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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1
 

周园皓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贵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本文选取了 2008——2016 年间的贵州以及全

国数据，采取描述统计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贵州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找出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表

明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在逐步扩大，且相对于全国，贵州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存在一定滞后，最后提出缩小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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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保持着较高速度增长。自 2011年以来，贵州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 7 年位居中国前三位。伴随着

生产总值的不断増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贵州省是我国贫困人数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脱贫任务

最重的省，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尤为突出，分析贵州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并寻找解决对策，有助于打赢贵州脱贫攻坚战，同步

全面小康。 

2 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2.1贵州省农村居民收入概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贵州农村居民纯收入有着持续增长的良好趋势，2016年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8090元，相

较于 2008 年的 2797 元，名义增长率为 189.2%，虽然农村居民的收入实现了长期稳步增长，但是贵州省各县（市、区）农村居

民人均收入极不平衡，2016 年贵阳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为 12967 元，为贵州省最高；相比黔西南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人

6314 元，为后者的 2.05 倍。在贵州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在 2008 年以前，家庭经营收入是主要来源，之后，工资性收入逐渐

赶超家庭经营收入。 

2.2贵州省城镇居民收入概况 

贵州省城镇居民收入也呈现出了较大的稳定增长特征，2016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扔 743元，相较于 2008年的

11759 元，名义增长率为 227%，而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贵州各县（市、区）较为平衡，2016 年贵阳市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人为 29502元，黔西南州为 25282元，其余各市、区都在 20000元-3000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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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由表 1可以看出，贵州省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十分巨大，2016年的农村居民纯收入甚至赶不上 2008年的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005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147元，2016年贵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达到 8090元，可见，贵

州农村的收入水平相对于贵州城镇滞后 10 年以上。2008 年至 2016 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8.52%，

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 11.1%，但是由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远大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所以二者的

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在 2016年城乡收人绝对差距达到 18653元。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平均增速，故城乡收入比呈现减小的态势。 

2.4贵州省九个地州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总的平均收入差距上，在九个地州市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贵阳市作为贵州的省会城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有着绝对的优势，而黔西南、黔东南等地区的人均收入相对于贵阳市普遍较

低。 

2016年贵州九个地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较于 2015年増速在 9%上下波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增速相比 2015年

保持在 10%上下波动。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明显，各市的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平均为 17165元。由城乡收入比可以看出，贵州的民族

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如黔东南城乡收入比最高达到 3.3。 

表 1 2008-2016年贵州城乡收入差距  单位：元 

 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收入绝对差距 

城乡收入比 

年份  绝对量 增速（％)  绝对量 增速（％) (以农村为 1) 

2008  11759 —  2797 — 8962 4.20 

2009  12863 10.9  3005 9.2 9858 4.28 

2010  14143 7.0  3472 12.6 10671 4.07 

2011  16495 10.8  4145 14.0 12350 3.98 

2012  18701 10.4  4753 11.5 13948 3.93 

2013  20667 7.4  5434 12.4 15233 3.80 

2014  22548 7.0  6671 10.3 15877 3.38 

2015  24580 7.4  7387 10.5 17193 3.33 

2016  26743 7.2  8090 8.3 18653 3.31 

数据来源：《2017年贵州统计年鉴》 

表 2 2016年贵州九个地州市城乡收入差距  单位：元 

地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收入绝对差距 城乡收入比 
绝对量 増速（％) 绝对量 增速（％) 

贵阳市 29502 8.3 12967 8.8 16535 2.28 

六盘水市 25473 9.2 8230 9.4 17243 3.10 

遵义市 27097 8.4 10109 9.3 16988 2.68 

安顺市 24885 8.5 8120 9.7 16765 3.06 

毕节市 25041 8.3 7668 10.4 17373 3.27 

铜仁市 24651 9.7 7631 10.1 17020 3.23 

黔西南州 25419 8.9 7779 10.2 17640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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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 25282 9.1 7584 10.5 17698 3.33 

黔南州 26063 9.0 8844 9.9 17219 2.95 

数据来源：《2017年贵州统计年鉴》 

2.5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对比分析 

与全国相比，贵州省在 2008-2016 年间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略小于全国的绝对差距，而城乡收入比显然

高于全国，说明贵州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相较于全国更为严重。 

表 3 2008-2016年全国与贵州城乡差距对比 单位：元 

年份 
城乡收入绝对差距  城乡收入比 

全国 贵州 全国 贵州 

2008 11020 8962 3.31 4.20 

2009 12022 9858 3.33 4.28 

2010 13190 10671 3.23 4.07 

2011 14833 12350 3.13 3.98 

2012 16648 13948 3.10 3.93 

2013 17037 15233 2.81 3.80 

2014 18355 15877 2.75 3.38 

2015 19773 17193 2.73 3.33 

2016 21253 18653 2.72 3.31 

数据来源 ：《2017年贵州统计年鉴》《2017年国家统计年鉴》   

由表 3可以看到，2016年贵州城乡收人比为 3.31，髙于同年全国的城乡收入比，同时又等于全国在 2008年的城乡收入比，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贵州的城乡一体化落后全国城乡一体化 8年以上。 

3 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3.1生态环境原因 

贵州全境地势不平缓，平地面积的占比仅有 3%左右。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贵州时常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灾害频繁、环境恶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贵州农村的经济发展，正是因为贵州特殊的生态环境，才导致了贵州省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高于全国。 

3.2农业人口素质低、基础设施薄弱 

贵州落后的农村教育，导致较为低下的农村人民素质，产生了 “低素质屏障”效应。农村收入水平分布打破了正常的正态

分布，而是收入水平越低，农村人民数量越多的“金字塔型”分布。这种收入分布格局，为提髙全省农民收入水平増加了难度。 

农业的基础设施与生产经营方式十分落后，大量耕地只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阻碍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产业

化。与此同时，能直接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投入不足，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3.3制度障碍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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ニ元户籍制对贵州省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阻碍作用。限制了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カ向城市的移动，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カ

不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缩减了部分农村劳动カ的就业机会，引起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ー步扩大。 

就业状况对城乡居民收入也有着极大的影响。21 世纪以来，贵州绝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カ大规模地向发达的沿海地域转

移，大量外出务エ者既没有打エ所需的一技之长，很难适应就业和城市生活的需求，在激烈的竞争中没有有效的竞争力，逐渐

被淘汰，产生了就业难的问题，无法实现满意的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无法避免的。 

4 缩小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与建议 

要改变贵州现在落后的农村资金使用模式，同时也要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力度，提髙资金利用率，增强农业的经济活力；

全面发展农业科研，推广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木，使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改变以往落后的粗放式的农村生产方式，培育专业的农

业人才，增强贵州农业生产活力。要因地制宜，通过特色产业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打造ー批有吸引力的特色小城镇，同

时增强大城市的带动能力，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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