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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利用国家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山东省农村收入差距演化进行宏观分析，并以山

东省济南市农村为实地调查样本，搜集一手数据，进行微观分析，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 化

的根本原因。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先逐渐扩大，后缓慢缩小，再 趋 于

高位平稳的趋势，且受教育程度差异是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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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升级和分配模式改革等诸多任务。在此

背景下，一方面，中国经济实现了数十年的连续增长，综合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均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

面，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上的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

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４年的０．２７５增长到２０１３年０．４７３。在此期间，基尼系数虽略有波动，但总体

上呈上升趋势［１］。基尼系数的快速上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它社会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各

阶层的高度关注。
针对收入差距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库兹涅茨［２］提出了收入分配差距演化的倒Ｕ型

假说，即收入分配差距所呈现的长期趋势是，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之后出现短暂的稳定，在增

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美国及一些西欧国家的收入分配演化历程基本符合这一假设。库兹涅茨的收

入分配差距长期演化假说反映在图形上是一条倒Ｕ型曲线。近年来，农村问题一直是国内众多专家学

者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对农村扶持力度的加大，国内涌现出了许多有关农村收入差距的研究文

献。目前，对于农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大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种实证研究包括两类：
一类是基于二手数据，如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通过对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来研究农村收入差距问题，
如司志宾［３］研究了技术、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和教育对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另一类是基于一手数

据，通过对某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现场收集一手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分析农村收入差距的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如谢红玲［４］利用对呼伦贝尔市的实地调查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地理位置和

劳动力数量与农牧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在上述研究中，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为我国的农村收入差

距正在扩大，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极大的丰富了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认知。通过梳理相关

文献，发现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国内城乡居民间收入差

距、国内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国内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等几个方面，缺乏对特定省区内农村居民

间的收入差距的研究，为此，本文将就山东省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山东省内部所有农村居民

收入差距进行研究。
本文研究的农村居民收入是指农村居民纯收入，包括转移收入、财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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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方面。另外，本文研究的收入差距是指在一定的时域和地域范围内，一定数量的高收入居民和数

量相同的低收入居民之间所拥有的财富进行比较，并以此为基础所计算出来的特定比例关系。［５］一般来

讲，收入差距主要包括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两种。本文研究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既考虑了绝

对收入差距，同时也考虑了相对收入差距。
本文将以山东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为基础，以基尼系数为手段，深入探讨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及居

民收入差距演化变迁的规律，以实际调查数据为依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甄别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

差距演化的原因，并针对得到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及收入差距的演化分析

（一）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的演化分析

山东省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大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一

直居全国前列。下面用两个指标来显示山东省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时间演化。这两个指标分别为山东省

农村人均纯收入指标和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指标。
图１描述了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动和演化趋势。在图１中，１９７８

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１１４．６元，２０１３年为１０　６１９．９元，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１３．８％。为

了突出重点，本文重点研究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和演化情况，由图１可

知，２０００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２　６５９．５元，到２０１３年增长到了１０　６１９．９元，纯收入翻了将

近４倍。图１清晰显示出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处于稳定快速增长的态势［６］。

图１　１９７８年～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演化趋势

数据来源：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图２描述了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１３年期间山东省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演化趋势。从图２中

可以发现，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

际 增 长 率 经 历 了 一 个 激 烈 的 震 荡 期，１９７９年 为

３９％，到１９９３年下降为１％。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６年

是持续下降的，这种下降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

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初期，充分调动了广

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

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较高，新制度

经济学将 之 解 释 为 新 制 度 实 施 初 期 的 高 效 率。但

图２　１９８０年～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实际增长率演化趋势

数据来源：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是，在这一制度的效率被挖尽之后，这一制度在推动

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出现乏力；二是像洪涝干旱等诸

如此类的自然灾害。从１９８６年 到１９９９年 期 间，农

村居民富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增
加收入，其中，１９９４年达到最高 峰 值 为３８％。其 原

