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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倍增是党的十八的主要内容，阜康市委五届三次党代

会提出到 2020 年农牧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两番，提前建成小康社会。本文根据阜康

农牧民增收的现状及特点，进行了农牧民人均收入翻两番的可行性分析，并对影响阜康

农牧民增收的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直观的分析了影响阜康农牧民人均收入翻两

番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阜康农牧民人均收入翻两番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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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阜康市五届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到 2020 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本文结合近年来阜康城

乡居民收入等统计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同时提出一些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

对策建议。

一、阜康市农民收入增长现状及特点

据阜康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阜康农民人均收入2013年达到 13736元，

比 2009 年的 7609 元增加 6127 元，年平均增幅 15.95%；2009 年阜康农村

恩格尔系数 0.47，2013 降为 0.31，阜康的农牧民生活温饱向富裕经济过渡。

表一：阜康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来源构成情况

项目

指标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人均数 比重
人均
数

比重 人均数 比重
人均
数

比重 人均数 比重

农民人均纯
收入

7609 100% 9206 100% 10666 100% 12236 100% 13736 100%

（一）工资
性收入

3541 0.47 4240 0.46 4025 0.38 4116 0.34 4542 0.31

（二）家庭经营
性收入

2875 0.38 3855 0.42 4718 0.44 5233 0.43 5466 0.40

1、第一产业
收入

2004 0.26 2407 0.26 2512 0.24 2302 0.19 2105 0.15



2、第二产业
收入

520 0.07 428 0.05 202 0.02 216 0.02 450 0.03

3、第三产业
收入

351 0.05 1020 0.11 2004 0.19 2715 0.22 2911 0.21

（三）财产
性收入

563 0.07 284 0.03 706 0.07 1334 0.11 2054 0.15

（四）转移
性入

630 0.08 827 0.09 1227 0.12 1553 0.13 1674 0.12

全年现金纯
收入

5872 0.77 7406 0.80 9420 0.88 10960 0.90 11041 0.80

全年实物纯
收入

1737 0.23 1800 0.20 1246 0.12 1276 0.10 2695 0.20

数据来源于阜康发展改革委员会

从上表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仍占主要地位，是

推动收入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从 2009 年到 2013 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占人均纯收入的绝对量在增加，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 3541 元增加到

4197 元，增长 18.5%。家庭经营性纯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基础，农民人均营

净收入从 2875 元增加到 5466 元，增长 89%。

由此可见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的高低，是拉动农民人均纯收入

增长的强力支撑。伴随着农业内部结构的不断改善，家庭经营收入以种植

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格局已被打破，近年来传统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

减少，农业收入在农民现金收入中所占比重正逐步缩小，劳动力不断往二、

三产业转移，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特别在城关镇、九运街镇、上户

沟乡，二、三产业呈较快发展趋势。

二、到 2020 年农牧民人均收入翻两番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阜康农牧民收入现状，2020 年要达到“翻两番”目标，必须从实

际出发，正确分析和认识阜康农牧民人均收入在昌吉州、自治区还存在多

少差距，以便采取有力措施，实施阜康农牧民人均收入翻两番计划，与全

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2010 年阜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昌吉州、自治区、全国对比情

况

2010 年，阜康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9206 元，昌吉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8806 元，自治区人均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4500 元，全国人均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 5915 元，阜康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起点高，分别高于昌吉州 400 元，自

治区 4706 元，全国 3291 元，说明阜康的农业经济实力逐步加强，按照自

治区八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新疆农牧民人均收入到 2020 年要比 2010

年翻一番半，也就意味着自治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2020 年达到 13500 元，

阜康在 2013 年已经完成。

数据来源于 2012 年各县的政府工作报告

从 2012 年昌吉州 7 县（市）农牧民年纯收入来看，一方面木垒、奇台、

吉木萨尔县增长速度快，阜康面临着东三县的赶超；另一方面由于玛纳斯

县和呼图壁县农业基础雄厚，农民增收渠道畅通，阜康追赶跨越很难。但

就阜康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两番来看，按照阜康多年的增长经验，阜康每

年的增长率在 15%左右，到 2020 年阜康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具有翻两番的可

