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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强国，农村 

发展平稳，农业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成功的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迅速发展，日本的农业已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步入了现代化，农村社会的现 

代化水平也相应提高，整个农民生活状况得到了 

根本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收入水平、消 

费水平、居住环境质量等与城市居民趋于一致，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城市。
[1]
农民的现代化生活 

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农村居民生 

活状况的改善保持了农村的相对稳定，从而保障 

了日本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顺利发展， 

两者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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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ural region is the largest consumption market of China， but Chinese farmers’ lack of demand 

for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major constraint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studies the 

structures of farmers' income and consump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e find that the low level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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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trends can be observed as to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issue of consumption of Chinese farmers. 

Key Words：Japan；Agriculture；Farmers' income；Income Structure；Consumption structure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占人口总数 73%以 

上的 2.4 亿多户农村居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 

这一国情决定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已经成为推 

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广大农村是扩大内需的 

重点，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所在。 

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农村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 

农民消费需求不足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作用也日益 

突出。目前我国城乡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农村消 

费占整个社会消费比重为近年来最低水平，农村 

市场启而不动，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这既 

影响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到国民经济的 

发展。作为我们近邻的日本也是从传统农业起步 

的国家，在这方面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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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中日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比 

较，分析两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异同点及其成因， 

利用日本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为促进我国农业 

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一、中日农民的收入状况的对比 

（一）日本农民的收入状况 

战后，日本农民的收入水平呈迅速增长的态 

势，如表 1 所示。 

表 1：日本农民收入总量与结构 单位：（1000 日元）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总收入 409.5 1393.2 4515.2 6956 6059 
农业收入 225.2 508.0 952.3 1430 1084 
非农业收入 184.3 885.2 3562.9 5526 4975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1965 年、1980 年、2004 年的农家 

经济数据整理所得 

由表 1 可见，从 1960 年到 2000 年，日本农 

民的收入增长了 13.8 倍，其中农业收入增长了 

3.8 倍，非农业收入增长了 25.9 倍，农民总收入 

的年均增长率为 7%，农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 

4%，非农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 8.6%。非农业收 

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业的增长速度；在收入 

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非农 

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1960 年农业收入占 

总收入的比重为 55%，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45%，而到了 2000 年，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 

17.9%，非农业收入高达 82.1%，充分显示了非农 

表 3：中国农民人均收入总量与结构 单位：元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纯收入 191.33 397.60 686.31 1577.74 2253.42 3254.93 
家庭经营收入 62.55 295.98 518.55 1125.79 1427.27 1844.53 

工资收入 106.38 71.71 138.8 353.7 702.3 1174.53 
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 22.4 29.91 28.96 98.25 123.85 235.87 

资料来源：《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4：中国农业人均收入所占的比重 单位：元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家庭经营收入 62.55 295.98 518.55 1125.79 1427.27 1844.53 
农业收入 21.93 202.10 344.59 799.44 833.93 1097.71 

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 35.1% 68.3% 66.5% 71% 58.4% 59.5% 

资料来源：《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农民纯收入增长了 16 倍，年增长率为 12%，其 

中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了 28.5 倍，年增长率为 

14.5%，工资性收入增长了 10 倍，年增长率为 10%， 

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工资性收入的 

增长速度。农民纯收入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80 

年家庭经营所占比重为 32.7%，工资性收入占 

55.6%，此后，家庭经营所占的比重持续增长，而 

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到 1990 年家庭经营收入所 

占比重上升为 75.6%，工资性收入下降为 20.22%； 

而 1990 年之后，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开始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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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趋向。 

日本农民的收入不仅增长速度较快，而且其 

收入来源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表 2 所示。 

表 2：日本农民收入来源状况 单位：（1000 日元）  
  1965 1970 1980 1990 2000 
农业毛收入 639 985 2421 3002 3508 
水稻收入 274 380 722 859 966 
蔬菜收入 64 147 442 716 810 
果树收入 37 77 195 270 356 

畜牧业收入 150 223 632 670 704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1967 年、1980 年、2004 年的农 
家经济数据整理所得 

