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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脂县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研究

张波, 曹明明, 陈海, 王俊, 雷 敏
(西北大学 城市与资源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 要: 农户是退耕还林(草)的主体, 他们的经济行为和认知响应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具有重要的

作用。基于参与性农村评估调查 ( participat or y rur al appraisal , PRA)方法, 对米脂县退耕区 8 个行政村

的 325户退耕农户的退耕认知、退耕后家庭收入结构进行调查研究。研究表明, 虽然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

持支持态度,但是巩固退耕还林(草)成果, 保证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农户收入。为此,需要协调好 3 个方面的关系: ( 1) 劳务输出与退耕区的发展; ( 2) 退耕区与农业产业

发展; ( 3) 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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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for Green Program in Mizhi County

ZHANG Bo, CAO M ing-m ing, CHEN H ai, WANG Jun, LEI M in

(D epartment of Urban and R esour ce Science, Nor thwest Univers ity , X i� an, Shaanx i 710069, China)

Abstract: T 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 sis o f the Grain for Green prog ram in Mizhi County w ith Par ticipato ry

Rural Appr aisal. Pert inent data w er e collected through a quest ionnaire survey to local households, because

they are the main stakeholder groups o f the prog ram. The questionnaire surv ey cover s local people's at titudes

to the progr am and the follow-up farmer income st ructure. Study show s that although the farmers ar e in sup-

port of the Gr ain for Green prog ram, w e must adjust agr icultural str ucture and improve farmer income in or-

der to ensur 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r ain fo r Green prog ram. T he relationships for the three as-

pects are also necessary to coo rdinate for the consolidat ion of the Grain fo r Green prog ram: ( 1) the relation-

ship betw een export o f labor serv ices and development o f the progr am implementing area; ( 2) the relation-

ship betw een the prog ram implement ing area and ag ricultur e indust ry development ; ( 3) relationships be-

tw een ag ricultur al subsidies and farmer income.

Keywords: Mizhi County; Grain for Green progra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 � 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合理的土

地利用结构和退化的植被成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

失严重和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并对当地的社会

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1] 。

中国政府 1999年开始启动�退耕还林(草) �工
程,致力于控制黄土高原地区及西部山区水土流失,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该项目涉及甘肃、陕西、四川等

25 个省市区[ 2] 。目前我国的退耕还林(草)政策采取

了粮食补助和管护费两项,具体补助为退耕还经济林

补助 5 a, 生态林补助 8 a,每 1 hm
2
每年补助 1 500

kg 粮食, 300元现金, 各地每年根据核定的面积按时

兑现[ 3] 。退耕还林的顺利实施必须在改善生态环境

的同时兼顾退耕农户的个人利益。在当前情况下, 农

户是退耕还林(草)工程的经济主体和直接参与者, 他

们的经济行为和认知响应对于认识工程实施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4-5] 。

目前, 国外对农户行为的研究多侧重于农户的经

济行为与生态环境退化关系 , 近几年来国内关于这

方面研究日趋增多,李荣、米文宝等[ 6-10] 通过农户调

查认为退耕区后续产业发展不足或缺位,导致区域经

济发展后劲不足,从而导致复耕现象屡屡发生。

本研究以米脂县为例对退耕后农户对退耕还林

(草)政策的认知、态度以及农户收入结构进行调查与

分析, 研究退耕对农户收入及结构变化的影响, 探讨



退耕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问题的出路与

方法,保证退耕还林�稳得住、不反弹、能致富�。

1 � 研究区概况

米脂县位于陕西省北部 ( 109�49�� 110�29�E,
37�39�� 38�5�N ) , 总面积 1 212 km2。全县辖 15 个

乡(镇) ,共有 396个行政村,总人口 208 542人,其中

农业人口 185 679人。该区属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以无定河为分水岭,地势总体东西高中间低,

