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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以安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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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经营收入是安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增收意义重大。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安徽农民收入的

相关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农民素质、土地及资金投入、市场、产业结构对农民家庭经营

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提出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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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的增加会促进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购买

力的提升，从而促进农村的发展与稳定。党的十九

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逐步消

除城乡差距与地区差异。但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农

产品价格下行、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原因导致

农民增收形势严峻。本文以安徽为例，对农民家庭

经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促进农民增

收提出有效对策。

一、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现状及变化趋势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是指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得到的报酬，它体现了家庭单

位的生产效率和收益水平。家庭经营收入不单指出

售产品所得，非销售用途的产品也要按照市场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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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本文将农民人均家庭收入作为研究对象，从

来源看，其包括农民家庭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

获得的收入，后两者又被称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

入”。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构

成部分，虽然近年来其比例逐年下降，并在２０１３年

首次让位于工资性收入，但其在农民收入中的占比

近４成，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环节
［１］。

新世纪以来，安徽一直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

的惠农政策，大力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从１９１０元提

高到６８４５元，名义增长了２．６倍，年均名义增长

率为８．９％（表１）。其中，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是安

徽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其占比从２０００

年的７３．８８％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４９．７３％，但仍占近

一半份额；而且与全国农民收入增长趋势不同，安

徽农民工资性收入虽然一直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所以提高农

民家庭经营收入将是安徽农民增收的重中之重。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安徽农民人均收入构成及变化情况

年份
工资性

收入／元

家庭经营

收入／元

财产性

收入／元

转移性

收入／元
总计／元

总体增长

速度／％

家庭经营收入

增长速度／％

２０００ ５４７ １９１０ ６０ ６７ ２５８５ ４．０ ３．０

２００１ ６１０ １９８３ ７０ ７１ ２７３５ ５．８ ３．８

２００２ ７０７ ２００１ ８０ ８６ ２８７５ ５．１ ０．９

２００３ ７４３ ２１０５ ８４ ９０ ３０２４ ５．２ ５．２

２００４ ８８４ ２３２３ ８０ ８５ ３３７３ １１．５ １０．４

２００５ １０１０ ２４７１ ９０ ９７ ３６６９ ８．７ ６．４

２００６ １１８４ ２７１９ １１０ １１６ ４１３０ １２．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４７０ ３０３３ １６０ １６７ ４８３１ １６．９ １１．５

２００８ １７３７ ３５９４ １００ ３３７ ５７６９ １９．４ １８．４

２００９ １８８２ ３６４０ １１７ ３６０ ６０００ ４．０ 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２０３ ４１４５ １４１ ４０３ ６８９５ １４．９ １３．９

２０１１ ２７２３ ５０５９ １０５ ５８０ ８４６９ ２２．８ ２４．４

２０１２ ３２４３ ５５５８ １１１ ７１６ ９６３０ １３．７ ９．８

２０１３ ３７３３ ５５１５ １１３ ９８７ １０３４９ ７．５ －０．８

２０１４ ３５５４ ６２７４ １６９ ２４６８ １２４６７ １９．４ １３．８

２０１５ ３９８３ ６８４５ １８２ ２７４１ １３７６２ １０．４ ９．１

　　总体来看，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变化呈

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安徽农民人均家庭收入增长率变化趋势

（一）缓慢增长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

这一阶段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保持平

稳增长的态势，但由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农产品价格

下跌所造成的惯性影响，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增

长幅度不大，加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市场需求不振

等不利因素叠加，农民增收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

（二）快速增长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这一阶段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快速增

长，从２００４年的２３２３元提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３６４０

元，其中２００８年名义增长率达到了１８．４％的高

位。这一时期国家开始以工业反哺农业，进行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免征农业税、发放农业补贴等惠

农政策相继出台，农业生产经营资金的投入大幅增

加。从２００４年起，国家开始执行粮食保护价收购

政策，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调，且农村工业化、农业

产业化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也进一步

增强［２］。

（三）快速增长与震荡并存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

这一阶段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总体呈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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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趋势，从２００９年的３６４０元迅速提高到２０１５

年的６８４５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了１１．１％，但

在２００９年及２０１３年出现了大幅回落。这一时期，

国民经济布局全面调整，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

度进一步加大，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带动了

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但２００９年的次贷

危机及国际农产品增收导致的全球性农产品价格

下降波及我国，农民的收入受到了较大影响，同时，

随着粮食保护价收购制度的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制

度的重新调整及农产品贸易市场化、国际化的推

进，农副产品价格出现波动甚至大幅下降，农民人

均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面临严峻的形势［３］。

二、影响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增长

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相关文献，依据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构

