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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与“造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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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疆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思考
陈闻君

(新疆财经大学 ,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 　要 :新疆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速度缓慢 ,而且城乡差距巨大。增加新疆农民收入 ,面临整体经济

发展滞后、农民自身素质相对较低和二元结构三大困境 ;“输血 ”与“造血 ”是新疆农民增收短期作用与长效

机制的必然选择 ,惟有加大“输血 ”和“造血 ”的力度 ,短期目标与长期计划相结合 ,资金、政策扶持与农民自

身强化增收能力相结合 ,才有希望在农民增收上取得持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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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al choice of“transfusion”and“hemopoiesis”
in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Reflection on farm er’s incom e increa se in X in jiang uygur na tiona lity autonom ous reg ion
CHEN W en - jun

(Xinjiang U nivers ity of F inance & Econom ics, U rum qi Xinjiang 830012, China )

Abstract: The farmer’s income is at low level and is stagnated in growth, which enlarge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obstacles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re those of local econom ic growth stagnation,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farmer’s

quality and dualistic structure’s existence. The key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s to combine the short - term p lan with the long -

run strategy by investment policy supporting and raising the farmer’s quality since the model of transfusion focuses on the short - term

p lan while the model of hemopoiesis on the long - run p lan in the p rocess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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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新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城乡居民收入

和消费差距过大 ,低收入 ,低消费 ,加上相对城市落

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严峻的市场形势以及投入不

足 ,使农民增收步履艰难。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是

新疆农村稳定的基础 ,更是新疆建设全面小康与和

谐社会的要求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应是新时期

新疆健康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新疆农民收入水平现状分析

目前 ,新疆农村还面临很多困难和矛盾 ,农民

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低位徘徊 (见表 1) ,特别是南疆

很多地区的农牧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数据显示

20世纪 90年代后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过 3∶1

的警戒线。如果考虑到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还有近

30%要投入农业生产则差距更大。按照统计专家的

测算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之比已经达到了 6∶1。目

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率都小于 1. 6,

新疆城乡居民收入 ,不论是有形收入之比 ,还是无

形收入之比 ,都处于极端不合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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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消费水平比较 /元

1985 1990 1995 2000 2004 2005 2006

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94. 30 683. 47 1136. 45 1618 2245 2482 2737

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347 662 976 1308 1751 1884 1994

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35 1314 4163 5645 7503 7990 8871

新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678 1239 3426 5274 6358 7311 7837

新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 1. 86∶1 1. 92∶1 3. 66∶1 3. 49∶1 3. 34∶1 3. 22∶1 3. 09∶1

新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 1. 95∶1 1. 87∶1 3. 51∶1 4. 03∶1 3. 63∶1 3. 88∶1 2. 54∶1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98 686 1578 2253 2936 3255 3587

与全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之比 1. 01∶1 1. 003∶1 1. 39∶1 1. 392∶1 1. 31∶1 1. 31∶1 1. 31∶1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年、2006年《新疆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 ;计算差距时 ,以新疆的为基数

　　从恩格尔系数看 (见表 2) ,新疆农村居民恩格

尔系数自 20世纪 90年代后与全国农村居民差距拉

开 ,自 2003年开始才基本与全国农村居民同步 ,

2005年后因免征农业税使农村居民收入相对增加 ,

恩格尔系数下降幅度加大 ,与新疆城市居民却始终

存在较大差距。
表 2　新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比较

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

城镇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

新疆 全国新疆 全国

1985 57. 9 57. 8 46. 8 53. 3

1990 53. 7 58. 8 49. 0 54. 2

1995 50. 1 58. 6 46. 1 49. 9

2000 50. 0 49. 1 36. 5 39. 2

2001 50. 4 47. 7 35. 5 39. 2

2002 49. 0 46. 2 34. 0 37. 7

2003 45. 5 45. 6 35. 6 37. 1

2004 45. 2 47. 2 36. 1 37. 7

2005 41. 8 45. 5 36. 4 35. 5

2006 39. 9 43 35. 5 35. 8

　　资料来源 :同表 1

从收入与物价增长情况看 (见表 3) ,在 2004年

西部各省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都在 10个百分点以

上 ,但新疆为倒数第一 ,仅增长了 6. 6% ,表 3比较

来看 2006年西部各省区的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都

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新疆物价水平保持低通胀状

态。各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 ,新疆的增长居中

下水平。2005年后免征农业税农民收入增长排列

在第四位。

表 3　2005—2006年新疆与西部其他地区

物价及收入增长率比较

区 域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长率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增长率

