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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只有从土地上有

了更多的收入，种地才能真正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 社会财富的分配机

制、社会保障机制等要多向农

民倾斜，在制定政策时要多想

想农民的利益

□ 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

入，要注重总量和结构的平

衡，既要增总量，也要调结构

持续增收

难度不小
肖 力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登记试点和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深化
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以改革促进农民财
产性收入增加显示出广
阔前景

农民收入主要由 4 部分构成：家庭
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
产性收入。“尽管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
入中所占的份额不高，但增长态势明
显，潜力非常大。”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
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说。

据统计，去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财
产 性 收 入 205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增 长
23.2%，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

农民股份合作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流转
加快、租金持续上升，预计全年农民财
产性收入将实现较快增长。

“去年中央 1 号文件对创新农业经
营体制机制、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
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部部长
韩长赋说，2013 年农业部大力推进现
代农业示范区改革试点和农村改革试
验区工作，继续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登记试点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创建，
深化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以改
革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已经在实
践中显示出广阔前景。

在河北张家口沽源县莲花滩乡榛
子沟村，塞北林场的项目区宜林地恰好
位于农民的放牧区。国家要“绿”和农
民要“富”的矛盾难以调和。当地创新

机制，推出股份制造林。采用林场投资
入股、分厂技术和管理入股、乡镇协调
入股、农民土地入股的方式，形成了 1∶
2∶2∶5 的四级股份制造林机制，最大幅
度地让利于民。现在不但解决了“绿”
和“利”的矛盾，还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
收入。林场造林面积已达到 107 万亩，
每植两棵树就有一棵归农民所有。

“未来还要通过深化改革，增加农
民财产性收入。”张红宇说，允许农民对
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担保，赋予
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新的权能，在促进农
民增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
农民融资困难。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
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试点，有助
于拓宽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
些政策对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
重要意义。

农民收入三变
本报记者 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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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收入超过种地

要为农民工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破除制约农

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制约

因素。关键的是要进一步

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3 年上半
年，农村外出务工农民工为 17111 万
人，同比增长 2.7%；外出务工农民工月
均收入 2477元，同比增长 12.6%。去年
上半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 1851
元，同比名义增长 16.8%，继续保持较
高增长。工资性收入成为 2013 年上半
年农民增收的最大动力源，对农民增收
的贡献率达 51.8%。从 2013 年全年来
看，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将首次

超过家庭经营收入。
在北京开装修公司的孙国同说：

“工人的收入高低主要看干活多少，没
有活干就没有收入，活多时一个月能挣
一万多，比城市白领的工资还高。”孙国
同说，这些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在上
涨，尤其是架子工、瓦工和油工，每天
300元至 400元的工资已很正常。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
民工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当前一
些因素严重制约着农民工资性收入的
提高，一些地方为了保持本地户籍居
民的较高就业水平，人为地限制外来
打工者就业；一些收入水平较高的垄
断性行业设置了就业门槛，不论工作
岗位是否需要高学历，求职者都必须
拥有高学历，使农民工望而却步；一
些地方在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上，仍

然歧视外来务工者，造成农民工异地
维权时的人为障碍。

最近一段时间正是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的高发时期。全国总工会书记
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说，为了
保障农民的工资收入，全国已经成立工
会法律援助机构 12948 个，10 年来受
理 职 工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49 万 件 ，结 案
31.42 万件。自 2012 年 11 月工资支付
专项检查活动开展以来，为 136 万农民
工追回被拖欠工资 69.45亿元。

要实现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
长，首先要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破除诸多制约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的因素。但仅提供就业机会还不够，关
键是进一步提升进城农民工的就业质
量，从根本上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
工就业能力。

种地越来越赚钱

农业生产正从分散
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
农田作业正在全面推广
机械化，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越来越完善

周凤生是江西新建县的农户，去
年他除了种自家 10 亩水田外，还承租
了亲戚的 4 亩水田。去年他家收成不
错 ，14 亩 水 田 早 稻 种 了 7 亩 、一 晚 7
亩 、二 晚 7 亩 ，早 稻 产 量 900 斤 至
1000 斤 、一 晚 1000 来 斤 、二 晚 1100
斤至 1400 斤。老周说，他家的早稻卖
得好，卖了 7600 余元，一晚和二晚共
卖了 2.03 万元，全年种地收入达到了
2.8 万元。

去年，山西省夏县胡张乡小李村种
粮大户徐武学承包了邻村 1300 多亩
地。徐武学说，农田规模化种植后，集中

采购化肥、种子等能降低成本，机械化作
业更方便，技术推广更便捷。同样是种
植小麦，比起散户，种粮大户一亩地的产
出能提高200斤，成本降低10%左右。

2013 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仍保持
较快增长势头，这离不开农业生产稳定
发展。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棉花、
油料、畜产品、水产品生产再获丰收，蔬
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农
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为农民增收奠定了
坚实基础。

除了“天帮忙”、“人努力”，现代农业
的发展是农民增产增收的主要原因。科
技部部长万钢日前表示，2013年中国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5.2%，主要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达 96%以上，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57%。这些为粮食增
产提供了重要支撑，提高了农业生产效
益，让农民从土地上获得更多收益。

江西省新建县的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已不再满足于在自家土地上耕作，而
是到周边县市甚至更远的地方承包农
田。新建县联圩镇在外承包 100 亩以
上水田的种粮大户达 1000 户，承包水
田面积达 12 万多亩，在外承包农田的
数量超过了该镇自有农田。

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
理司统计，目前承包土地 50 亩以上
的种粮大户全国有 278 万个，规模在
200 亩左右的家庭农场约 88 万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95 万家。土地规模
化经营，不但使一部分农民通过种地
实现了致富，也使相当比例的农民通
过其他非农方式实现家庭收入的持续
增长。

