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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 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

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

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

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

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

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

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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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

高速增长,农民增收缓慢和负担过重现象的普遍存

在已成为“三农”问题关注的焦点。为了减轻农民负

担,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0年3月下发了《关于进

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始对农村税费

问题实施改革,改革内容由原先的“费改税”“并税”
等单一措施逐渐调整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利

益调节的综合性改革。这项改革被誉为是继土地改

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我国第三次在农村

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全面

取消,农村税费改革开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农村

综合改革阶段。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进程与阶段成果

分析,不难看出,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是该

项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伴随着农村综合改革的逐

步推进和深化,农民收入是否实现了预期增长,其绝

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变化趋势是否向好,则有待进

一步考证。本文基于农村税费改革视角,采用1993
-2010年我国中部地区①6省份农民收入面板数

据,运用 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方法分析农民

收入增长及其变化趋势,探究农民收入变化规律,为

促进农民收入长期增长提供理论参考。

  一、文献回顾

整体而言,学术界已在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特
点、模式、对策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开展了多视角的研

究,但研究方法多为描述性统计分析,鲜有运用计量

分析方法研究农民收入增长趋势的文献。改革开放

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农民收入增

长结构趋于优化,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市场化和非

农化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1];二是农民人均现金收

入增速仍然较快,但增幅同比有所回落,农民收入增

长空间缩小[2],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与

制约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3]。还有部分学者

分析了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的矛盾和对策,认为构建

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4-6]、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刻不容

缓[7]。同时,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
国内学者认为城镇化[8]、西部大开发与财政支农政

策[9]、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10]是农民增收的

重要推动因素。在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方面,部分学者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成效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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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认为在短期内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收入增长

的影响程度非常有限,从长期来看也具有不确定

性[11-12]。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在提

高农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和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方面

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和政策外溢效应,而且有一定

的持续性[13-14]。在农民收入增长趋势的研究方法方

面,Kruskal-Wallis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

和线性退势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逐渐被学者重视和

使用[15-16]。
从文献回顾中可以发现,农民收入增长受到政

策环境的多重因素影响,而农村税费改革作为一项

国家层面的政策举措与农民收入增长有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如何

变化,值得深入探讨。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是由 Mann最早提

出,经过Kendall完善发展的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
是分析序列变化趋势的有效工具[17-18]。具体来说,

Mann-Kendall检验是一种基于秩的非参数检验方

法,由于其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扰,同时也不要求样

本数据服从确定的概率分布,因而能够较为客观地

分析样本数据序列的变化趋势,而且 Mann-Kendall
检验与参数趋势检测方法具有相同的趋势检测能

力。Mann-Kendall检验的数据序列范围宽、定量化

程度高[19],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检验水文和气象资料

的变化趋势,包括水质、降水、温度和流量序列等。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经常需要进行趋势分析与突变

分析,利用 Mann-Kendall检验进行趋势分析,可判

断时间序列是否具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20]。本文

尝试应用 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分析农村税费

改革前后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化趋势。
运用 Mann-Kendall检验进行分析时,按时间

顺序,样本数据的实测值构成一个时间序列:xt=
(x1,x2...,xn)。趋势检验的统计量S 计算公式如

式(1):

S=∑
n-1

k=1
∑
n

j=k+1
sgn(xj-xk) (1)

随机序列Si(i=1,2,…,n)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均值E(S)=0。式(1)中,sgn(xj-xk)为符号函数,

xj 和xk 分别是时间序列里面的第j和k项,S是时

间序列中第j和k时刻差值构建的秩序列。sgn(xj

-xk)满足如下取值分布:

sgn(xj-xk)=

+1,xj-xk>0

0,xj-xk=0

-1,xj-xk<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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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ï 0

(2)

根据时间序列的对象个数分别通过S 统计量

和Z 统计量进行趋势分析。时间序列对象个数n<
10时,通过S统计量判断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当

