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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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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福建省农民收入现状,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福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排在前5位的分别

是:种植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进一步讨论了影响福建省农民收入的各因素,并
针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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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

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是政府在农村工作中的重

中之重,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稳定,关系到小康社会的

全面实现。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

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
取了一系列惠农支农的政策,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增收仍较缓

慢。为此,本文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影响福建农

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并就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提出相

关的政策建议。

  一、福建省农民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的

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8元提高到

2007年的5467.08元,增长超过了35倍。虽然近

年来福建省农民收入一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但是

农民增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从表1看出,2001-2007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纯

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7.84%。近年来,福建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1年福建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比 是 2.46∶1,而 2007 年 这 一 差 距 上 升 到

2.84∶1。农民收入低速增长,不仅直接影响了农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户生产投入的增加,而且对城

乡差距的缩小和本省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

响。特别在当前国内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大力

增加农民收入,对拓宽农村消费市场,实现本省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

度测算

  灰色关联分析按研究对象各因素发展变化态势

的类似情况来判断,按时间序列的几何形状相似程

度来区分,通过关联度、关联矩阵来决定关联序,是
各因素间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方法。这种

方法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都同样适用,
因而弥补了用数理统计方法作系统分析时所导致的

缺憾,在很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关联分析要通

过计算关联系数、关联度、关联序和关联矩阵等内容

来完成。具体步骤如下:

表1 2001年以来福建省农民收入变动趋势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8313.08 9189.31 9999.54 11175.37 12321.31 13753.28 15505.42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3380.72 3538.83 3733.89 4089.38 4450.36 4834.75 5467.08

城乡收入比差 2.46 2.60 2.68 2.73 2.77 2.84 2.84

农民收入增长率(%) 4.65 4.67 5.51 9.52 8.83 8.64 13.1

 注:数据根据福建省统计年鉴(2002-2008年)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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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设有原始数据Yi(k)={Yi(1),Yi(2),…Yi

(k)},对Yi(k)作初值化处理得Xi,则Xi(k)= {Xi

(1),Xi(2),…Xi(k)}={Yi(1)/Yi(1),Yi(2)/Yi

(1),…Yi(k)/Yi(1)}

设参考序列为:X0={X0(k)|k=1,2,…n},
比较数列为:Xi={Xi(k)|k=1,2,…n}(i=1,

2,…m)。
本文选取了2001-2007年福建农民人均纯收

入及其主要构成因素的数据,见表2。
表2 2001-2007年福建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主要构成因素 元/人

指标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农民人均纯收入 3380.72 3538.83 3733.89 4089.38 4450.36 4834.75 5467.08
工资性收入 1163.20 1246.01 1353.79 1488.47 1650.65 1855.53 2099.92
种植业收入 802.88 796.80 829.76 977.44 1050.63 1093.31 1232.47
林业收入 41.66 60.58 73.43 76.29 89.35 120.75 149.63
牧业牧入 193.76 196.04 225.01 253.71 274.17 264.41 322.38
渔业收入 111.35 112.78 122.29 129.52 141.55 143.00 156.94
工业收入 104.16 196.04 225.01 253.71 82.55 62.70 66.93
建筑业收入 135.39 114.16 122.11 86.73 147.14 153.62 175.78
交通、运输和邮电业收入 117.22 134.55 147.69 147.98 173.05 190.59 215.09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收入 164.72 141.67 147.98 156.04 225.51 242.58 272.77
社会服务业收入 82.17 161.36 169.65 189.27 87.61 111.04 114.40
文教卫生业收入 26.12 80.06 84.48 88.82 13.69 16.27 17.71
其他家庭经营收入 92.89 31.50 25.45 22.83 79.78 83.36 89.05
转移性收入 270.07 96.55 71.66 78.29 335.96 384.09 407.08
财产性收入 75.14 79.42 78.38 80.04 98.73 113.52 146.92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福建统计年鉴(2002-2008年)。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机理,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值

