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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分析*

———以陕西武功县为例

赵暋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

摘暋要暋发展特色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基于对陕西武功县发展手织布、手工布艺和草编的村

级调研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方法,具体分析了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结果表明,农民从事手织布

生产、手工布艺生产和外出打工收入对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农民从事草编生产和农

业生产对其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从强化政策引导,提升产业层次;加强龙头企业的建设,大力培育和

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建立多元融资机制,促进武功纯棉土织布产业健康成长;加强企业(合作社)与科

研单位的合作,集聚优秀人才,提高创新能力等4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武功县特色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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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00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

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推进‘一村一品暞强
村富民工程暠的要求,充分发挥“一村一品暠在培育主

导产业、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农业部《关于推进“一村一

品暠强村富民工程的意见》提出,实施“一村一品暠强
村富民工程,以现有的专业村镇为基础,整合各类资

源要素,整村整乡推进优势资源开发,推行农业规模

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打造特色优势品牌,促进主

导产业优化升级,壮大村级经济实力,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因此,如何结合现有的专业村镇的各类资源

要素,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当前发展农村经济中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有关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讨论非常丰

富。如鄢奋以福建省为例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1];张红宇等对农民收入增长阶

段目标与长效机制进行了分析[2];韩剑锋分析了我

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3];叶彩霞

等基于城市化的视角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研究[4];李双凤等进行了福建省农民收入

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5]。纵观现有文献,虽然人

们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定性理论研

究,但从特色经济的视角研究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的文献还相对较少,尤其是基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的定量分析更少。基于此,本文根据陕西武功县的

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特色经济

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暋暋一、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1.调研区域基本情况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悠久的手

织布和草编的历史及文化传统。陕西省武功县土纺

土织布不仅是一种传统纺织产品,更是一种地方传

统民间文化,其工艺多样,技巧精湛。其主要特点

是:栙纯棉质地,手工制造;栚活性染色,环保健康;

栛吸汗透气,冬暖夏凉;栜平展挺阔,柔软舒适;栞民

族图案,古朴时尚;栟乡土浓郁,温馨如家。目前,武
功县发展手织布机15000台,从业人员18000人,
农户人均年收入6000元;发展手工布艺农户1200
户,专业村1个,从业人员1500人,农户年均增收

5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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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县地处关中平原西部,东迄兴平,西邻杨

凌、扶风,北接乾县,南隔渭河与周至相望。2009
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4.72亿元,地方财政收

入5251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25亿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465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362元。总体而言,武功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

于陕西省的中下游水平。目前,该县纯棉土织布生

产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生产规模太小;
计划生产与市场经济很难接轨;产品结构雷同,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内部的恶性竞争;销售渠道单一,销售

网络不完善;产品创新不够,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低,
缺乏工厂化生产车间等。

2.数据来源

采取逐村调研的方式,调研对象涵盖武功县从事

土织布产业和草编生产的12个乡镇79个行政村,占
全县行政村总数的37%。将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主

要划分为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从事特色产业的收入和

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3个部分。结合调研的具体情

况,把从事特色产业的收入又细化为从事手织布的收

入、从事手工布艺的收入和从事草编的收入3类,其
中,从事手织布产业的人数为3339人,年总纯收入

1812万元,从业人员人均纯收入5289元;从事手工

布艺产业的人数为4747人,年总纯收入3828万元,
从业人员人均纯收入7900元;从事草编产业的人数

为1086人,年总纯收入505万元,从业人员人均纯收

入2956元。

暋暋二、研究假说、变量和模型设定

1.研究假说

本文主要是关注村庄特色产业的发展对农户家

庭纯收入的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一:农户从事手织布产业对其家庭纯收入

具有明显的正影响效应。
假说二:农户从事手工布艺产业对其家庭纯收

入具有明显的正影响效应。
假说三:农户从事草编产业对其家庭纯收入具

有明显的正影响效应。
假说四:由于武功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人多地

少,人均耕地面积对其家庭纯收入的影响不是很大,
在统计上应该表现出不显著。

假说五:由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大量农民工外出

打工,因此,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对于其家庭纯收入具

有显著正影响。

2.变量设定

为了考察武功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

响,此处选择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从事特色产业的收入和从事农

业生产的收入为自变量。但由于调研地区农民大多

数的农产品主要是用于满足家庭的自我消费,从事

农业生产的收入很难计算,因此,选择人均耕地面积

来替代。农民家庭从事特色产业的收入也很难得到

准确的数据(因为调研是从村级层面展开),此处选

择从事手织布产业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比例、从事

手工布艺产业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比例和从事草编

产业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比例等3个变量来替代。
之所以强调后3个解释变量,主要是衡量3个不同

