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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于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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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实际统计数据为来源，分析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现状及

变动趋势。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建立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城市

化水平、非农产业总产值比重和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人数比重是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积

极影响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和劳动力负担系数是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消极影响因素，并在其后

对以上各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总结提出了促进河北农民非农收入增加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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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河北省农

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自１９９７年开

始，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总体增长趋势减缓，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速度减

缓。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的

影响因素，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对促进河北农民增收具有现实意义。

国内很多学者给出了农民非农收入 的 定 义，
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本文采用任国强［１］对 农 民

非农收入的定义，即：农民非农收入，指的是户口

在农村的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离开本地农业领

域的生产活动，从事工业、服务业或外地农业的就

业活动而得到的收入，它等于工资性收入和非农

家庭经营收入之和。其中，工资性收入是指受雇

于单位或个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而得到的报酬收

入，包括在乡村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在企

业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和其他单位劳动得到的报

酬收入；非农家庭经营收入是指家庭经营性收入

中来自第二、三产业的收入。

　　一、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的变动状况

自１９９７年开始，河北省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发

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农民的非农收入首次超过农

业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源泉。从绝对

数额上看，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河 北 农 民 非 农 收 入 处

于不断上升的态势，由１９９７年 的１　１７６．７５元 提

高到２０１１年的４　２０２．５０元，增加了３　０２５．７５元，
增长了２．５７倍；从 增 长 率 上 看，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
河 北 农 民 非 农 收 入 的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９．６９％，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 的 年 增 长 率 始 终 低 于 平 均 水 平，

２００６年才开始高于平均增长率水平，但是年增长

率始 终 低 于 非 农 产 业 总 产 值 的 平 均 增 长 率

１４．６４％；从非农收入的来源构成 上 来 看，工 资 性

收入一直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占农民非农收入

的比重 较 大，由１９９７年 的６４．７６％上 升 到２０１１
年的８１．４７％，呈 增 长 趋 势。非 农 家 庭 经 营 收 入

占农 民 非 农 收 入 的 比 重 较 小，由 １９９７ 年 的

３５．２４％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８．５３％，呈下降趋势。
通过以 上 分 析 可 以 知 道，河 北 省 农 民 非 农

收入是逐 年 增 加 的，但 是 跟 非 农 产 业 总 产 值 保

持较高的 增 长 速 度 并 不 一 致，非 农 收 入 的 总 体

增长速度 比 较 缓 慢，直 到 近 两 年 才 有 了 较 快 的

增长。因 此，要 想 促 进 农 民 非 农 收 入 的 较 快 增

长，从根本 上 消 除 农 民 非 农 收 入 增 长 存 在 的 消

极影响，就 要 对 河 北 省 农 民 非 农 收 入 的 影 响 因

素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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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的回归模型

（一）变量、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选取

借鉴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非农收入函数的基

本方法，即先确定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因素，
然后建立回归模型。为了避开可能存在的多重共

线问题，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建立回归模型。
对于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因素，不同 学 者 从

不同角 度 进 行 了 分 析。任 国 强［１］的 研 究 分 析 表

明，劳动力文化程度、劳动力负担系数、农业资产

和非农资产、人均耕地面积和乡镇企业发展水平

对非农收入均有显著的影响。张 英、武 翔 宇［２］的

研究分析认为，城市化水平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有重要意义。
结合前文对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总体水平和

来源结构的定性分析，选取以下５个因素作为回

归模型的解释变量：（１）城市化水平，用河北省城

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２）非农产业总产值

比重，用河北省非农产业总产值除以地区总产值

表示；（３）人均耕地面积，用河北省耕地面积除以

农村劳动力人数表示；（４）劳动力负担系数，用农

村家庭人口数除以家庭劳动力人数表示；（５）从事

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人数比重，用河北省农村第

二、三 产 业 就 业 人 数 除 以 农 村 总 就 业 人 数 得 到。
被解释变量为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用工资性收

入 与 家 庭 经 营 性 收 入 中 第 二、三 产 业 收 入 的 和

表示。
用Ｙ 表示河 北 省 农 民 非 农 收 入，Ｘ１～Ｘ５ 分

别表示城市化水平、非农产业总产值比重、人均耕

地面积、劳动力负担系数、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劳动

力人数比重。

本文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为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

河北省１５年 的 时 序 数 据，原 始 数 据 来 自１９９８—

２０１２年的《河北经济年鉴》，数据处理均在Ｅｘｃｅｌ
和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中完成。

（二）回归模型的建立

１．多重共线性诊断

使用ＳＰＳＳ的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过 程，建 立

被解释变量Ｙ 与解释变量Ｘ１～Ｘ５ 的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从输出的模型综合分析表、方差分析表和

回归系数表可得以下信息：可决系数Ｒ２＝０．９８２，
模型总体拟合很好；Ｆ值 为５３．７５０（Ｐ＝０．０００），
回归方程在５％的显著性水 平 上 通 过Ｆ检 验，回