S统计量为正值时表示增加趋势,为负值时表示减

少趋势。当 S ≥Sa/2时,达到5%的显著水平。根

据对象个数的差异,S 统计量所能表征的显著性水

平不同,具体如表1。
表1 对象个数与显著性水平

对象个数 显著性水平(α)/%

≥4 10

≥5 5

≥6 1

≥7 0.1

  当时间序列的对象个数n≥10时,通过Z 统计

量判断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时间序列采用正态逼

近检验,当时间序列里存在并列值(相等的数值),且
当并列值的数目达到10时,将会降低正态逼近的有

效性。因此,在计算S统计值的方差VAR(S)时需

要考虑并列值出现的情况。

VAR(S)=118 n(n-1)(2n+5)-∑
q

p=1
tp(tp-1)(2tp+5[ ])

(3)

式(3)中q表示时间序列里并列值的个数,tp 表

示第p 组里等值数据的个数。由S 统计值和方差

VAR(S)可以计算Z统计值。

Z=

S-1
VAR(S)

,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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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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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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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趋势检验中,原假设 H0:时间序列xt=(x1,

x2...,xn)独立同分布,不存在变化趋势;备择假设

H1 是双侧检验:对于所有j,k≤n,且j≠k,xj 和xk

的分 布 不 同。在 给 定α 置 信 水 平 上,若 Z ≥
Z1-a/2,则拒绝原假设 H0,即在α置信水平上,时间

序列数据存在显著的增加或减少趋势。Z 统计量为

正值时表示增加趋势,Z 统计量为负值时表示减少

趋势。Z统计值服从正态分布,可以在α置信水平

上检验序列的增加或者减少的单调性。Z 的绝对值

Z ≥1.96时,在α=5%上具有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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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

为了对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前后农民收入增长趋

势进行比较,采用中国大陆地区和中部地区6省份

1993-2010年度农民纯收入及其工资性收入、家庭

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5项指标,均
采用当年价②。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1994-2011年)③。
根据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起始时间,将时间序列

划分为农村税费改革前(1993-2000年)与农村税

费改革后(2001-2010年),按阶段分别进行 Mann-
Kendall检验,研究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收入增

长变化情况。

  三、实证分析

1.农民收入变化趋势的Mann-Kendall检验

通过对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 收 入 Mann-
Kendall检验,税费改革前S统计量均为正值,且在

α=0.1%上具有显著水平,农民收入显著增长(趋

势分析结果均为+***,见表2);税费改革后Z 统

计量为3.94,大于显著水平α=5%时Z1-a/2的值

1.96,农民收入继续呈增长态势(趋势分析结果均

为+***),表明税费改革前后农民收入的变化趋势

均为增长。具体来讲,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收入

均呈现显著增长,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中部地区

农民收入平均增长幅度为1.13倍,与中国大陆地区

增长水平持平。河南省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大,农
民年均收入从1493.62元增加到3387.05元,增长

了1.27倍;湖北省增长幅度最小,为1.06倍。从趋

势分析结果看,农村税费改革后中部地区农民年均

收入增加幅度显著快于改革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从收入来源结构看,农民工资性收入在农村税

费改革后呈快速增长态势,较之改革前,中部地区农

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增幅为2.51倍,高于中国大陆地

区平均水平。其中河南省、湖北省农民工资性收入增

长尤为突出,分别增长了3.03倍和2.89倍,反映了

外出务工的报酬收入日益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表2 中部地区农民年均纯收入及变化趋势 元

项目 中国大陆地区 山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纯收入

税改前 1795.28 1455.39 1514.36 1493.62 1761.36 1706.35 1739.38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3721.57 3180.95 3192.28 3387.05 3629.30 3552.31 3597.63
趋势 +*** +*** +*** +*** +*** +*** +***

工资性收入

税改前 460.35 483.13 338.44 265.23 312.06 441.53 434.67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1402.06 1322.67 1251.02 1068.43 1213.10 1509.48 1430.89
趋势 +*** +*** +*** +*** +*** +*** +***

