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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全面小康目标 全力补足增收短板

蔡刚（江苏省阜宁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在省定全面小康社会五大类 22 项指标中，

江苏省阜宁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严重短板，全面小康目标值为人均可支配收入 2 万元。按照 2016 年

的实现值欠 4520 元，加之达标人口大于 50%的指标要求，到 2020 年，阜宁县实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应

该在 21000~22500 元之间。按照 2016 年的实现值,今后四年年增长率若按 9%计算为 21851 元,若按 10%计

算则为 22664 元，考虑到多种因素，今后四年阜宁县平均增幅定位在 9.5%左右比较适宜，约为 22255 元。

要实现上述目标难度很大。

一、现实情况

(一）工资性收入放缓。2017 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去产能仍然是改革的重要方向，实体经

济按照稳中求进、进中求好的总体要求,将会有一批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破产倒闭，农民工就业岗位明显减少，

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农民务工工资水平在经过前几年快速增长后，已处于较高水平，仍保持高速增长已不

切实际。2015 年全国农民工工资为月均 3072 元,阜宁县约为 3357 元,增长空间不大。农民工总体素质偏低，

能接受系统培训的不多，文化程度和技能本领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更高质量就业

和更高水平增收,加之农村一些劳动力就业欲望不强烈，存在高不成低不就、安于现状的现象。

(二）经营性收入受阻。一是双压双挤。农业生产正面临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

抬升、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的双重压缩、双重挤压现象。二是提价困难。从 2013 年开始，我国大宗农

副产品价格己接近或超过国际均价，近两年来，国家粮食收购指导价均未提闻。

(三）转移性收入接近顶点。收入构成中转移性收入约占 13%，政府方面的财政性转移收入已经接近顶

点，目前江苏省实施的耕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种粮户每亩每年补贴 115 元。黄箱政策已经用到极限,惠农增

收空间有限。

(四）财产性收入严重短板。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约占 1.3%，在农民增收份额中贡献额最低，是当

前最严重、最明显的短板，补短板难度大，短期难以见效。

二、增收中的几种关系

(―)大户增收与全民增收的关系。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高效设施农业面积持续扩大，这是现代农业

发展的方向。阜宁县有家庭农场 549 个,其中种植业 444 个、养殖业 92 个（畜禽养殖 4 个、水产养殖 88 个）、

种养结合 13个。家庭农场累计经营面积 30 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 30%,各类专业合作社 1800 多个，

高效设施农业近 26万亩，经营主体 570 户（户均 456 亩），新型经营主体从业者不足 13000 人，仅占农业

人口 1.7%。尽管每年各级层面农业方面奖补资金达亿元左右，但绝大多数都奖补给经营主体，对农民增收

作用微乎其微。

(二）全县增收与区域增收的关系。镇区之间不平衡性较大，高于平均数的只有阜城、沟墩、陈良、新

沟、东沟、益林、开发区、金沙湖 8 个镇区，其中最高的阜城街道是收入最低的芦蒲镇的近 2 倍，短板镇

增收工作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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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增收与集体增收的关系。目前，阜宁县集体经济严重短板，集体经营性收入村均只有 23万

元，占全市的二分之一，全省的八分之一。328 个村居中达到 18 万元的只有 96 个，占 29.3%，低于 18万

元的达 232 个，占 70.7%，增收空间较大。

(四）转移人口与常住人口增收的关系。近年来，阜宁县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目前转移劳动

力 23万人，占农村人口比例为 29%,按照新的统计口径,这部分人口除寄回、带回给家庭的收入，作为转移

性收入纳入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中高收入人群不在统计范围内，严重影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

平，全县并未实质性的分享人口红利。

三、对策建议

(一)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一是经营主体的调整。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植以家庭农场、土地股

份合作社为主的经营主体。二是经营内容的调整。以效益为中心，在环保前提下百花齐放,注重主导产业的

打造,彰显区域特色。三是经营方式的调整。实施接二连三工程，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提高附加值，同

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机绿色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上下功夫。

(二）大力培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突出家庭农场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国家

层面支持的是种粮、规模适度(100~300 亩）、具有较好效益和带动力的家庭农场,按照农业现代化建设要

求，2020 年全县家庭农场经营面积要达农村承包地经营面积 50%以上，目前已完成 30 万亩，还有 20万~30

万亩发展空间，按每个农场 200 亩计算，今后 4 年还可发展 1000~1500 个，每年可发展 300 个左右。阜宁

县在确保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应着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每年新增5万亩，按10亩带动^个农业人口就业计算,

可带动 5000 人，按人均 1000 元/月工资计算，每年可增收 6000 万元。二是农民合作社要在量质并举上做

文章。以“大楼模式”村级为农服务合作社为抓手，实现集体增积累、农民增收入、农业增效益;质上突出

做实合作社的成员、做实合作社的经营、做实合作社的盈余返还、做实合作社的财政扶持项目。在大力发

展的同时，全面清理清除“空壳社”。着力发展土地股份合作，让广大农户除获得土地租金收入外，分享

新型经营主体、现代农业红利和各级奖补，计划今后 4 年，每年发展 10 个左右，合作面积 5000 亩，带动

农户千户以上。三是龙头企业注重本土化、产业化、外向化。鼓励引导现有龙头企业消化本地农产品，按

现代企业制度提升改造现有龙头企业；立足本地现有产业优势招引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同基

地农户、合作社深度融合，努力实现利润二次及多次分配。四是政策引导。新型经营主体的奖补资金重点

奖补带动农民创业就业能力强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带动农户就业特别是低收入农户增收作用明显的，在工

资性收入中予以奖补。

(三）加快发展新业态。突显农机、农资、农技、销售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培植为农服务新型经营

主体，降低新型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成本。突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重点支持电子商务示范户、示范村，使特

色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及时、卖出好价钱，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农家乐等新型农业经营业态。

(四）鼓励返乡人员创业。大力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农民增收。积极探索“打工经济”向“创业

经济”转变的新路径，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升温，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人

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意见》。支持大学生和有一定实力、能力的农民自主创业，设立

自主创业专项资金，对农民领办的小型企业给予扶持。

(五）深化农村改革。一是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2016 年已完成 300 个村、20.2 万

户的确权登记颁证，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为农村土地流转、产权交易奠定基础。二是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

场建设。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年底前正式投入运行。2017 年实现全县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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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权全部进场交易。三是推进社区股份合作改革。多渠道增加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牢牢把握本轮扶

贫工作中江苏省对经济薄弱村帮扶的政策机遇，按照“资源开发型、资产经营型、资金运作型、为农服务

型、区位特色型、扶贫开发型、招商造血型、能人带动型、管理增效型、人脉经济型”等十条路径，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倍增计划，到 2020 年，实现全县集体经营类收入 50 万元以上，消除 18

万元以下薄弱村。在此基础上，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摸清农村“三资”，逐层推进社区股份合

作，逐年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四是推进农村三权分置。探索农民承包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争创三权分

置省级试点示范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