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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村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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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福建农村市场的基本情况，指出 了 制 约 福 建 农 村 市 场 发 展 的 瓶 颈，并 从 增 加 农 民 收 入、生 产 适

销农村产品、制定合理的农村消费政策、加强农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建 立 完 善 的 农 村 社 会 保 障 体 系、规 划 引 导 和

城乡联手开拓农村市场等方面提出开拓福建农村市场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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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提出以来，福建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较快的

发展，农 民 收 入 稳 步 增 加，农 村 消 费 水 平 逐 年 提

高，全省农村市场出现繁荣活跃的良好局面。虽然

近年来由 于 农 民 收 入 增 速 趋 缓，物 价 水 平 居 高 不

下，但是福建农民购买欲望强烈，农村市场潜力巨

大，农村市场前景很好。为进一步促进福建农村市

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概括了福建农村市场的基本

情况，指出福建农村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对此

提出对策建议。

１　福建农村市场基本情况

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 “三农”问题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

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带来了农村经济日新月异

的变化。同时，随着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

等政策措施在福建的全面推进，农村消费得到有效

推动。２００９年，农 村 实 现 零 售 额１４６５３３亿 元，

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１６３％，农村市场的拉动力进一步

增强，农村 市 场 拉 动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由

２００８年的５２个百分点提高到５３个百分点。
从消费结构看 （表１），２０１０年福建省 农 民 人

均消费支出 仅 为 城 镇 居 民 的３７３％，其 主 要 消 费

领域与城镇居民相似，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交

通和通讯，以及文化教育、娱乐方面；在衣着、家

庭设备及用品、交通和通讯、文化教育及娱乐等方

面的消费支出与城市的差距大。若设想农村商品的

消费水平达到城市的水准，就可形成１４６５７９亿元

的市场购买力。可见，农村市场还蕴藏着巨大的消

费需求潜力，农村市场的开拓必将成为国民经济发

展的新增长点，必将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

作用。

２　制约福建农村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物价水平居 高 不 下，
农民的消 费 预 期 支 出 大，农 村 市 场 发 展 的 动 力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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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据统计，２０１０年福建农民人 均 纯 收 入 为７４２７
元，比１９７８年 增 长５２８倍，年 均 增 长１３２％，
而同 一 时 期，城 镇 居 民 的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却 达

２１７８１元，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２９倍，收入上的

差距决定了城乡购买力上的差距。从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构成情况看，农民工资性收入为３０９５元，占

各项收入的４１７％，已 成 为 福 建 农 民 收 入 的 主 要

来源；家 庭 经 营 纯 收 入３５５８元，占 各 项 收 入 的

４７９％，其中 从 第 一 产 业 获 得 的 收 入 为２３９２元，

占各项收入的３２２％。

　　二是适销对路产品缺乏，消费热点难以形成。
由于农村市 场 多 年 来 存 在 购 买 力 远 低 于 城 市 的 状

况，因而企业在生产决策及产品的开发及设计时总

以城市消费群体为中心，忽略了农村的需求，因而

大多产品城市化的倾向根本不适合农村的特点和农

民的 需 求。２０１０年 福 建 农 民 人 均 生 活 消 费 支 出

５４９８元，仅 为 同 期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的

３７３％ （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０年福建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指　标

城镇居民 农民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占生活消费支出

（％）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占生活消费支出

（％）
占城镇居民

（％）

生活消费支出 １４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３

其中：食品 ５７９１ ３９２６ ２５３７ ４６１４ ４３８

　　　衣着 １２８１ ８６８ ３１０ ５６４ ２４２

　　　居住 １６０６ １０８９ ８６５ １５７３ ５３９

　　　家庭设备、用品 ９７２ ６５９ ２９３ ５３３ ３０１

　　　交通和通讯 ２１９７ １４８９ ６３８ １１６０ ２９０

　　　文化教育、娱乐 １７８６ １２１１ ４６２ ８４０ ２５９

　　　医疗保健 ６１７ ４１８ ２５１ ４５７ ４０７

　　　其他商品和服务 ４９９ ３３８ １４１ ２５６ ２８３

　注：数据来源于《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２０１０）》、《福建统计摘要（２０１１）》，下同。

