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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农三大剪刀差概念的提出

所谓工农三大剪刀差是指:工农业商品交换比价指数(简称商品比价剪刀差) ,农民收入支

出比价指数(简称收支比价剪刀差) ,工农收入增长速度比较指数(简称工农收入剪刀差)。这

三大剪刀差,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农民¹,都是关系重大的问题。

  (一)工农商品比价剪刀差

计算公式为:工农业商品交换比价指数= 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 A农产品收购价格指

数@100。另一种计算方法是:把这个公式中的分子作为分母。计算结果, 小于 100,表示农产

品收购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涨,为剪刀差缩小, 对农民有利, 农民的贸

易条件改善;大于 100,表示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涨超过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上涨, 称为剪刀

差扩大,对农民不利,农民的贸易条件恶化。

工农商品比价剪刀差是人们最熟悉、最常用、最公认的一种,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两点:

11 有的教科书和文章把商品比价剪刀差定义为/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0,笔者认为这与上

述计算公式不符,与它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不符。因此,我把商品比价剪刀差定义为/工农业

商品比价剪刀差是指工农业商品价格变化趋势的一种经济现象0。从上述大家公认的计算公

式看, 它是以工农商品价格指数为根据, 着眼于价格水平的变化, 根本不涉及成本升降以及价

值量的变化问题。当然,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价格的变化可能包括价值量变化以及其他经

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是需要另外深入研究的问题, 但工农商品比价剪刀差本身并不涉及价

值量的问题。农民不知道农产品的价值量增加了没有, 但农产品交换工业品的数量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农民心理是有数的。因此,比价剪刀差具有最直观、最敏感、最为重要的性质,直

接关系到农民的利益。

21 随着商品经济日益发展, 不仅工农商品交换日益扩大,而且由于农业内部的分工, 农业

内部的交换也比过去扩大。所以工农商品比价的变化, 已不能反映农民的全部交换比价的变

化,不能反映全部价格变化对农民的影响,不能反映全部农民贸易条件的变化。因此, 现在一

方面要继续强调重视、缩小工农商品比价剪刀差, 另一方面还需要重视和缩小农民收入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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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本文研究的是价格和农民的关系,这里说的农民,是指务农的农民,就是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为了正确反映

农民收入价格(即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农民支出价格(包括农民消费的所有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的变化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

响,我把农业劳动得来的收入作为他们唯一的收入,把由农业劳动得来的收入总额作为他们的支出总额,因此他们的收入、

支出总额总是一致的。显然,这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比,是一种抽象。同时,鉴于我国/ 农村居民0、/ 农民0这两个概念, 有时

区分,有时又不区分,以及没有单独的务农农民收入、支出统计资料的实际情况,有时这两个概念我也不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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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比价剪刀差, 即要缩小农产品价格同农民购买的所有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的比价剪刀差。

  (二)农民收入支出比价剪刀差

其计算公式为:农民收入支出比价指数= 农民支出价格指数 A农民收入价格指数@100。

另一种计算方法是;把这个公式中的分子作为分母。其中的/农民收入价格指数0,就是通常的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 /农民支出价格指数0,就是农民购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指数,其

计算公式为:农民支出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现价增长指数 A农村居民家庭人

均纯收入不变价格增长指数@100。计算结果,小于 100, 就是农民收入价格的上涨幅度, 超过

了农民支出价格的上涨, 表示收支剪刀差缩小,说明农民出售同样数量的农产品,可以换回比

以往较多的商品和劳务, 对农民有利,农民在价格方面得到实惠, 可理解为农民贸易条件全面

改善(当然有程度的差别) ;大于 100,说明农民支出价格的上涨幅度, 超过了农民收入价格的

上涨, 表示收支比价剪刀差扩大,农民出售同样多的农产品交换的商品和劳务要减少, 农民在

价格方面受损失,可理解为农民贸易条件全面恶化(当然有程度的差别)。如果以农副产品收

购总额(最好减去农业税)作为务农农民的收入总额和支出总额,用上述两个指数进行计算,可

以容易地计算出农民在价格变动中,增收增支相抵之后是净增收多少,还是净增支多少。

农民收支比价指数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包括了工业品, 还包括了工业品以外的所有商品和