家庭经营

纯收入

税改前 1232.89 912.28 1094.70 1159.98 1362.53 1202.97 1232.35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1999.76 1608.95 1722.90 2150.09 2248.57 1812.79 1970.33
趋势 +*** +*** +*** +*** +*** +*** +***

财产性收入

税改前 31.23 17.36 21.25 22.04 19.96 12.12 14.34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107.48 94.26 71.35 42.01 34.54 49.08 45.95
趋势 +*** +*** +*** +*** +*** +*** +***

转移性收入

税改前 70.88 42.62 59.98 46.36 66.81 49.74 58.01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212.29 155.09 147.00 126.53 133.06 180.94 150.47
趋势 +*** +*** +*** +** +** +*** +***

 注:“税改前”指农村税费改革前,“税改后”指农村税费改革后;趋势项中的“+”“-”分别表示增加趋势和减少趋势,#、*、**、***分

别表示在10%、5% 、l%和0.1%的水平上显著,“O”表示无变化趋势,后同。

  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 Mann-
Kendall检验结果显示,税费改革前S 统计量均为

正值,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呈增长趋势;税费改革后

中国大陆地区与中部地区各省份的Z 统计值均大

于显著水平α=5%时Z1-a/2的值1.96,趋势分析结

果均显示+***,表明税费改革后农民家庭经营纯

收入显著增长。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中部地区

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平均增幅为0.68倍,略高于中

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从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两阶段

来看,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变化趋势与年均纯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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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表明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民

总收入来源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
农民财产性收入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前山西省

S统计值为-4,农民财产性收入呈减少趋势;安徽

省S统计值为0,农民财产性收入无明显变化趋势;
中国大陆地区和其他中部地区省份S 统计量均为

正值,农民财产性收入呈增长趋势;农村税费改革后

中国大陆地区与中部地区各省份的Z 统计值均大

于显著水平α=5%时Z1-a/2的值1.96,趋势分析结

果均显示+***,表明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

增长了2.28倍,略低于中国大陆地区的2.44倍。
农民转移性收入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后,中部地区农

民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其中,湖南省、山西省农民

转移性收入均增长2.64倍,增长幅度最大,快速增

长趋势尤为明显;湖北省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1.00
倍,增长幅度最小。

2.农民收入增长率变化趋势的 Mann-Kendall
检验

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收入增长率的 Mann-
Kendall检验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前,中国大陆

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民纯收入增长率及4项来源(工

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

入)增长率的S 统计值均为负值,农民收入增长率

呈下降趋势;农村税费改革后,山西省农民家庭经营

纯收入增长率和河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的Z
统计值为负值,中国大陆地区和中部地区其余省份

的Z统计值为正值,农民收入增长率呈上升趋势。
农村税费改革前中部地区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13.69%,但呈下降趋势,表明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

逐步放缓。农村税费改革后中部地区农民纯收入年

均增长率为10.15%,与改革前相比,增长速度下

降,但长期内呈上升趋势,显示出税费改革对推动中

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成效(见表3)。
农村税费改革前,除山西省外,中部地区其他省

份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均高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

水平。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呈下降趋

势,表明长期内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趋缓;农村税费

改革后,中部地区各省份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均

高于10.00%,且呈上升趋势,表明工资性收入增长

速度将逐步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前,中部地区农民

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农村税费改

革后,除山西省外,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均呈上升

趋势。
表3 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及变化趋势 %

项目 中国大陆地区 山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纯收入

税改前 13.62 14.96 15.06 16.16 16.41 14.49 13.69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10.14 9.53 10.57 10.77 9.90 9.85 10.49
趋势 +# + +# + +* +* +#

工资性收入

税改前 20.13 18.15 28.56 24.79 26.47 28.59 23.54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13.22 11.25 14.94 15.16 14.85 12.89 12.39
趋势 + + + + + +** +

