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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沟壑区王东沟小流域农户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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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土高原沟壑区王东沟小流域 25 户农户监测资料表明, 经过 20 a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小流域土

地利用结构趋于合理,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农户的经营行为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民人均纯

收入不断增加,初步建立起了高效、稳定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根据 25 户农户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 建议

黄土高原沟壑区同类型地区发展中需注意如下问题: 加大科学技术投入, 包括合理利用资源, 发展特色产

业;加强农民文化素质培养; 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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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s of Peasant Households in

Wangdonggou Watershed in the Loess Upland Gull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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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monitoring data for 25 peasant households in Wangdonggou w atershed in the lo ess upland

gully ar ea indicat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ome aspects. After implementing 20 year compr ehensive measures

of so 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landuse str ucture of the w atershed tends to be rat ional. Ag ricultur al indust ri�
al st ructure has been opt imized. T he behavio r of peasant household pr 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
conomy . Peasant per capita net income has been increased. A high eff icient and stable agriculture eco�econo�
my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From the analy se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the 25 house�
ho lds, it follow s that fo 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s sim ilar to the loess upland gully area, scient if ic input

should be further st rengthened; natural resources should be used rationally; special agr icultural indust ries

should be developed; farmer s quality of science and cul tur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government w ork�
ing funct ions should be further enhanced.

Keywords: loess upland gully area; Wangdonggou watershed; economics of peasant household; business behav�
ior; development trend

� � 20世纪 80年代, 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使用权, 从而确立了农

村经济社会的最基本单位 � � � 农户,同时也就产生了

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 � � � 农户经济[ 1]
。农户作为最

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是发展中国家最为主要的经济

组织形式,国家制定价格政策和其它调控措施时必须

了解和兼顾到农户行为的影响,因而研究农户经济对

于我国农村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

积极的意义[ 2]。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当地农民生活贫困, 为

了更好地研究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帮助农民走

出贫穷落后的局面, 1986 年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

究所在黄土高原沟壑区王东沟小流域设立了 25户反

映农村生态经济发展情况的监测户。本文通过对 20

a 来 25户农户监测资料的分析,反映出王东沟小流

域农村生态经济的巨大变化,并预测了该小流域未来

发展趋势, 希望为黄土高原沟壑区同类型区的发展提

供参考。



1 � 王东沟小流域概况

王东沟小流域地处陕西省长武县, 位于北纬

35!12∀� 35!16∀,东经107!40∀30# � 107!42∀30#,流域总面

积8. 3 km2。地貌可分为塬面和沟坡两大单元,该区土

壤类型主要为黑垆土, 土层深厚, 物理性质良好, 适合

植物生长。气候为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 年日照

时数2 226. 5 h,年平均气温9. 1 ∃ ,热量供作物一年一
熟有余。年平均降水量 578. 5 mm,多集中在 7 � 9月,

且年变率大,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区[ 3]。经过 20 a 的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 王东沟小流域逐渐形成了果 � 副 �

农3者相结合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农民收入稳步增

加。2005年小流域人口 2 304 人, 人均纯收入达到

3 595元,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被周边地区所借鉴,

成为黄土高原沟壑区的试验样板。

2 � 王东沟小流域农户经济发展过程

2. 1 � 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状况反映了农民的经营意识和经营动

机,通过对王东沟小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 可以

了解该区域农民经营意识和动机的变化过程。依据

25户农户监测资料和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选取农耕

地、果树地、林地、草地 4个指标反映王东沟小流域土

地利用变化情况(图 1)。可以看出,该区土地利用结

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耕地在减少,果树地在增加,二

者基本上呈对称变化, 特别是近 10 a 来的发展变化

更为明显。这与试区所在区域长武县的情况(图 2)

基本一致。说明在试区的带动下周边地区的土地利

用状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图 1� 王东沟小流域 25 户农户 1987� 2005 年土地利用变化

图 2� 长武县减少耕地转化情况

2. 2 � 农业收入及其结构

从王东沟小流域 25户农户的收入变化情况可以

看出(图 3) , 果业与工副业收入提高较快, 种植业与

畜牧业收入提高相对较慢,这与土地利用变化基本相

吻合。农耕地面积的下降、果树地面积的增加, 促使

了种植业和果业收入增长速度的变化。土地利用结

构的合理会促使农业产业结构更加适合区域经济发

展,使得农民经济收入增加。

图 3 � 王东沟小流域各产业发展变化

各业收入比重变化情况中(图 4) ,种植业、果业、

畜牧业、工副业所占份额在各年变化比较明显, 种植

业所占比重基本呈下降趋势, 经过产业结构不断调

整,现阶段王东沟小流域以果业和工副业为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 逐渐取代了种植业的主导地位, 畜牧业所