劳务价格方面的剪刀差, 把农民支出价格指数和农民收入价格指数这两个相互对应的指数,联

合在一起, 相互比较,可以全面反映农村价格变动对于务农农民的影响。它会清楚地告诉我

们:农民收入价格提高了,农民支出价格也提高了,但哪一个提高的更多一些,农民在价格变动

中是得到了实惠,还是受到了损失。对农民来说, 成本和产量的变化,无疑是影响农民收入的

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比价格变化的影响还大, 但这不是农民收支比价剪刀差所能说明的。这就

需要进一步分析工农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剪刀差。

  (三)工农收入增长速度比较指数

其计算公式为:工农收入增长速度比较指数=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指数A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指数@100。另一种计算方法是:也可以把其中的分子作为分

母。计算结果, 小于 100,表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收入的增长速度慢, 是工农收入剪刀差缩小;大于 100, 表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农民

快,是工农收入剪刀差扩大。

工农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剪刀差的意义在于,它把农村价格变化因素、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业

生产发展因素全部考虑在内, 全面反映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比城市居民快还是慢。它是以

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参照系数, 研究全国人民的两大群体 ) ) ) 务农农民和非务农人民

的收入增长速度是否协调。工农商品比价剪刀差、农民收支比价剪刀差的缩小,可使农民增加

收入,因而有利于工农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剪刀差的缩小,反之,会影响增长速度剪刀差的扩大;

但它们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因素。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价格和生产两个因

素中,价格因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而生产的发展则起着主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

来,总的看,农民收入价格的提高超过农民支出价格的提高,但收入价格的百分之八、九十被支

出价格的上涨抵消了,所以农民收入价格提高的作用首先是补偿农民支出价格的提高,其次是

在补偿之后再给农民一些实惠;但在个别年份或者若干年的较短时期内,也出现过农民支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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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上涨超过农民收入价格上涨的情况,使农民利益受损失。现在农民增加的收入中,百分之

八、九十是发展生产的结果。应该说,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比较落后, 成本高,产出水平低,潜

力很大。所以, 在力争给予农民一个较好的价格环境的同时, 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推广适

度规模经营,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增加生产,降低成本, 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同时

要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 制止向农民乱摊派。

这个计算公式中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指数0,按理应该是/务农的农民家庭人

均纯收入增长指数0,但因统计上没有这个资料,只能用它代替。为了防止误会,这里要着重说

明一下务农农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务农农民的收入, 除了零星的典型调查资料之

外,没有正式的统计资料,国家正式统计资料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0。/农村居民0是指

居住在农村的居民, 除了务农的农民之外,还包括数量不断增长的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

居民。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按来源性质分为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收入两大类。在生

产性收入中,分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第三产业收入三项。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

水平比较高和发展速度比较快,所以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来自

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则相应下降。1995年和 1985年相比, 农业收入在纯收入总额中所占比

重已由 75%降到 63%,来自二、三产业收入所占比重由 1715%上升为 3016%。所以前述商品

比价剪刀差、农民收支比价剪刀差和务农农民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的关系,在这里就转化为和

农村居民收入中第一产业收入的关系。这种情况说明, 农业收入虽然目前在农村居民收入中

还占近 2/ 3的重要地位, 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了。换句话说,如

果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较慢, 除了分析农业生产和工农商品比价剪刀差、农民收支比价剪刀差

外,还应进一步分析第二、第三产业方面的原因;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的

较快发展,带动了整个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 也不一定说明务农农民的收入价格和支出价

格就没有问题了,这就要进一步具体分析商品比价剪刀差、农民收支剪刀差对农民收入增长贡

献的大小。在农业收入增长很慢(甚至是负增长)、务农经济效益下降, 而第二、第三产业对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越大的情况下,虽然这可以增加全体农村居民的收入,是一件好事情,