化处理,得到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初值化后的排列

表,见表3。其中农民纯收入为参考数列 X0,工资

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影响因子为比较数

列Xi(i=1,2,…14)。

  2.求关联系数中的两级差

记Δi(k)=|X0(k)-Xi(k)|,求得两级差:max
i

max
k
Δi(k)=2.1909;min

i
min

k
Δi(k)=0。其中Δi(k)

为第k点X0与Xi的绝对差,max
i
max

k
Δi(k)为两级

最大差,min
i
min

k
Δi(k)为两级最小差。

表3 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初值化后排列表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X0 1 1.0468 1.1045 1.2096 1.3164 1.4301 1.6171
X1 1 1.0712 1.1638 1.2796 1.4191 1.5952 1.8053
X2 1 0.9924 1.0335 1.2174 1.3086 1.3617 1.5351
X3 1 1.4542 1.7626 1.8313 2.1447 2.8985 3.5917
X4 1 1.0118 1.1613 1.3094 1.4150 1.3646 1.6638
X5 1 1.0128 1.0982 1.1632 1.2712 1.2842 1.4094
X6 1 1.8821 2.1602 2.4357 0.7925 0.6020 0.6426
X7 1 0.8432 0.9019 0.6406 1.0868 1.1346 1.2983
X8 1 1.1478 1.2599 1.2624 1.4763 1.6259 1.8349
X9 1 0.8601 0.8984 0.9473 1.3691 1.4727 1.6560
X10 1 1.9637 2.0646 2.3034 1.0662 1.3513 1.3922
X11 1 3.0651 3.2343 3.4005 0.5241 0.6229 0.6780
X12 1 0.3391 0.2740 0.2458 0.8589 0.8974 0.9587
X13 1 0.3575 0.2653 0.2899 1.2440 1.4222 1.5073
X14 1 1.0570 1.0431 1.0652 1.3139 1.5108 1.9553

  3.求关联系数

公式为:

ζi(K)=
min

i
min

k
Δi(k)+ρmax

i
max

k
Δi(k)

Δi(k)+ρmax
i
max

k
Δi(k)

(ρ为分辨系数,通常选取ρ=0.5)

  4.计算灰色关联度值并排序

公式为:γi=
1
n∑

n

k=1
ξi(k),计算出福建农民收

入各影 响 因 素 的 灰 色 关 联 度 值 并 进 行 排 序,见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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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1-2007年福建农民收入各影响

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及其排序

指标 灰色关联度值 排序
种植业收入 0.9642 1
牧业牧入 0.9509 2
渔业收入 0.9439 3
财产性收入 0.9306 4
工资性收入 0.9291 5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收入 0.9122 6
交通、运输和邮电业收入 0.9001 7
建筑业收入 0.8192 8
转移性收入 0.7948 9
社会服务业收入 0.7363 10
其他家庭经营收入 0.6730 11
林业收入 0.6207 12
工业收入 0.6177 13
文教卫生业收入 0.5313 14

  从表4可以看出,近七年来福建省农民收入各

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从大到小的排序为:种植

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

性收入>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收入>交通、运输

和邮电业收入>建筑业收入>转移性收入>社会服

务业收入>其他家庭经营收入>林业收入>工业收

入>文教卫生业收入。

  三、结果与讨论

1.总体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理论,灰色关联度值用于度

量系统中各因素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关联性大小。它

可以反映出系统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因素,哪些因素

是次要因素,哪些因素对系统的影响大,哪些因素对

系统的影响小。为此,根据表4的结果,按照灰色关

联度值的大小,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划分:把灰色关联

度值大于或等于0.9000的影响因素定位强影响因

素,主要有:种植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财产

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收入、
交通、运输和邮电业收入;把值 位 于0.7000~
0.9000之间的定为一般影响因素,分别是建筑业收

