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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区域协调发展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是解决区域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福建省国家 级 农 村 固 定 观 察 点 为 分 析 样

本，采用相对偏离贡献率、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在测量不同村庄人均收入差异，分析收入差异

空间特征、收入来源差异、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等基础之上，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公

共政策。研究结果表明：村民人均纯收入均值明显增加，但各村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显著，
区域间自然和经济社会环境差异、收入结构的差别扩大了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异。在当下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语境中，需要立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逻辑，推动区域合作、人才

支撑、产业配套、投融资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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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乡村和城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 空 间 差

序、城乡关系的角度观察农村是中国农村问题研

究的重要范式。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空间差序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

空间差序、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而言，中国正处在

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区域经济快

速发展与空间差序问题并存、农村居民收入快速

增长与内部差异问题并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必须清醒认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

题以及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现象，建立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而农村居民收

入的空间差序的客观存在是最大的不平衡、不充

分。这就要求把握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含义，激

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

量、更 可 持 续 的 发 展，使 农 村 居 民 有 更 多 的 获 得

感、幸福感。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环境下，以
空间差序视角提出促进区域性整体增收路径，全

方位推动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成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

福建省在区域协调发展、城镇体系优 化 以 及

山海合作方式方面不断探索，着力于区域发展、城
乡互动、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探索。早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曾经提出

了“以海带山、以富带穷、山海协作、共谋发展”的

沿海、山区一盘棋发展思路，并明确指出：“沿海和

山区客观存在着差异，有差异就有互补协作的可

能。所以在政策的制定上不能搞一刀切，在措施

的推行中，要注重沿海与山区 的 差 异 和 协 作。”［１］

晋江经验也为今后福建和我国城镇化格局调整优

化指明了方向。然而，由于区域资源禀赋、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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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人口就业结构等因素不同，福建省区域之间发

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明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

状况仍有较大差距，集中体现在偏远的革命老区、
边远 山 区 与 沿 海、经 济 发 达 区 域 之 间 的 差 距。

２０１７年福建省城市经济占省域经济比重的７２％，
推进高质量发展还要强化“一盘棋”思想，依托城

市经济来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增强福州都市区

和厦漳泉都市区建设的带动力。这就必须从城乡

关系的基础含义，即空间关系的角度反思农村居

民收入的空间转换逻辑。一方面，依托现有的城

镇，走内涵式发展的路子，通过更加精细、有效的

方式，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另一方面，健
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探索内部资源开发和对

外开放如何结合起来，用特色资源来增强对外的

吸引力，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这需要福

建作出更积极的探索，也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共同

问题。
关于以地域空间为分析单位的学术实践受到

学界的关注。早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社会

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已经留下

了有关城乡关系空间类型的重要学术遗产［２］。费

孝通始先生终强调村庄与都市工商业中心的空间

关系以及都市工商业中心对村庄经济结构和生产

经营模式形成的影响 ［３］。村庄、乡镇、城市社区、
地域共同体成为地域空间的基本分析单位。郑震

认为费孝通笔下的乡村社区类型归纳为紧密结合

型城乡关系、空间隔离型城乡关系，这代表了城乡

关系的空间类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发生了

一场“社会学的 空 间 转 向”［４］。由 城 乡 之 间 距 离

所决定的空间类型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
针对中国农村的收入差异及来源，Ｐｕｎｄａｒｉｋ利

用中 国 统 计 年 度 报 告 数 据 进 行 了 分 析，指 出 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增长了１．２％，
家庭经营是农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

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却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

