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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扬州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新变化
1
 

王静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扬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颁布的“三农”政策

及相关决策，农村进行改革实践，农业农村实现旧貌换新颜，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生活方

式进ー步现代化，生活环境进一步美化，扬州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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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扬州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 

1.1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根据扬州统计局资料显示，扬州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由 1978年的 85元增加到 2017年的 19694 元，增长了 238.1倍，年均

增长速度为 15.1%。这 40年来，农村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人民幸福感明显增强。 

1.2收入结构优化 

第一，农业收入（主要指家庭经营净收入）比例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得到调动，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然而，当时“以粮为纲”的经济模式使农民的收

入来源极为单一。例如，在 1984年扬州农村居民收人中村集体统ー经营收入占 13.0%，家庭经营收入占 80.7%,两者合计占 93.7%。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迸，扬州农村居民的就业观念发生了变化，増加收人的渠道也在不断扩大、创业和投资意识逐步

提高。到 2017年扬州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4825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 24.5%，因此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家庭经

营净收人的比重明显下降。 

第二，非农收入（主要指エ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比例逐渐増加。首先，エ资性收人的地位上升。1984年，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人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农村剩余劳动カ可以流动，为农民进入城镇打开了大门。特别是自 20 世

纪 90年代以来，随着打エ潮的兴起，农村劳动カ大量进城务エ，扬州农村居民エ资性收入显着増加，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

了质的飞跃。2017 年，扬州农村居民人均エ资性收入为 11481 元，占比达到 58.3%，エ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人的主要

来源。其次，财产净收入呈现城市化特征。改革开放初斯，由于收入水平低、理财观念薄弱、理财环境不完善等因素，我市农

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较低。在 2000 年，我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仅为 11.69 元，仅占 0.3%。到 2017 年，扬州市农村居民人均财

产净收入上涨到 473元，占比达到 2.4%。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从 1985年的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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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増加到 2017 年的 44.4 平方米，住房租赁市场日益活跃，租金收人的増加促进了财产性收人的增长。最后，转移净收入

正在迅速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颁布的各种惠农强农富农政策，扬州市委、市政府也相继增强富民优先、执政为民的意识，转

移净收人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加大力度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这三个方面。2017 年末，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为 52874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达到 630/人/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88.39万人，基础养老金发

放率达 100%。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调整为 125元。2017年，全市实施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实施细则，城乡居民医

保人均财政补助提高至 470 元。城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得到进ー步统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合理提高，社会救助托底作用得

到加强，居民的医疗负担逐渐减轻。因此，扬州市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大幅増加，2017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 2915

元，占比为 14.8% ；比上年増加 278元，增长 10.5%，增长速度在四大来源收入中最快。 

1.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了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收人的提高。而且国家越来越重视城乡

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并颁布了各项惠农政策，扬州市随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政府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充分发挥再分配调节的功能，加大了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2012年，扬州市农村居民收人为 126½元，比上年増长

13.1%,城镇居民收入为 28001元，比上年増长 13% ；到 2017年，扬州市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为 9.1%,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为 8.9%，

由此可见扬州市的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从一直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居民收入比也从 2012 年的 2.21:1 下降到 2017 年的

1.97:1，城乡收入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悬殊的趋势正在被扭转。 

2 扬州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 

2.1消费支出大幅增长 

1990年，扬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798元，2013年扬州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725元，到 2017 年则提升到 14766元，可以

看出扬州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呈阶梯式向上增长。 

2.2消费结构升级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 1985-2017 年全市农村居民八项消费支出占比数

据显示，食品烟酒、衣着消费支出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等物质消费和基本生活支出占比逐年下降，分别从 1985 年的 50.1%、8.5%

和 10%下降到 2017年的 30.1%、6.4%和 6.1%。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中的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比例从 1985年的 2.8%上升到 13.9%。

与城镇居民不同的是，农村居民外出打エ的人居多，居住农村的时间日益减少，造成住房消费相对减少，占比下降了 3.5 个百

分点。这充分反映出人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吃饱穿暖，而是想要更髙质量的生活水平，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逐渐向发展型和

享受型消费转变。 

3 生活方式趋于现代化 

3.1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末，扬州全市 100%的村通电，12.2%的村通天然气，36.8%的村有电子商务