因是１９９０年以来，国家开始实施粮食收购保护价制

度，并在１９９３年正式确立了这一制度，加之当时粮

食供小于求，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

收入。因此，１９９２年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出

现了一个小高潮。但到了１９９７年，中国粮食供大于

求，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国民经济遭到重创，农村经济增长放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下降，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从１９９４年的３８％，跌至１９９９年的谷底４％。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政府拉动内

需，刺激国内需求，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创造就业机会，激发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热情，为农民增

收创造了条件，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不断攀升，并于２０１１年抵达最高点１９．３％，此期间实际增长率

处于稳定增长阶段，虽略有短期波动，但总的趋势表明，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呈现出持续稳定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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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自改革开放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以来，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加。
（二）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化分析

１．山东省农村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演化的宏观分析

在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山东省共有１７个

地市，省内农村居民收入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高收入地区与低收入地区之间的人均纯收入差距呈不

断扩大趋势，如图３所示。在图３中描述了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３年期间，每一年山东省内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最高的地区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最低的地区人均纯收入对比情况。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持续增长不同，
山东省内部不同区域农村居民之间的人均纯收入差距呈波动扩大的态势。用最高收入地区与最低收入

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极差来表示此差距，其演化情况如图４所示。还可以用收入极差值率来

表示。极差值率是收入最高的地区与收入最低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其演化情况如图５所

示。图３、图４和图５均依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山东省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得到。

图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最高与最低地区的人均纯收入变动柱状图

（１）图３描述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

纯收入最高与高低地区纯收入变动情况，即描述了

每一年当中山东省１７个地区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

那个地区与 人 均 纯 收 入 最 低 的 那 个 地 区 的 对 比 情

况。由图３可知，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３年间，山东省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收入虽都在

大幅增加，但高收入地区与低收入地区的人均纯收

入差距总体上在拉大。其中，人均纯收入最低地区

的人均纯收入１９９９年为１　９５９元，到２０１３年 增 长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极差变动折线图

到了９　３０９元，每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１．７％。人均纯

收入最高地区的人均纯收入１９９９年为３　７０６元，到

２０１３年增长到了１５　７３１元，每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０．
８％。与此同时，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收入差

距极差仍在持续扩大，极差在２０００年 为１　７４６元，
到了２０１３年增加到６　４２２元，收入差距极差年平均

增长率为９．７％。图３说 明，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地 区 差

距仍然很大，农村地区收入不平衡问题依然严重。
（２）图４描述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

图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收入极差值率变动折线图

人均纯收入最高与高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极差变动

情况。由图４可知，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３年间，山东省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并呈现

出不断 扩 大 的 态 势。２００１年 到２００３年 间，山 东 省

农村居民纯收入最高与高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极差

处于增 长 阶 段。２００３年 到２０１０年 间，收 入 差 距 极

差处于波动上升阶段，并于２０１０年达到最大值６９３
元，收入差距正在逐步增大。２０１１年之后，收入差距极差开始下降，地区收入差距有所减小，但２０１２年

之后，又开始回升，呈扩大趋势。
（３）图５描述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与高低地区之间收入极差值率变动

情况。由图５可知，山 东 省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最 高 与 高 低 地 区 之 间 极 差 值 率 呈 现 出“扩 大———缩

小———平稳”的特征。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期间表现较为平稳，２００３年最大，达到２．１４倍，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差距较大。２００４年，极差值率开始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维持在１．８倍左右，收入差距依然较

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并趋于平稳，但极差值率表示的是农村居民的相对收

入差距，且极差值率仍在２倍左右，表明农村居民纯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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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对代表农村居民地区间绝对收入差距的收入差距极差和代表相对收入差距的极差值率计

算分析，发现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化呈现出了“持续扩大———缓慢缩小———平稳”的特征，山东省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２．山东省省内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演化的微观分析