　　三是消费观念落后，领域狭小，档次低。传统

的观念使人们崇 尚 “收 支 相 抵，略 有 节 余”，忌 讳

“寅吃卯粮”，即使手中有钱，农民对花钱依然很慎

重，长期以来 “过苦日子”的消费习惯更使人们今

天不敢花明天的钱。消费领域也基本上局限于吃穿

用物品等生活必需品上，对于精神层面上的需求花

费得很少，有的甚至没有。农村消费观念滞后与现

代市场意识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消费结构失衡，农

村市场开拓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是农民预期消费支出与预期收入差距之间的

矛盾，导致农民消费信心不足。城乡消费支出的数

据显示，农村市场潜在的即期消费与中长期消费潜

力都很大。但由于农村医疗、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

设进展缓慢，对看病、养老以及子女上学等的预期

消费支出加大，与现实收入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使得农民消费信心不足。

五是流通组织落后，市场营销手段不力。当前

农村市场流通组织落后，现代化程度低，市场营销

手段不力，造成服务功能差，流通成本高昂，是农

村市场开拓的一个相当重要障碍。一直以来，商业

企业的营销重点都在城市，而农村几乎不存在什么

流通主渠道，农产品卖难及工业品买难的两难境地

长期存在。

３　开拓福建农村市场的对策建议

３１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开拓农村市场的基础。农民手

中有钱，农村市场才能繁荣。一要依靠科技进步提

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二要

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提高农

副产品 的 质 量 与 价 值 水 平，应 努 力 实 现 生 产、加

工、储藏、保 鲜、销 售、运 输 和 信 息 服 务 的 一 体

化，既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及竞争力，又能使农

民分享加工、流通中增值的收益，并鼓励一些民营

企业做好农产品市场的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市场的

灵活性；三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决制止一切不

合理负担，依法严格管理，严肃查处各种集资摊派

行为，努力保护农民从事农村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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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要到位，切实减少农

业的弱质性对农民增收的制约。

３２　生产适销农村的产品

目前，大多的部门、企业一直以城市市场为中

心进行商品的产、供、销，因而产品不适合广大农

村的消费者。应在稳住现有消费的基础上，围绕农

村市场调整产品生产结构及改进产品性能。要深入

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层次农民的消费特点及消费习

惯，有针对性地开发、生产农民经济上能够承受，
生活、生产 上 急 需 的 工 业 消 费 品 与 农 业 生 产 必 需

品，要把家电下乡活动落到实处，让农民真正得实

惠。同时要在税收、信贷等方面对生产厂家进行扶

持。

３３　制定合理的农村消费政策

要在农村大力推行信用、服务、租赁等方面内

容的消费政策，改变农村传统落后的消费习惯，拓

宽农民消费领域，提高农民消费的商品与服务的水

平。积极引导农民按照国家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
自觉接受 在 大 型 家 电、农 用 车 等 项 目 上 的 消 费 信

贷，真正 发 挥 金 融 启 动 农 村 消 费、引 导 生 产 的 作

用。积极发展包括个人购房抵押贷款、购买耐用消

费品实行分期付款和信用卡支付等信贷行为，促进

和刺激消费。

３４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也

是开拓农村市场的必要条件。要广开渠道，筹措资

金，以国家投入为主，集体、个人投入为辅，大力

加强农村交通、电力、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努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才能有效地

促进消 费，推 动 农 村 市 场 发 展，从 而 拉 动 经 济 增

长。

３５　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了农民

消费的局限性，农民的储蓄倾向强，不敢消费或少

消费。要建立较为完善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

系，建立 上 学、就 业 及 农 资 等 生 产、生 活 互 助 基

金，减少农民的支出预期，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
激发农村的潜在需求。

３６　规划引导农村市场的开拓

农村市场的情况千差万别，依靠个体的力量来

研究农村市场显然是不够的。政府应深入研究国内

外农村市场需求及其发展趋势，预测各种需求，及

时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各种需

要，指导企业生产与经营。要加强宣传力度，改变

消费陋习，科学引导农民消费与生产，促进国民经

济各行各业的协调发展。要切实改善政府对农村市

场发展的管理方式与办法，为农村市场发展创造宽

松的良好环境。

３７　城乡联手开拓农村市场

城乡联手发挥城乡优势互补作用。一是在服务

领域做文章，应在城市家庭服务工程、社区服务工

程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促使城乡大力开展合作。二

是要在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方面联手做文

章，要鼓励有条件的集体或个人到农村去创办农产

品加工企 业 或 基 地。三 是 可 以 在 开 拓 农 村 旧 货 市

场、科技文化市场、信息市场等领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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