配送点，100%的村通电话，100%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100%的村通宽带互联网。在全市乡镇地区，有火车站的乡镇占 4.5%，有

码头的占 22.7%，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占 36.4%。在用水方面，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扬州农村才开始普遍使用_来水，饮用水

才逐渐健康安全。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河水清澈见底，在河里游泳、捕鱼和捕虾这些都很常见。而到了 2000年左右，已经

发展到了没有人敢再下河，河水污浊，甚至垃圾随处可见的地步。为了防止环境进ー步恶化，扬州市在 2015年就规划提出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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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全面消除“黑臭河”，这样才能有效遏制住河水往更差的方向发展，积极改善河水状况，可以不断彰显和放大扬州的生态特

色。在用电方面，电通得较早，在 1936年左右的时候扬城电カ线路就遍及全城，尽管电力供应量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但在

不断的扩展中，在 2016 年末扬州市就已经实现 100%的村通电。在网络方面，“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农村信息

化，网络基础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更是极大地方便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末 100%的村

安装了有线电视，100%的村通宽带互联网，所以人们可以利用网络来进行网络购物、网上聊天、网络游戏等，还可以获取外界

信息，提高了信息传递率，从而使人们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3.2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实现跨越式增长 

改革开放后，大约在 20世纪 80年代的时候，农村家庭开始陆续购买自行车，到 21世纪初期的时候电动车开始普及，在到

2010年左右的时候，农村家庭开始陆续使用小汽车来代步，给家庭的出行游玩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与快捷。而电话则是在 20世纪

末左右才开始有了第一部座机，从此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开始变得容易。在 21世纪初期的时候，小灵通开始慢慢普及，到随后开

始慢慢使用移动电话，这体现出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因为随着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传统消费品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基本普及，且高档耐用消费品也正在不断普及的过程中。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扬州市

农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 33 辆小汽车，189 辆摩托车、电瓶车，103 台淋浴热水器，162 台空调，115 台电冰箱，188 台彩色电

视机和 97.3%的有线电视接收户，有 63台电脑，264部手机，其中上网手机比重占 47.8%。目前，人们也不再拘束于购买冰箱、

彩电、洗衣机这些常用电器，更多的是去购买空调、热水器、抽油烟机、计算机等这些比较稀有的产品，因此这些高档耐用品

的拥有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也体现出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呈现出跨越式增长的趋势，对生活品质需求逐渐提高。 

4 生活环境进一步美化 

2014年 11月 1日至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全面达成小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ー头”。在加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只有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美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生活

环境的美化主要体现在住房、卫生设施、垃圾处理和道路这几个方面。 

4.1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扬州农村大多数都泥土房。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时候，农村开始慢慢改造房屋，建起了砖混结

构的平房。到 21世纪之后，房屋开始逐渐改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从泥土房到平房再到楼房，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生活水平

也得到了提高，居住的环境也变得优美。 

4.2卫生设施发生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扬州农村还都只是在使用粪坑，之后慢慢家家户户都建起了私家厕所，再到现如今农村家庭的抽

水马桶也开始普及，使用旱厕的比例逐渐下降，使用卫生厕所的比例逐渐上升。通过改造厕所，可以看出人们越来越重视卫生

健康以及农村的容貌与美观。 

4.3垃圾开始集中处理 

从改革开放早期时的垃圾随处乱扔，到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集中堆放在ー处，尽管没有集中处理，但随意乱扔的现象逐渐

减少。再到现如今，垃圾基本实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生活污水不再随意乱排放，可以看出农村的生活环境越来越整洁，

以垃圾处理、污水治理为重点，清理了垃圾的乱推乱放，基本实现了垃圾统一处理、污水集中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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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村村通公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农村周围还只是泥土路，一到下雨天就是ー场灾难。到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的时候，农村开始逐

渐铺上了石子路，人们的出行变得不再那么不便。如今，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末，扬州市 100%的村

通公路甚至 80%以上的农村地区都是水泥路面，86.7%的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这样的话，每个村的道路就会更加畅通，出行变

得更加方便快捷。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较快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收入结构优化、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农村居民的消

费支出大幅增长、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农村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实现跨越式增长；住房条件得到改善、生

设施发生变化、垃圾开始集中处理、村村通公路。这些都是我市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最真实的写照。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市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我们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撸起柚子加油干，必须努

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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