家庭经营
纯收入

税改前 11.21 13.31 11.79 14.15 13.92 9.91 10.35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7.10 6.18 7.30 8.55 7.17 6.37 8.26

趋势 + - + + + + +

财产性收入

税改前 30.45 23.17 38.95 37.92 32.83 31.62 27.35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16.21 26.95 19.11 7.36 18.52 17.22 18.21

趋势 + ○ + - +* + +

转移性收入

税改前 9.56 10.18 10.11 10.84 18.76 11.33 6.19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19.11 23.59 17.26 17.52 13.80 21.42 21.80

趋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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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基数较小,农村税费改革

前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较大。农村税费

改革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有所下降,其中,河
南省增长率(7.36%)低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

(16.21%),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增长率均高于中国大

陆地区平均水平。农村税费改革前,中部地区农民

转移性收入增长率为11.24%,呈下降趋势;农村税

费改革后,转移性收入增长率上升为19.23%,增长

率较高,其中,山西省、湖南省、江西省增长率均达

20.00%以上。中国大陆地区和中部地区转移性收

入增长率变化趋势一致,均呈上升趋势。

3.农民收入绝对差距变化趋势的Mann-Kendall
检验

比较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两阶段,中部地区农民

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由

183.53元扩大至298.32元。Mann-Kendall检验

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前,湖北、湖南省农民纯收入绝

对差距的S 统计值为正值,河南省S 统计值等于

零,其余中部地区省份S 统计值为负值;农村税费

改革后,除江西省外,其余中部地区省份农民纯收入

绝对差距的Z统计值均为负值(见表4)。检验结果

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前湖北省、湖南省农民收入绝对

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农村税费改革后,除江西省外,
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农民收入绝对差距均呈缩小趋

势。其中,湖南省农民收入绝对差距的变化趋势由

不显著扩大转变为显著缩小。
农村税费改革前,中部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与

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为81.17元。其

中,河南省低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195.12元,
绝对差距最大。山西省超出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

22.78元且呈继续扩大趋势。农村税费改革后,中
部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绝对差距扩大至102.80元,
其中,湖南省、江西省分别超出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

平107.42元、28.83元。除湖北省、湖南省外,中部

地区其他省份农民工资性收入绝对差距呈缩小

趋势。
表4 各省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绝对差距的均值及变化趋势 元

项目 山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中部地区

纯收入
绝对差距

税改前 339.89 280.91 301.66 33.91 88.92 55.90 183.53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540.62 529.30 334.52 92.27 169.26 123.94 298.32
趋势 -** -** - - -*** +* +***

工资性收入
绝对差距

税改前 -22.78 121.91 195.12 148.29 18.82 25.68 81.17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79.39 151.04 333.63 188.96 -107.42 -28.83 102.80
趋势 -** - -** + +** -* +**

家庭经营
纯收入绝
对差距

税改前 320.61 138.19 72.91 -129.64 29.92 0.54 72.09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390.82 276.86 -150.33 -248.81 186.97 29.43 80.82
趋势 -* - +** + -*** +** -

财产性收入
绝对差距

税改前 13.86 9.98 9.18 11.27 19.11 16.89 13.38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13.22 36.13 65.47 72.94 58.40 61.53 51.28
趋势 +* -* -*** -*** -*** -*** +***

转移性收入
绝对差距

税改前 28.26 10.90 24.51 4.07 21.14 12.86 16.96
趋势 -# ○ -* +# - - +*

税改后 57.20 65.29 85.76 79.23 31.35 61.82 63.44
趋势 -* -*** -*** -*** -* -** +***

  家庭经营纯收入方面,中部地区与中国大陆地

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由72.09元扩大至80.82
元。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湖北省农民家庭经营纯收

入由超出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129.64元增大至

248.81元,且呈现继续扩大趋势。中部地区其他省

份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均扩大,其
中,江西省、河南省绝对差距呈现显著扩大趋势。