由表 2 可见， 1965-2000 年日本农民农业毛 

收入增长了 4.5 倍，年增长率为 5%；在农业毛收 

入中，水稻所占比重由 1965 年的 42.9%下降为 

2000 年的 27.5%，蔬菜所占比重则由 1965 年的 

10%上升为 2000 年的 23.1%，果树收入所占比重 

由 1965 年的 5.8%上升到 2000 年的 10%，畜牧业 

这几十年变化幅度不大，由 1965 年的 23.5%变为 

2000 年的 20%。从日本农民的收入结构来看，其 

显著特点是农业收入的来源多元化，从而分散了 

风险。 

（二）中国农民的收入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实 

现了快速增长，如表 3、表 4 所示。 

由表 3、表 4 可见，从 1980 年到 2005 年我 

下降，工资性收入比重开始缓慢上升，到 2005 年 

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为 56.7%，工资性收入比重 

为 36.1%。这说明，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化， 

我国农户的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 

相应的变化。然而，与日本农民的收入状况相比， 

在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较 

高，而在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收入所占比重最高， 

虽然近年来略有下降，但依然比重很高，农业收 

入仍是现阶段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三）中日农民收入状况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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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这几十年间两个国家农民的收 

入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所不同的是日本农民的 

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远大于农业收入所占 

的比重；而我国则相反，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 

重大于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 

其主要原因是，战后特别是 50 年代中期以来， 

一方面日本的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55 年的 16.7%下降到 1994 年的 2.1%；而第二产 

业的比重上升到 36.9%，其后一直保持在 35%—36% 

之间；第三产业则始终保持在 60%上下。
[2]
劳动力 

的流动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日本政府为 

此也制定了相应的劳动力流动政策和农业劳动力 

动员政策。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鼓励向农村引进工 

业，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推行城乡一体化战略， 

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内部转移，从而实 

现工业和农业的均衡发展和城乡的有机结合，
[3]
 

这些因素使得日本农民的非农业收入迅速增长。 

而我国在建国初选择了苏式的重工业化发展道 

路，大力发展重工业。为此，国家公布了一系列 

的政策法令，通过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教 

育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劳动 

力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以维持城市的低工资和 

低消费，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本积累。2001 

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是 50%，产值比只有 15.2%， 

存在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严重脱节。
[4] 

我国与日本农民收入结构的第二个不同点是 

日本农民的收入来源中非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一 

直在提高，而我国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 

重先是快速上升，而后又逐渐下降，而工资性收 

入所占的比重则是先下降后缓慢上升。这是由于： 

一方面，自 1978 年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 

行，改变了农村生产的经营模式，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提高，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农 

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和农产品经营渠道的放开等 

措施也使农户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利益。农民从农 

业获得的收入迅速增加，因此家庭经营收入所占 

的比重提高很快。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被 

表 6：日本农户消费结构  
年份 食品 居住 被服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文化娱乐 教育 用品 杂项 
1980 22.9 5.8 6.4 2.1 13.4 6.3 2.4 4.5 24.2 
1985 21.7 5.3 6.0 2.3 14.8 7.1 2.4 4.2 24.7 
1989 20.7 5.5 5.9 2.6 12.8 8.4 2.9 4.0 26.2 
1994 20.3 5.9 5.0 2.8 11.8 8.5 3.3 4.1 27.9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1991 年、1997 年农家家计费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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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自主择业的权利以及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发 

展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多，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所 