利用基尼系数从微观层面分析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化情况。基尼系数取值在０到１之间，
是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用来研究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依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０．２，
说明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基尼系数位于０．２和０．３之间，说明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基尼系数位于０．３
和０．４之间，说明收入分配相对合理；基尼系数位于０．４和０．５之间，说明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大

于０．５，说明收入分配悬殊。［７］国际上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黄色“警戒线”。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山东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得到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折线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折线图

由图６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山 东 省 农 村 居 民 收

入基尼系数一直处于波动增长状态，且近年来已超

过国 际 的“警 戒 线”０．４，位 于 收 入 差 距 较 大 阶 段。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基 尼 系 数 持 续 上 升；２００４年 到

２００６年，基尼系数较为稳定；２００７年之后，基尼系数

继续增大，并于２０１０年，达 到０．４０１，首 次 突 破“国

际警 戒 线”；到２０１１年，基 尼 系 数 达 到 最 高 值０．
４３４；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３年，基尼 系 数 虽 开 始 逐渐下降，
但是仍保持在０．４以上，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无论

是在区域间还是个体农民之间都呈现出“迅速扩大———缓慢缩小———平稳”的特征，山东省农村居民收

入差距依然很大。

三、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化原因分析

（一）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解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于上述分析，农村居民纯收入主要由财产性收入、家

图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村居民

各部分收入所占比例图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

《山东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四部分构

成，下面将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山东省的基尼系数分别

按以上４项收入进行分解，来分析各个部分对收入

差距的影响及贡献程度。
由图７可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

比例在 持 续 增 加，由２０００年 的３１．７％增 加 到 了

２０１３年的４７．６％，且仍处于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家

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却一直呈下降趋势，由２０００年

的６３．１％下降到了２０１３年的４２．６％，且仍在持续

下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

的比重一直较小，且变化幅度非常小。基尼系数经

历了“上升———极值———稳定”的 阶 段 后 趋 于 平 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一直占居民收入份额的９０％以上，而

且近年来变化幅度较大，因此，这两部分收入变动应是解释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即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

化的主要原因。
（二）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化原因的回归分析

１．假设与回归模型

通过上述对基尼系数的分解，初步得出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影响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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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主要因素。但这两个因素还只是抽象的指标，需要将这两项抽象指标进一步具体化，通过建立回

归模型分析导致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具体原因。影响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

因素很多，本文将重点分析家庭劳动者数量、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这三个因素对

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通过对济南市济阳县三个自然村的实地调查获得了第一手数据。此次调查选取

了３个自然村共计１５０户村民，发放１５０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１３０份，有效问卷１２０份。基于以上分

析，以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三个因素，即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劳动者数量分别

为自变量ｘ１、ｘ２、ｘ３，以家庭人均纯收入为因变量ｙ，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ｙ＝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ε
　　２．模型结果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包括三部分，即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检验、回归方程的线性显著性检验和回归系数的

显著性检验。
（１）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检验

表１反映的是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情况。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Ｒ２＝０．９３３，调整后的判定系数Ｒ２ａｄｊ
＝０．９３２，说明回归方程能够较好拟合搜集的数据。

表１　模型总结

Ｍｏｄｅｌ　 Ｒ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１　 ０．９６６　 ０．９３３　 ０．９３２　 ０．５９５２７

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劳动者数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

ｂ．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家庭人均年纯收入。

（２）回归方程的线性显著性检验

表２为方差分析表，反映回归方程的线性显著性。统计量Ｆ＝５４１．５１，显著性Ｐ值为０。说明至少

一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不为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数据适合用线性模型拟合。
表２　方差分析表

Ｍｏｄｅ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　 ｄｆ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Ｆ　 Ｓｉｇ

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Ｔｏｔａｌ

５７５．６４２
４１．１０４
６１６．７４６

３
１１６
１１９

１９１．８８１
０．３５４
　

５４１．５１０
　
　

０．０００
　
　

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劳动者数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

ｂ．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家庭人均年纯收入

（３）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表３反映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表３　回归系数分析表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家庭劳动者数量

