浙江、天津、辽宁和吉林，而苏南农民生活质量评分则位居全国第二，仅

次于上海。

四、对进一步提高江苏农民生活质量的思考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而农村小康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生活

质量的提高。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江苏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断缩小地区间的差异，达到消灭贫困，普遍实现小康是令后经济

建设中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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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全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关键。“七五”期间，我省农民人均纯

收入年递增 12.4 纬，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率并不很高，1989 年至 1991 年三年农民实际增长速度转慢，已经影响社会

购买力、市场的繁荣，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努力保证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农

村小康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快发展苏北，缩小地区差异，对提高全省农民生活质量，实现小康的意义尤为重大。江苏作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

的省份，农民生活质量已在全国占有很高的位次，但总体水平下掩盖着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苏北地区目前对全省农民生活质

量的提高、农村小康的建设已是一个很大的牵制。没有苏北的加快发展、地区差异的缩小，对于全省农村小康的实现将是非常

困难的。

（三）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农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江苏农民生活已进入温饱有余阶段，生活消费以质量充实为

主。因此，必须适当调整产业结构，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促进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四）引导农民消费，实现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收入的迅速增长，在先富起来的农民中间，存在

着房屋建造越来越大的趋势。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消费的引导，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建立健全农村生活服务基本设施，促进

农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实现。

注：

①由于自 1990 年起调整农户自产自用产品计价方法，为了可比，本文在纵向分析时，1990 年、1991 年均使用老价格资料；

在横向比较时，1990 年、1991 年均使用新价格资料，

②本文营养指标的计算，未能包括在外饮食部分，不可引用。

③苏南地区：苏州、无锡、常州；苏中地区：南京、镇江、扬州、南通；苏北地区：徐州、淮阴、盐城、连云港。

（陈长华，1966 年生，江苏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科员）

（责任编辑：言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