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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收入问题
,

从来就是社会阶级
、

阶层结构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

特别是我国在进

入社会主义以后
,

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
,

我国社会原来意义上的阶级
、

阶层结构

发生了根本变化
,

阶级关系已不是剥削性的
,

而是差别性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经济收入的分

析
,

对于理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阶级
、

阶层结构
,

并进一步进行社会分层
,

有着更为重要的

意义
。

与过去比 :
贵州农民收入逐步提高

(一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贵州农 民人均纯收入逐年有所增长
。 1 9 8 6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为 3 0 3
.

6 0元
,

比 1 9 7 8年增加了 1 1 3
.

3 0元
,

增长了 .1 8倍
,

平均每年递增 13
.

6 %
。

而 1 9 5 3一

1 9 7 8年的26 年间只增加了 6 0
.

4 0元
,

年递增 3
.

1%
。

8 年年增加量和递增速度比前 26 年 多 22

元
,

快 1 0
。

5个百分点
。

(二 ) 生产性纯收入增长的速度快于非生产性纯收入的增长速度
,

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

靠发展生产
。

1 9 8 5年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为 2 6 2
.

2 0元
,

比 1 9 8 0年增加了 1 22
.

07 元
,

增长 38 7
.

1%
,

平均递增 13
.

35 %
。

人均非生产性收入 1 9 8 5年为 2 5
.

6 3元
,

比 19 8 0 年 增 加 4
。

26 元
,

增 长了

1 9
。

9 3%
,

平均年递增 .3 7%
。

(三 ) 人均第二
、

三产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
,

但绝对数远远低于

第一产业
。

19 8 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第一产业的收入 2 2 3
.

7 7元
,

比 1 9 8 0年增加 89
.

69 元
,

增

长了约 75 %
。

第二
、

三产业人均纯收入 1 9 8 5年为 5 1 `

26 元
,

比 1 9 8 0年增加了 39
.

86 元
,

增长了

6 4
。

29 倍
。

显然第二
、

三产业人均纯收入快 于第一产业人均收入的增长
。

但从绝对值讲
, 1 9 8 5

年第二
、

三产业 的收入还不到第一产业的四分之一
。

人均第一产业收入 中
,

林牧渔收入增长快于种植业的增长
,

但从绝对数看
,

种植业仍大

大超过林牧渔业
。

以 19 8 5年为例
,

林业人均收入 为7
.

16 元
,

比上年增加了2
.

10 元
,

增长4 1
.

5% ;

牧业收入人均 9 1
。

0 8元
,

比上年增加了6 5
.

3 8元
,

增长了 39
。

31 % ;
渔业收入人均 0

.

98 元
,

比

上年增加 3 0
。

7 1元
,

增长 3 8
。

0 8% ,
种植业 1 9 8 5年为 19 2

.

03 元
,

比上年只增加了 1 4
。

41 元
,

增

长 38
.

n %
。

但从绝对数看 1 9 8 5年种植业的收入比同年林牧渔收入的总合还多 9 2
.

8 1元
。

产业结构决定收入构成
,

收入构成反映产业结构
。

从我省农民收入构成看
,

虽然反映出

近年来我省农村产业结构有所变化
,
已开始向趋于合理的方面转变

,

但从总的情况看仍无大

的变化
。

农民仍然被缚在种植业中
,

依靠有限的土地
,

维持低下的生活
。

(四 ) 商品率逐年提高
,

货币收入的比重有显著增加
。

近几年来 由于实行价格改革
,

农

副产品价格开放
,
刺激了农民商品生产的积极性

,

农民为社会提供的商品率也 由 1 9 7 8 年 的



21 %上升到1 9 8 6年的3 9
.

8 %
,

上升了 1 3
.

8个百分点
。

随着商品率的提高
,

农民的货币收入也

显著增加了
。

19 8 6年人均货币收入为 22 8
.

88 元
,

比 1 9 7 8年增长了 2
.

8倍
,

平均每年增加 2 1
.

3元
。

其中出售农副产品的货币收入就达 1 37
.

1 1 ,

占全部货币收入的 5 9
.

9%
。

随着货币 收 入 的 增

加
,

农民手头也富裕多了
, 1 9 8 5年末

,

农民手存现金和银行信用社存款人均由 19 8 0年的 1 0
.

69

元
,

增加到 5 7
.

5 3元
,

增加 T 4 6
。

8 4元
,

增长了4
。

3 8倍
。

内部比
:
贵州农民收入是低水平位距

,

贫困户多

按照中央书记处农村研究室的规定
:
凡人均年纯收入在 1 00 0元以上者为小康 户

, 5 00 一

1 00 0元者为富裕户
,

20 0一 50 0元为温饱户
, 2 00 元以下者为贫困户

。

(一 ) 贵州农民年均纯收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每年都有增加
,

收入的差距也逐

年有所拉大
,

但总的趋势是增加不多
,

差距不大
。

年平均收入的多数主要集中在 3 00 一 1 50 之

内
,

处于温饱与贫困之间
。

50 0元以上者为数较少
, 1 0 00 元以上者更是微乎其微

。

收入之回

的差别
,

主要体现在低收入水平之间
。

(二 ) 贫困户数量较大
。

19 7 8年占全省农户的 9 5
.

8%
, 1 9 8 0年 占 7 0

.

44 %
,

1 9 8 1年 占

4 5
.