成、比例及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数据的可获得

性，遵循指标体系设计的标准性、典型性、可操作性

等原则，笔者制定了影响安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

４大因素１１个指标（表２），以这１１个指标为解释

变量，以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为被解释变

量，剖析安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由于一些数据难以直接获得，所以通过转换计算来

取得，其中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人口占比×

６＋初中人口占比×９＋高中、中专人口占比×１２＋

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１６，城市化水平＝城镇常住

人口／总人口×１００％，产业结构调整系数＝林牧渔

及农业服务业产值／种植业产值×１００％。

表２　指标体系构成

影响因素 指标

农民素质 平均受教育年限犡１／年

人均文教娱乐费用支出犡２／元

土地及资金 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犡３／亩

投入因素 人均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犡４／元

人均农林水事务财政投入犡５／元

农业机械总动力犡６／万千瓦时

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犡７／千克·公顷
－１

市场因素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犡８／％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犡９／％

产业结构因素 城市化水平犡１０／％

产业结构调整系数犡１１／％

（二）实证分析

１．数据来源。本文数据大部分来自历年《安徽

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通过简单计算获得，并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计量方式带来的

影响。

２．因子分析。为消除变量间的多重线性影响，

在构建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之前，首先要对１１个自变量进行 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因子分析。经过因子分析，得出：ＫＭＯ值

为０．７６０，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０，这说明对１１个解释变量

进行的因子分析是有意义的。预先设定的１１个公

共因子，经过几次迭代，只有两个成分的初始特征

值大于１，而且这两个成分解释的累计方差量为

８２．７２％，能代表待分析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为了

更清晰地说明因子的经济涵义，对因子成分矩阵进

行最大方差旋转，得到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表３）。

由表３可知，因子一在除去市场因素的两个指标之

外的所有指标上均具有较大载荷，将其命名为生产

要素与产业结构因子；因子二在市场因素的两个指

标上具有较大载荷，将其命名为市场因子。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计算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构建因子

方程如下：

犉犃犆１＿１＝０．１１８犡１＋０．１１８犡２＋０．１１２犡３＋

０．１２０犡４＋０．１２３犡５＋０．１２０犡６＋

０．１２１犡７＋０．０１８犡８－０．０３８犡９＋

０．１２４犡１０＋０．０９０犡１１ （１）

犉犃犆２＿１＝０．１０２犡４－０．０４０犡１－０．２０１犡２－

０．０４７犡３－０．０９９犡５＋０．０１６犡６＋

０．０３４犡７＋０．６１４犡８＋０．６１８犡９＋

０．０４７犡１０＋０．１８７犡１１ （２）

表３　旋转成分矩阵

指标 因子一 因子二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９２８ －０．０２７

人均文教娱乐费用支出 ０．９０４ －０．２１５

人均经营耕地面积 ０．９５７ －０．０３５

人均生产经营费用支出 ０．９６８ ０．１３８

人均农林水事务财政投入 ０．９６１ －０．０９６

农业机械总动力 ０．９５１ ０．０３７

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 ０．９６９ ０．０６０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０．２４１ ０．７１８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０．２００ ０．７１３

城市化水平 ０．９９０ ０．０７４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系数 ０．７４７ ０．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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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

阵计算两个因子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因子得分，并

以其为自变量，以标准化后的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

营收入为因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方程，经计算调整的

犚方为０．９６４，犉 值为５００，且方程整体Ｓｉｇ值为

０．０００（表４、表５），说明回归方程质量较好，最后得

到回归方程

犣犢＝０．９１５犉犃犆１＿１＋０．１１３犉犃犆２＿１ （３）

表４　模型分析

　　指标 数值

犚 ０．９８６０

犚方 ０．９７３０

调整后的犚方 ０．９６４０

标准误差 ０．１７０８

表５　回归系数分析

　　指标 　　　　犉犃犆１＿１ 　　犉犃犆２＿１

回归系数 ０．９１５ ０．１１３

标准误差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８

犜值 ２２．３６１ ４．７６９

Ｓｉｇ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将公式１、公式２、公式３结合，得到安徽农民

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影响因素的标准线性回归方

程为

　犣犢＝０．１０３犣犡１＋０．０８５犣犡２＋０．０９７犣犡３＋

０．１２１犣犡４＋０．１０１犣犡５＋０．１１２犣犡６＋

０．１１５犣犡７＋０．０１８犣犡８－０．０３０犣犡９＋

０．１１９犣犡１０＋０．１０３犣犡１１ （４）

根据标准回归系数计算公式，将上面的方程还原为

原始数据回归方程

犢＝４２１犡１＋１．０２犡２＋６４１犡３＋０．４２犡４＋０．３０犡５＋

０．１７犡６＋７．７４犡７＋３．９８犡８－９．４９犡９＋

２９．９５犡１０＋１４．９３犡１１ （５）

（三）数据分析结果的解释

１．农民素质因素。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

况下，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１年，农民人均家庭

经营收入将增加４２１元，这说明农民素质对农民的

市场意识、科技应用、生产经营模式选择等具有重

要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农民增收。２０１５年，安徽农

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８．０１年，总体处于初中水平，

农民整体素质亟待提升。农民人均文教娱乐投入

每增加１元，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将增加１．０２

元，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有限。当前安徽农民教

育投入较低（２０１５年为８３４元），教育对于农民增

收的乘数效应还远未发挥，农民的教育需求还没有

得到充分挖掘，农民的自我教育意识、政府主导的

农民培训体系效能还需提高。

２．土地及资金投入因素。第一，耕地面积对于

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显著，人均耕地

面积每增加１亩，农民收入将增加６４１元，这说明

土地依然是决定农业生产效益的最大因素。但安

徽耕地资源开发已达极限，耕地后备资源匮乏，要

突破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只能从减少农村从业人

员入手。第二，人均生产经营费用支出、人均农林

水事务财政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对于安徽农民人

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影响力微弱。在其他因素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三项指标每一单位的增量将