影响因素［５］。Ｈｏｇａｒｔｈ通过中国华南地区林业收

入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因为缺乏其他收入来源

而更加依赖林业收入，高收入家庭则更依赖其他

非农收入，这种差异加剧了高低农民内部的收入

差异［６］。收入差异与收入来源相 关，而 收 入 来 源

则与所处的地理空间又息息相关。
关于农村居民收入存在的空间差异、区 位 优

势以及收入影响，张兆曙、王建根据村庄与城市之

间的空间距离划分出近郊、远郊和偏远三个梯度，

认为城市市场体系对处于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收

入表现出明显的“隔离抑制效应”，渐次展开的城

乡关系形态凸显出空间差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

响［７］。程丽香通过对福建龙海市和福清市的对比

发现，东南沿海县域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城

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而农民内部收入差异则

尤为突出［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不能够抹

平空间差序的客观存在。宋莉莉指出与城镇居民

相比，农民收入存在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的差

异，各地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

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率也呈

现出明显的差异［９］。有学者测算 了 浙 江、安 徽 和

陕西三省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农民收入的整体基

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结果显示收入差异已经相当

严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基尼系数、泰尔指

数分别为０．５８３、０．７７７，这 种 悬 殊 差 主 要 来 自 于

省、县、村 三 个 层 级 组 内 收 入 差 异［１０］。张 永 丽 指

出：收入差距的产生主要是农户区位差异和竞争

能力差异的结果，区位性收入差异主要是指农户

所 处 区 位 的 不 同 产 生 的 地 区 间 的 农 户 收 入 差

异［１１］。衡量城乡差距，还需要正确估计城郊地区

与偏远农村的差距，提高农村工作政策的匹配性。

化解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异问题，要 有 空 间

差序的视角，不仅需要减少由于地理区域、原有的

发展基础的限制，也要避免社会政策、体制机制制

约导致的区域不协调。何勤英、李勤等认为人力

资本和社 会 资 本 的 提 升 有 助 于 缩 小 农 村 收 入 差

异，研究指出为了缓解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有必

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地区收入差异的

根源，提高农民教育水平与开拓就业机会，特别是

要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教育资助和政策扶植，缓

解他们应对市场能力的脆弱性［１２］。何植民、陈齐

铭认为对于精准扶贫而言，应加快寻求协调与整

合，强调协调、整合、公共责任和公民需求的整体

性治理［１３］。缩小 农 村 居 民 内 部 收 入 差 距 依 赖 于

整体性治理，而不是“碎片化”治理。

既有研究 在 解 释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的 空 间 特 征

时，忽视了空间差序与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形成的

内在逻辑，忽视了政府在整体性治理中的逻辑，现
有的定量研究也很少有连续几年固定观察点的面

板数据，这影响到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据此，有必

要进一步将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异问题置于城乡

关系的空间差序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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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来源与测度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

察点的 专 项 调 查（农 户 收 入 情 况 专 题），研 究 其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农 村 居 民 内 部 收 入 差 异 的 动 态

变化，用相对偏离贡献率评价其收入水平，用平均

值、极差、标准差这三个指标衡量其收入差异，以

期对把握新时期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

新态势以及应对，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

互促共进提供思路。

（一）样本来源

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每年承担常规、专 项 双

重任务，是反映农村动态信息，了解农户收入情况

的重要窗口，在促进农民增收、区域发展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涵

盖１１个村庄（表１），村４因２０１５年 度 数 据 缺 失

而被剔除。限于数据资料获取的实际，本研究主

要分析福 建 省 国 家 级 农 村 固 定 观 察 点 所 提 供 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观察数据。
表１　福建省国家级固定观察点村编码

村码 村名 村码 村名

村１ 南平市建瓯市小桥镇后塘村 村２ 漳州市龙文区步文镇后坂村

村３ 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长春村 村４ 福清市江镜镇酒店村

村５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镇杏林村 村６ 三明市沙县夏茂镇梨树村

村７ 莆田市仙游县度尾镇洋板村 村８ 泉州市惠安县崇武镇海门村

村９ 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塘背村 村１０ 漳州市长泰县岩溪镇圭后村

村１１ 三明市明溪县瀚仙镇王陂村

　　受到城乡关系空间类型的启发，根据乡村与

城市空间距离的远近，将样本村所对应的城乡关

系从空间差序维度来考察。对于样本村的差序类

型是从地势、经济区域、是否城市郊区、是否乡镇

政府所在地、经济发达程度、是否当地县以上政府

命名的小康村几个方面来处理。从地理位置的分

布上看，涉及省内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及中部地

区；从地形上看，既有丘陵地形和山区地形，也有

平原地形；以经济区域划分，以农区为主，也有少

部分渔区；但村庄内部的经济水平相差较大，经济

发达程度不仅在省内可划分为上中下等，在所在

县（市）水平也有所差别。分组标志见表２。
表２　分组标志列式

指标 选项 村名

平原 后坂村、酒店村、杏林村

地势 丘陵 长春村、洋板村、海门村、圭后村

山区 后塘村、梨树村、塘背村、王陂村

经济区域
农区 后塘村、后坂村、长春村、酒店村、梨树村、洋板村、塘背村、圭后村、王陂村

渔区 杏林村、长春村、海门村

是否城市郊区
是 杏林村、后坂村

否 后塘村、长春村、酒店村、梨树村、洋板村、海门村、塘背村、圭后村、王陂村

是否乡镇政府所在地
是 长春村、酒店村

否 后塘村、后坂村、杏林村、梨树村、洋板村、海门村、塘背村、圭后村、王陂村

上等 后坂村、圭后村

中上等 杏林村、洋板村
经济发达程度居所

在县（市）水平
中等 后塘村、长春村、海门村、塘背村、王陂村

中下等 酒店村、梨树村

下等 无

是否当地县以上政府

命名的小康村

是 后塘村、后坂村、长春村、梨树村、洋板村、海门村、圭后村

否 酒店村、杏林村、塘背村、王陂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福建省农村固定观察点资料整理。