占比重基本不变,农民以增加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

农业产业向商品经济型转变。

图 4 � 王东沟小流域各农业产业所占收入比重变化

2. 3 � 农户人均纯收入变化

2. 3. 1 � 与所在县域的比较 �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促进

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 农民纯收入不断增加; 土地利

用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不一样,农民

人均纯收入变化速度也不一样。

王东沟小流域 25户农户在 1987 � 2005年期间,

人均纯收入与相同时期小流域所在县长武县农村人

均纯收入相比较(图 5)。由图 5 可以看出小流域农

民人均纯收入在 1988年以前低于长武县, 1988年以

后增长速度快于长武县。这主要是因为小流域在科

技人员的正确引导下, 发展适合自己的农业产业, 经

济效益不断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也随之提高。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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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纯收入变化说明经过长期的综合治理,王东沟小

流域土地利用结构日趋稳定, 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

化,促使农民经济收入快速增加, 形成了良性循环态

势,初步建立起了高效、稳定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 4]。

图 5 � 试验示范区与所在长武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

2. 3. 2 � 纯收入结构的变化 � 王东沟小流域农户经济

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 由于各个时期生活水平、物价

指数的差异,不能用相同的标准来划分其阶段。本文

以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把王东沟流域农

户划分为 3种类型:贫困、一般、富裕, 取最低生活保

障线以下为贫困,最低生活保障线到全国平均水平为

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富裕。这样, 就形成表 1

的划分结果。

由表 1可以看出 1987 年和 1990年还存在一定

比重的贫困户, 一般户占绝大部分,富裕户比重较低。

经过 20 a 的综合治理,贫困户消失, 逐步转向一般户

和富裕户, 到 2005 年富裕户比重达到 48% , 由此可

以看出王东沟小流域农户已经摆脱贫困,开始走向富

裕之路。

表 1� 各类型农户在不同年份分布情况

年份
贫困户 一般户 富裕户

户数 比例/ % 户数 比例/ % 户数 比例/ %

1987 5 20 14 56 6 24

1990 1 4 17 68 7 28

1993 0 0 17 68 8 32

1996 0 0 13 52 12 48

1999 0 0 16 64 9 36

2002 0 0 10 40 15 60

2005 0 0 13 52 12 48

2. 4 � 投入产出情况
从 25户农户各产业在不同年份投入与产出占总

投入与总产出比重状况(表 2)可以看出种植业和果

业基本为高投入高产出, 低投入低产出, 并且随着年

份变化,种植业投入比重逐渐减少,果业投入比重逐

渐增加,这与土地利用和农户收入结构相符。工副业

各年份均发生投入比重少产出比重大的现象, 这主要

是因为农民以劳务输出为主,生产经营成本低或无成

本;畜牧业属于投入比重大产出比重少的经营项目。

从投入产出比重发展状况来看,农户已经开始有计划

的投资,各产业间的投入分配较为明确。

从农业产业中种植业、果业、畜牧业产投比变化

情况(图 6)可以看出,种植业和果业产投比变化较为

明显, 果业和畜牧业产投比个别年份低于 1, 畜牧业

产投比逐渐提高,果业在 1995 年后产投比大于种植

业和畜牧业,说明农户根据自身状况不断地调整各农

业生产经营项目的投入,农业经营结构趋于合理。

表 2� 各产业在不同年份投入与产出占总投入与总产出比例状况 %

年份
种植业比例 果业比例 畜牧业比例 工副业比例

占总投入 占总产出 占总投入 占总产出 占总投入 占总产出 占总投入 占总产出

1987 56 58 4 2 34 15 6 25

1990 44 53 5 6 27 15 24 26

1995 22 22 33 35 26 19 19 24

2000 21 18 39 42 15 10 25 30

2005 19 14 58 47 13 9 10 30

图 6� 农业产业产投比变化

3 � 农户经营行为分析

3. 1 � 农户经营意识转变
在经济收入稳步增加的过程中,农民的经营意识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7 � 1992年农户以种植
业为主,在此期间农民的经营意识是解决自身的温饱

问题, 因而,单位面积粮田投入加大,粮食单产显著提

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农民开始寻求能够增加

经济收入的经营方式, 在科技工作者的带动下, 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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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目前, 大部分耕地转化为果

园,已形成家家户户种果树的局面。工副业伴随着农

户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 由兼业转变为当地农民经济

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会有更多

的农民转移向工副业。

3. 2 � 农户产业经营多样化
王东沟小流域经过 20 a的治理, 土地利用结构

与农业产业结构都在不断地调整, 农户经营形态也在

不断发生变化, 从刚开始的种植业为主,经过种植业、

果业分化,发展到今天种植业、果业、工副业并存的状

况, 2005 年工副业占农业总收入的 30%, 果业占

35% ,种植业占 18%。农户经营形态经历了承包户、

兼业户,正向专业户发展 [ 5]。

3. 3 � 农户注重科技的应用
在王东沟小流域农户经济发展过程中,科技投入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优良品种的引进,

