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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农”问题不仅直接关系着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

是提高广大农民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而农民增收则是 “三

农”问题的热点、难点和焦点所在，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构建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尤其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加快农民收入增长，实现农民收入倍增，

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研究农民收入倍增问

题，我认为要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三农”问题是执政党执政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壮大到执政，都离不开对 “三农”问题的

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每一个历史性的胜利，都与

“三农”问题息息相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

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创出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

命路线，发展工农武装力量，实现 “耕者有其田”，赋予农民千百年来

梦寐以求的土地权利，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最终

推翻了 “三座大山”，改变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发轫于农村，由农村的星星之火

燎遍全国大地；在 “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给形

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土地松绑，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创新，为我国

工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加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

进入２１世纪，党中央提出 “多予、少取、放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赋予了农村新的发展

生机与活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等，把农村综合改革推向全面深化阶段。通过系统地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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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发现，虽然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

注的主题不同，但是农民增收始终是 “三农”问题的核心，不仅事关农

村发展，更是关系着执政党执政根基的根本性问题。２０１３年，我国农

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４６．２７％，还有２．６９亿名辗转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的农民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８　８９６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６　９５５元，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增大，基尼系数仍然在警戒线上运行。因

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民生活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

全面小康；没有农村的文明进步，就没有整个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

国梦就失去了坚实的根基。

二、农民收入倍增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战略性工程

农民收入倍增问题，是一个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

“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

的目标不仅仅是党中央描绘的一幅宏伟蓝图，更是一项扎扎实实的战略

任务。只有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中国才有可能步入和谐社会，但

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促进农民增收依然任重道远。当前，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已明显乏力，长期维持高投资显

然不可持续，出口面临风云莫测的国际环境，依靠消费拉动也是疲态尽

显。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占ＧＤＰ比重远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尤其是占人口多

数的农村人口 （含农民工）收入水平更是不容乐观。居民收入水平低、

消费不足导致 “生产—消费—生产”经济发展链条循环不畅，最终影响

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因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农村发展的核

心问题，还是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升、打通 “生产—消费—生

产”产业链的重要战略任务。只有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水平才能随

之提高，才能为我国步入现代社会提供现实基础。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

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极大提升，财政收入不断创历史高峰。然

而，“国富民穷”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藏富于民，让改革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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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惠及广大人民，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宝，才是国家强盛、民族复

兴的标志。因此，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

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战略性工程。

三、探索农民收入倍增路径必须多渠道和宽视野

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基本持平，甚至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既是

检验农村改革发展政策是否有良好实施成效的刚性标准之一，也是所有

“三农”工作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准则。拓展农民增收的总体思路应围绕

“一增、两减、一提”来展开，即增加农民收入总量；减少农村人口总

量，减少农民消费成本；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一增”：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来自农业内部的收入；积极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增加农民来自农业外部的收入；提高农业补贴标准，增加农民来自

政策方面的收入；明确财产法律地位，增加农民来自财产方面的收入。

“两减”：一是减少农村人口总量的途径，即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素

质，增强农民转移能力；发展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拓展农民就业

空间；深化户籍改革，转变农民身份，鼓励农民城镇落户；探索农村住

房改革，宅基地换住宅，优化城镇容纳环境。二是减少农民消费成本的

途径，即从生产方面来讲，要严格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乱涨价，减轻农民

负担；搞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减轻流通成本。从生活方面来

讲，要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减少农民医疗支出；扩大农村职业

教育免费范围，减少农民教育支出。“一提”：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的途径，即推进公共设施延伸拓展，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继续鼓励

家用电器下乡，提高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农民生活便利程度；积极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打造适宜优美居住环境。

四、南宁市农民收入倍增问题与全国相比有其独特性

南宁作为壮乡首府，一方面，农民收入倍增问题与全国一样，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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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些共性问题，例如，城镇化发展滞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不足；农业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难以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需要；农业结构较为低端，农民收入渠道较为单一，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弱；农村资本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农民财产性收入不多。另一