平均海拔 1 049 m。地貌类型主要以峁、梁、沟、川为

主,其中境内山峁达 20 378个,沟道 16 120条。

米脂县耕地总面积为 33 230 hm
2
, 1999 年、2002

年两次退耕合计8 912 hm
2
,现有耕地24 318 hm

2
,退

耕率达 26. 81%。县林业局根据实际情况逐级分配

指标,统一划定退耕区域, 各村退耕指标有所差异。

还林(草)地主要种植沙果树、枣树、紫松槐、苜蓿等林

草。

米脂县退耕地补助粮款2 400元/ ( hm2 � a) ,林

草管护费 300元/ ( hm
2 � a) , 合计给退耕农户补偿

2 700 元/ ( hm
2 � a)。

2 �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性农户调查(简称 PRA)方

法。本研究应用 PRA 的半结构访谈 ( sem-i st ruc-

tured interview )工具进行,半结构访谈是指有一定的

采访主题和提前拟定的采访提纲, 但在采访过程中又

不局限于单一、狭窄的主题, 而是围绕主题向被采访

者进行开放式提问, 在和谐的气氛中、被采访者介绍

经验,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发表对过去或现在发生

事件的看法、愿望的采访方式
[ 11]
。调查之前、首先了

解该县退耕还林的大体情况, 根据县内退耕还林的执

行情况筛选了银洲镇、高渠乡和杨家沟镇等 3个乡镇

的 8个行政村进行了入户调查,这些村镇在地理位置

上分别代表了交通的发达、中等发达和不发达 3种情

况,退耕情况也分为退耕面积多、中等和较少等几个

等级(表 1) , 涉及到各个村 80%以上的在家退耕户

(有些农户举家外出打工,常年家中无人)。调查的主

要内容有农户退耕还林的情况、对退耕还林(草)政策

的认知程度以及退耕后农户的家庭收入组成, 使用

SPSS 13. 0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3 � 调查结果与分析

3. 1 � 调查对象特征

本次调查共计 8 个行政村, 调查农户 350 户, 有

效问卷 325份, 有效率为 92. 9%。此次调查女性被

调查者占总调查者的约 70% ,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退耕还林(草)后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 以外出务工

为主, 主体为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性中青年。被调查者

多为中老年者( �40岁)占 87. 40%, 小学、初中文化

程度占 76. 30%。

表 1 � 调查农户的分布情况

村 名 户 数
所属

乡镇

代表类型

退耕面积
交通状况

(通城镇)

高西沟村 � 57

高渠乡

多 道路好,距离远

冯渠村 � � 41 较多 道路好,距离近

刘渠村 � � 41 较少 道路差,距离远

陈家沟村 � 30 多 道路差,距离近

孟岔村 � � 50 银洲镇 多 道路好,距离近

杨家沟村 � 49 多 道路好,距离远

巩家沟村 � 42 杨家沟镇 多 道路好,距离远

李家圪崂村 15 较多 道路好,距离远

3. 2 � 退耕农户对退耕还林(草)政策认知度调查

退耕农户是退耕政策实施的主体,其对退耕政策

的支持和认知程度直接影响退耕政策的持续、顺利实

施。由表 2可知,受调查地区农户对退耕政策基本上

是持支持态度,支持率达 79. 88。仅有 3. 08%的农户

不支持该政策。而由表 3可知,农户对退耕政策已经

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从生态角度认知退耕政策的占被

调查农户的 45. 51%,而从经济角度认知该政策的占

27. 31%,有 15. 25%已经认识到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这说明当地对退耕政策的宣传和实施已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表 2 � 农户对退耕还林(草)政策认可程度

态 度 户 数 百分比/ %

赞 成 � 258 79. 38

不赞成 10 3. 08

无所谓 57 17. 54

目前, 退耕补贴主要以直接补贴的形式发放(分

为退耕补助款和退耕林管护费两项)。从调查的结果

看,当地单位面积补贴高于单位面积退耕地的耕地收

入,其中有 49. 60%的退耕农户收入比退耕前增加,

25. 40%的受访农户退耕前后收入持平, 25%受访者

则表示收入有所降低,所以,退耕还林(草)后, 退耕户

的收入大体是增加的。同时,在农户对退耕还林前景

的调查显示(表 4) ,多数受访农户对退耕还林的前景

表示乐观。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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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农民收入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降低了农民因退耕

而使收入大幅下降的风险。另外, 调查中还发现虽然

农户对退耕前景表示乐观,但对退耕的补助年限表示

担忧,当退耕补贴终止后,农户有复耕的想法,这与陶

燕格等人对宁南的调查结果一致
[ 12]
。表明农民对土

地依然对土地有较强的依赖性,收入的增加有其不稳

定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任重道远。

表 3� 农户对退耕还林(草)政策认可程度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目的 比例/ %

减少水土流失, 保护生态环境 45. 51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3. 31

提高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收入 24. 00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15. 25