但对农业生产和务农农民来说则埋伏着很大的危机。这样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搞农业了, 说明

农民收入价格和农民支出价格方面存在的问题越大。

二、我国三大剪刀差现状

以 1978年为基础, 1995年我国三大剪刀差的情况如下:这一时期,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

提高了 42810%,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提高了 17418%, 全国工农商品比价指数为 5210% (以农

产品收购价格为 100) ,商品比价剪刀差缩小了 48%, 年均缩小 318%, 大大超过改革前 26年

年均缩小 212% 的速度, 出售同样多的农产品, 1995 年交换工业品的数量比 1978 年增加

92% ;同期,全国农民收入价格提高了 42810% (与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相同) , 农民支出价格

提高了 21417%(同期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提高了 23713%) , 收支比价指数为 5916% ,收支比价

剪刀差缩小了 4014% ,说明 1995年出售农产品收入 100 元实际可得到 4014 元, 其余被支出

价格上涨抵消了;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了 27514%,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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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提高了 18712% ¹,工农收入增长比较指数为 76150%,收入速度剪刀差缩小了 2315% ,说

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工人快一些。工农收入现价比例(农民为 1)由 1B2137 变化为 1B

2147。由于农民收入中包括了用于生产的收入,不能完全用于生活消费,所以城乡居民年平均

消费水平的差距缩小甚微, 1994年比 1978年仅缩小了 215%。

分时期看, 这三个剪刀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 1985 年以前 7年缩小的比较快,以后,

特别是 1989年以来缩小的比较慢, 甚至出现连续几年扩大的现象。如以 1989年为基期, 7年

来,工农商品比价剪刀差扩大的有 5年, 缩小的有 2年, 农民收支比价剪刀差和工农收入增长

速度比较剪刀差有 6年扩大,只有 1年缩小。表 1是以不同基期计算的近 7年来三大剪刀差

的缩小和扩大的情况。
  表 1 1989 ) 1995 年工农三大剪刀差框算表

年

别

农产品

收购价

格指数

农村工业

品零售价

格指数

农民支

出价格

指数

农民收

入增长

指数

非农民

收入增

长指数

工农业

商品比

价指数

农民收

支比价

指数

工农收入

增长速度

比较指数

A B C D E
F= B/ A

* 100

G= C/ A

* 100

H= E/ D

* 100

以 上 年 价 格 = 1 0 0

1989 115. 0 118. 7 111. 8 98. 7 96. 7 103. 2 97. 3 98. 0
1990 97. 4 104. 6 108. 4 105. 2 108. 9 107. 4 111. 3 103. 5
1991 98. 0 103. 1 97. 7 105. 7 105. 9 105. 2 99. 7 100. 2
1992 103. 4 103. 1 107. 2 103. 2 109. 0 99. 7 103. 7 105. 6
1993 113. 4 111. 8 113. 9 103. 2 110. 2 98. 6 100. 4 106. 8
1994 139. 9 117. 2 126. 2 105. 0 108. 8 83. 3 90. 2 103. 6
1995 119. 9 114. 7 122. 4 105. 6 104. 9 95. 7 102. 1 99. 3

以 1 9 8 8 年 价 格 = 1 0 0

1989 115. 0 118. 7 111. 8 98. 7 96. 7 103. 2 97. 2 98. 0
1990 112. 0 124. 2 121. 3 103. 8 105. 3 110. 9 108. 3 101. 4
1991 109. 8 128. 0 118. 5 109. 7 111. 5 116. 6 107. 9 101. 6
1992 113. 5 132. 0 127. 0 113. 3 121. 5 116. 3 111. 9 107. 2
1993 128. 7 147. 6 144. 6 116. 9 133. 9 114. 7 112. 4 114. 5
1994 180. 1 173. 0 182. 5 122. 8 145. 7 96. 1 101. 3 118. 7
1995 215. 9 198. 4 223. 3 129. 6 152. 8 91. 9 103. 4 117. 9