能。

（二）阜康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行动计划表

阜康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投资拉动型经济的规模效应已经

显现，但由于消费支撑不够，农业基础的弱势，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压力，

要想实现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两番，如果剔除物价的因素，农牧民人均纯

收入增长速度超过 19%（通货膨胀按 4%计算），压力很大，必须明确每年任

务，制定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使老百姓享受实实在在增长成果。

表二：阜康市农民增收行动计划表



指

标

年度

阜康

农民

人均

纯收

入

（元）

增加

量

（元）

较上

年增

长（%）

工资性

收入

（元）

家庭

经营

性收

入

（元）

其中：

第一

产业

（元）

第一产业

第二、

三产

业（元

财产性

纯收入

（元）

转移性

纯收入

（元）

农业

收入

（元）

林业

收入

（元）

牧业

收入

（元）

2014 15796 2060 15 5224 6768 3034 1172 745 1116 3734 1758 2046

2015 18165 2369 15 6027 7770 3483 1346 855 1281 4286 2018 2350

2016 20891 2726 15 6948 8930 3998 1545 982 1471 4931 2316 2697

2017 24024 3133 15 8007 10260 4590 1773 1127 1688 5670 2660 3097

2018 27628 3604 15 9221 11790 5269 2036 1294 1938 6528 3054 3555

2019 31772 4144 15 10616 13570 6049 2337 1485 2225 7521 3505 4081

2020 36538 4766 15 12217 15612 6944 2683 1708 2554 8668 4024 4685

表三：阜康市重点产业增长计划表

指标

年份

全市

农民

人均

纯收

入

（元）

粮食产业 瓜菜 畜牧业 林业 二三产业
对当

年增

加收

入的

贡献

（%）

产量

（吨）

增加

纯收

入

（元）

产值

（亿

元）

增加

纯收

入

（元）

总产值

（亿

元）

增加

纯收

入

（元）

产值

（亿

元）

增加

纯收

入

（元）

产值

（万

元）

增加

纯收

入

（元）

2014 15796 10.5 45 0.74 136 0.78 144 0.52 96 27041 498 44.6

2015 18165 10.5 0 0.85 156 0.90 165 0.60 110 31031 570 42.2

2016 20891 10.5 0 0.97 179 1.03 190 0.69 127 35630 657 42.3

2017 24024 10.5 0 1.11 206 1.18 217 0.79 145 40908 754 42.2

2018 27628 10.5 0 1.28 236 1.36 250 0.91 167 46956 864 42.1

2019 31772 10.5 0 1.47 272 1.58 287 1.04 191 53914 994 42.1

2020 36538 10.5 0 1.69 311 1.79 329 1.20 223 61894 1140 42

上述数据来源于阜康市农业局

三、阜康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灰色关联度分析

（一）阜康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灰色关联度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是灰色分析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是两个系统或系统内

的各个因素（其中一个是主行为因素，其他是相关行为因素）随时间变化

时，其变化方向和速度的关联程度。本文以阜康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两番

为母序列 X0(t)，其中 t为年份，t=2009、2010……2013；考虑到阜康农牧

民增收的特征，选取 5个对阜康农牧民纯收入翻两番影响较大的指标作为

子序列，分别是耕地面积 X1(t)；工资性收入 X2(t)；瓜菜收入 X3(t)；初中

及初中以上劳动力 X4(t)；第一产业增加值 X5(t)，具体数据见表四。

表四：阜康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两番关联度数值

项目

年份

人均耕地面

积（亩）

人均工资性

收入（元）

人均瓜菜收

入（元）

初中及初中以上

劳动力（人）

人均第一产业

增加值（元）

2009 8.57 3541 91 19991.95 2004
2010 8.57 4240 89 21909.87 2407
2011 8.57 4025 92 22090.7 2512
2012 8.57 4116 94 22291.72 2302
2013 8.57 4542 103 22352.12 2105

