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 6期

(总第 159期)

人 口 与经 济

POPULATION & ECONOMICS

No. 6, 2006

(Tot. No. 159)

新时期农民素质评价体系与农民收入研究
*

夏永祥
1
, 卢 � 晓2

( 1苏州大学 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商学院, 江苏 苏州; 2 苏州大学 商学院, 江苏 苏州 � 215021)

摘 � 要: 城乡统筹发展位于五个统筹之首, 而农民自身素质对于城乡统筹发展进程是极为关键的影响

因素� 本文运用现代统计方法, 构建了一套农民素质综合评价体系, 并在此框架中对中国各省市农民

素质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实证分析了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 可以为相应政策措施

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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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and rural unifi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five unifications. The peasant quality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progress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ing as a whole. This paper uses the modern

statistics methods to build a synthesize appraise system of peasant quality, and using it to estimate the China

peasant quality. Finally, we use a demonstr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easants�
quality and their income, and provide important data for policy de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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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国家在 21世纪头二十年的最大奋斗目标。

根据 �短板效应� 的道理, 经济社会发展到怎样的水平取决于最薄弱的一方, 也就是说上述目标

能否实现正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农民素质的高低又是农业、农村发展最为本

质、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提高中国农民素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尝试构建一套农民素质指标体系, 对 31个省份的农民素质进行评价并与农民收

入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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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一) 概念辨析

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性早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从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可见一斑, 但大多数文献

只是普遍侧重于研究农民的教育素质或是农村人力资本 (后天获得的各种知识、技能、能力) 与

农民收入的关系。实际上, 农民素质是个复杂的多义性概念。在国外文献中并没有专用词汇来阐

述 �农民素质� 这一概念, 只有 �人口素质�。而中国的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 因此明确

人口素质的定义对本文的农民素质研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人口素质就是指人口经由先天自

然遗传和后天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实践积淀而成的生理、心理的内在的基础条件, 其结构是一个稳

态的开放系统。而农民正是人口中具有某类特征人口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农民素质研究只是对缩

小的人口范围内的人口素质的研究。这样看来农村人力资本只是农民素质的一个方面, 可以视为

教育素质的别称。农民素质还应包括先天获得的能力, 比如身体的健康状况等。

农民素质的基本内容包括农民行为过程中所具备的智能、技能、体能、思维方式、道德水准

及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等
[1]
。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民的行为特征出发, 农民素质可概括为身体

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经营管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现代意识等多方面素质

的综合
[ 2]
。

(二) 文献回顾

对于 �人口素质�、�农民素质� 的评价研究已有很多, 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下文的深入研究有

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夏海勇等设计了一套 9个指标的 �人口素质综合指数�, 即平均预期寿命、

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

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 64岁人口所占比重
[3]
。武洁等利用平均预

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普及率、识字率、成年人人口比例、脑力劳动人口的比例 6

个指标, 采用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 研究了

1997年国内30个省份的人口素质差异
[ 4]
。

直接分析农民素质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美卿、代金平和辛贤等。林美卿等选取了农

民平均预期寿命、农民劳动力的比率、三口以下家庭占总户数的比率、出生率、受初中以上教育

人数的百分率 5个指标构建了农民素质评价体系, 对农民素质进行了评价
[ 5]
。辛贤等最近对中国

农民素质的评价体系作了较详实的研究, 从农民的身体素质、农民教育素质和农民科技素质三个

方面选取了若干个指标评价了国内省份间农民素质的差异, 但其使用的方法则是在对数据进行无

量纲化后, 直接通过主观赋权法获得分素质和综合素质得分
[ 6]
。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数据处理

已有的评价体系和前人对农民素质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构建农民素质综合评价体系有很大启

发。有些指标尽管很重要, 但难以量化, 另外现有统计资料的不完全也令很多可以量化的指标没

法得到。基于这些限制, 本文最终选取有代表性且易量化的指标。

(一) 评价体系的指标构成

农民素质综合评价体系包括: ( 1) 农民身体素质。国内现阶段对这方面的评价研究还处于起

始阶段, 又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最终选取了平均预期寿命 (岁)、农村人口死亡率 ( %)、人均

食物消费支出 (元)、每千乡村人口拥有医生人数 (人)、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元) 5 个指标;

( 2) 农民教育素质。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倒是很多, 最终选取了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人均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 (元)、专任教师 (人�每千人) 3个指标; ( 3) 农民科技与市场经济素