的特色产业对农民收入的不同影响。各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见表1。

暋暋3.模型设定

目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已经广泛地被应用于

研究某个因变量变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之

中。设y为被解释变量,x1,x2,x3,x4为解释变量,
且假定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呈现线性关系,
则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b0 +b1x1 +b2x2 +b3x3 +b4x4 +b5x5 +e
其中,b0为常数项,b1,b2,b3,b4为回归系数,e为随机

误差项。
上式中,y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x1是人均耕

地面积;x2是从事手织布产业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

比例;x3是从事手工布艺产业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

比例;x4是从事草编产业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比例;

x5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
表1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n=89)

变量
农民纯收
入y/元

人均耕地面

积x1/hm2

从事手织布产业人数占村
庄总人数的比例x2/%

从事手工布艺产业人数占
村庄总人数的比例x3/%

从事草编产业人数占村庄
总人数的比例x4/%

农民外出打工
收入x5/元

平均数 4861.3 1.08 2.30 2.89 0.61 2885.8
中位数 4820.0 1.10 1.44 0.00 0.00 2832.0
最大值 6200.0 2.94 33.07 25.56 14.39 4195.2
最小值 4135.0 0.43 0.00 0.00 0.00 1803.9
标准差 374.1 0.40 4.41 6.47 2.03 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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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三、结果分析

为了分析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先将所

有解释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下同),得到回归1(见表2);由于x1和x4不显著,
先对自变量x1进行删除变量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

得出,相伴概率远大于5%,因此接受原假设,即可

以删除自变量x1,然后回归,得到回归2。由回归2
可以得出,自变量x4不显著,同理,对自变量x4进行

删除变量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相伴概率远大

于5%,因此接受原假设,即可以删除自变量x4,然
后回归,得到回归3。由回归3可以看出,自变量x1

仍然不显著,因此,同时对自变量x1和x4进行删除

检验,发现可以同时删除自变量x1和x4,则得到回

归4(见表2)。
由表2中的回归4可以看出:栙各个自变量的

符号均为正数,符合经济学意义;栚各个自变量的t
值较大,且均在1%的假设条件下通过检验;栛模型

的总体拟合程度较好,F 值=14.988,相伴概率=0;

栜模型调整后的R2=0.323,虽然有些偏低,但对于

截面数据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
总体来讲,模型拟合得较好。
表2暋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模型估计结果(n=200)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常数项 3877.922***

(16.902)
3852.806***

(17.826)
3869.096***

(16.913)
3849.118***

(17.850)

x1
-29.005
(-0.341)

/ -23.191
(-0.274)

/

x2
2178.783***

(2.815)
2152.971***

(2.810)
2073.429***

(2.721)
2055.535***

(2.723)

x3
1339.693***

(2.473)
1380.461***

(2.627)
1405.465***

(2.628)
1436.483***

(2.764)

x4
1386.034
(0.827)

1338.870
(0.806)

/ /

x5
0.345***

(4.721)
0.343***

(4.734)
0.350***

(4.822)
0.349***

(4.841)

R2 0.352 0.351 0.347 0.346
调整后R2 0.313 0.320 0.315 0.323
D.W. 1.823 1.829 1.778 1.785
F值 9.013 11.357 11.137 14.988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暋注:括号内是t统计量的绝对值;比例数据是0~1之间的小数;截
距的估计数略;***、**、*分别表示1%、5%和10%的统

计显著性水平。

就计量经济学检验来讲,栙多重共线性检验:计
算各个自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结果均小于10,因
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栚异方差检验:运用 White
检验,得出相伴概率为0.122,不能拒绝零假设,即

