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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沟农户经济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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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 以王东沟 1 98 7一 2 1 9 9年4 7户农民的定位观测资料为依据
,

分析 了王 东沟农户经

济稳步发展的主 要原因 及其特点
,

论述了王东沟 农户经济必将沿着承包户一兼业户一专业 户

一联 合的道路 发展
,

最后 走上联合经济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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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农户经济是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脱胎而来的一种公有生产资料与农户部分所有生

产资料为基础的小规模经济
。

目前我国的农户经济是与集体经济密切相关的一种承包户经济
。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

加之农村生产力水平低
,

经济落后
,

导致我国农户经

济的规模小
,

生产活动仍以人
、

畜力
、

手工工具为主
,

生产发展速度慢
,

经济力量薄弱
。

这种落后

的农业经济基础
,

决定了扩大积 累
,

进行农业技术改造的能力不足
,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

还

未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局面
。

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尤其是如此
。

国家对黄土高原以改变落

后面貌为 目标的综合治理极为重视
,

从
“
七五

”

开始列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

王东沟就是攻关的

试验示范区之一
。

我们对王东沟的部分农户经济发展进行 了定位监测
,

经过综 合治理
,

农户经

济 已有显著的变化
。

①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0 9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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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东沟农户经济稳步发展

1
.

1各业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我们对王东沟7 4户农 民进行 了 6年的定点调查
,

调查内容主要是 1 9 8 7 ~ 1 9 9 2年农户的种植

业
、

养殖业
、

林业和工副业
。

其经济发展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 7

.

1%
,

12
.

5%
,

76
.

1%和 1 4
.

9%
,

详

见表 1
,

其中以种植业平均增长率较低
,

这是因为旱作农业受自然条件约束力较大
,

养殖业及工

副业相对较平稳地发展
,

林业 (含经济林在 内 )增长速度较大
,

这主要是集约经营之后发挥了其

滞后的经济效益
。

表 l 王东沟 47 户农 民 1 9 8 7~ 1 9 9 2年各业经济增长速度调杳表

年年份 (年 ))) 1 9 8 777 1 9 8 888 1 9 8 999 1 9 9 000 1 9 9 111 1 9 9 222
严均增长率%%%

种种植业 (元 ))) 6 0 5 6 4
.

4 444 8 2 2 5 0
.

5 777 1 0 8 7 0 3
.

7 111 1 0 7 8 1 5
.

5 888 8 4 9 8 4
.

7 333 9 1 2 9 3
.

2 888 7
.

111

养养殖业 (元 ))) 1 2 3 0 0
.

8 000 2 5 9 3 1
.

4 555 3 9 4 3 9
.

4 888 3 2 4 0 5
.

9 666 3 5 1 9 4
.

8555 2 4 9 7 9
.

5 000 1 2
.

555

林林 业 (元 ))) 2 0 3 6
.

7 000 3 1 8 4
.

2 000 4 4 7 8
.

777 1 1 4 3 2
.

3 666 1 7 1 4 4
.

5 555 6 0 8 2 4
.

1 999 7 6
.

111

工工副业 (元 ))) 2 5 1 5 5
.

0 000 3 7 1 3 7
.

8 111 4 3 7 2 1
.

444 5 4 2 0 444 5 4 8 6 111 5 7 9 8 5
.

9 000 1 4
.

999

1
.

2 农民纯收人分布及其增长

将调查数据经整理
,

计算后列表 (见表 2 )
,

可以看出
,

农民家庭每人年纯收入占不同收入类

型户的比重与占不同收入类型人的 比重大体相差不多
。

所以我们在此还是以前者为主来分析

问题
。

表 2 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表

农民家庭每人

年纯收人 (元 )

1 9 8 7年 1 9 8 8年 1 9 8 9年 1 9 9 0年

合 计

1 0 0 ~ 2 0 0

2 0 0~ 3 0 0

3 0 0~ 4 0 0

4 0 0 ~ 5 0 0

5 0 0 ~ 6 0 0

6 0 0~ 7 0 0

7 0 0 ~ 8 0 0

8 0 0 ~ 9 0 0

9 0 0 ~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1 1 0 0~ 1 2 0 0

> 1 2 0 0

占农户

比重 ( % )

1 0 0
.