方面，南宁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也面临着一些个性问题，例

如，农村土地流转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流转收益少；贫困面积

广，贫困人口多，目前还有３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桂黔连片

地区扶贫攻坚片区县 （马山县、隆安县、上林县），１个广西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城区 （邕宁区），贫困村２２４个。中共南宁市委十一届九次全

会要求力争提前２～３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两个指

标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在全区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因此，

南宁市实现农民收入倍增更具紧迫性和艰巨性，探索农民收入倍增路

径，不仅是南宁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在全区率先建成全面

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

为更好地完成本项研究，课题组成员翻阅了大量学术界的研究成

果，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赴各县 （区）开展实地调研，掌握了大量

第一手材料，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深入地阐释了农民收入倍

增的实现路径，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

值。全书研究内容丰富、思路清晰，研究方法科学、数据翔实，研究技

术路线可行、结论可信，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书中

不乏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观点，例如，通过数量预测对全市１２个县

（区）农民收入倍增实现难易程度进行了测算分析，通过农民收入结构

变动分析提出未来政策取向，阐述农民增收 “四项全能”组合拳，即实

施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社会扶贫，突破 “马上隆”（马山县、上林县、

隆安县），推广 “企业＋农民＋合作社”发展模式，夯实特色高效农民

增收产业基础，实现城乡互融互动发展，提升 “三农”自我发展能力，

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开放开发步伐，实施九大富民工程，等等。农

民收入倍增既是老话题也是新任务，本书的研究团队期望在赋予农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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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倍增新的内涵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提出的实现路径和发展良策不仅

对南宁，而且对全区乃至全国同类地区都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贡

献来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深度思考和智慧。

是为序。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经济学研究员，博士

２０１４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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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收入是民生之源，在 “三农”问题中，农民是主体，利益是根本，

收入是核心。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到农业的稳定和农村的发展①，而且关

系到社会和谐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

题，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是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出台最密集的时

期，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亦是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

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了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任务和时间表，提

出到２０２０年要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

番”的工作目标。２０１３年２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

《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 （“１＋３７”配套政策）中明确提出：

“确保２０２０年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从２０１２年到

２０２０年，努力实现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１０．３％，略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到２０２０年，按当年价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１．６７万

元，比２０１０年翻１．８８番；按２０１０年不变价达到１．１８万元，比２０１０

年翻１．３８番，确保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共南

宁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力争提前２～３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两个指标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在全区率先实现全面建

①农民收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所获得的产品或者货币收入和从
事非农产业活动所获得的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定义，农
民收入按来源的性质划分为工资性收入 （劳动者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本书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概念界定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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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虽然 “十二五”以来，南宁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持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年末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７　６８５元，但是较全国平均水平 （８　８９６元／人）低１　２１１元，位居全

国各省会城市第二十六位 （排倒数第二位），在全区１４个地级市中排第

六位，在 “南北钦防”北部湾４座城市中排倒数第一位，在西部１２个

省会城市①中排倒数第二位，在中南地区６个省会城市②中排倒数第一

位，其城市农民收入状况与城市首位度提升严重不匹配，且与全国及其

他城市农民纯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实现农民纯收入倍增目标的任务

形势仍然严峻。

一、实施南宁市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战略背景

（一）国家层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要求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使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决定了国家

层面对居民收入增长的热切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延续了党的十七大以

来提出的 “调低、扩中、限高”的收入分配改革走向，将提高低收入者

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群范围，限制过高收入作为工作重点。党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同时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解决好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

就是以低收入者增收为重点，着力破解 “三农”问题，大力提高农民收

入，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二是有利于破解贫富差距不断

扩大的难题。按照国际惯例，将年人均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在３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美元的阶段，称为中等收入阶段。一个国家处于这个阶段，则经

