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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 

王育霞
1
 

(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镇江 212003) 

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农民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针对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现

状，采用锡尔系数分解法对江苏各区域农民收入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得出区域非农经济发展水平、支农

支出比重、农业生产条件和第一产业发展状况是导致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提出了缩小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

异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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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自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江苏省农民收

入整体上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因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和历史背景，地区间各依其本身的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化，这种地

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产生，直接影响着地区间收入的不平衡。因此，以农民收入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对农村经济区域性差异的

认识和新农村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概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江苏农村经济以单一的农业为主，各地的差异不大。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江苏省农村逐步形

成了三个不同特点的经济区域[1]，即苏南地区(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和镇江市)、苏中地区(扬州、南通和泰州市)和苏北地

区(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和宿迁市)。三个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自南向北依次递减。苏南的发展水平引领全省，是发

达地区；苏中的发展水平与全省总体持平，但与苏南相比仍存在明显的“落差”，属次发达地区；苏北又明显落后于苏中，属欠

发达地区。 

从图 1可以清楚地看出 2000 年以来全省分地区农民收入的变化轨迹。进入“十五”以后，各地区农民收入继续保持了稳定

增长的态势，但差距又有所扩大。2000~2002 年三大区域农民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平稳状态，从 2003 年开始这种差距显著扩大。

南中北农民纯收入之比(以苏北农民纯收入为 1)由 2000 年的 1.50∶1.14∶1 扩大为 2007 年的 1.74∶1.25∶1。三个地区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虽然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但由于地区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起点不同，长期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缩小地区之间

收入差距，反而造成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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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总体收入水平除区域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外，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更大，结构变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而且这种差

异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上。以南中北三城市为例，2007 年，无锡工资性收入达到 7312 元，在农民人均纯收

入中所占比重为 72.9%，家庭经营收入 1780 元，财产转移性收入为 934 元。南通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3973 元，比上年增长 14.1%。

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 2466 元，比上年增长 11.3%。财产性纯收入人均 97 元，比上年增长 38.1%。转移性纯收入人均 369 元，

比上年增长 9.6%。连云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2253 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 46.7%，对收入增量的贡献率为 45.8%。农民家庭经

营纯收入为 2479 元，比去年增收 277 元，增长 12.6%。农民人均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 96 元，同比增加 28 元，增长 41.2%，占

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为 2%。2007 年，无锡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连云港相比，两者之间相差 5059 元，接近与两市之间农民人

均纯收入差距(5198 元)。 

从图 2 中可看出工资性收入在三大区域农民收入中占有绝对比重，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收入比重均较小。无锡农民收

入的 75%都来自于工资收入，南通也接近 60%，连云港工资收入还不到 50%。故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资性

收入方面。家庭经营收入在无锡市农民收入中比例很小，在连云港农民收入中却几乎占到一半，可见苏南农民的非农收入是其

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苏北农民收入主要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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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分析 

测量地区差异的统计指标有很多，考虑到锡尔系数的可分解性，本文采用锡尔系数来测量江苏省三大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对

差异。锡尔系数又称锡尔熵，最早是由锡尔(Theil and Henri)于 1967 年研究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时提出的，锡尔系数越大，

就表示收入分配差异越大；反之，锡尔系数越小，就表示收入分配越均衡[2]。锡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N为区域数， 为第 i区域的人均收入， 为 yi 的平均值。 

如果把所有区域分成 G组，那么锡尔系数可以分解为： 

  

其中 Yg 为第 g 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Pg 为第 g 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份额。(2)式中的第一项表示每一组内各单位之间

的人均收入差异，第二项则表示各组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按照此法，上式的第一项就表示苏南、苏中、苏北内部的农民人均

收入差异，第二项表示苏南、苏中、苏北之间的农民人均收入差异。因此，江苏省农民收入的总体区域差异分解为苏南苏中苏

北内部差异与苏南苏中苏北之间的差异之和，这样可以计算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份额。 