由于几个变量的单位不同，不能直接进行比较，需要数据初值化处理，

即：Xi（t）=Xi（t）/Xi（2009），并求得母序列 X0（t）与子序列 Xi（t）的

绝对差，△i（t）=∣X0（t）-Xi（t）∣，确定出△max（t）=2.2413,

△min（t）=0,代入公式求关联度系数：

Loi（t）=（△min（t）+∈△max（t））/（△oi（t）+∈△max（t）），其中∈

为分辨率，用于调节△max（t）数值过大而失真的问题，提高关联度系数

之间的差异显著性，当∈＞0.5 时，关联度之间差异较小，当∈＜0.5 时，

关联度之间差异较大，本文取∈=0.5，依据公式可得出关联度系数，R0（i）

=1/n∑Loi（t），按照关联度大小排序见表五。

表五：阜康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两番关联度系数及排序

项目 关联度 排序

工资性收入 0.8199 1

第一产业增加值 0.7589 2

第一产业增加值 0.7227 3



瓜菜收入 0.5622 4

耕地面积 0.5231 5

（二）影响阜康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两番的因素分析

1、人均工资性收入

影响阜康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两番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加

值，关联度达到 0.8199，位居 5因素之首。阜康是一个新型工业化和现代

优秀旅游城市，2013 年阜康三次产业结构 17.5:63.1:19.4，农业人口逐步

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过度，农民工资性的收入开始增加，尤其是九运街

镇农牧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37%，城关镇达到 41%，上户沟哈萨克自

治乡达到 22%，工资性收入成为农牧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2、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依然是农牧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其关联度为 0.7589，

最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拉动。在表四中可以看到，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最主

要影响因素瓜菜的增加值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两番之间关联度不大，关

联度为 0.5622，意味着瓜菜仍然处于劣势地位，对农民的增收贡献不大。

究其原因：一是主导产业不大不强，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比较低。近

年来，阜康基本形成了头工晚熟西红柿、南湾西甜瓜、冰湖辣椒等主导产

业，但从总体来看效益较高的菜、果、畜主导产业产品总量少，尚未形成

规模效益。二是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比较效益降低。受特殊的地理条件制

约，耕地面积少，农牧民仍然以低产出、低收入的粮食作物为主，缺乏特

色产业和高附加值种植作物，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其次，化

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而农产品价格多年以来又处于

较低的水平，农业的收益与其它产业相比呈不断下降之势，导致农业生产

的比较效益下降。三是现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能力较弱。

龙头企业拉动农户生产、加工、销售的作用有限，与农民利益衔接不紧，

大都为松散型联系，加之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从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等

环节获得收益较难。

3、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是一种正比例关系。目前大部分农民仅局限于以

简单的体力劳动为主，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大部分从事城市建筑、环保、家

政、餐钦等简单的体力劳动，特别是随着机械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单靠体

力劳动增收的机会越来越少，阜康现已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以阜康市鱼儿

沟中心村为例，共有 478 户 2031 人，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 180 人，占全村

人口的 8%；受过初中教育的 350 人，占全村人口的 16%，其余群众只受过

小学教育。通过了解，90%的村民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群众

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不高，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作出准确判断。

四、实现阜康农牧民收入翻两番的对策措施

近年来，阜康农民增收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我们要

从这两大收入来源入手，坚持以产业化提升农业，以工业化富裕农民，以

城镇化带动农村，形成多元化增收格局。

第一，立足城市近郊实际，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以城镇化带动

农村

阜康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具有四大优势。即城郊优势，距离市区相对

较近，城市对其有辐射和带动作用；市场优势，市区人口是一个具大的消

费市场，便于种类农副产品销售和劳务输出；信息优势，所有村具备连通

远程信息和互联网条件；社会力量优势，产业园区驻区大中型企业多，社

会扶贫具有很大潜力。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

业。随着阜康东扩南移和产业园区快速发展，商贸区、旅游区的深入推进，

农村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劳务输出、农民增收等都面临极大的发展空间。

具体讲，要引导失地农民管好用活土地补偿款，鼓励他们将征地款投向建

筑租赁、施工机械、交通运输、房屋租赁等行业，实现产业安置和就业转

移。同时，新的市场格局对消费市场形成了新的需求，要大力推进“万村

千乡市场”工程，积极着手进行商贸流布局，引导与大城市建设接轨，推

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形成以城区为中心、乡镇为骨干、村级为基础的集农

副土特产品、日用工业品连锁配送为一体的新型城乡消费品市场网络体系。

今后几年，筹备并建成 7个物流中心、丝绸之路奥特莱斯物流中心，增加

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第二，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高产优质高效