抗旱丰产技术的运用, 沟坡道路防护体系的建立
[ 4]

等,促使了当地农户的生产发展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在科技工作者的正确引导下, 农民也确实认识到了科

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教育投资已成为当前农户的主

要消费之一, 2005年王东沟小流域农户调查显示, 总

消费中教育消费占 30%。

3. 4 � 农户经营逐步由非理性转向理性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 王东沟流域部分老果园

存在弃荒现象, 当地农民甚是担忧, 表现出极大的关

注,希望政府可以重新分配土地, 合理地解决土地所

有权问题,以便更加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创造更

多的财富。

可以看出农民较为现实, 只会被亲眼见到的事实

所说服,因此,先前其经营方式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容

易被一些客观因素所影响, 随着社会发展,农民自身

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的经营观念在不断转变, 越来

越多的农民开始意识到理性经营的重要性,农户经营

正由过去的非理性转向理性。

4 � 问题与发展趋势

4. 1 � 存在问题

4. 1. 1 � 粮食安全 � 王东沟小流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主要发生在种植业和果业之间,果业逐步取代种植业

成为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之一, 工副业伴随试区整个发

展过程,是农民经济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土地利用

结构要适合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所以更多的耕地转化

为果树地,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农民会转向具有更大经济效益的果园经营以牟取更

多的经济收入, 种植业比重降低,出现粮食短缺现象,

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是鼓励农民加大其它产业

投入力度增加经济收入,还是迫使他们种植一定面积

的粮食从而实现自给自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 1. 2 � 农业经营中劳动力短缺 � 通过调查发现, 现
今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构成中以老弱幼居多,大部分青

壮劳动力已经流向城镇寻求新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

的推移,农村适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变得较为严重,

这会造成土地耕作所需劳动力不足。

4. 1. 3 � 果业产业链不完善 � 果业已成为王东沟小流
域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加强管理, 及时获取市

场信息,完善其产业链是增强市场竞争力所必需的。

目前该地区果业主要经营形式是单一农户自产自销,

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造成苹果销售价格不

统一, 运输不及时而腐烂等问题,使农民利益受损。

4. 2 � 发展趋势
4. 2. 1 � 农村人口向周边城镇转移,土地资源集中管
理 � 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

象,大量适龄劳动力流向城镇, 加快了城镇的发展速

度,很多农民工将选择居住在打工所在城镇, 开始新

的生活,随着进城务工人口不断增加,入住城镇的农

民也会越来越多,农村土地面临无人耕作而荒弃的状

况,国家有关政策的出台, 加上土地流转机制完善, 将

会促使土地集中于部分农民手中,提高生产效率。

4. 2. 2 � 农业产业结构主次分明,趋于专业化 � 农业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农户经济收入不断增加, 在市场

经济的刺激下,理性经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农户为

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生产经营会越来越专业化,

他们会选择一种或两种适合自身情况的经营种类, 加

大投入,获得高产出, 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更多的

经济收入。

4. 2. 3 � 果农组织完善 � 果业作为王东沟小流域农户

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其产业链应该更加完善, 如农

户自发成立果农协会, 管理日常事务,及时把握市场

信息, 加强市场竞争力, 也可以多个农户联合成立股

份制企业,从种植、管理、收获到运输,甚至对苹果进

行深加工, 提高附加值,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

5 � 结 论

王东沟小流域 25户农户 20 a 监测结果表明, 农

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好坏会影响到整个区

域经济的发展,在科技人员的正确引导下, 农民思想

观念不断地转变,其人均纯收入由 1987年的 231. 2

元上升到 2005年的 3 595元, 农业纯收入由 1987年

的 46. 87 万元上升到 2005年的 828. 4万元, 农民生

活发生了巨大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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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水土保持投资措施不仅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

境,同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在水土流失地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发展农村经济、

优化生态环境的必要手段[ 13]。同时农户是否采取符

合生态友好的行为方式, 是区域水土保持是否成功的

关键。要让农民从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与综合开发中得

到经济实惠, 让农民通过综合治理实现脱贫致富 [14]。

因此,在制订生态建设计划时,要将农民的利益提高到

和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考虑,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增加农民收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激励他们自觉参与

到水土流失治理、生态建设活动中去 [15] , 这样才能使

西北地区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的治理,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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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黄土高原沟壑区的典型代表, 从王东沟小流

域农户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黄土高原沟

壑区同类型地区发展中需注意一些问题。

( 1) 科技力量投入。加大贫困地区科学技术的

投入,促使农民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

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 2) 合理利用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通过实

地调查,制定合理的规划,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发展

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

( 3) 加强农民文化素质培养,引导农民走科技致

富之路。只有农民自身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更好地

理性经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 4) 政府职能的充分体现。政府职能部门需要

收集民情, 及时调整各项政策条例,帮助他们尽快摆

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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