　　分组标志列式立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城乡关

系的差序类型和空间转换逻辑，目标是通过这些样

本分区的纵向和横向比较，考察农村居民的收入状

况的区域差异，发现收入差异存在的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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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差异测度的数学表达

第一，根据理论分析，相对偏离贡献率可以测

算出各村人均纯收入与当年地区人均纯收入的差

距，贡献率越大，人均纯收入差距越明显，与平均

水平差距越大；相反，则平均水平差距越小。其计

算公式为：

１
ｘ

（ｘｉ－ｘ）２·Ｐｉ／槡 Ｐ

第二，平均值、极差、标准差这 三 个 指 标 是 衡

量收入差异的重要指标，但受极端数据和异常值

影响较大，变异系数无量纲，可以在不同单位的变

量之间比较。变异系数Ｃｖ计算方法如下：

Ｃｖ＝ １
Ｘ

（Ｘｉ－Ｘ）２·Ｐｉ／槡 Ｐ

式中，ｘ为１０个 固 定 观 察 点 的 人 均 纯 收 入 的 均

值；ｘｉ 为ｉ村的人均纯收入；Ｐ为固定观察点的总

人口；Ｐｉ 为ｉ村的人口。通过各村人口加权变异

系数可测算收入差异。
第 三，为 了 便 于 描 述 和 解 释，用 泰 尔 指 数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来 衡 量 地 区 间 农 村 居 民 的 收 入 差

异。泰尔指数经常用以衡量个人之间或地区间收

入差距，或者个人之间或地区间不平等度。泰尔

指数 越 大，各 分 组 间 人 均 纯 收 入 的 差 异 就 越 大。
泰尔指数有Ｔｈｅｉｌ系数Ｔ和Ｔｈｅｉｌ系数Ｌ两种加

权分解计算方式，利用Ｔｈｅｉｌ－Ｔ 系数对福建省１０
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及其分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

异进行测算，其分解计算公式如下：

组内差异：Ｉｏｋ ＝ １Ｎ∑
ｎ

ｉ

（Ｙ／Ｙｉ）

Ｉｗ ＝∑
ｎ

ｋ
Ｕｋ·Ｉｏｋ

组内差异：Ｉｂ ＝∑
ｎ

ｋ

（Ｖｋｌｎ（Ｖｋ／Ｕｋ））

泰尔指数：Ｔ＝｜Ｉｗ＋Ｉｂ｜
即总体不平等或差距Ｉ＝组 内 差 异Ｉｗ＋ 组

间差异Ｉｂ，这 称 之 为 泰 尔 指 数 的 可 加 分 解 特 性。

Ｕｋ 表示第ｋ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Ｙｉ 是第ｉ
个单位的人均收入；Ｙ 是Ｙｉ 的平均值；Ｎ 表示单

位数；Ｖｋ 表示第ｋ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三、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差 异 的 空 间 差 序

表现

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是经济高速发展与农村内

部的收入差异缩小。事实上，农村的总体收入在

增长，而山区和边远地区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总

体滞后。区域协调发展要面对山区和边远地区农

村的整体性发展问题，这是整体性治理、缩小各区

域之间差距的重点。

（一）不同村庄人均收入差异测量

由于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驱 动 发 展，

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迅速，但不同村

庄人均收 入 差 异 也 比 较 显 著。通 过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比较发现，村５发展一直较好，而村９发