占比重开始上升。但尽管如此，我国农民的非农 

业收入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却远低于日本农民。 

我国与日本农民收入结构的第三个不同点是 

日本农民的农业收入来源多元化，蔬菜、水果、 

畜牧业等所占比重较高，而我国农民主要依靠农 

业收入，林、渔、畜牧业所占比重都很低。日本 

政府早在 1961 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中就提出 

了“有选择地扩大”农业生产的政策，确立了从 

以稻米为中心的农业转向以畜牧业和菜、果为主 

的农业发展方向，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畜牧业和 

蔬菜水果生产的社会经济措施。而我国农民的收 

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不仅投资收益低，而且 

受自然和市场的影响，
[5]
收入也不稳定，这既影 

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中日农民的消费状况的对比 

（一）日本农民的消费状况 

如表 5 所示，从 1950 年到 2000 年的 50 年间 

日本农户的消费支出增长了 30.4 倍，年均增长率 

高达 7.1%。消费支出的增长也带来了恩格尔系数 

的变化，日本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在 60 年代到 70 

年代显著下降，并且到 1990 年下降为 20.8%，2000 

年稍有回升为 21.2%，也就是说消费支出中仅有 

21.2%用于食品消费，大部分用在非食品的消费 

上。与此同时，日本农民的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 

了变化，如表 6 所示，1965 年食品、居住和被服 

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35.8%、15.6%和 10.4%，位居 

前三位。而到 1994 年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所占的 

比重超过了居住和被服所占的比重。 

表 5：日本农户每户消费支出及恩格尔系数  
年份 支出金额（单位：万日元） 恩格尔系数 
1950 17.2 50.8% 
1960 36.8 43.6% 
1970 122.5 28.9% 
1980 394.2 22.9% 
1990 550.4 20.8% 
2000 539.7 21.2%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1954 年、1980 年、1997 年、2004 
年农家经济数据整理所得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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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农民的消费状况 

如表 7 所示，从 1978 年到 2005 年，我国农民 

的消费支出增长了 22 倍，年均增长率为 12.1%，但 

恩格尔系数一直较高，从 1999 年开始农村居民恩 

格尔系数降到 50%以下，进入小康消费水平阶段。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总体小康的过渡，农民 

的生活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如表 8 所示，在 

八大类消费中，虽然食品支出始终是第一大类消 

费，但其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其它各项消费的 

比重位次也发生了变化，1980 年农民生活中比重前 

四位的是食品、居住、衣着、用品，而到了 2005 

年，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分别上升到第三、第四位， 

农民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这说明，农村居民已基 

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重点正在从满足基本生活 

消费转向新的消费领域。 

表 7：我国农户人均消费支出及恩格尔系数 

年份 支出金额（单位：元） 恩格尔系数 
1978 116.06 67.7% 
1980 162.21 61.8% 
1985 317.41 57.8% 
1990 3584.63 58.8% 
1995 1310.36 58.6% 
2000 1607.13 49.1% 
2005 2555.40 45.5% 

资料来源：《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8：我国农户消费结构 单位：% 
年份 食品 衣着 用品 医保 交通 文娱 居住 杂项 

1985 57.79 9.72 5.12 2.41 1.73 3.92 18.24 1.07 
1990 58.80 7.77 5.29 3.25 1.44 5.37 17.34 0.74 

1995 58.62 6.85 5.23 3.24 2.58 7.81 13.91 1.76 
2000 49.13 5.75 4.52 5.24 5.58 11.18 15.47 3.14 
2005 45.48 5.81 4.36 6.58 9.59 11.56 14.49 2.23 

资料来源：《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中日农民消费结构的对比分析 

与日本相比，我国农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偏 

高，说明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这主要是 

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而且收入来源单一，主要 

依靠农业收入，使得农民的预期收入不稳定。除此 

之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不佳 

等都对农民的消费行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6] 

从消费结构的变化来看，我国农民的消费结构 

由食品、居住、衣着占较大比重逐渐向食品、居住、 

文化娱乐、交通通讯等发展，这一点与日本的消费 

结构的变化趋于一致。 

（四）中日农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对比分析 

耐用消费品数量也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 

个重要指标，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的量的多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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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反映了生活的富裕程度。日本主要耐用消费品的 

普及率较高，城乡差别不大，有些耐用品的普及率 

农村甚至高于城市。而我国则城乡差别较大，具有 

明显的二元结构的特点。城镇居民的耐用消费品需 

求已从彩电、冰箱、洗衣机向手机、电脑、小汽车 

转移，而农村居民对空调、冰箱、洗衣机等还处于 

需求增长期，普及率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消费环境欠佳，致使我国农民 

耐用品的普及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尽管近年农村 

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整体水 

平较差，仍然存在供水困难、交通不畅、电视信号 

覆盖率低等问题，从客观上增加了农民的消费成 

本，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也造成了城 

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的差距。
[7] 

三、简短的结论 

通过本文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农民的收 

入和消费结构与日本相比，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 

不同之处，具有我国自己的特点，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我国农民的收入偏低。造成这一差异的最主要 

原因就是我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这 

一单一渠道，而日本则通过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劳动 

力转移和实施农业收入多元化，从而较好地解决了 

这一问题。我们要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 

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拓宽农民收入的 

来源；同时为农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积极引导 

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 

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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