不存在异方差;栛自相关检验:D.W.=1.785,结合

残差计算结果,可以判定不存在自相关。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事手织布产业人数、从

事手工布艺产业人数和非农打工收入对于农民家庭

人均纯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就总体平均来

讲,从事手织布产业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比例每增

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2055.54元;从事手

工布艺产业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比例每增加1%,
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1436.48元;农户家庭外出

打工收入每增加1.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

0.35元,且这3个指标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由此可以看出,研究区域的手织布产业和手工

布艺产业对于当地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积极的正效

应,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来大力发展。
但是,从事草编产业人数对其家庭人均纯收入

的影响不是很大,在统计上表现出不显著。对于从

事草 编 产 业 的 人 来 讲,整 体 规 模 偏 小,仅 有

1086人,占调查村庄总人数的0.65%;而从事手织

布产业和手工布艺产业的人群来讲,他们分别占调

查村庄总人数的2.00%和2.85%。同时,就人均纯

收入水平而言,从事草编产业的从业人员人均纯收

入仅为2956元,分别占从事手织布产业和手工布

艺产业的人群的55.90%和37.40%。
人均耕地面积对其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是

很大,在统计上表现出不显著。可能的原因主要基

于以下2点:一是当地农民家庭的农产品主要是用

于满足自身需求;二是由于传统农产品价格较低(本
地生产的主要是冬小麦和玉米,属于大宗农产品),
农民普遍存在估算农业收入偏低的倾向。

暋暋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暋暋如何结合现有的专业村镇的各类资源要素,
实施“一村一品暠强村富民工程,提高农民收入水

平是当前发展农村经济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主要以陕西武功县的手工织布产业、手工布

艺产业和草编产业为例,基于对实地的逐村调研

数据,分析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外出打工和

从事特色产业生产对农民家庭人均出收入的影

响。结果表明,依据传统文化开发特色产品对于

地方经济具有很强的正效应。它既解决了当地剩

余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农民家庭的收入;同时,
也缓解了农户之间的矛盾,树立了村庄良好的社

会风气,传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产业。具体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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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从事手织布生产、从事手工布艺生产和外出

打工收入对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均具有显著地

正效应。就总体平均来讲,从事手织布产业人数

占村庄总人数的比例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

将增加2055.54元;从事手工布艺产业人数占村

庄总人数的比例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

加1436.48元;农户家庭外出打工收入每增加

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0.35元,且这3个指

标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农民从事草编

生产和农业生产对其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显

著。基于 此,就 武 功 县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提 出 4 点

建议。

1.强化政策引导,提升产业层次

栙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栚对运行良好的合作社

在银行贷款时实行地方财政担保,以解除银行对合

作社贷款的后顾之忧。栛及时收集、掌握和整理纯

棉土织布市场的国内外发展动态,并随时反映纯棉

土织布市场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和新问题,为纯

棉土织布生产企业(合作社)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提

供参考依据。栜积极建立武功整体民间文化和文化

产品知名品牌,进行宣传和经营,经济推广与文化传

承并举,文化传播与利用,教育传承和开发相结合,
确立长久的文化研究传承机制,推动武功土织布文

化传承和文化产品经营。

2.加强龙头企业的建设,大力培育和引导农民

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

积极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通过政策引导、资
金扶持等措施,吸引省内外企业来武功县参与纯棉

土织布产业的发展,提高武功纯棉土织布产业的生

产水平和市场知名度。大力培育和规范农民专业合

作社建设,不断完善其运营机制,从运行资金和政策

措施上对上争取予以支持,不断培育壮大,使其成为

联系农户、促进产品销售、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农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完善“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暠和“合作社+农户暠两种企业与农户利益

联接关系,积极探索以股份制合作为核心的新型模

式和机制,以加强企业、合作社和农户间的利益联

系,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期稳定的利益联接

机制,使农户最大限度地分享从事纯棉土织布生产、
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的利益,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