展比较落后。２０１２年，村９人 均 纯 收 入 为５　２０８
元，是１０个观察点中最低的，最高的村５人均纯

收入达到１６　０８６元，最高村与最低村收入差距为

１０　８７８元，村９的人均纯 收 入 仅 为 村５的３２％。

２０１３年，村９人 均 纯 收 入 仍 然 最 低，仅 为 人 均 纯

收入最高的村３的３５％。２０１４年，村７与村９人

均纯收入都很 低，分 别 为 人 均 纯 收 入 最 高 的 村５
的３７％和３８％。２０１５年，村９的 人 均 纯 收 入 仍

是最低的，仅有村５的２６％。相对偏离贡献率测

算出各村人均纯收入与当年地区人均纯收入的差

距。计算结果表明，部分村的相对偏离贡献率在

缩小，部分村的相对偏离贡献率在扩大，但总体上

收入差异呈扩大的趋势，偏离贡献率总和由０．９６
增长到０．９９。各 村 人 均 纯 收 入 及 相 对 偏 离 贡 献

率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从纵向来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１０个 固 定 观 察

点的村民人均纯收入的均值明显增加，总体增幅

远 超 过１０％，高 于 全 国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８．２％的增幅，说明近些年福建省农村居民的收入

一直在快速增长。从横向来看，各村之间农村居

民收入差异显著。极差可以衡量农民收入变动的

绝对范围，２０１２年 人 均 纯 收 入 的 极 差 为１０　８７８
元，２０１５年的极差增长到２１　１０８元。标准差是反

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各村平均纯收入离散程

度的重要指标，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标准差由３　６９４增

加到６　２２６，说明了各村人均纯收入与均值的差距

在逐渐扩大。计算结果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变异

系数分 别 为０．３８０、０．３９１、０．３６６、０．４４７，整 体 呈

扩大 趋 势，说 明 各 村 之 间 的 收 入 差 异 逐 渐 增 大。

福建省１０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

极差及变异系数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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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福建省１０个农村固定观察点人均纯收入及相对偏离贡献率 元

村

２０１２年

人均纯

收入　

与最高

收入之

比　　

偏离全

地区贡

献率　

２０１３年

人均纯

收入　

与最高

收入之

比　　

偏离全

地区贡

献率　

２０１４年

人均纯

收入　

与最高

收入之

比　　

偏离全

地区贡

献率　

２０１５年

人均纯

收入　

与最高

收入之

比　　

偏离全

地区贡

献率　
村１　 ７　３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７５　 ７　３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９３　 ７　８９４　 ０．４３　 ０．０９１　 ８　４２５　 ０．３０　 ０．１１７
村２　１１　０９０　 ０．６９　 ０．０２０　 １３　４８３　 ０．７２　 ０．０４４　 １４　４７０　 ０．７８　 ０．０４５　 １５　８５６　 ０．５６　 ０．０２２
村３　１５　６１７　 ０．９７　 ０．１８６　 １８　６５６　 １．００ ０．２２１　 １８　０８５　 ０．９８　 ０．１６８　 １８　９６２　 ０．６７　 ０．１１１
村５　１６　０８６　 １．００ ０．１７７　 １７　０１３　 ０．９１　 ０．１４９　 １８　５２０　 １．００ ０．１６０　 ２８　４９４　 １．００ ０．３２８
村６　 ８　３１６　 ０．５２　 ０．０４２　 ９　３９７　 ０．５０　 ０．０４０　 １０　４９７　 ０．５７　 ０．０３２　 １１　７５７　 ０．４１　 ０．０４６
村７　 ６　５３２　 ０．４１　 ０．１４０　 ６　９８８　 ０．３７　 ０．１５６　 ６　８６５　 ０．３７　 ０．１７４　 １０　２０５　 ０．３６　 ０．１３０
村８　１１　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０２１　 １１　５２０　 ０．６２　 ０．００１　 １３　０４０　 ０．７０　 ０．０１８　 １５　５００　 ０．５４　 ０．０１８
村９　 ５　２０８　 ０．３２　 ０．１３４　 ６　４９４　 ０．３５　 ０．１１８　 ６　９６４　 ０．３８　 ０．１１７　 ７　３８６　 ０．２６　 ０．１４５

村１０　 ８　３６６　 ０．５２　 ０．０６２　 ９　４５３　 ０．５１　 ０．０６０　 １０　３９８　 ０．５６　 ０．０５２　 １１　５５０　 ０．４１　 ０．０７５
村１１　 ７　７７３　 ０．４８　 ０．０３２　 ８　４４５　 ０．４５　 ０．０３４　 ９　７７８　 ０．５３　 ０．０２６　 １１　１２１　 ０．３９　 ０．０３３

表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福建省１０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人均纯收入差异情况 元