2006年 2005年 2006年2005年 2006年 2005年

重庆 102. 4 100. 8 12. 9 11. 1 2. 3 11. 9

四川 102. 3 101. 7 11. 5 8. 8 7. 1 8. 6

贵州 101. 7 101. 0 11. 8 10. 6 5. 7 5. 2

云南 101. 9 101. 4 8. 9 4. 5 10. 2 6. 5

西藏 102. 0 101. 4 - 5. 2 2. 6 17. 2 11. 5

陕西 101. 5 101. 2 12. 0 10. 4 10. 1 9. 9

甘肃 101. 3 101. 7 10. 3 9. 6 7. 8 6. 9

青海 101. 6 100. 8 11. 7 10. 1 9. 6 8. 0

宁夏 101. 9 101. 5 13. 4 12. 1 10. 0 8. 1

新疆 101. 3 100. 7 11. 0 8. 0 10. 3 10. 6

内蒙古 101. 5 102. 4 13. 4 12. 5 11. 8 14. 7

广西 101. 3 102. 4 6. 6 9. 0 11. 1 8. 2

　　资料来源 : 2006年和 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西部经

济信息网

新农村小康实现程度在 10%以下的省份属于

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刚刚起步阶段 ,新疆在此阶段尚

处于末位 ,只是刚刚达到 2000年的总体小康目标 ,

在收入水平、平均受教育程度、生活质量及信息化

程度等方面与中东部相比存在 5—10年的差距 ,农

村全面小康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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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4年新疆农村全面小康水平实现程度全国排名

实现程度 省份 名次

60%以上 上海 (87. 8% )、北京 (81. 7% )、天津 (67. 8% ) 1、2、3

35% ～60%
浙江 (58. 9% )、广东 (46. 7% )、江苏 (46. 6% )、山东 (42. 8% )、福建 (39. 5% )、

辽宁 (35. 6% )
4、5、6、7、8、9

15% ～35%
河北 (30. 1% )、吉林 (29. 1% )、黑龙江 (26. 3% )湖北 (21. 7% )、湖南 (19. 4% )、

江西 (19. 3% )、山西 (16. 3% )、海南 (16. 2% )
10、11、13、14、15、16、17

10% ～15% 河南 (14. 0% )、安徽 (13. 9% )、内蒙古 (12. 0% )、重庆 (10. 2% ) 18、19、20、21

1% ～10% 陕西 (9. 7% )、四川 (9. 1% )、广西 (7. 0% )、云南 (3. 5% )、新疆 (1. 6% ) 22、23、24、25、26

1%以下
宁夏 ( - 2. 3% )、甘肃 ( - 9. 2% )、贵州 ( - 10. 1% )、青海 ( - 14. 1% )、

西藏 ( - 19. 1% )
27、28、29、30、31

　　资料来源 :根据《2005—2006年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第十一章“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监测 ”(146页 )相关数

据内容整理

　　二、新疆农民增收难的困境解读与现实思考

由数据表明新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之慢和城

乡差距之大 ,以及在西部地区和全国排名中的滞后

性。必须深入解读新疆农民增收难 ,脱贫难的困

境 ,寻求破解之法。
(一 )新疆整体发展滞后的经济困境 ———贫困

的马太效应

经济学马太效应说明了贫困的恶性循环规律。

新疆经济发展滞后 ,财政自给率低 ,各项事业的开

展均捉襟见肘 ,投资不足 ,自身积累和形成资本能

力不足 ,市场化程度低 ,工业化水平低 ,反过来制约

农村经济发展 ,使收入增长缓慢 ,可以说贫困的根

源首先是贫困本身。

经历 2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工业化总体水平

得到大幅度提高的同时 ,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差

距却明显拉大。1998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

略 ,国家通过政策供给和资金等资源的支持加大了

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援助和推动 ,历时八年来 ,我国

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还

出现了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 ,作为西部十二省区之

一的新疆又在西部各省区比较中处于发展滞后状

态。具体比较见表 5。
表 5　2004—2005年西部地区主要经济增长指标比较 /%

生产总值增长率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2004年 2005年 2004年 2005年2004年 2005年 2004年 2005年