制。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纯棉土织布全程质量控

制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纯棉土织布生产企业(合作

社)的质量安全诚信体系。

3.建立多元融资机制,促进武功县纯棉土织布

产业健康成长

栙财政扶持。县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纯棉土织

布产业化的资金扶持力度,建立纯棉土织布产业化

的专项资金,且年增长幅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

增幅。同时,围绕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科学技术经

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项目申请,重点向从事

纯棉土织布生产的企业或合作社实行倾斜。栚信贷

支持。建立政府与金融机构沟通协调机制,搭建银

企对接合作平台,争取给予纯棉土织布产业化项目

的贷款实行优惠利率。银行通过调整贷款结构,优
化贷款投向,把投资重点向从事纯棉土织布生产的

企业或合作社实行倾斜,对运行良好的合作社贷款

实行地方财政担保,以解除银行对合作社贷款的后

顾之忧。栛招商引资。鼓励外来资本、工商资本和

民营资本在武功投资兴办纯棉土织布生产企业,县
政府在项目审批、土地供应、银行贷款、财政资金安

排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4.加强企业(合作社)与科研单位的合作,集聚

优秀人才,提高创新能力

目前,在武功纯棉土织布生产中虽然也存在企

业与高校的合作关系,但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

不够。基于此,应着手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栙建立完

善的合作机制,促进纯棉土织布生产的科技成果在

实践中得以应用与转化,增大产业的附加值,提高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栚鼓励龙头企业内部建立纯棉土

织布研发中心或技术创新机构,选准科研重点,进行

联合攻关,加快该产业的生产、加工、销售、储运技术

和设备的引进、开发,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开
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促进建立以

加工企业为主体,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为依托的自主

创新机制;栛积极探索激励新机制,通过环境留人、
制度留人和物质留人,让各类掌握纯棉土织布生产

技术的人才有更大发展空间,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引

人、留人和用人导向机制,积极引进高层次、实用型、
高技能的掌握纯棉土织布生产技术的人才在武功集

聚,从而推动武功纯棉土织布产业的健康发展。

参暋考暋文暋献

[1]暋鄢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影响分析[J].东南学术,

2010(3):37灢43.

[2]暋张红宇,张海阳,李伟毅.对农民收入增长阶段目标与长效机制

进行了分析[J].农村工作通讯,2010(9):40灢42.

62



第3期 赵暋凯:特色产业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分析———以陕西武功县为例 暋

[3]暋韩剑锋.对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J].生产

力研究,2010(3):52灢54.
[4]暋叶彩霞,李晓庆,胡志丽.基于城市化的视角对我国农民收入结

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5):44灢45.
[5]暋李双凤,杨文凤.福建省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43灢46.

EffectofCharacterizedIndustryonFarmer暞sIncome

———ACaseStudyinWugongCounty,ShaanxiProvince

ZHAOKa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暋Developingcharacterizedindustryisaneffectivewaytoincreasefarmer暞sincome.Based
onthedataofvillageinhand灢wovenfabric,manualfabricartandstrawplaitedarticlescollectedfrom
Wugongcounty,Shaanxiprovincebyfieldinvestigation,thispaper,usingmultiplyregressionmodel,ana灢
lyzestheeffectofdevelopingcharacterizedindustryonfarmer暞spureincome.Theresultshowsthat
hand灢wovenfabricproduction,manualfabricartproductionandincomefrommigrantworkinghaveposi灢
tiveeffectonfarmer暞spureincome,whileproductionofstrawplaitedarticlesandagriculturalproduction
don暞thaveobviouseffectonfarmer暞spureincome.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countermeasures
fromthefollowingfouraspects:strengtheningtheguidanceofpolicyandimprovingindustriallevel,

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leadingenterprisesandfosteringandguidingthedevelopmentoffarm灢
er'sprofessionalcooperatives,establishingmulti灢financingmechanismandpromotingthehealthygrowth
ofhand灢wovenfabricindustryin Wugongcounty,enhancingthecooperationbetweenenterprisesand
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esandcollectingexcellenttalentssoastoimprovetheinnovativeability.

Keywords暋characterizedindustry;hand灢wovenfabric;manualfabricart;strawplaitedarticle;

farmer暞spureincome;multiplyregress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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