年份 极差 标准差 平均值 变异系数

２０１２　 １０８　７８　 ３　６９３．６６　 ９　７２８．８　 ０．３７９　７

２０１３　 １２１　６２　 ４　２５０．８９　 １０　８７４．９　 ０．３９０　９

２０１４　 １１６　５５　 ４　２６６．８５　 １１　６５１．１　 ０．３６６　２

２０１５　 ２１１　０８　 ６　２２６．１７　 １３　９２５．６　 ０．４４７　１

　　（二）收入差异的空间特征

区域协 调 发 展 是 以 空 间 为 载 体 的。依 据１０
个固定观 察 点 的 区 域 地 形，将１０个 村 分 为 平 原

（村１、村５）、丘陵（村３、村７、村８、村１０）和 山 区

（村１、村６、村９、村１１）三 组，再 采 用 泰 尔 指 数 的

分解方法测算分组 内 和 地 区 之 间 的 收 入 差 异，可

以进一步了解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结构

特征。按照分组并计算得到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福建省１０个农村固定观察点人均纯收入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年份
总体

Ｔ值 地区内差异 地区间差异

平原地区

组内差异 组间差异

丘陵地区

组内差异 组间差异

山区地区

组内差异 组间差异

２０１２　 ０．０５４　８１　 ０．０２７　７９　 ０．０２７　０２　 ０．００６　４２　 ０．０８４　８４　 ０．０２９　３３　 ０．００５　６９ －０．００７　９６－０．０６３　５１
２０１３　 ０．０６０　１５　 ０．０３３　４８　 ０．０２６　６８　 ０．００３　５２　 ０．０８１　７２　 ０．０３７　７７　 ０．００８　９７ －０．００７　８１－０．０６４　０１
２０１４　 ０．０４５　２６　 ０．０１８　６９　 ０．０２６　５８　 ０．００４　１１　 ０．０９３　７７　 ０．０２４　０９ －０．００８　７２ －０．００９　５１－０．０５８　４７
２０１５　 ０．０６３　４５　 ０．０１１　９６　 ０．０５１　４９　 ０．０１３　５９　 ０．１５１　３９　 ０．０１０　４２ －０．０３０　８４ －０．０１２　０６－０．０６９　０６

　　通过分区的地区内和地区间比较可以发现，

农村居民收入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整体上

看，泰尔指数呈增大的趋势，组内差异呈现减小趋

势，但组间差异呈增大趋势并逐渐成为主导泰尔

指数的主要因素。从三个地区的分组情况来看，

与总体的泰尔指数变动趋势相同，分组内差异减

小、分组间差异扩大，即同一村内部收入差异相对

于村与村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同时可以看到，丘

陵特别是山区分组内差异和分组间差异出现负值

这一现象，泰尔指数为负值说明发展落后的一些

农村实现了逆转，发展速度超过原先发展较好的

农村。这和福建以及全国大规模的对部分贫困的

村庄和居民加强的扶贫工作有关。

（三）收入来源差异

第一，总的趋势来看，由以农业收入为主逐渐

转向收入来源形式多样化。当前，农村居民的收入

空间关系展现了一个空间转换的逻辑，乡村的意义

日益与其所处的具体地理空间相分离［１４］。数据结

果显示，在经济发达区域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

较高，厦门、泉州、福州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分别达到６６．５％、５３．９％、５３％，
而山区南平、三明、宁德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较大，
分别占比总收入的５６．７％、５１．５％、５９．８％。财产

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逐步呈上升趋势，尤其转移

净收入大幅度上升，增速达到１１．４２％，成为增长

的新亮点。收入来源差异最大的是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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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经营收入，农户家庭农业投入占家庭经营

性投入的比例和种植粮食作物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比例越少，则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
第二，通过对农村居民基本收入结构的考察，

就可看出 空 间 关 系 对 于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的 重 要 意

义。空间梯度、农户经济增长序次变动与农户家

庭经营非农化程度密切相关。［１５］由于不同地区自

然地理条件差异大、区域产业发展形态也呈现不

同的特点，收入来源也不同。以村５厦门市集美

区杏林镇杏林村为例，杏林村属于沿海区域的村

庄，交通十分便利，杏林大桥与厦门大桥连贯，实

现交通设施的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渔业及相关

产业，２０１４年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８　５２０元，财产性

收入明显高于村９。素有“闽东夏威夷”美誉的村

３霞浦县长春镇长春村，产业发展形态的多样，有

水产品、林果花卉、优质稻、无公害蔬菜、牲猪五大

特色产业，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仅次于村５厦门市

集美区杏林镇杏林村。
收入差异形成源于城乡关系中空间距离的远

近，源于所处地域资源结构与市场机会之间的匹

配程度。村９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塘背村，属于

闽西偏远的山区，因其地处闽西内陆地区，因此经

济结构相对而言较为单一，以农业为主，产业特点

和村５有比较大区别。对于空间上与城市隔离的

偏远乡村来说，城乡关系的“隔离抑制效应”会降

低农业生产的回报。为此，必须寻求合理的空间

规划和产业布局，通过“融合促进效应”，把更多的

经济政策资源投入到服务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去，这是顺应不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和