财产性收入方面,中部地区与中国大陆地区平

均水平的绝对差距由13.38元扩大至51.28元。农

村税费改革后,中部地区各省份与中国大陆地区平

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为13.00~73.00元,其中,山西

省绝对差距呈不显著扩大趋势,其他省份绝对差距

变化趋势均为缩小。转移性收入方面,农村税费改

革后中部地区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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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6.96元扩大至63.44元,但长期内变化趋势为

缩小。

4.农民收入相对差距变化趋势的Mann-Kendall
检验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中部地区农民收入与

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均不同程度有所

缩小,其中,山西省、河南省农民收入相对差距分别

缩小7.50%和9.76%(见表5)。农村税费改革前,
除山西省外,其他省份农民收入相对差距均呈缩小

趋势(见图1);农村税费改革后,安徽省、河南省和

江西省农民收入相对差距呈继续缩小趋势,其中,江
西省呈显著缩小趋势。

表5 各省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相对差距的均值及变化趋势

项目 山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纯收入相对差距

税改前 0.80 0.84 0.82 0.97 0.95 0.97
趋势 +# +# +** +* +* -

税改后 0.86 0.85 0.90 0.98 0.96 0.96
趋势 - +* +* - -* +**

工资性收入
相对差距

税改前 1.05 0.70 0.55 0.65 0.90 0.93
趋势 - +* +** +** +** +

税改后 0.96 0.88 0.75 0.84 1.08 1.03
趋势 -** +* +** +** ○ -*

家庭经营纯
收入相对差距

税改前 0.73 0.89 0.93 1.10 0.98 1.00
趋势 + + +*** + -# -

税改后 0.81 0.86 1.06 1.13 0.91 0.97
趋势 - + +** - -** +**

财产性收入
相对差距

税改前 0.58 0.64 0.70 0.60 0.39 0.49
趋势 - - + ○ + +

税改后 0.74 0.63 0.43 0.29 0.47 0.41
趋势 +** +# -** + - +

转移性收入
相对差距

税改前 0.61 0.84 0.66 0.89 0.71 0.80
趋势 - + + +* - -

税改后 0.68 0.70 0.60 0.64 0.84 0.66
趋势 +* - - - + +**

图1 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收入相对差距变化走势

  农村税费改革前,中部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与

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为0.80,且呈缩

小趋势。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工资性收入相对差

距进一步缩小,其中,河南省和湖北省相对差距分别

缩小36.36%、29.23%。趋势分析结果显示,除山

西省外,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对差距均呈现缩小趋

势,河南省和湖北省变化趋势为显著缩小。
家庭经营纯收入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前,中部地

区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为0.94,除
湖南省、江西省外,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对差距均呈

缩小趋势。农村税费改革后,山西省、河南省相对差

距均缩小,其他省份相对差距略有扩大,其中,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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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湖北省和江西省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
农村税费改革前,中部地区各省份农民财产性

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相对差距介于0.39~
0.70之间,河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相对差距变化

趋势为缩小。农村税费改革后,山西省和湖南省相

对差距缩小,其他省份相对差距均有所扩大。转移

性收入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后,除山西省、湖南省外,
其他省份相对差距均不同程度扩大,其中,山西省、
江西省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

  四、结论及建议

基于农村税费改革视角,运用 Mann-Kendall
非参数检验方法分析了我国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

及其变化趋势,得出如下结论:(1)农村税费改革后,
中部地区农民年均纯收入增加幅度显著快于改革

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农民工资性收入在农

村税费改革后呈快速增长态势,反映了外出务工的

报酬收入日益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

纯收入的变化趋势与年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具有一

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民

总收入来源结构中地位的重要性。(2)农村税费改

革前中部地区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3.69%,
呈下降趋势,表明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农
村税费改革后中部地区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下降

为10.15%,但长期内呈上升趋势,显示出农村税费

改革对推动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成效。(3)农
民收入绝对差距变化趋势、相对差距变化趋势的