不清楚退耕还林目的 11. 93

表 4� 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前景认可程度

退耕还林(草)政策前景认识 所占比例/ %

前景好 40. 40

前景还行 26. 90

前景说不清 26. 70

前景不好 8. 00

3. 3 � 农户家庭收入结构调查与分析

退耕后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受访

农户的家庭收入总体呈上升趋势。

3. 3. 1 � 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分析 � 从调查区的 8个村

的 325个农户的调查结果看, 退耕前受访农户总耕地

面积为 351. 44 hm
2
, 平均每户为 1. 08 hm

2
, 退耕

175. 15 hm2 , 平均每户 0. 54 hm2 , 退耕率 49. 84%。

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致使退耕地区的耕地面积

减少, 必然会影响当地农户的经济收入, 进而促使农

户家庭收入结构的转变。耕地面积的减少,产生了大

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这部分劳动力为农户的家庭收入

结构多元化提供了人员基础。从调查结果(表 5)可

以看出, 8个村户均收入中耕地收入为 4 277. 54元,

占户均总收入的 16. 78%,略高于经济林收入和畜牧

业收入。打工收入已占到户均收入的 48. 67%, 是家

庭收入组成的主体部分,因此外出务工已成为当地农

户增收的主要途径。

另外, 畜牧业收入只占到农户收入的 12. 71% ,

低于耕地收入和经济林收入的比重,表明作为传统的

畜牧区,当地的畜牧业并未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发

展,甚至可能已经发生萎缩。然而经济林的收入占到

户均收入的 16. 09%。虽然从图 1可知, 其较大比例

主要是由孟岔村拉动, 但是, 这表明经济林有了一定

程度的发展。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退耕后农户的家庭收入结构

呈现多元化发展,外出务工已成退耕后农户的主要收

入来源,同时外出务工是退耕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

要方式。

图 1� 各村收入结构

表 5 � 调查户平均各项收入来源及其收入比重

收入来源 耕地收入 畜牧业收入 打工收入 经济林收入 退耕补助款收入

各项平均收入/元 4 277. 54 3 238. 74 12 405. 86 4 101. 30 1 464. 48

平均总收入/元 25 487. 92

各项收入比重 16. 78% 12. 71% 48. 67% 16. 09% 5. 75%

3. 3. 2 � 各村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差异分析 � 受自然环

境、道路交通、发展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被调查的 8个

行政村的收入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由图 1可知, 8

个村的外出务工收入都占家庭总收入相当大的比例,

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其它收入组份则

存在较大的差异。

首先,刘渠村与孟岔村的收入结构明显有别于其

它 6个村,其外出务工收入虽然比例较大,但却并非最

大比例,分别低于耕地收入(刘渠村)和经济林收入(孟

岔村) ,且这两个村的户平均收入排在前两位(表6)。

刘渠村的农户家庭收入构成中,打工收入占户均

收入的 38%, 耕地收入则达到近 60%,远高于其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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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8个村的平均水平( 16. 78% ) , 其余的收入只占到

2%, 收入结构较为单一。刘渠村转换经营理念,贯彻

�一村一品�的思想理念, 大规模(约 50 hm2 )发展红

葱种植业,走特色农业之路。

孟岔村户均收入为 53 493. 30元, 远高于其它各

村,其经济林(红枣)收入占户均收入的 44. 25%, 打

工收入为 39. 86%。孟岔村是规模化红枣种植,与刘

渠村的收入结构相似,发展方向上两个村也较为相

似。但是,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对比两者也有不同之

处。首先,量上存在差异,一方面, 孟岔村经济林收入

是刘渠村耕地收入的 1. 55 倍, 略低于刘渠村的户均

总收入。这除了与种植品种有关系外, 其主要是受规

模及科技因素的影响。刘渠村的红葱种植面积约为

50 hm 2 ,而孟岔村的经济林(红枣树)面积约为 260

hm 2。科技含量上,孟岔村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相

关学科的教授作技术顾问, 采用微灌节水丰产技术,

为枣树的大规模种植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有效地

降低了种植成本,提高果实的品质。另一方面与刘渠

村相比,孟岔村的户均打工收入约为前者的 2. 16倍,

这与两者所发展的产业有关。孟岔村发展大规模的

经济林,客观上需要大量的临时劳动力以实现林地的

管护及采摘工作, 为当地村民提供了较多的打工机

会。再者, 从农户家庭结构收入方面看, 孟岔村的耕

地收入及畜牧业收入分别占家庭总收入的 10. 06%

和 5. 01% ,而刘渠村除了打工及耕地收入外其它收

入只占家庭总收入的 2%。由此可见, 孟岔村的收入

相对均衡化,这是由于孟岔村到米脂县城的可达性较

好(道路情况良好, 距离约 7 km )农副产品较易转换

为经济收入。

从图 1可知, 除孟岔村和刘渠村外,其余 6村的

收入结构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对这 6个村的各项

收入做如表 5相同的处理后,耕地收入只占户均总收

入的 9. 90%, 远低于刘渠村的比例(约 60%) , 而退耕

补贴收入约占 7. 10% , 仅低于耕地收入的 2. 80%。

现存耕地一般为土壤肥力较好的土地,耕地收入潜力

较大。

表 6 � 各村调查户平均收入 元

村 名 孟岔村 刘渠村 陈家沟村 高西沟村 冯渠村 杨家沟村 巩家沟村 李村圪崂

平均收入 53 493. 30 25 656. 74 23 856. 67 23 837. 89 24 036. 73 12 708. 12 13 070. 14 17 231. 20