质。这里的市场经济素质主要指的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市场信息并能随时调整自身行为

的能力, 这样的指标在统计上不能直接得到, 鉴于此, 本文采用间接反映这方面能力的相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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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最终选取了每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机械总动力 (千瓦时)、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 (元)、电话

机拥有量 (部)、电视机拥有量 (台)、从事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 ( %)。除了上述

13个指标, 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开放的时代, 社会经济环境对农民素质同样有很大的影响, 地

处不同地域的省份差异非常之大, 因此, 我们加入了两个指标: 人均外商投资额 (美元) 和优惠

政策指数 �。这两个指标可以用来反映农民具有现代意识的程度。

(二) 数据处理

根据上述构建的评价体系, 我们通过查阅现有的统计资料 (中国统计年鉴 2004, 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 2004,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4等) 得到了原始数据。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弱点 � , 本

文将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主成分方法, 来估计这些指标的最优线性组合, 确定各指标之间

的相对权重。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 , 我们借助 SPSS软件最终使 15个指标聚合成

了4个, 并得到了各个省份的各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

表 1 � 公因子权重表

公因子 特征根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因子权重 ( W)

1 7�745 51�634 51�634 61�96

2 1�645 10�965 62�599 13�16

3 1�596 10�641 73�241 12�77

4 1�514 10�091 83�332 12�11

从表 1可以看到, 15个指标经过聚合, 可汇总成4个公因子, 83�3%的累积贡献率可以认为
已包含了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

表2是旋转过后的公因子载荷矩阵表。在公因子 1中, 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人均的文教娱

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人均食物消费支出以及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等指标都占了很大的比重, 并且第

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52%, 对农民综合素质有一半以上的解释力度。也就是说农民的综

合素质与他的消费有最为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因子归结为支出因子。而其中比重最大

的是交通和通讯的支出。这个指标告诉我们, 农民多与外界联系, 并获取各方面的信息对其本身

的素质有重大的影响。在公因子 2中, 农村人口死亡率指标占很高的比重, 并且是负的, 这正是

身体素质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可以称之为身体因子。在公因子 3中, 每千乡村人口拥有医生人数

与每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机械总动力指标占的比重比较高, 把它称为科技因子。在公因子 4中,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专任教师占的比例最大, 把这个公因子归结为教育因子。

上述归结的4个公因子, 除第一个的累计贡献率超过 50%以上, 其余 3个公因子的贡献率不

相上下, 也就是说后 3个公因子对农民综合素质评价的影响程度差不多。

四、农民素质评价及与农民收入的回归分析

(一) 农民素质评价

根据上文获得的累积贡献率, 计算得出因子权重, 再乘以因子得分后加总即是最终的综合得

分。农民综合素质得分与排名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 见表3。

各省综合素质的前五名分别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江苏, 而综合素质排名最后五名是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和贵州, 中部省份都处于中间水平。综合素质的高低在地理位置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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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无量纲化采用的是正规化方法 ( Rang 0 to 1) , 公式为: X�ij= ( X ij- Xminj) � (Xmax j- xminj) , 若Xmax j- Xmin j= 0, 令

X� ij= 0�5。没有采用正态标准化, 原因在于这会掩盖不同指标离散程度差异所带来的对主成分贡献的差异, 而采用 0~ 1标
准化则不仅消除量纲和量级上的差异, 而且保留原始数据的相对差异性。

其弱点是采取主观赋权的方式给予每个指标权重。
Sylvie D�mrger等. 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 经济研究, 2002年第 9期。



东、中、西的分布是大体一致的。从图 1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的折线图上可以看出, 两者的拟合

程度是比较高的, 但图中显示一些省份两者排名相差很大, 比如山西、安徽、陕西、甘肃、宁夏

等几个省份的素质排名要明显高于其收入排名。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江西、湖北、海南、新疆

等省份则是收入排名明显高于其综合素质的排名。还有其他因素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 比如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等等。