农业，以产业化提升农业

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特色产业突破性发展步伐，提高农业的

比较效益，是阜康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按照“依托城市、服务城市、

发展农村、富裕农民”的思路重点发展无公害蔬菜、鲜杂果、禽蛋奶等特

色产业，促其上规模。根据不同的环境类型，引导特色农产品向适生区集

中。从阜康范围来看，紧盯阜康产业园和国家 5A级景区，大力发展二三产

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围绕大乌鲁木齐、准东工

业圈及阜康产业园的大市场，发挥城关镇特色林果、无公害蔬菜的优势，

大力发展蔬菜、鲜果，打造品牌，提升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围绕天池景

区在九运街镇大力发展花卉、大枣、蟠桃等干杂果。积极规范发展乡村旅

游业，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水磨河谷、三工河谷、花儿沟、梧桐沟沙漠及

古海温泉等精品旅游线路。

第三，完善利益机制，发展壮大龙头企业,以工业化富裕农民

发展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产品增值、农民增收的关

键。我们要紧紧抓住发展壮大龙头企业这个“牛鼻子”，加快实施农业产业

经，拉长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一要靠龙头企业的自身实力带动。打造

果蔬生产保鲜加工区，依托好益、智远等龙头企业，新增仓储保鲜库容 1.5

万立方，着力打造生态绿色植物观光区，依托玖运景致花卉苗木繁育基地，

打造集种养、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示范园 3个，新增智能

化温室 1万平方米。着力打造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

作组织+养殖大户+千家万户”发展模式，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依托

大茂农场、福康源等龙头企业，强力推进百万肉牛肉羊产业，做大做强禽

蛋奶产业。二要靠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接机制带动。通过要农民

资金和土地使用权入股、龙头企业和农户签订产销合同、建立风险基金等

形式，使企业和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

收益，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第四，加大农民培训力度，培育高素质的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阜康有 7 万人口是农民，其中劳动力 4万多人，结构性失业，已成为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必须把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作为主攻方向，

紧紧抓住培训、就业、增收三个环节，注重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通过

组织大规模、技能型、外向型的劳务输出，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实行政府

统筹、农业牵头、整合资源、多方配合，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广泛开

展农业技术教育培训，通过培训，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同时，要加强农村市场

信息体系建设、培育农村劳务中介组织等，逐步建立村劳动保障服务站，

完善区、乡镇、村组三级就业服务网络，强化劳动就业服务功能。

第五，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的有

效组织载体。在阜康，新型中介组织农民增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

上户沟乡东湾村组建产业园区东区开发协调办公室，积极同入驻企业协商

用工、非招标工程施工等工作，为农民打工找到了门路。继续鼓励农民以

产品和产业为纽带，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兴办各类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合作组织的创建和运作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突

出农民主体地位，使农民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劳动、资本、技术和营销合

作，逐步形成功能齐全、体系完备、结构合理的农民合作组织体系，提高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进而改变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第六，设立生态农业庄园实验区，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转型

设立“庄园经济推广试验区”，争取上级更多的支持，推动庄园经济更

快发展，进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试验区可在一些政策措施上，特别

要在制约庄园经济发展的土地政策上大胆探索。（1）延长土地流转时间。

针对农业生产周期长、农民第二轮承包土地剩余时间短的问题，可将庄园

用地使用年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民第二轮承包土地剩余时间，

按照一次性或分年度终结补偿土地承包户；第二阶段为剩余合同开发年限，

按照补偿标准不变的原则，与村集体签订合同。（2）扩大设施农业附属设



施用地规模。可以比照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2010]155 号文件精神，在庄园

建设过程中划分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3）放开土地流转范围。鼓励和扶

持各类市场主体承接农村土地，开展土地规模经营或与原承包农户实行合

作规模经营，创建各类生态庄园经济业态。（4）放活土地流转形式。农民

可以将承包土地直接流转或委托土地流转服务组织代为流转，流转收益按

委托约定分配。以转包、出租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原承包方同意后可

以再流转；以转让、互换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经发包方同意后

可以再流转，入股的土地经营权按入股章程(约定)决定再流转。（5）强化

土地流转服务。建议各乡(镇)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提供供求信息、政

策咨询，实施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指导、监督、协调，提供土地流转合同规

范文本。（6）完善土地流转程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 1 年以上的，必

须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以转包、出租和入股流转土地经营权的，

报请发包方确认经营权后，依法协商并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并在村土地流

转登记簿和乡(镇)农村耕地、林地合同管理登记部门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