经济发展的空间转换的必然要求。

（四）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

第一，区域间自然和经济社会环境差 异 对 农

村居民收入差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空间

要素的集中程度、生产力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农村

居民区域收入差距客观地存在，沿海地区与丘陵、
山区之间收入差异显著。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集

中分布在闽西和闽北的山区、丘陵、革命老区等自

然条件和地理条件较差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

低的地方。这些地区原来的贫困程度较深，当前

由于精准扶贫较大地改善了收入水平，贫困发生

率大大下降，但总体发展水平还是明显落后于沿

海区域。基础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状况仍是农村

居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是区域协调发展问

题的“硬骨头”。
第二，收入结构的差别扩大了农村居 民 内 部

的收入差异。由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差

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毋庸置疑，工资性收入与

一个人的知识、技能的储备以及获取信息能力等

因素有很直接关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农村

地区的教育落后原因所致，而教育的改变并非一

朝一夕。与生产力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对于收入

结构比较单一的山区、丘陵地区的农村居民也很

少拥有可以用来增值的动产和不动产，财产性收

入加大收入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四、政策建议

上述观察隐含着重要的政策逻辑，即 准 确 把

握空间梯度与收入差异的基本形势，基于空间转

换逻辑，从区域合作、人才支撑、产业配套、投融资

体系完善等方面通盘考虑，促进生产资源要素和

经济社会活动在区域空间上合理分布，从而实现

农村居民收入差序的空间转换。

（一）构建山－海协作机制，拓宽山－海合

作平台

针对经济落后的地区，可组织开展区 域 性 结

对帮扶，实行一对一的合作，在管理体制、产业发

展、投融资等方面积极展开精准对接，由一村一策

到一家一策甚至一人一策合作帮扶。给予项目、
资金、政策支持，进行从人才、金融、创业等多方面

的专项扶持。打破制约山区、丘陵地区农村居民

增收的瓶颈，直面挑战，把握机遇。通过基础设施

相互贯通、贸易互相畅通、资金相互融通达到民心

相通，进而推动区域发展与合作，以实现整体上相

互协作、协调发展。

（二）加 大 对 低 收 入 群 体 重 点 扶 持，着

力“补短”

低收入群体往往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

的双低人员。为弥补以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非均衡性和层次性，尤其应重视低收入群体的教

育和培训，提高其知识和技能存量，有劳动能力的

保障他们通过充分就业提高收入。要遏制农村教

育和就业培训“轻农”“弃农”“离农”倾向，必须立

足“农”，把“农”搞活搞强，惠及农村居民。同时注

重对低收入群体家庭孩子的教育进行补偿，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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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一代穷，而代代穷的恶性循环。

（三）优 化 产 品 产 业 发 展 结 构，促 进 农

业提质增效

一是明确区位优势，引入现代要素建 设 创 意

农业，形成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进区域农产品

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

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提升农业全产业链价值，帮
扶低收入群体实现产业化经营，增加村民的经营

性收入。
二是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 机，在 农

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支

持发展特色家庭农场，可以采取家庭联合或股份

合作方式，以服务带动型为导向，带动低收入家庭

增收，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根

据各区域产业特色和发展定位，可扶持低收入群

体参与特色农业项目，把贫困户、弱势户引入到现

代农业发展新轨道，从而带动低收入群体充分参

与和受益。

（四）完善投融资体系，助力全面增收

一是拓宽农村合作融资平台。在政府加大对

农村金融的政策帮扶基础上，探讨农民、农业合作

社或其他社会组织等多渠道社会资本参 与 合 作。
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放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贷款免征相关税费，经营成本实行贴

息、风险补偿等措施，从而引导更多农村金融流入

农村，服务农业、农民。
二是推动农村小额信贷政策不断完善，可以适

度加大信贷比率，尤其对于信誉良好的、小额信贷

资金利用初见成效的项目，经过评估后，适当延长

其贷款年限，由３年增加到５年或更长的时间，真
正推动低收入群体全面提高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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