按照公式(1)和公式(2)分别计算了从 2000 年至 2007 年间的锡尔系数及其构成(见表 1)。根据表 1中的有关数据可以绘出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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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省 2000~2007 年数据分析可知： 

(1)在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总体构成中，区间差异平均占总体差异的 79.51%，尽管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都以较快

的速度增长，但是它们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2000 年苏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苏中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31 倍，为苏北地

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50 倍，2007 年则扩大到 1.39 倍和 1.74 倍，分别扩大了 6.11%和 16.01%。各区间差异总和平均占总体差

异的 72%，区间差异是引起全省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区内农民收入差距中，苏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Theil 熵最大，最小

为苏中，苏南居中。其中苏北区内差异占总差异的 16%，苏中区内差异占总差异的 4%，苏南区内差异占总差异的 9%。由此可以

看出区内差异在总体差异中的贡献较小，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除区间差异。 

(2)苏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Theil 熵最大，说明苏北的内部差异最大。Theil 熵在 2000~2002 年逐渐减小，说明这个阶段

苏北农民收入的差距缩小。2003~2005 年基本没变化，2005~2007 年 Theil 熵先略下降后开始上升，苏北农民收入的内部差距开

始扩大。 

(3)苏中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Theil 熵最小，每年变化不大，苏中区内差异平均只占总差异的 4%。说明苏中地区农村经济发

展相差不大。 

(4)苏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Theil 熵介于苏北与苏中之间，说明苏南的内部差异介于苏北与苏中之间。自 2001 年开始有

逐年扩大的趋势。 

可见，地带间差异对江苏省农民人均收入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缩小苏南苏中苏北之间的差异对缩

小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需要关注苏北、苏南区域内部差异的日趋扩大。虽然苏北内部差异对江苏省

总体差异的贡献逐年下降，但它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还是比较突出，苏北内部差异成为仅次于地区间差异的第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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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 

造成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原因有很多， 涉及历史、自然条件和区位、政策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主要有地理位

置、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力度、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素质等方面。 

1.区位的差异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苏南是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自然条件优越，并且紧靠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受经济中心

辐射作用较强，经济基础良好，工业实力雄厚，城市化进程较快，农民就业率很高，农民收入中非农收入的增幅较快。苏北相

对而言，区域比较闭塞，离上海较远，且苏北的几个中心城市经济基础水平不高，对本区域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较弱，经济发展

相对缓慢，第一产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 

2.产业结构差异 

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后劲。2007 年，连云港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 17.03%∶46.73%∶36.24%；无锡为

1.43%∶58.48%∶40.10%；扬州为 7.69%∶57.02%∶35.28%。从上述的一、二、三产的比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北县域经济中

农业经济比重较大，工业、服务业不发达，与苏南、苏中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农产品和特色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尚未形

成规模，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后劲不足。 

3.农业投入差异 

三大区域的发展机遇不同，经济基础也不同，尽管各地区财政支农资金总体上有所增加，但相比，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占

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由南到北存在着显著差异[3]。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少的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农业排涝

抗旱的能力明显下降，因而也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同时在投入产出效益比较的情况下，农民对农业投入积极性不足，使以农

业为主的苏中苏北地区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6

4.乡镇企业发展的差异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苏南由于区位优势，自 90 年代以来，紧紧抓住浦东开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等发展机遇，从最初的为大工业配套发展转变成为一定的产业集群。同时随着城乡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国际资本、技术和管

理经验的引进，企业产品自营出口不断扩大，使苏南农村工业开始融入全球的产业分工合作和竞争[4]。相反，苏北受上海的辐

射较小，大多数县仍属于农业粮棉县，工业规模偏小，多为中小企业，主要从事纺织、化工等行业的生产，高科技含量偏低，

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5.劳动者素质差异 

劳动者的素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很大。苏南高校数量多，办学层次多，教学质量好。2007 年，苏南苏中苏北中专以上学校