0 0

8
.

5

占人 口

比重 (写 )

1 0 0
.

0 0

7
.

8 6

3 7
.

1 2

1 7
.

4 7

2 1
.

8 3

1 0
.

9 2

3
.

4 9

1
.

3 1

0

0

0

0

0

占农户

比重 (沁 )

1 0 0
.

0 0

3 4
.

0 4

1 9
.

1 5

2 1
.

2 8

1 0
.

6 4

4
.

2 6

2
.

1 3

0

0

0

0

0

2
.

1 3

1 0
.

6 4

2 5
.

5 3

8
.

5 1

2 3
.

4 0

8
.

5 1

8
.

5 1

6
.

3 8

0

4
.

26

0

2
.

1 3

占人 口

比重 (% )

1 0 0
.

0 0

2
.

1 5

9
.

4 4

2 2
.

3 2

7
.

7 3

2 8
.

3 1

1 0
.

3 0

7
.

7 3

6
.

8 7

0

3
.

8 6

0

1
.

2 9

占农户

比重 (沁 )

1 0 0
.

0 0

0

6
.

3 8

1 0
.

6 4

1 2
.

7 7

1 7
.

0 2

占农户

比重 (环 )

1 0 0
.

0 0

0

4
.

2 1

6
.

3 8

1 4
.

8 9

1 7
.

0 6

1 2
.

7 7

8
.

5 1

8
.

5 1

1 7
.

0 2

2
.

1 3

占人 口

比重 (写 )

1 0 0
.

0 0

0

4
.

6 9

6
.

5 7

1 6
.

4 3

1 9
.

7 2

1 3
.

6 2

7
.

5 1

5141764929.715..3L3

2 5
.

5 3

1 0
.

6 4

8
.

5 1

2
.

1 3

0

2
.

1 3

4
.

2 6

占人 口

比重 (% )

1 0 0
.

0 0

0

4
.

4 8

1 0
.

7 6

1 2
.

5 6

1 7
.

9 4

3 0
.

4 9

8
.

9 7

8
.

5 2

1
.

7 9

0

1
.

3 5

3
.

1 4

4
.

2 6

4
.

26

表 2表明
:

每人年纯收入 < 50 0元的农户均呈下降趋势
,

其中 < 3 00 元的下降幅度较大
;人均

> 50 0元的农户均有显著上升
,

其中 800 元以上的 5个档次
。

1 9 8 7年每人纯收入在 1 00 ~ 20 0元的农户占 8
.

51 %
,

到 1 9 8 9年以后这种低微收入户 已经消

失
;
每人年纯收入 20 。~ 3 00 元的农户由 1 9 8 7年的 34

.

04 %下降为 1 9 9 0年的 4
.

21 % ;
每人年纯收

入 3 0 0 ~ 4 0 0元的户由 1 9 8 7年的 1 9
.

1 5%下降为 1 9 9 0年的 6
.

3 8% ;
每人年纯 收入在 4 0 0 ~ 5 0 0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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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由 1 9 8 7年的 2 1
.

2 8写下降为 1 9 9 0年的 1 4
.

8 9% ;
每人年纯收入在 5 0 0一 6 0 0元的户由 1 9 8 7年的

1 0
.

64 %上升为 1 9 9 0年的 1 7
.

06 % ;
每人年纯上入在 60 0一 70 0元的农户 由1 9 8 7年的 4

.

26 %上升

为 1 9 9 0年的 1 2
.

77 % ;
每人年纯收入在 70 0一 80 0元的农户 由 1 9 8 7年的 2

.

13 %上升为 1 9 90 年的

8
·

5 1% ; 8 0 0 ~ 9 0 0元
,

9 0 0~ 10 0 0元
,

1 0 0 0一 1 1 0 0元
,

1 10 0一 1 2 0 0元以及> 1 2 0 0元的农户
, 1 9 8 7年

连 一户都没有
,

可到 1 9 9 0年都出现 了
,

所 占的 比重依次为 8
.

51 %
,

17
.

02 %
,

2
.

