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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地区贫困村农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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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邯郸地区 2018 年和 2019 年一季度贫困村农

民生活状况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贫困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和所从事行业。研究表明，在贫困村农民的收入来源中，

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其次是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财产性

收入几乎为零。贫困村农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职业技能匮乏，

就业面窄。提出建议，加大农业现代化扶持力度，发挥地方资源

优势，加快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经营性收入。大力发

展教育扶贫，提高劳动技能，拓宽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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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入来源划分，我国居民收入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分别是：

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及转移收入。当农民的收入渠

道发生变化时，其工资收入逐渐替代家庭经营收入，从而成为拉动

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湘南国家示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及农民收入结构，发现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其必要

性。通过分析北京农民“八五”以来收入结构特点，得出与工资性

收入的增收贡献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是人均纯收入。

一、数据采集与建立模型

（一）数据采集

2019 年 1 月，国家统计局邯郸调查队与其他市直单位联合开

展了贫困县农民可支配收入收集。分层、多阶段、随机地选取了

128 个贫困村共计 2560 户农村家庭进行调查，采用问卷的形式进

行数据的采集。

（二）相关性分析模型 

1. 变量设计

因变量（被解释变量）：指可支配收入，记作：Y
自变量（解释变量）：指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及

转移收入，分别记作：X1，X2，X3，X4

2. 研究假设

H1：工资性收入与样本户可支配收入显著相关；

H2：经营性收入与样本户可支配收入显著相关；

H3：财产性收入与样本户可支配收入显著相关；

H4：转移性收入与样本户可支配收入显著相关；

（3）相关性检验模型 

相关系数的统计性检验，选择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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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ρ 为变量 Y 与 Xi（i=1，2，3，4）的相关系数，样本
容量 n=128。

二、数据分析与处理

（一）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贫困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来源构成进行描

述性分析。由图 2 看到，位于排名前 15 名的村庄的居民其主要收

入是工资收入，有 3 个农村的居民由转移收入构成其主要收入，

有 2 个村的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经营性收入。

图 1

图 2

其次，对 128 个贫困村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分析。

对全市贫困村中的 2560 个调查户按照家庭年人均收入分为低收入

户（3200 元以下）、非贫低收入户（3200 元—4800 元）、中等收

入户（4800 元 -8000 元）、较高收入户（8000 元 -10000 元）和

高收入户（10000 元以上）五个组别，不同收入组包含户数及其

占比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收入组别变化对比情况

组别 2018 年户数 2018 年占比
2019 年

户数

2019

年占比

低收入 493 19.3% 236 9.2%

较低收入 260 10.2% 202 7.9%

中等收入 624 24.3% 449 17.6%

较高收入 287 11.2% 251 9.8%

高收入 896 35.0% 1422 55.5%

表 2　调查户超过全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户数占比情况

2019 年邯郸市农

民可支配收入

调查户超过全市农民

可支配收入的户数

2019 年

占比

2018 年

占比

4119 元 658 25.7% 17.5%

表 1 中的数据显示低收入户比 2018 年下降 1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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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户比 2018 年提高 20.5 个百分点，另外，占比最高的是家庭

人均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其次是中等收入户、贫困户、

较高收入户和非贫低收入户。

由表 1、表 2 数据可知：一是高收入户数量增加，家庭人均

收入超过当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户占比由 2018 年的 17.5% 上

升到 25.7%，提高 8.2 个百分点；二是贫困户数量占比下降，由

19.3% 下降到 9.2%，下降 10.1 个百分点；三是非贫低收入户占比

由 2018 年的 10.2% 下降到 7.9%，下降 2.3 个百分点。

最后，对受教育程度、从事主要行业及劳动技能三个方面的

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 表 6 所示 。

表 4　受教育程度统计数据表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人数 542 2060 3669 611 215 72 8

占比 7.55% 28.70% 51.12% 8.51% 3.00% 1.00% 0.11%

表 5　主要从事行业排名前三的从业人数情况，有效样本 4393 人

行业分类 农、林、牧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人数 2990 437 236

占比 68.06% 9.95% 5.37%

表 6　拥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情况，有效样本 4232 人

职业技能 无技能证书 初 级 技 能

证书

中 级 技 能

证书

高 级 技 能

证书

人数 4082 103 37 10

占比 96.46% 2.43% 0.87% 0.24%

从表 4 看到，占比 87.37% 的农民文化程度都在初中及以下水

平。由表 5、表 6 得出，从事行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建筑业和批

发零售业，占比达到 83.38%，且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职业技能培

训，从事的是体力劳动或较为基本的操作。

2. 相关性分析 

利用检验统计量及 SPSS 软件对不同收入来源与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相关性分析

工资

收入

经营

收入

财产

收入

转移

收入

人均可支 皮尔逊相关性 0.586** 0.363** 0.036** 0.239**

Sig.（双尾） 0.000 0.000 0.682 0.006

配收入 个案数 128 128 128 128

**—表示在显著性水平 0.01 级别（双尾）时进行相关性判断

由表 7 分析结果可知，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工资收入的相关系

数为 0.586，显著性概率几乎为零，小于 0.01，接受 H1 假设即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工资收入存在相关关系；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营

收入的相关系数为 0.363，显著性概率几乎为零，小于 0.01，同样

接受 H2 假设，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营收入存在相关关系；人均

可支配收入与财产收入的相关系数为 0.036，显著性概率为 0.682，

大于 0.01，拒绝 H3 假设，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财产收入之间不存

在显著相关性；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转移收入的相关系数为 0.239，

显著性概率为 0.006，小于 0.01，接受 H4 假设，即人均可支配收

入与转移性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三、结语

研究结果表明，在贫困地区高收入户数量增加，贫困户数量

占比 下降；在收入结构中，占比最高的是工资收入，占比次之的

是经营收入和转移收入，但财产收入占比几乎为零；平均受教育

程度偏低，农民的职业技能匮乏；主要从事行业集中在农林牧渔业、

建筑业及批发零售业，就业面窄。

针对以上情况，提出建议：

第一，加大农业现代化扶持力度。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加快

发展农业产业化、高效化、规模化，增加规模化业主经营性收入。

第二，大力发展教育扶贫。加强成人教育，建设培训基地、

提高职业技能。

第三，加大财政金融扶贫力度，增加贫困村农民的政策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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