劳动者受教育年限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１．１７２
０．１１８
１．１４１
－０．６７４

０．６３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０
０．３７４

　
０．０３９
０．９２５
－０．０４８

１．８４９
１．５３９
３８．６０４
－１．８０３

０．０６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４

　　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家庭人均年纯收入

从表３中可知，ｘ１ 的系数为０．１１８，ｘ２ 的系数为１．１４１，ｘ３ 的系数为－０．６７４。ｔ值分别为１．８４９、

１．５３９、３８．６０４、－１．８０３。Ｐ值分别为０．０６７、０．１２７、０．００、０．０７４。按照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认为自变

量ｘ１（家庭劳动者数量）和ｘ３（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对因变量（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只有

自变量ｘ２（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对因变量影响显著。而且，从标准化的Ｂｅｔａ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劳动者受

教育年限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最大。得到估计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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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１．１７２＋０．１１８ｘ１＋０．１４１ｘ２－０．６７４ｘ３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化变动的原因主要包括：

（１）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差异。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看，家庭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应与家庭人均纯

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劳动者之间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

面，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并获得了较高的教育回报；另一方

面，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从事高收入职业，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与此相反，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

者只能从事薪水较低的职业，高低层次受教育者间的收入差距随之拉大。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这

一点。
（２）家庭劳动者的数量差异。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看，家庭劳动者的数量应与家庭人均纯收入存在

正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并
开始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获得了较高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家庭中的劳

动力数量越多，其家庭人均纯收入应越高，因此，家庭之间劳动者数量的差异应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

一个重要原因。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根据对上述模型分析，虽然家庭劳动者数量与家庭人均纯收入之

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从实

证的角度看，家庭劳动者数量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３）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差异。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应该与家庭人均纯收入

呈正相关关系，即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家庭人均纯收入也应越多，但实证分析的结果却并非如此，两
者非但不呈正相关关系，反而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之所以呈负相关关系，原因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种植业在我国逐步成为低回报率的产业，是不赚钱的产业。很多农村居民认为耕地越多亏损就

会越严重，因此，纷纷放弃耕地涌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以期获得较多的收入。虽然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和人均纯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水平为ｐ＝０．０７４﹥０．０５，说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影响较小。因此，人均耕地面积的差异并非是农村居民收

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发现，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教育的作用主体

是人，属于人力资本要素。因此，人力资本因素差异尤其是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差异是农村居民收入变动

及收入差距演化变动的主要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居民由单纯农民分化转型为拥有多种角色的现代农民。山东省农

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但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总体上呈先逐渐扩大，后缓慢缩

小，再趋于平稳的态势。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化符合库兹涅茨的“倒 Ｕ形理论”，且正处于倒

Ｕ 型曲线的高位平缓之处，收入差距虽有缩小，但仍然较大。通过对山东省统计年鉴数据和实地调查

数据分析发现，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化的主要因素是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

者受教育年限的差异，且劳动者之间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演化的最主要因素。
为了缩小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根据以上分析，特提出以下建议：

１．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居民基本素质。农村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农村收

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国家要加大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的普及力度。同时，在
农村地区兴办成人高校，向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低收入农村居民提供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只有这样，低收

入者的综合素质才能得到提高，素质的提高才能促进其收入的增加，与高收入者的差距才会缩小，农村

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２．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差异是收入差距扩大

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不断提高农用机械的现代化水平，完善农村

地区水利灌溉设施，从而提高土地耕作的效率和利用率，如此，农村中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低收入者的

收入才会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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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改善劳动力就业市场环境，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政府应大力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

市场环境，促进农村低收入者向回报率高的非农产业转移，获得更多的工资性收入。具体来说，政府一

方面需要进一步放松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并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农

村基础设施，如通信、道路和服务设施等等，为农村低收入劳动者提供更加全面的就业信息，并提供以市

场为导向的就业培训服务，从而增加农村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其与高收入者的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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