带来农民收入增加０．４２元、０．３０元、０．１７元。土

地经营面积的限制以及以农户为单位的零散生产

经营状态的普遍存在，导致农业产业体系资本回报

率低，且农业从业人员基数过大，增加机械投入对

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影响不大。第三，单位面积化肥

施用量对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增加具有显

著作用，化肥施用量每增加１千克／公顷，农民收入

将增加７．７４元。在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下，追加

肥料用量依旧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３．市场因素。农业生产价格指数与安徽农民

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农业生

产价格指数每增加１％，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将

增加３．９８元；与之相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每

上浮１％，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将减少９．４９元。

农产品价格的“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并存，这导

致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近

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走高，直接增加了农业

生产成本，从而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４．产业结构因素。城市化水平对安徽农民人

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城市化水平

每提高１％，农民收入将增加２９．９５元。由于从

事农业生产人员数量的减少，农业生产的集约化

效应得以显现。林牧渔及农业服务业产值相对

于种植业产值每增加１％，安徽农民人均家庭经

营收入将增加１４．９３元。农副产品消费的优质

化、品牌化趋势明显，单纯的粮食种植已难以满

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因此调整大农业内

部产业结构对于提高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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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对策

建议

（一）普及基础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及培训体系

当前，安徽农民总体文化素质不高，处于初中

阶段水平，因此，政府要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素质。

第一，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加强农村师资队伍

建设，完善农村基础教育体系，鼓励农村适龄人口

延长求学年限。第二，完善职业教育及培训体系，

充分发挥农业学校、农技站点、职业院校和民办教

育机构的培育功能。第三，以家庭农场主、专业组

织骨干、种养大户为重点培训对象带动农民培训覆

盖面的扩大。第四，顺应市场需求，以农民需要为

根本设定培训模块，改革培养方式及考核方式，提

升培养水平。第五，在农村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农业

职业教育，对无法继续升学的农村青年进行职业

教育。

（二）贯彻“三权分置”的土地政策，规范土地流转

从统计分析中可知，人均耕地面积对于农民增

收具有显著影响，所以要严格贯彻“三权分置”的土

地政策，加快土地流转，从而提升农业经营的规模

化水平。首先，要推动土地流转制度化、规范化，建

立市场机制下的土地评估系统及土地质量等级划

分标准；其次，要搭建流转平台，为土地流转提供信

息、财政支持，拓宽土地交易的融资渠道；再次，要

鼓励进城务工人员、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流转

出土地，鼓励种植养殖大户、专业化合作组织吸纳

土地，提升土地集约化的程度，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要积极实施生物肥料替

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兼顾农业生产经济

效益与绿色发展。

（三）加大财政支农投入，构建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要求的财政支农体系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安徽农林水事务投入增加了２７

倍，但在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偏低，难以满足

农业生产经营的庞大需求。同时，由于投入方向分

散、投入结构不合理及监管不力，导致财政支农效率

偏低。因此，要加大农业支持资金的投入，建立以绿

色生产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健全以需求为

导向、以科技为依托、以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为目标

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要理顺各部门对农业发展资

金管理的责任与义务，提高管控水平，并优化支农资

金使用方向，提升支农资金使用效率［４］。

（四）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创造有利于农

民增收的市场环境

　　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

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供需结构性冲突

取代农副产品供给不足成为农业当前的最大矛盾，

即市场需要的高品质、差异化的农产品难以得到满

足。因此，要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再“以价

代补”，引导农民顺应市场生产名优产品；建立真正

惠及农民的农资补偿办法，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监管，减少农资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

（五）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拓宽农业规模化经

营空间

　　要让农民放心进城，就必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

忧。为此，要继续推进“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允

许市民化的农民继续保留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一

切权力；合理确定农业转移人口成本分担机制，将

农民市民化指标与城市发展、企业发展相挂钩；完

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容纳机制，从社会保障、社

会参与、心理认同等方面使其真正成为城市的

一员。

（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顺应消费趋势

第一，要保证粮食安全，以此为基础调整农业

产业布局，彰显安徽现有农业资源禀赋，引导农民

以市场为导向，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地理标识

品牌。第二，要配套完善农村物流、营销、金融、保

险体系，加强信息服务网络布局，提高农业服务业

水平，从而顺应市场需要，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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