归模型 是 显 著 的；Ｄ．Ｗ 值 为２．０５２，说 明 不 存 在

序列相关问题；常数项、Ｘ１、Ｘ３、Ｘ４ 在５％的显著

性水平上没有通过ｔ检 验，且 所 对 应 的 方 差 膨 胀

因子ＶＩＦ 均远大于１０，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为了缓解或消除解释变量之间的

多重共线性，本 文 利 用ＳＰＳＳ进 行 主 成 分 回 归 分

析方法重新建立回归模型［３～７］。

２．主成分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出原始变量尽可能多的

信息，然后用提取的主成分代替原始变量进行分

析，这样就可以避开原始变量存在的共线性问题。
使用ＳＰＳＳ的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过程，对解释变量

Ｘ１～Ｘ５ 进行主 成分分析，由 通 过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过程运算后输出的ＫＭ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
表可知：用于探 查 变 量 之 间 偏 相 关 性 的 ＫＭＯ统

计量的值为０．９００，说 明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 效 果

很好。其它输出结果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总方差分解表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ｍｓ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１　 ４．６８３　 ９３．６６５　 ９３．６６５　 ４．６８３　 ９３．６６５　 ９３．６６５

２　 ０．１９８　 ３．９５４　 ９７．６１９ － － －

３　 ０．０９２　 １．８４０　 ９９．４５９ － － －

４　 ０．０１９　 ０．３７６　 ９９．８３５ － － －

５　 ０．００８　 ０．１６５　 １００．０００ － － －

　　表１是总方差分解表，显示了各主成分解释

原始变量总方差的情况。由表１可知，第一主成

分的特征根是４．６８３，解释了９３．６８３％的总方差，
说明 一 个 主 成 分 包 含 了 原 始５个 变 量 信 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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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６８３％，再结合保留的主成分特 征 根 大 于１这

个标准，确定提取１个主成分。
表２　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解释变量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０．２１１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２

０．１９６

表２是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显示了 用 原 始

变量 表 示 主 成 分 的 系 数 信 息。由 表２提 供 的 信

息，可以得到主成分与原始变量的关系式：

Ｚ＝ ４．槡 ６８３×０．２１１×Ｘ′１ ＋ ４　．槡 ６８３×

０．２０４×Ｘ′２－ ４　．槡 ６８３×０．２１０×Ｘ′３－ ４　．槡 ６８３×

０．２１２×Ｘ′４＋ ４　．槡 ６８３×０．１９６×Ｘ′５ （１）
式中，Ｚ为 未 标 准 化 的 主 成 分；Ｘ′ｉ（ｉ＝１，２，

３，４，５）为标准化的原始变量。

Ｘ′ｉ＝
Ｘｉ－珡Ｘｉ
Ｓｉ 　　（ｉ＝１，２，３，４，５） （２）

３．主成分回归分析

提 取 出 的 一 个 主 成 分 保 留 了 原 始 变 量

９３．６８３％的信息，用这个主成分代 替 原 始 的５个

变量，与消除了非线性影响的非农收入ｌｎＹ 建立

一元 线 性 回 归 模 型。使 用ＳＰＳＳ的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过程，根据输出结果得到如下模型：

ｌｎＹ＝７．３７１＋０．０９３Ｚ （３）

ｓ＝（０．０１２）（０．０６）

ｔ＝（６３７．４２）（１６．５５）

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Ｒ２＝０．９６８　Ｓ．Ｅ＝０．０３８　Ｄ．Ｗ＝１．９８６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Ｒ２＝０．９６８，回归方程

的拟合程度很好。解释变量在５％的显著性水平

上通过了ｔ检验，说 明 提 取 得 主 成 分 对 农 民 非 农

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Ｄ．Ｗ 值为１．９８６，说明模

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
把（１）式代入（３）式，再将标准化的解释变量

通过（２）式变换为用原始变量表示，得到被解释变

量Ｙ 与原解释变量Ｘ１～Ｘ５ 的回归方程：

ｌｎＹ＝７．４０３＋０．４２４　Ｘ１＋０．２８３　Ｘ２－０．１０６
Ｘ３－０．１６２　Ｘ４＋０．２１４　Ｘ５ （４）

４．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

从回归方程（４）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非农

产业总产值比重和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人数

比重是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的积极影响因素，按

照 贡 献 程 度 从 大 到 小 依 次 排 序 为：城 市 化 水 平

（０．４２４％）、非农产业总产值比 重（０．２８３％）和 从

事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人数比重（０．２１４％）。人

均耕地面积、劳动力负担系数是河北省农民非农

收入的消极影响因素，按照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

次为：劳动力负担系数（－０．１６２％）、人均耕地面

积（－０．１０７％）。

三、河 北 省 农 民 非 农 收 入 影 响 因 素

分析

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各影响因素产生的作用

是各不相同的，回归方程结果还需要结合河北省

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城市化水平

从回归方程（４）可知，城市化水平对河北省农

民非农收入 的 贡 献 程 度 是０．４２４％，城 市 化 水 平

的发展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有着很强的推动作

用。近年来，河北省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

进 步，２００６年 河 北 省 的 城 市 化 水 平 已 经 达 到

３８．７７％，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１年提

高了６．８４个百分点，达到４５．６０％。在河北省的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配套

设施建设可以为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

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得到提高，对农民非农收

入的增加有很大的贡献。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还可

以带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可以大量吸收农

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使农民获得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