重庆 12. 2 11. 5 23. 5 14. 0 34. 6 23. 7 25. 9 29. 0

四川 12. 7 12. 6 25. 8 19. 9 26. 6 30. 7 20. 86 24. 3

贵州 11. 4 11. 5 20. 1 14. 8 16. 2 17. 8 19. 7 22. 2

云南 11. 5 9. 0 16. 6 7. 7 27. 0 31. 0 15. 0 18. 7

西藏 12. 3 12. 3 14. 1 14. 9 25. 2 13. 4 22. 9 20. 1

陕西 12. 9 12. 6 22. 9 18. 7 28. 7 28. 3 21. 2 27. 9

甘肃 11. 0 11. 7 15. 7 15. 3 19. 3 15. 68 18. 63 18. 5

青海 12. 3 12. 2 24. 8 21. 0 16. 2 15. 4 17. 2 25. 0

宁夏 11. 0 10. 3 25. 8 16. 8 19. 5 16. 8 24. 8 29. 9

新疆 11. 1 10. 9 14. 4 17. 0 16. 3 16. 4 11. 3 18. 5

内蒙古 19. 4 21. 6 38. 5 15. 3 55. 6 48. 6 41. 5 39. 4

广西 12. 2 12. 7 22. 8 21. 0 36. 2 40. 5 31. 3 19. 0

　　资料来源 : 2005年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统计公报

　　表 5中 2004—2005年 ,西部地区各省区经济均

增长较快 , GDP增长新疆为 10. 9% ,仅高于云南和

宁夏 ,处于西部各省区的下游水平 ,地方财政收入

增长率 2004年倒数第一 , 2005和甘肃省并列为西

部省份倒数第一。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新疆地方

财政收入增长率排名略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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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财政自给率较低 ,各地财政尤其是贫困地

州县的财政状况更是普遍困难 ,有些县财政自给率

只有 10% 左右 ,职工工资都难以按时正常发放。困

难的财政要安排相当数额的扶贫资金显然大大超

出了目前新疆财政担负能力。新疆 2005年确定的

贫困县有 30个 ,其中 22个分布在南疆三地州。南

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其少数民族比例占全疆的

63. 48% ,农牧业人口、贫困人口、文盲半文盲人口

多 ,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当中 ,农业劳动生产

率低 ,造成共同贫困。仅南疆贫困人口就占全疆贫

困人口 97% ,其中和田、喀什、克州三地州就占

95. 6%。2005年三地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 442.

21元 ,只占全疆农民纯收入的 58. 1% ,其中 87%均

是从事第一产业获得的收入 ,恩格尔系数为 52.

4% , 2006年南疆三地州农民平均人均纯收入 2 217

元有所提高。虽然新疆贫困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

呈持续增长的趋势 ,但始终低于全疆平均水平 ,且

增长速度低于全疆平均水平 ,尤其当遇到自然灾害

和市场价格下滑的不利影响时 ,下降速度更快于全

疆平均水平 ,与全疆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本段引

用数据均来源于 2005年、2006年和 2007年《新疆

统计年鉴 》)

(二 )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的困境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区 ,农牧业人口、

贫困人口、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多 ,农村人口素质普

遍较低 ,对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制约。调

查研究表明 ,随着家庭从业人员文化水平的提高 ,

家庭经营呈现出经营农业的纯农业户及主要经营

农业兼营非农行业的农业兼业户 ,转向主要经营非

农行业兼营农业的非农兼业户 ,最后完全向经营非

农产业的非农业户方向发展的趋势。2000年第五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疆 15岁及 15岁以上文盲半

文盲人口有 103. 68万人 ,占这个年龄段全区总人口

7. 72% ,绝大多数在农村。新疆农村人口 15岁及

15岁以上受教育年限为 7. 10年 ,在农林牧副渔第

一产业中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从业人员占到

72. 01% ,在第一产业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6. 73年 ,

低于全疆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 ,也低于全国第

一产业平均受教育年限 6. 79年的水平。由于新疆

广大农牧区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 ,难以接受和使用

一些新的实用技术和方法 ,市场意识淡薄 ,缺乏应

用新品种、新技术和开拓市场的能力 ,不愿冒市场

风险 ,也就无法开辟增加收入的门路。 (本段数据

来源于 2007年《新疆统计年鉴 》)