31 %
,

4
.

26 %
,

4
.

2 6%
。

1
.

3 王东沟户均收人及人均收人变化

将 5年的调查计算结果列表 (见表 3 )
。

由表 3可 知王东

沟人均总收入 1 9 9 2年

较 1 9 8 7 年 增 长

1 49
·

7%
,

平均增长率

为 1 .6 5%
,

人均 纯 收

入 1 9 9 2年较 1 9 8 7年增

长 9 .8 4%
,

平均 增 长

率为 12
.

1%
。

王东 沟

户均总收入 19 9 2年较

1 9 8 7年增长 12 4
.

6%
,

表 3 王东沟户均收入及人均收入变化

年年 份份 人均总收入入 户均总收入入 人均纯收入入 户均纯收入入

(((年 ))) (元 ))) (元 ))) (元 ))) (元 )))

111 9 8 777 4 5 7
.

0 333 2 2 2 6
.

7 999 3 5 2
.

4 666 1 7 1 6
.

7 666

111 9 8 888 7 9 4
.

2 999 3 9 3 7
.

6 666 5 4 7
.

6 555 2 7 1 4
.

9 666

111 9 8 999 8 8 5
.

7 555 4 2 0 2
.

5 999 6 3 1
.

3 999 2 9 9 5
.

7 555

111 9 9 000 9 8 9
.

0 000 4 4 8 2
.

0 444 6 8 5
.

3 000 3 1 0 5
.

7 222

111 9 9 111 9 0 2
.

2 888 4 0 8 9
.

0 555 5 3 4
.

6 999 2 4 2 3
.

1 555

111 9 9 222 1 1 4 1
.

1 666 5 0 0 1
.

6 999
I

“ 9 9
·

` 666 3 0 6 4
.

3 888

平平均年增长率 ( % ))) 1 6
.

555 1 4
.

444 } 1 2
·

111 1 0
.

111

平均增长率为 1 4
.

4 %
,

户均纯收入 1 9 9 2年较 1 9 8 7年增长 78
.

5 %
,

平均增长率为 1 0
.

1%
。

1
.

4 王东沟农民逐步向小康型生活水平迈进

当前人们在研究农民的生活状况时
,

一般按人均纯收入水平划分为四组即
:

人均纯收入在

2 0 0元以下的为贫困型
; 在 20 0元 ~ 50 0元之 间为温饱型

;
在 50 0 一 1 0 0 0元之间的为宽裕型

; 在

1 0 0 0元以上的为小康型
。

按此标准我们对王东沟流域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行了 5年定位监测
,

现

将 1 9 8 7一 1 9 90 年的定位监测农户进行分类 (见表 4 )
。

表 4 王东沟农户经济类型发展调查

农农户类型型 1 9 8 7年年 1 9 8 8年年 1 9 8 9年年 1 9 9 0年年

户户户数数 比重重 户数数 比重重 户数数 比重重 户数数 比重重

贫贫困型型 444 8
.

5 111 111 2
.

1 333 000 000 000 000

温温饱型型 3 555 7 4
.

4 777 2 111 4 4
.

6 888 l 444 2 9
.

7 999 1 222 2 5
.

5 000

宽宽裕型型 888 1 7
.

0 222 2 222 4 6
.

8 111 3 000 6 3
.

8 333 3 000 6 3
.

8 000

小小康型型 000 OOO 333 6
.

3 888 333 6
.

3 888 555 1 0
.

7 000

由表 4看出
,

1 9 8 7年王东沟还有 8
.

51 %的贫困型农户
,

但是这里的农 民生活基本是以温饱

型为主
,

占 7 4
.

47 %
,

宽裕型仅占 17
.

02 %
。

1 9 8 8年贫困 型 比重 减少 到 2
.

13 %
,

小康 型 出现
,

比重 为 6
.

38 %
;
宽裕 型 比重 上升 到

46
.

81 %
,

出现温饱型与宽裕型并重的局面
。

1 9 8 9年贫困 型 比重减少为零
,

小康型 比重 与 1 9 8 8年相同
,

宽裕 型 比重增加 很快
,

占

6 3
.