（二）非农产业发展状况

非农产业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非农产业的发展情况和劳动力非

农就业空间的大小。在回归方程（４）中，其对河北

省农民非农 收 入 的 贡 献 程 度 是０．２８３％，对 农 民

非农收入的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河北省的非农

产业一直在稳步发展，非农产业的总产值由１９９７
年的３　１９２．０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１　６１０．０３
亿元，非农产业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也由

１９９７年的８０．７３％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８８．１５％，非

农产业的 发 展 可 以 能 创 造 出 大 量 的 非 农 就 业 机

会，为农民提供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收益，吸引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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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农民来自非农产

业的收入增加。

（三）农民非农就业转移情况

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比重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就业转移

的情况。河北省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而农村劳

动力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产生了大量的富余劳

动力，另一方面受农业资源稀缺性的限制，农民在

农业上取得收入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农

民开 始 向 非 农 产 业 转 移，以 期 获 得 更 多 的 收 入。
近年来，河北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

在 农 村 总 就 业 人 数 的 比 重 是 呈 上 升 趋 势 的，由

１９９７年的３８％上升至２０１１年４９．８％，人数增长

５８２．０３５万人。２０１１年，河 北 省 从 事 非 农 产 业 的

农村劳动力人数为１　４１６．６６万人，其中在第二产

业的就业人数为８９０．２９万人，占农村总非农就业

人数的６２．８４％，说 明 农 民 的 非 农 就 业 比 较 集 中

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还

有待提高。

（四）劳动力负担状况

劳动力负担系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的负担情

况，由农村家庭人口数除以家庭劳动力人数得出。
劳动力负担系数越大，家庭劳动力的家庭负担越

重，农民家庭有可能抽出从事非农活动、参加非农

就业的劳动力就越少，从而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

也会减少。
河北省农 民 的 劳 动 力 负 担 系 数 是 逐 年 递 减

的，由１９９７年 的１．５６人 减 少 至２０１１年 的１．３５
人，说明河北农民的家庭负担是逐年减轻的，农民

参加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在增加。但现阶段河北省

劳动力负担状况还是会对河北农民非农收入增加

起阻碍作用，原因有以下三个：一是虽然河北省农

民的劳动力负担系数是相对减少的，但绝对数值

仍然较大，农民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不能增加；二
是农村家庭能抽出参加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多了，
但由于各种原因没能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成

为农村富余劳动力；三是河北省农村人口基数大，
人口绝对增加的数额也大，农民获得非农收入的

机会就算没有减少，所得也弥补不了人口增长带

来的压力。

　　 （五）人均耕地面积

从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可以知道，人 均 耕 地

面积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农村

居民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就会

增加，在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力也会增多，从而影响

农户在非农产业的投资，抑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

就业，减少农村劳动力取得非农收入的机会。
河北省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逐年递 减，一 方

面是由于耕地面积的逐年递减，另一方面是由于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增加。理论上，耕地面积减少

了，农户在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力也应该减少，把劳

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上去，以获取农业收入以外

的收入。但是，现实中河北的劳动力转移存在很

多阻力，非农产业的发展及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

能力还有待提高，所以由于耕地减少而释放的劳

动力很大一部分成为了富余劳动力，给农民非农

收入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四、结论及启示

综合以上对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因素的

分析可知，影响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是

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化水平既有利于农村劳动

力的自由流动，又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增加了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

然而，现阶段河北省的城市化发展虽 然 取 得

了很 大 进 步，但 整 体 水 平 还 比 较 低。２０１１年，河

北城市化水 平 为４５．６０％，不 仅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的５１．２７％，也 滞 后 于 同 期 的 河 北 工 业 化 水 平

的５８．７０％，这个问题若不加以重视和解决，未来

会使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农民在城

市的生存和就业空间被压缩，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被延迟，进而减少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制约农民

来自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给未来农民的非农收

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的协调发展是现阶段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主

要对策。加快城市化的发展，首先要改革户籍制

度，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壁垒；其次要改革

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给农民提供平等的就

业机会，保障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最后还要改善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大对

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机会。
在加快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小城镇

的发展，小城镇有很大的潜力吸收农村富余劳动

力，尤其是当大中城市容量饱和，农村劳动力进入

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小城镇就可以发挥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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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小城镇更接近农村，既能降低农村富余劳

动力转移的成本，又能充分的利用农村现有的资

源优势，是今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良好渠道。
因此，河北省在采取各项措施加快城市化推进的

同时，也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重视小城镇发

挥的作用，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多渠道的开发城镇就业岗位，为实现农民持续增

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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