Mann-Kendall检验结果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前后阶

段相比较,中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平均水

平的绝对差距由183.53元扩大至298.32元;中部

地区农民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均

不同程度有所缩小。
为了进一步缩小中部地区农民收入与中国大陆

平均水平的绝对乃至相对差距,应从以下4个方面

进一步实施农民增收举措,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促使

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一是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

营收入范围。通过强化农民市场意识,调整农业发

展目标,引导农民从追求农产品产量增长向追求质

量效益提升的方面转变,促使农业发展与收入增加

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是要围绕农业多功能性问题,
充分发掘农业内涵,利用中部地区区位优势,加大交

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观光农业、休闲

农业和生态农业等,实现农业多元发展。

二是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

入增长空间。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是实现农民增收的

重要途径,大力发展农村中小企业,积极吸纳农村剩

余劳动力,推动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同时,大力

实施阳光培训工程,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

度,提高农民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为有效增加农民

工资性收入奠定基础。
三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

产性收入水平。规范农村信用合作体系,适当扩大

农村金融业务范围,完善农村资金的回流导入机制,
增加农民的利息收入。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加大农村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力度,建
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提高农民的风险抵抗

能力。加快土地管理、征用和流转制度改革,实现土

地价值的最大化,保护农民在土地出让和产权转让

中的财产性收入。
四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

的转移支付水平。近年来政府对中部地区农业、农
村的财政补贴不断加大,如种粮补贴、农机补贴、家
电下乡补贴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转移性收入

水平。但是,相对现代农业所承担的多样性的社会

功能,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转移性支付,强
化对农村地区的财政补贴力度,促使农民收入不断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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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其地理区位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经济水平适中,兼具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特点,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

② 由于是否剔除价格因素会使本文面临“两难”困境,因为在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剔除价格因素虽然可以消除通货膨胀

的影响,但同样会干扰到税费改革前后缴纳税费与否和农民收入增长间的消长关系,所以,本文对与价格因素相关的

指标变量均不做处理。

③ 由于1992年之前的数据没有区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以数据的开始年定为1993年。1993-1999年统计年

鉴的劳动者的报酬收入这一项即为2000年后的工资性收入。

Farmers’IncomeGrowthTrendfromPerspectiveof
RuralTaxReforminCentralChina

———BasedonMann-KendallNonparametricTes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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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2.ResearchCenterforHubeiRuralDevelopment,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hepaneldataoffarmers'incomecollectedfromsixprovincesincentralChina
duringtheperiodof1993—2010,thispaperusesMann-Kendallnonparametrictestmethodtoanalyzethe
growthtrendoffarmers’netincomebeforeandafterruraltaxreform,aswellasthefoursourcesofin-
comes(wageincome,familybusinessincome,propertyincomeandtransferincome).Theresultshows
that,aftertheruraltaxreform,theincomeoffarmersincentralChinadominatedbywageincomeand
familybusinessincomeincreasessignificantly,buttheabsolutedifferencesbetweenitspercapitanetin-
comeandnationalaveragelevelarebroadened,therelativegapisgraduallynarrowed,whichmeansthat
ruraltaxreformhasachieveditsbasicphasedgoals.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severalcounter-
measuresonhowtofurtherrealizethequickincreaseoffarmer’sincomeincentralChina:torapidlyde-
velopfamily-runbusinessandgraduallybroadenthescopeoffarmer’sfamilyincome;toguidefarmer’s
employmentinnon-agriculturalsectorsinanorderlywayandpositivelyexpandthegrowingspaceofin-
comefromlaborservices;topushforwardruralcomprehensivereformandincreasefarmer’sproperty
incomeincentralChinaandfinallytostrengthenthefinancialsupportforruralareasandenhancethe
transferpaymentforfarmers.

Keywords ruraltaxreform;farmers’income;ruralcomprehensivereform;property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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