所占的比例为 48.07%，43.54%，38.37%。中专以上毕业生比例为 28.45%，10.75%，7.78%。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苏南农民子女

接受中高层的教育机会多，因此苏南农民素质较高，他们就业渠道广，收入高。而苏北农民仍以初中和小学教育水平的人员为

主体，低素质劳动力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差，制约了他们的收入[5]。 

(二)因素的影响程度 

由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产业结构，劳动者素质，农村投入，乡镇企业的发展等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数据资料

的可取得性，引入下面变量： 

Y 表示江苏省 1978~2007 年的年均农民人均收入(单位：元) 

X1 表示江苏省 1978~2007 年的非农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即非农业产值与全部产值之比(单位：%) 

X2 表示江苏省 1978~2007 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值(单位：亿元) 

X3 表示江苏省 1978~2007 年的种植业结构的均值，即粮食播种面积与作物总面积之比(单位：%) 

X4 表示江苏省 1978~2007 年农业基础生产条件的均值，有效灌溉面积比，即灌溉面积与作物总面积之比(单位：%) 

X5 表示江苏省 1978~2007 年农业比重(单位：%) 

X6 表示江苏省 1978~2007 年支农支出占江苏省财政支出的比重(单位：%) 

X7 表示江苏省 1978~2007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利用 eviews5.0 软件，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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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从 F值知，农民人均收入与解释变量在整体上的线性关系显著。但是从 F与 R2 较大，但各参数估计值的 t检验值较小，

说明各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收入的联合性作用显著，但因为其存在共线性，使它们对农民人均收入的独立作用不能分辨。输出

结果见表 3。 

 

 

对多重共线性修正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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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结果可知，影响江苏省区域农民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就是地区非农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依次为支农支出比重、农业生产

条件、第一产业发展状况。可以解释农民人均纯收入差异的 97.9%，为形成农民人均纯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非农业经济发展水

平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0.410 个百分点，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0.202 个百分点，农业支出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0.239 个百分点，农业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农民纯

收入减少 0.129 个百分点。 

四、缩小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要以鼓励非农经济发展、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改造农业生产条件以及推进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等措施来不断地缩小全省区域间农民收入的差距，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这是从全省情况来看，具体到不同的区域，策

略应当不同。 

苏中地区应当学习苏南农村发展模式，加快城市化进程，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主导、以县域经济为基础、以小城镇为纽带的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互联结、协调发展的城镇群体的基本框架，吸引周边农民向小城镇集聚。利用区位优势，加快与苏南、

上海地区的合作，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吸引外资投资开发二三产业，加快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高农民工资性收

入。同时要加强旅游业的发展，除已有的城市景观旅游项目外，各县、区及部分乡(镇)、村，应当逐步重视景点建设、旅游宣

传，不断创新，探索各有特色的旅游新模式，使旅游收入也成为农民增收的一部分。 

对于苏北而言，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利用苏北农业生产的相对优势，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使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

经营，使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苏北农民收入的一个增长点。 

(2)加大力度调整农业结构[6]，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林、牧、渔业，建立农产品集贸市场，增进交流。进一步提高

农产品加工水平，提高农产品利润。同时改进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工业和服务业。根据自身特点和区位条件，开展多样化

经营，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中非农业收入的部分，最终提高农民整体收入。 

(3)继续加快民营企业发展步伐，把民营企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充分吸收富余农民到各类企业就业，使农民成

为企业职工，能定期领取工资，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而且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缩

小区域差异。 

(4)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大农村现代化新型农具的补贴，解

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经营；增加农业技术知识的推广，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7]。 

(5)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快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农民农业、工业、服务等产业技能，从而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收

入水平[8]。 

逐步缩小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不仅要从以上几点入手，而且应当注意政府的政策导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告

诉我们务农并不是致贫的因素，逐步落实资本的公平利润分割，才能使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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