  1985年以前 7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约比城镇居民快一倍, 1986年以后 10年,城

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农村居民快 59%, 以致一度缩小了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再度重新

扩大到超过了已往的水平。工农收入增长速度差距逆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农

民在收入支出价格方面不仅总的收益过少,而且在长达 7年的时期里受到损失。价格方面对

农民增收的贡献太少了, 甚至是负贡献。表 2说明,在近 7年里,以上年价格环比计算,农村居

民在出售农产品方面增收增支相抵净增加支出 11亿元(其他方面来源的收入,因购买价格上

涨增加的支出不计算在内)。以 1988年价格为基期计算, 农民净增加支出约 1500 亿元, 这既

是农民在通货膨胀中的损失, 又是农民对抑制通货膨胀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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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1989) 1995年务农农民在收支价格中增收增支框算表 金额单位:亿元

年别

农产品收

购总额

(减去农

业税)

农民

收入

价格

指数

农民

支出

价格

指数

农民

增加

收入

金额

农民

增加

支出

金额

增收

增支

相抵

净增收

以 上 年 价 格 为 1 0 0

1989 3301. 06 115. 00 111. 8 430. 6 348. 4 82. 2
1990 3623. 14 97. 40 108. 4 - 96. 7 280. 8 - 377. 5
1991 4071. 25 98. 00 97. 7 - 83. 1 - 95. 8 12. 8
1992 4292. 83 103. 40 107. 2 141. 2 288. 3 - 147. 2
1993 5432. 26 113. 40 113. 9 641. 9 662. 9 - 21. 0
1994 7797. 51 139. 90 126. 2 2223. 9 1618. 8 605. 1
1995 9718. 51 119. 90 122. 4 1613. 0 1778. 6 - 165. 6
合计 4871 4882 - 11

以 1 9 8 8 年 价 格 为 1 0 0

1989 3301. 06 115. 0 111. 8 430. 6 348. 4 82. 2
1990 3623. 14 112. 0 121. 3 388. 2 636. 2 - 248. 0
1991 4071. 25 109. 8 118. 5 363. 4 635. 6 - 272. 2
1992 4292. 83 113. 5 127. 0 510. 6 912. 7 - 402. 1
1993 5432. 26 128. 7 144. 6 1211. 4 1675. 5 - 464. 1
1994 7797. 51 180. 1 182. 5 3468. 0 3524. 9 - 56. 9
1995 9718. 51 215. 9 223. 3 5217. 1 5366. 3 - 149. 2
合计 11589 13100 - 1511

  从上表可以看出,缩小工农三大剪刀差是一个迂回曲折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跨世纪的历史

性的艰巨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逐步缩小三大剪刀差的方向,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责任编辑:立木) (校对:宇红)

欢迎订阅  1997年5理论前沿6
5理论前沿6是中共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和科研部共同主办的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半月刊。于 1996年 4月 1日正式创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撰写了发刊词。

5理论前沿6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紧密结合当前社会实际, 报道国内外理论研究的新观点、新成果, 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鼓励和提倡对干部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理论问题进行大

胆探索与争鸣。办刊的风格是: /新0(观点力求新颖) ; /短0(文章力求短小精悍) ; /快0(传递信

息及时) ; /广0(面向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5理论前沿6设有/要论摘登0、/热点访谈0、/理论探讨0、/观点综述0、/探索与争鸣0、/对策

研究0、/观察与思考0、/实践中的课题0、/学术动态0、/新论荟萃0等十几个栏目,主要面向全国

学术理论界、党校系统和宣传教育部门。读者对象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工作者,

各级党、政、企事业领导和政工干部。

5前论前沿6为大十六开本半月刊, 每期 32页,彩封印刷。每期定价 3100元,全年 24期共

72元(含邮资)。欲订者请与北京中央党校5理论前沿6编辑部联系。联系人:白津夫  刘爽;

邮编: 100091;电话: ( 010) 6250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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