7 6%
, 1 9 5 2年占4 1

.

5 3%
, 19 8 3年 占4 5

.

16 %
, 19 5 4年占2 8

.

3 1%
, 1 9 8 5年占 2 2

.

9%
。

截止

19 8 6年底仍然有 18
.

9%的农户
,

尚未解决温饱间题
。

而 1 9 8 5年全国贫 困 户 只 占总 农 户 的
1 2

。

2 %
。

贵州比全国高出 1 0
。

7个百分点
。

(三 ) 极贫户仍然占有相当比例
,

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
。

如果把农户年人均纯收

入在 2 00 元下的定为贫困户的话
,

那么农户年人均纯收入在 1 00 元以下的
,

应叫极贫户
。

根据

省统计局调查
,

这部分极贫户 198 1年占全省农户的 4
.

2%
, 19 8 3年占全省农户的 4

.

24 %
, 19 8 5

年仍然占全省农户的 2
.

01 %
。

当年贵州农户为 5 2 9
.

7万
,

人 口有 2 6 0 5
.

3 7万人
。

如按上述比例

计算
,

截止 1 9 8 5年底
,

全省还有 10
.

65 万户
, 5 2

.

3 7万农 民处在极贫状态
,

即处在缺吃少穿的

困苦状态
。

( 四 ) 贫困地区分布较广
。

抽样调查表明
,

在全省 32 个调查县中
,

贫困户比重 占40 % 以

上的有 6 个县
,

占全部调查县的 1 8 ,

75 % , 比重在 20 %一 40 %之伺 的有 8个县
,

占全省 调 查
县的 25 % ; 比重在 10 一 20 %之间的有 n 个县

,

占全省调查县的 3 4
.

3 8% , 比重小于 10 %的有

了个县
,

占全省调查县的 2 1
·

88 %
。

据 1 9 8 4 年调查
,

全省集中连片贫困乡有 1 2 38 个
, 1 5 .2 28

万户
, 7 6 0

.

2 6万人 ( 1 9 8 5年减到 55 0万人 )分别涉及 26 个县总乡数的 80 %
,

总农业人员的 70 %
。

又据 19 8 5年对 26 个贫困县的调查
,

共有 1 5 08 个乡
,

其中有贫困乡 1 23 8个
,

占总乡数的 82
.

1%
。

其中沿河
、

赫章
、

纳雍
、

织金
、

从江 5 个县
,

贫困乡高达90 %以上
。

从户来看
,

据赫章
、

剑

河
、

榕江 3 个县统计
,

贫困户为 10
.

55 万户
,

占总农户的 70 %
,

贫困人 口 5 4
.

5 2万人
,

占农业

人口的 71 %
。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既缺 口粮又缺钱的双缺户
,

他们不仅不能维持简单的再生

产
,

甚至连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
。

紫云县的双缺户占15 %
,

有些乡
,

竟高达 68 %
。

(五 ) 贫困户农 民生活非常困苦
。

据贵州省统计局的调查
,

全省贫困户农民 1 9 8 5年人均

纯收入只有 1 5 8
.

05 元
,

比全省农民年均纯收入少 12 9
.

7 8元
。

由于收入微薄
,

生活消费水平也

很低
, 1 9 8 5年人均生活费支出以绝对数来说只有 16 9

。

48 元
,

比全省平均少 85
.

10 元
。

在生活

消费支出中
,

食品消费人均 1 28
,

50 元
,

占生活消费支出的 7 5 , 8 2%
,

所以贵州贫困户的生活

是非常低下的
。

.. 8 5
·



与全国比
:

贵州农民收入选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整距逐年拉大

19 8 0年
,

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6 1
.

46 元
,

比全国平均 19 1
.

45 元只少 2 9
.

9 9元
,

低 1 5
.

66 % ,

19 8 1年我省为 2 0 8
。

8 0元
,

比全国平均数低6
。

55 % , 1 9 8 2年我省为 2 2 3
.

15 元
,

比全国平均数低

17
.

39 %
,

差距显然增大
; 19 8 3年

,

我省为 22 4
。

87 元
,

比全国平均数低 2 7
.

4 1%
,

差距进一步

拉大
; 1 9 8 4年

,

我省为 2 62
.

仑1元
,

比全国平均数低韶
,

,
心̀ 洲 , 1 9分5年

,

我省为 3 0 2
.

1 4 元
,

比

全国平均数低 24
.

01 %
,

差距再次拉大
。

而 1 9 8 6年
,

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六为 3 0 3
.

6 0元
,

比全国

4 2 3
.

8。元少 12 0
.

20 元
,

差距又进一步拉大
。

造成经济落后
,

人民生活贫困的原因
,

固然多种多样
,

但主要的有 4 点
。

一是 自然条件

差
,

生态环境脆弱
, 二是交通不便 , 三是传统的产业结构的限制

卜

, 四是劳动力素质差
,

文化

水平低
,

生产技能落后
,

观念守 旧
。

基于上述原因
,

贵州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壁垒比较坚固
,

小农经济意识和安于现状的

历史惰性
,

有着较深的社会基础
,

劳动者缺乏强烈的商品意识和竟争观念以及对新事物的敏

感性和应变力
,

它必然阻碍农村劳动力技术的提高和摆脱土地的束缚
,

向新的生产领域开拓

的能力
,

自然也就难于脱贫致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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