入、转移性收入、社会服务业收入;把值小于或等于

0.7000的定为弱影响因素,分别为其他家庭经营收

入、林业收入、工业收入和文教卫生业收入。

2.福建省农民收入主要构成

种植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是农民家庭经

营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福建省农民收入影响因

素的灰色关联度值排位占据前三名。可见家庭经营

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主要是基于福

建省具有丰富的山海资源和对外开放,尤其是近年

来闽台农业合作大力发展的优势,有力地推动了福

建省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3.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福建省农民增收

贡献很高

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灰色关联度值排位

为第四、第五位。财产性收入方面,受农村土地征占

用补偿水平提高、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参
加入股投资分红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农民获得的

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工资性收入方面,由于近年

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转移,政府不断改善农民工

的务工环境,继续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劳动力

素质,促进了农民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2]。

4.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收入,交通、运输和

邮电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支柱

鼓励农民自主创业,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政策,
促进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农民家庭经营收

入方面,工业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显著下降,从

2004年的253.71元下降到2007年的66.93元。
文教卫生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关联度甚小。

5.转移性收入成为福建省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2004-2007年福建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由

78.29元增加到407.08元,年均增长73.2%,占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上升到7.4%。这主

要是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
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四补贴”)等一系列

优惠政策,促进了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加[3]。

  四、促进福省建农民增收的对策

1.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特
色化的发展

从前面分析可知,种植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

收入等是福建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在

确保农业总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农产品

质量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进技术使农业经营方

式向集约型转变,可有效增加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
由于福建具有丰富的山海资源,要将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全面发展农林牧副

渔各业。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区的不断建设,闽台农

业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台阶,秉着“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两岸不断交流农业

合作经验,吸收沿海、港澳台及国外的资金、技术优

势、管理经验。积极扶持一批效益好、与农业生产直

接相关的龙头企业,共同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所以可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特色,发展特色产业。

54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88期)

2.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

收入

要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说要加快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使更多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增加农

民的工资性收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加快农地流

转,实现土地的规模化和市场化经营,能在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的同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向城镇

转移。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城乡二元户籍制

度是造成福建农民增收缓慢的体制性原因[4]。因

此要大力消除城乡两制的现象,建立城乡统一的就

业制度,使广大农民能够公平竞争到就业机会,促使

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顺利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同

时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

之忧,使农民安心进城务工。

3.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推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农村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

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改善农

村生产与生活消费环境,在推动农村生产发展的同

时,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拉动农村有效需求的增加,
在生产与消费的互动下,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持

续发展。而小城镇的发展会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
能够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得到转移。同时随着农村小城镇建设将吸

引更多农民自主创业,政府应大力支持农民自主创

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咨询和财税政策支持,加快乡

镇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收

入、交通、运输和邮电业收入等经营性收入。

4.落实惠农政策和完善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转

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三个组成

部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增加农民收入,必
须保障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稳步增加。按照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府在稳定、完善和强化各

项支农政策,继续加大“两减免、三补贴”等政策实施

力度的同时,应积极推进社保型农村的建设,不断完

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保
障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增加。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和

最主要的财产,要认真落实土地承包制度,完善土地

流转制度,要实现农地产权的商品化、货币化,促进

土地流转,推进农地的市场化功能的充分显现。同

时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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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yRelevanceTheoryAnalysisonInfluencing
FactorsofFarmers’IncomeinFuji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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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Economics,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7)

Abstract Agriculture,ruralareasandfarmershavealwaysbeenthefocusoftheChineseCommu-
nistPartyandthegovernmentatalllevels.Howtoincreasefarmers’incomeisplayingthemostimpor-
tantroleinruralareas.Basedongrayrelevancetheory,thispaperanalyzesthemainfactorsinfluencing
thefarmers’income,includingincomefromplantation,incomefromgrasslandfarming,incomefrom
fishery,incomefrompropertyandincomefrom wagesandsalaries.Finally,thispaperputsforward
somerelevantpolicysuggestionsonhowtoincreasefarmers’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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