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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沟模式”探讨农民增收新思路

姚丽莎  张颖欣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的增收问

题。近年来，国家财政通过多予

少取等惠农政策增加了农民收入，减

轻了农民负担，但农民来自生产经营

的收入增长势头趋缓，城乡差距不断

拉大，如何破解农民增收难题已成为

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本文

以河北省“白沟模式”作为切入点，对

小城镇建设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

民收入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建议。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分析

农民增收难度加大是当前经济运

行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制约农民增收

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剩余劳

动力转移就业困难使农民非农业收入

减少。从近几年的势态看，城市就业压

力增大，乡镇企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

纳能力下降，使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

移发生了困难，转移速度减慢。农村大

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处于隐

性失业状态。每年只有农忙时有事可

做，平常时间基本赋闲，不仅影响了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使农民的

农业外收入减少。二是城镇化进程滞

后使农业难以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

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农村市

场化、工业化推进的同时，农村的城镇

化应当及时跟进，但我国小城镇建设

中存在不少问题，很难得到交通、通

讯、金融、仓储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

系统的支持，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城镇

建设规划很不合理，缺乏整体建设规

划战略，造成了许多资源浪费，其中包

括宝贵的可耕地资源。三是农民的主

体意识没有受到重视，使农民创业的

积极性不高。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

农民的主体意识、开拓意识、参与意识

都偏低。一些政府部门在新农村建设

过程中常常“越位”，大包大揽，忽略

了农民的“创造性”，农民也陷入了“不

积极 -政府包揽-更不积极”的恶性

循环之中。四是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使

农民难以持续增收。据统计，全国4.9

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学历仅占

13%，初中约占49% ，小学占38% ，文

盲或识少量字占7% 。大量低文化素质

人口集中在农村，直接制约了农村的

进步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二、“白沟模式”的实证分析

白沟镇是河北省高碑店市副县级

建制镇，位于北京、天津和保定之间的

三角腹地。1971年几个农民从简单人

造革加工干起，到 1984年建起白芙蓉

小商品市场，接着又建起箱包市场，从

行商变坐商，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客户，

发展成闻名全国的商镇。“白沟模式”

体现在商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方

面：一是突出商业带动。以“商业建镇”

为中心，大力发展箱包、服装等商业，

强化白沟商业的辐射拉动与聚集作用，

实现白沟“大市场带动大工业”的战略

目标。白沟商业的大发展为农民提供

了经商所需的资金，促进了非农收入

的可持续增长。二是突出工业带动。以

“兴工强镇”为中心，引导商业富余资

本进入工业，并通过对农民进行专业

的技能培训，获得高素质建设人才，促

进农民向工人的转化，从而提升了白

沟工业的生产、管理、创新以及营销能

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完成了“大工业支

撑大市场”的战略布局。三是突出品牌

带动。以“品牌立镇”为中心，将白沟

的物流品牌、商城品牌、企业品牌、商

品品牌相结合，打造白沟的区域品牌。

以白沟硬环境与软环境的持续优化为

依托，物流、餐饮、商贸以及交通运输

等服务业为主体进一步吸收农村富余

劳动力，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进一

步加速白沟的城市化进程，从而在根

本上解决了制约新农村建设中人口分

流、多元增收的问题。商业化、工业化、

城市化给予农民的不只是致富的载体，

不只是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更新。近些年，

他们引导和鼓励商业富余资本投资制

造业，增强发展后劲，实现了从以市场

为主到工贸结合的转变。目前白沟已

形成规模企业200多家、个体加工企业

2000多家，周边 5个县市个体加工企

业4200多家，标志着这里正实现由专

业市场向集散中心、生产基地的转变。

白沟镇抓住机遇、更新理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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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在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的同时

减少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商业

化、城市化、工业化使白沟在新农村建

设中实现了四个 95%，即城镇常住人

口95%以上是农民，市场经营主体95%

以上是农民，工业投资主体 95% 以上

是农民，二、三产业的受益主体95%以

上是农民。

三、“白沟模式”的启示与发展

小城镇的政策取向

白沟经过商业化、

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使农民逐渐转变传统的

小农意识，增强市场意

识，使小生产通过专业化

变成大生产。“商业化”

为农民非农业收入的可

持续增长提供了便捷的

途径；“工业化”为农民

向职业化工人转变提供

了先决条件；“城市化”

为进一步吸收农村富余

劳动力提供了可能。白沟

经济发展带动了小城镇

建设，小城镇建设又促进

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

农民的可持续增收。因而，从我国的国

情来看，小城镇是就近转移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现实选择。与大中城市相比，

小城镇分布面广、数量多，与农村经济

社会联系紧密，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

都比较小，城镇建设的投入成本要低

得多。而且小城镇具有比农村便利的

生活设施和较好的生活环境，农民可

以享受到教育、医疗、信息等服务，从

而满足农民提高生活质量的强烈愿望。

小城镇是农村的经济、政治、交通运

输、社会服务的中心，适合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如粮食加工、蔬菜包装、冷藏

处理等，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实现农民增收。

我们认为，发展小城镇应采取如

下政策与配套措施：

一是加快职能转变，完善政府职

能。小城镇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

工程，涉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

个方面，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支持。各

级政府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工业

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加

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各级政府要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既要防止形象工程，又要

防止缩手缩脚，要把农村城镇化建设作

为一项经济发展战略，主动为小城镇建

设排忧解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创新农村土地制度，用好土

地资源。对于在小城镇务工、办企业的

农民，依法保留其对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免除其后顾之忧。积极探索农民承

包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促进土地使

用权进入市场、正常流转、逐步集中，

使土地得到适度规模经营。严格按节

约用地、科学用地的原则，尽量不占、

少占耕地，充分利用城镇空间，通过旧

城改造、土地整理，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努力实现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为

主，以农民原有宅基用地按一定折算

标准置换城镇住宅用地，以集约利用

土地代替粗放使用土地，最终达到转

移农村人口和加快城镇建设的目的。

三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城

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

市场，促使经济发展从城乡二元结构

向互相融合、统筹发展的现代经济结

构转变。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方面让小城镇农民享有与大城市居

民同等的待遇，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

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创造

条件。鼓励偏远区域的农民适应市场需

求和发展规律，适时搬迁，也是加速城

镇化进程、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

四是完善小城镇基

础设施建设，健全社会

化服务。加快小城镇水、

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

和科教文卫设施建设，

改善小城镇居民的生活

环境。通过兴办乡镇工

业小区的方式，推动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等生产要素的聚集，

可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

境，吸引中小企业和民

营企业进镇。通过这些

工业企业的渗透 “发

酵”，带动小城镇的迅速

发展，为扩大农民就业

创造条件。

五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培养新

型农民。首先从基础教育入手，将进镇

农民的子女全面纳入城镇的义务教育

规划，在收费、管理方面与当地学生同

等对待。同时通过政府推动、 项目带

动、农村参训、社会支持等方式，对农

民进行职业教育，将从事农业生产的

劳动力培养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的新型农民，在第二、第三产业“用

得上，留得住”，真正成为拿工资的“蓝

领”，从而为农民增收提供支撑和保

障。
（作者单位：山 东经济学院

  山 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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