新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加上少数

民族地区语言的沟通障碍 ,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

留在其少数民族区域内走不出来 ,即使外出活动范

围也只是局限在周边城市 ,出省人数非常有限。即

使有点知识的农民 ,受到教育程度的制约 ,在转移

就业问题上也始终处在弱势地位 ,只能停滞在一些

脏、累、差 ,技术含量极低的岗位上 ,成为城市的“边

缘群体 ”和“弱势群体 ”。集中在较低层次的产业就

业 ,就形成了有限的低层次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与过

量农业劳动力就业的矛盾 ,很难获得较高收入 ,同

时加剧了劳动力的供求失衡和产业结构的失衡。

(三 )长期城乡分割形成的二元经济制度困境

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制度割裂了经济要

素的流动并导致低效率 ,是当前制约农民非农收入

增加的一个制度性问题。因为农民即使能够走向

城市 ,并不代表这个庞大的群体就有了新的出路和

生存的基点 [ 3 ]。农民的根据地还在农村 ,新疆农村

的非农化依然是一个漫长而遥远的过程。

首先 ,新疆二元分割的城乡结构和地域特征使

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转移增收空间有限。新疆经

济本身发展比较缓慢 ,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 ,人口

又不断增长 ,外省劳工所占的比重较大 ,农村富余

劳动力仍然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 ,加上新疆中小城

市发展的进程相对较为缓慢 ,吸纳剩余劳动力能力

有限 ,农民在二元经济体系下 ,从城市中可获得的

收益与享受到的福利少之又少。另外新疆农村劳

动力的转移具有较强的地域色彩。农村转移劳动

力中有 99%在境内就业 ,由于信仰“伊斯兰教 ”的人

口占总人口的 60% ,农村“穆斯林 ”成分更高 ,“穆斯

林 ”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与疆外

大部分居民有比较大的差别 ,故不便在内地就业 ,

这无疑增加了境内择业的竞争压力 ,可选就业范围

的区域受到极大的限制 ,增加收入的空间是有限

的 ,这与大部分省区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其次 ,二元分割的城乡结构造成农村剩余劳动

力不能有效进入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 ,歧视甚至排

斥农民工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当前城乡两个市

场仍是较低层次的内部自我循环 ,没有实现高层次

的双向交叉循环 ,两个市场不能有效融合 ,劳动力

不能在统一的市场上配置 ,农民的就业无法走向社

会化 ,无法与城市居民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也就

始终走不出赖以生存的土地 ,农民收入增长难的问

题就不会得到很好解决。改革开放 20多年 ,新疆过

多地强调特殊与稳定 , 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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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指导经济工作 ,不重视研究和开拓市场 ,劳动

力市场、商品市场等市场化进程落后于全国 ,农产

品的市场化程度比全国低 11. 88个百分点。加之由

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运距长 ,流通环节多 ,流通渠道

不畅 ,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和流通成本相对较高 ,削

弱了农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阻碍了农民收

入的提高。

三、新农村建设是新疆农民增收的契机 :“输

血 ”与“造血 ”的选择

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 ”的方针 ,意味着我们党的农村工作重心

有了重大调整 ,体现了保障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

入和稳定农村社会的政策思路。2008年中央一号

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共 32

条 ,指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

阶段 ,解决好“三农 ”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号文件把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作为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