� � 由表6可知,以户均收入20 000元为界限,可将除

孟岔村、刘渠村以外的 6个村划分为收入差别较大的

两部分。陈家沟村、高西沟村、冯渠村户均收入大于

20 000元,其平均打工收入均大于13 000元(陈家沟村

13 626. 67元、高西沟村 13 385. 96元、冯渠村15 824. 39

元)。杨家沟村、巩家沟村、李村圪崂户均收入均小于

20 000元,其平均打工收入均小于10 000元(杨家沟村

7 571. 43元、巩家沟村 4 969. 05元、李村圪崂9 866. 67

元)。这 6个村的家庭户均收入中除去打工收入和经

济林收入外,其余的户均收入差别不大,基本上在其平

均值 ( 7 346元)的上下浮动, 只有陈家沟村的数值

( 10 163. 33元/户)和杨家沟村的数值( 5 136. 69 元/

户)与 6个村的平均值偏差较大。由图 1可知,陈家沟

村的畜牧业收入比较突出,杨家沟村则各项收入均较

低,各村的户均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比例普遍较高。

由此可以看出收入差异较大这两部分差异主要在于打

工收入的差异, 其次高西沟村的经济林收入、陈家沟

村、巩家沟村的畜牧业收入、李村圪崂耕地收入也有较

大的增收贡献。

4 � 讨论

农户是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的主体,农户的收

入能否得到保障是退耕还林(草)工程能否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因此,通过对退耕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调

查与分析, 可为退耕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4. 1 � 劳务输出与退耕区的发展

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增收的主要来源之

一。劳务输出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农

业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 家庭收入较大幅度的提高,

为退耕还林的后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受当

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大批农民工返乡, 地方政府

应该对农村务工人员进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提高外

出务工人员的综合素质,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同

时,利用外出务工人员的从业经验,鼓励农民在当地

自主创业, 挖掘农业发展潜力。

另外, 从调查与分析的结果来看, 劳务输出只是

临时性的解决退耕区农户收入的途径,大量的劳动力

输出会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不足等问题。

因此, 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还在于农业产业结构

的调整。

4. 2 � 退耕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

退耕地区农业产业发展应兼顾 3个方面: ( 1) 以

规模化、区域化、专业化发展思路对特色产业进行集

中开发; ( 2) 科学化,产业发展应建立在科技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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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利用科学技术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及产量,

保证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 3) 品牌化, 品牌效应是

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刘渠村的红葱种植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 造就了刘渠红葱品牌, 远输包头、太

原、银川等国内大中城市,孟岔村的红枣更是以其品

牌效应深受北京、上海、广州的国内大城市的青睐。

同时,退耕区的农业产业发展必须考虑以当地的

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为前提,在地区国土规划及水土保

持规划的范围内进行,保证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

赢。孟岔村对规划内的荒地进行集中整治开发,种植

品种齐全的枣树,绿化荒山, 保持水土的同时赢得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 数据分析反映出除孟岔村、

刘渠村外,其它 6村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现有耕地利

用效率不高的情况, 退耕后耕地面积减少,应首先加

强土地的利用效率, 精细耕作。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发

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搞好特色农业的建设。
4. 3 � 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

退耕补贴是国家对退耕区进行的区域性农业补

贴,是退耕还林政策得以落实的基础性保证。从调查

分析的结果看, 退耕补贴依然是退耕户的重要收入来

源之一。虽然, 2007年国务院的发文�国务院关于完

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对退耕补贴期

限进行延长,但是从当前的经济形势上看,应适当的

提高退耕还林的补偿年限, 加大退耕还草的补贴力

度。这样既符合国家提高农业补贴、拉动内需的农村

政策,又符合林地的生态效益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的

规律,保证退耕政策持续、稳定的执行。

对畜牧业补贴。陕北是传统的畜牧业发达地区,

但是退耕还林后, 当地的畜牧业发展受到一定的影

响,从表 5中可以看出畜牧业收入已经低于耕地收

入,畜牧业已经萎缩。因此, 国家应该对有条件的地

区进行畜牧业补贴, 鼓励农户圈养牲畜,利用退耕所

还的草发展畜牧业, 提高农户收入。

5 � 结语

退耕还林是一项典型的生态经济系统工程,它的

实施既要考虑到生态环境因素,又要照顾到农户经济

收入问题,而后者是前者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和保

证。农户既是退耕还林的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主

体,单一的依靠退耕补贴, 很难满足其改善生活的目

的。因此, 要使退耕还林持续生效,必须从调整退耕

后农户的家庭收入结构入手,根据不同区域采取不同

的与之相适应产业调整以达到农户增收的目的,进而

保证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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