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
正从分散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农田
作业正在全面推广机械化，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越来越完善，这些改变让种地成
为一种越来越赚钱的职业。

财产性增收潜力大

本版编辑 李 亮

去年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收入增幅

有望连续 4 年超过城镇居民。农民收入连年增长

来之不易，全国上下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要清楚

地看到，要保持农民持续增收面临诸多不利的因

素，要克服这些不利因素需要继续付出更大的努

力，甚至有些不利因素在短时期内还难以克服。

农民收入增幅连年超城镇居民是大好事，但农民

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依然很大。据统计，

2012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32.2%。可见，缩小城乡差距，保

持农民持续增收的任务还很艰巨。

农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组成，要持续增加农

民收入就得从这 4方面入手，挖潜力、拓渠道。

农民家庭经营中，农业生产依然是最主要的

活动。对许多农民来说，种地依然是他们重要的收

入来源。农民要想从土地上得到持续增长的收入，

就要保证农业生产产量不断提高和农产品品质持

续改善。但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

我国农业生产正在步入高成本时代。而且，影响农

业生产的环境、资源等硬约束更加明显。要破解制

约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就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

用。去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2%，还

远远不够。在将来，要让土地能生金，就要让科技

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推动力。

不断增加农民来自土地上的收入，使一部分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年富力强的农民能够通

过农业发展、壮大、致富。只有土地能生金，种地

才能真正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饭碗才能牢牢端

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去年农民收入的一个特点是预计工资性收入

占比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这说明越来越多的

农民脱离了土地、进了城，也说明农民工的劳动力

价值在逐年增长。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依然

受到诸多制约。例如，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农民

工和城镇居民同工不同酬；由于自身素质等原因，

农民工劳动力增值缓慢。

农民进城打工怎样才能有更加合理的报酬？

这与农民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有关，也与经济发

展方式和企业的承受能力相关。无论如何，希望

农民工的工资能够稳定持续增长，希望社会财富

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多向农民倾斜，希望有关

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多想想农民的利益。

从农民收入构成看，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

低，于是人们常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增加农

民收入的最大潜力所在。换个角度，潜力大也就

是说难度也很大。

长期以来，农民财产权利的不足，将农民财产

挡在了社会财产增值体系、信用体系和流动体系

之外。例如，城镇居民购买的房屋具有完整产权，

可以抵押、担保，农民自己在宅基地上合法建造的

房屋却不具有完整财产权。

既然农民财产权利不足，那么就要增加充实

他们的财产权，从他们财产权利较薄弱的地方入

手。例如，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要

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

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在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方面，要注重总量

和结构的平衡，既要增总量，也要调结构。一方面

国家要着力提高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的直接补

贴、低收入保障；另一方面要优化补贴的结构和方

式，增强农业补贴的针对性、指向性和有效性，有

利于促进农民多种粮、种好粮。

农民增收难，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下定

决心齐心协力，只要

心里时刻想着农民的

利益，农民们一定能

富裕起来。

新年伊始，河北承德市双滦区西地乡肖店
村 78 岁的村民王成喜上眉梢，“农村集体资产
股份制改革真是好，去年刚刚进行确权股改，今
年红利就到手中，我和儿子两个人共有 3 股，分
到红利 510元。”

肖店村村委会主任武学平介绍，肖店村从
2009 年开始，依靠荒山发包和征地补偿，村集
体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如何用好这笔财富，村
民十分关注。

肖店村决定对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
革。去年，肖店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

《肖店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方案》。通过进行
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全村 2257 口人成了股
东。该村也成为承德首个进行村集体资产股份
制改革的村。

股份制改革完成后，肖店村决定将集体资
产组建兴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承德成龙建筑有
限公司，依托这两个实体实现集体资产的增
值。村里依照有关章程，选举产生了建筑公司
和合作社的理事会成员、理事长、股东代表、董
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

武学平说：“股改不仅是为了使集体资产产
权更明晰，也是为了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
值。在切实保障村民利益的同时，分红还要考
虑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
要。”据介绍，肖店村在分红前要先为村里提取
15%的公益金和公积金，再将剩下的 85%进行
分红。今年每股平均可分到 200 元，其中 45 岁
以下的村民每股为 170 元，45 岁以上的村民每
股可分到 255元

去年确权股改

今日红利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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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将立足职能，广辟农民增收渠道，重
点挖掘农民增收潜力。一是发展优势特色产
业，增加农业经营收益；二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和休闲农业，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三是积
极推进乡镇企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创业，促进农
村二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增加农民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农业部部长 韩长赋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在于：一是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村资金大量被抽走，农
业在资源配置中仍处于不利地位；二是农产品
价格明显偏低、农民工工资明显偏低、征占农村
土地补偿价格明显偏低，农民在国民收入初次
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三是城乡二元结构矛
盾突出。

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广辟农民增收渠
道。一是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二是促进农
民转移就业和创业，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三
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韩俊

在看到农民收入连年增长的好形势的同
时，也要看到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民总体
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的现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进程中，农民增收成为短板。“解决好农民
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完成农村小康建设的根
本性任务，也是做好农村工作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程国强

我国农民收入实现连续 10 年快速增长。细细盘点农民收入的变化，既要看到收入

数量的增长，也要看到收入结构的变化；既要看到推动收入持续增长的有利因素，也要看

到制约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只有对农民收入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才可能找准推动农

民持续增收的方法和渠道。

上图：1 月 9 日，吉林省梨树县西黑嘴子村

村民赵国才在观察牛的生长情况。
下图：1 月 9 日，赵国才在准备喂牛的饲

料。赵国才 2012 年 9 月用自家 9 亩多地贷款

1.4 万元养牛，一年多时间，他家的牛已经从 2

头发展到 6头，增收 1万多元。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