基础。新农村建设及党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

重视和政策倾斜对于新疆的农业发展和广大农牧

民摆脱落后和贫困应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对此应

抓住机遇 ,从“输血 ”和“造血 ”两个方面双管齐下 ,

力求新疆“三农 ”问题得到根本改观。
(一 )抓住政策机遇 ———发挥中央财政的“输

血 ”作用 ,加大寻求支持力度

“输血”与“造血 ”的效应都是要以资金的大量

投入来体现。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支农的支出达

到 3 397亿元 ,比 2005年增长 14% ,大多数地方政

府对三农的投入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直接增加

了农民的收入。相比之下 ,新疆的财政用于农业的

支出呈现每十年一个台阶不断下降趋势 ,政策支持

的力度远远不够。

首先必须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 ,依靠中央财

政更大力度的“输血 ”和东部反哺西部的人财物政

策性输入 ,才能加快新疆经济发展速度。完善支农

惠农政策 ,将税费减免、农资价格稳定、农产品补贴

和“多予、少取、放活 ”政策落到实处。第二 ,积极争

取中央的政策支持 ,强化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按

照当前国家农村信用社改革要求 ,结合新疆实际 ,

重点抓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与改革 ,抓紧制定县域

农村信用社承担支持“三农 ”义务的政策措施 ,明确

金融机构在县及县以下机构、网点新增存款用于支

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比例 ,以真正发挥其

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 ,为农民增收做出努力。

(二 )贯彻教育优先战略 ,发展农村教育和职业

培训 ———强化农民脱贫增收的长效“造血 ”机制

新疆农村教育的长期滞后使农村劳动力素质

落后于市场化改革的需要 ,直接阻碍了农村剩余劳

动力更大范围的转移 ,制约了农民增加收入的能

力。经验分析和计量分析都表明了农村劳动力本

身素质和人力资本量的提高是劳动力获得就业机

会、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的保障。潜在的人力资

源只有通过教育培训等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 ,才能

形成人力资本。我国实行农村和城市分级办学体

制 ,这种体制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能够提供

的教育资源差距很大 ,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地区

间的不平衡。新疆财政困难 ,农村教育投入不足 ,

师资力量弱 ,形成了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马太效

应 ,经济落后 ———教育贫穷 ———教育质量差 ———人

口整体素质低 ———经济贫困 ———贫困的教育 [ 4 ]。

新疆作为民族地区要实现与全国同步的小康

目标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就必须贯彻教育优先战

略 ,特别是加大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和南北疆

广大农牧区的民族教育的投入。发展和构筑具有

新疆地方特色的农村教育模式 ,从农村人口的就业

能力出发扭转传统教育格局 ,把让农村人口适应小

康社会的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所要求的新型农民

必须具备的生存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农村教

育的目标 ,在普及 9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普

及农业专用技能及其他职业技能培训 ,将中等专业

技术教育、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移向农村 ,借

鉴中等发达国家教育优先发展经验 ,推动新疆农村

教育全面为农村经济服务 ,为提高农民脱贫致富的

能力服务。应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当资金

投入与其他项目发生矛盾的时候 ,越要能从长远出

发舍得向教育倾斜 ,下狠心拓宽教育经费的来源渠

道 ,保证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 ,从长远的角度强

化农民脱贫增收的长效造血机制。
(三 )农民增收离不开制度的变革 ———“造血 ”

的根本保障

农民增收涉及众多制度的配套改革 ,首先必须

深化城乡二元管理体制 ,消除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

障碍。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和历史发展的原

因 ,优先发展重工业及城乡分割政策的实行 ,致使

新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尤为突出 ,只有打破城

乡二元经济制度 ,才能打开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

第二 ,新疆严重缺位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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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无法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受自然条件、扶贫

资金有限等因素的制约 ,即使脱贫的农民经济基础

承受能力也极其脆弱 ,一遇到天灾人祸、疾病和市

场波动等影响会立即返贫。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

障制度 ,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已事不宜迟。

第三 ,加快新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自

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后 ,农民家庭成为经营主体 ,农村的经营体

制已实现了较彻底的改革 ,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但是 ,农村却仍基本延续着人民公社时期形成

的三级体系 ,与经营体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和冲

突 ,主要表现在职能不适应和利益的不协调甚至侵

害上。就职能而言 ,乡 (镇 )、村两级组织的职能和

行为实际上都偏重于社区内部的行政管理 ,在组织

和引导农民发展经济、搞好经营、进入市场和参与

竞争等方面 ,则明显地不能适应农民和农业发展的

要求。一是对农民在发展经济中迫切要求解决的

突出问题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动于衷 ,在农民获取

市场信息、获得技术和资金扶持、顺利销售农产品

等方面丝毫发挥不了优势和积极作用 ,相反在对农

业和农村政策的打折扣上却表现出少有的“灵活 ”

与“变通 ”;二是乡镇政府成为一级完全的政府后 ,

必不可免地要实行“上下对口 ”,结果导致机构、人

员、开支的急剧膨胀。许多地方乡镇的党政人员严

重超编 ,这是不少地方农民负担难以减轻、农村干

群关系不和谐的一大根源。

四、总结

“输血”就是利用好中央政策 ,寻求各方支持与

投入 ,从财政支出 ,农业生产补贴 ,金融扶助等各方

面给农民以实惠和帮助。“造血 ”就是大力发展新

疆农村教育和培训 ,寻求制度变革 ,从长远的角度

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 ,强化其自身创造财富适应市

场竞争的能力。二者是新疆农民增收短期作用与

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对于新疆农民增收难所面

临的经济滞后、素质偏低、制度约束和城镇化发展

慢的困境 ,唯有加大“输血 ”和“造血 ”的力度 ,短期

目标与长期计划相结合 ,资金与政策扶持和农民自

身强化增收能力相结合 ,深化配套制度的改革才有

希望在“三农 ”问题上取得持续进展。现在的“输

血”绝非等靠要的思维 ,而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发

展平台。

新疆农民增收与脱贫的重点难点在南疆农村 ,

核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人群。除了物质的贫

困 ,贫困还包括更深层的精神贫困。精神贫困首先

指根源于经济贫困的精神贫困。对长期处于经济

贫困中的人们来说 ,长期贫困容易钝化本能的生存

意识。在社会竞争压力中出现短暂性贫困 ,他们本

能的生存意识会让他们努力摆脱贫困 ,但由于各种

因素使努力归于失败、短暂性贫困转为长期贫困

时 ,改变生存的欲望就会逐渐被惰性所取代。故改

变农民的收入困境离不开新疆整体经济实力的增

强 ,这个过程取决于新疆经济腾飞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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