表 2� 旋转过后的公因子载荷矩阵表

因子

1 2 3 4

R预期寿命 0�824 0�326 0�078 0�318

R死亡率 � - 0�090 - 0�804 0�092 0�132

R食物支出 0�903 - 0�130 - 0�229 - 0�183

R人均医生 - 0�104 - 0�341 0�815 0�081

R医保支出 0�868 0�253 0�152 - 0�227

R教育年限 0�605 0�462 - 0�005 0�528

R文娱支出 0�911 0�138 0�158 - 0�103

R专任教师 - 0�134 - 0�192 - 0�034 0�897

R通讯支出 0�953 0�051 0�032 - 0�176

R机械动力 0�263 0�167 0�788 - 0�111

R外商投资 0�752 - 0�382 0�011 0�315

R非农从业 0�855 0�307 0�259 - 0�074

R电话机 � 0�902 0�159 0�202 0�182

R电视机 � 0�847 0�347 0�231 - 0�045

R优惠指数 0�678 - 0�095 - 0�181 0�167

表 3� 农民综合素质得分排名及收入排名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综合素质得分 1�46 0�75 0�25 - 0�07 - 0�28 0�34 0 0 1�57 0�78 0�99

综合素质排名 2 5 10 13 20 9 11 12 1 4 3

收入排名 2 4 10 17 18 9 14 15 1 5 3

省份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综合素质得分 - 0�17 0�52 - 0�29 0�49 - 0�15 - 0�18 - 0�18 0�74 - 0�35 - 0�25

综合素质排名 15 7 22 8 14 16 17 6 24 19

收入排名 22 7 16 8 19 12 13 6 24 11

省份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综合素质得分 - 0�39 - 0�33 - 0�91 - 0�83 - 1. 27 - 0�22 - 0�52 - 0�65 - 0�28 - 0�56

综合素质排名 25 23 30 29 31 18 26 28 21 27

收入排名 21 20 31 27 28 29 30 26 25 23

图 1� 农民素质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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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的逐步回归分析

从图 1可以看到农民素质与收入之间呈现一种很强的相关关系, 下面利用计量分析尝试找出

对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有重要影响的具体农民素质指标。这里我们不采用多元回归方法, 根据

实际经验, 上述 15个指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因此多元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不高。为了解

决这种多重共线的相关性问题, 决定采用逐步回归方法。

同样也是借助 SPSS软件辅助计算, 对 15个原始指标进行逐步回归, 最终经 7步回归保留了

7个指标, 将最后一步作为最终结果, 其余指标则被剔除在外。保留下来的指标为交通和通讯支

出 ( x1 )、从事非农业产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 (x2 )、人均食物消费支出 ( x3 )、每千公顷农作物

播种面积机械总动力 ( x4 )、平均预期寿命 ( x5 )、死亡率 ( x6 )、优惠政策指数 ( x7 )。即得到回

归方程:

y= - 4882�033 + 2�19xl+ 30�674x2+ 1�235x3+ 0�069x4+ 44�955x5+ 155�468x6+ 135�128x7
t值 � ( 2�577 5�472 � 4�517 � 4�506 � 2�289 � 2�544 � 1�969)

方程调整后 R
2
为 0�983, 拟合程度相当高。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该回归方程显示的 F 值

为193�408, 查 F分布表 F0�05 ( 7, 24) = 2�42, F0�05 ( 7, 22) = 2�46, 也就是 F0�05 ( 7, 23) 在两

者之间, 远远小于 F值, 说明在 �= 0�05的水平下, 回归方程是有显著性意义的。也就是说, 这

七项指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较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其中, 第一个指标是交通和通讯支出, 这

在前文的主成分因子分析时已讲过。第二个指标是从事非农产业占从业人员的比重, 从事非农产

业的人员比重越高说明这个地区的农业就业比重越低, 大量剩余劳动力都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

第二、三产业就业, 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农民也逐渐分享到现代化进程的成

果, 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最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而其中, 人均食物消费支出、平均预期寿命和

死亡率三个直接体现农民身体素质的指标都入选, 可以看出农民的身体素质对与农民收入还是起

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七个指标中没有涉及教育的指标, 似乎很难让人信服。原因何在呢? 傅国

华、许能锐的实证研究认为只有当教育年限超过六年以上时, 才能显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否则

在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欠发达农村地区, 多上 � 年学则等于少 � 年的劳动收入还外加上学的花

消
[ 6]
。这样的话就可能产生回归中的结果, 另外教育作用有很大的滞后性, 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

五、结论

改善人口素质的投资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穷人的福利
[ 7]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舒

尔茨就提出了这个具有先见的论断, 在今天还是适合的。农民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民收

入的多少, 因此, 对于中国农民进行全方面的投资, 提升其素质, 是最终实现缩小城乡差距、走

上全面小康社会和完成城乡统筹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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