济、社会、文化动荡失衡现象剧增，极易落入发展的陷阱。据国家统计

①

②

西部１２个省会城市：西安市、昆明市、贵阳市、乌鲁木齐市、呼和浩特市、重庆市 （直辖
市）、成都市、西宁市、兰州市、银川市、南宁市、拉萨市。

中南地区６个省会城市：长沙市、广州市、海口市、南宁市、郑州市、武汉市 （在此暂不
考虑香港、澳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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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数据显示，自２０００年起，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越过０．４的警戒线，

２００６年曾达到０．４９，之后虽有所下降，但２０１３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

数仍处于０．４７３的高位，这说明全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尤其是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日渐明显。三是有利于

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日本１９４５年战败之后只用了２３年时间，到

１９６８年，国民生产总值 （ＧＮＰ）就超越了当时的西德而跃居世界第二

位，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 “日本奇迹”，奇迹的背后是其国民收入倍

增计划。① 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秘诀在于，其通过发展经济使国民

生产总值翻番，由此增加就业，缩小行业区域收入差距，提高国民收

入，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我国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旨在谋求后金

融危机影响下率先破局，通过缩小城乡区域差异，消除城乡二元体制障

碍，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以低失业率促进高经济增长率，在提高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的同时，实现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城市与农村统筹发展，

推进我国经济进入下一个黄金发展期，积极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实现 “中国奇迹”。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到十七

大提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再到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倍

增，发展目标逐渐从强国转为富民，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奋

斗目标。收入倍增计划是基于我国目前产能过剩、通胀压力增大、居民

消费不足，国家发展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过渡的战略选择。

（二）自治区层面：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要求

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 《关于进一步

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利好政策的出台，广西正向东盟

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区转变，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极，综合经济实力明

显增强。目前，广西正利用重大的发展机遇，全力实施 “翻两番、跨两

步、三提高、建设五区”的战略部署，全力推进 “富民强桂”新跨越。

２０１３年２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 《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倍

①日本收入倍增计划明确提出重点实现五大任务：一是充实社会资本；二是诱导产业结构向
高度化发展；三是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四是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五是缓和双重
结构和确保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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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计划》，并与该文件配套出台了３７个系列文件，内容涵盖社会保障、基

础设施建设、住房保障等。２０１３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又印发

了 《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方案》，确定了 “１年起好步、３

年迈大步、８年齐同步”的 “１３８”三步走战略，建立以家庭经营性收入

为重要基础，以工资性收入为重点突破，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

主要补充的多元化增收支撑体系，构建持续、快速、稳定的增收长效机

制，并制定出以各市人民政府为责任单位、市长为责任人的倍增计划目

标任务分解表，确保２０２０年广西与全国同步实现农民收入倍增、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自治区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是对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战略思考和政策举措，旨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指导全区

小康社会建设工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步实现。

（三）南宁市层面：在全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需要

南宁市作为自治区首府，是广西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近年

来，在改革开放浪潮下，南宁市经济社会获得了较快发展，综合实力在

全区各市中独占鳌头，为南宁市在全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

实基础。２０１３年，南宁市地区生产总值２　８０３．５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３％；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３８　９９４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南宁市 ＧＤＰ年均增长达１５．９％，人均 ＧＤＰ年均增长达１５．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２４　８１７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７　６８５元，经济

社会保持了较快的健康发展势头。然而，不可否认，南宁市正处于改革

攻坚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日益凸显，发展失衡和贫富差距成为影

响南宁市平稳较快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受南宁市农业发展基础薄

弱，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规模不大，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影

响，南宁市农民增收面临较大的困难。从全区的情况来看，２０１２年，

南宁市ＧＤＰ为２　５０３．１８亿元，居全区第一位，但人均ＧＤＰ为３７　０１６元，

居全区第四位，低于柳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情况来分析，２０１２年，南宁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６　７７７元，仅居

全区第七位。综上所述，南宁市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大发展，也正处于开

放带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良好机遇期，农民增收有基础优势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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