8 0 %
,

从而形成了以宽裕型为主的生活状况
。

1 9 9 0年小康型 比重上升
,

由6
.

38 %上升到 10
.

70 %
,

继续以宽裕型为主
。

1 9 9 2年我们对小康型的农户又作了专门调查
,

已增加到 10 户
,

占定位监测户的 2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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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王东沟农 民目前的生活水平是以宽裕型为主
,

并逐步向

小康生活水平过渡
。

2 王东沟农户经济稳步发展的主要原因

王东沟农户经济之所以能够稳步的发展
,

我们认为除了对农业生产的物质投入 (折成现金

表示 )的增加之外
,

就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

2
.

1 物质投人的增加

由表 5可知
,

王东沟农业生产

物质投入增长幅度较大
,

1 9 9 2年

物质投入比 1 9 8 7年增加 2 58
.

6 %
,

平 均 每 h m
Z

投 入 的 增 长 率 为

3
.

5 6%
。

物质投入
,

主要指化肥
、

良种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技术同时

投入
,

良种推广面积达 80 % 以上
,

化肥投入不断增加
,

由 1 9 8 6年 的

2 4 o k g / h m
, ,

增 至 1 9 9 0 年 的

表 5 物质投入调查表

年年份份 物质投入入 耕地面积积 平均每 h m ZZZ

平均每 h m
Z

投投

(((年 ))) (元 ))) (h m
Z ))) 投入 (元 ))) 入增长率 (% )))

111 9 8 777 2 3 6 9 2
.

0 888 2 9
.

2 7 888 8 0 9
.

2 555 3
.

5 666

111 9 8 888 3 1 8 3 7
.

8 555 2 9
.

8 9 888 1 0 6 4
.

8 55555

111 9 8 999 5 3 1 8 8
.

8 333 2 8
.

8 4 666 1 8 4 3
.

9 55555

111 9 9 000 6 0 7 0 2
.

9 999 2 6
.

7 6 555 2 2 6 8
,

0 00000

111 9 9 111 6 5 0 4 4
.

6 555 2 8
.

3 1 999 2 2 9 6
.

9 55555

]]] 9 9 222 8 3 4 1 8
.

5 111 2 8
.

7 4 111 2 9 0 2
.

3 55555

8 9 2
·

s k g / h m
, ,

增加 2 7 1
.

9%
。

1 9 5 9年小麦投肥量 N 为 1 0 3
.

s k g / h m
Z , p Z

o
。
为 s l k g / h m

, ,

每 h m
,

产 3 73 8 k g
,

比同类条件地区高出 8 0% 以上
,

高于全县小麦平均产量 21
.

3%
。

2
.

2 引进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普及先进技术
,

引导农 民接受科学技术并积极进行技术投入
。

通过举办技术讲座
,

在重要

生产环节进行现场培训
,

组织技术力量深入 田间地头
,

上门服务
,

对一些大的技术措施统一组

织实施
,

如建立种子药剂处理点
,

统一进行种子处理
,

统一防治病虫害等
。

建立各类试 验点
,

使

农民有样可学
。

如小麦叶面喷肥
、

玉米制种
,

牛体育黄
,

养鸡 良种化等先进技术
。

2
.

3 逐步走向集约经营的道路

王东沟的农民在从事种植业
、

养殖业
、

林业
、

工副业生产时都懂得搞集约经营
。

集约经营是

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
,

进行精耕细作
,

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

增加农产 品总量的经营方式
。

王东沟的化肥投入
,

1 9 9 0年较 1 9 8 6年增加 2 71
.

9 %
,

小麦的氮肥与

磷肥施肥量 1 9 9 0年较 1 9 8 6年增加 80 %以上
。

王东流的果树专业户如李昌余和王长兴
,

化肥亩平

均投入量 为 50 k g
,

有机肥平均每亩的施肥量为 1 5 0 o k g
,

由于走集约经营的道路
,

小麦亩产量 已

高出长武县全县亩平均的 21
.

3%
,

苹果平均亩产量为 1 80 k0 g
。

农民重视科技
、

物质
、

活劳动的投入
,

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的道路
,

他们认识到只有把科技

投入和物质
、

活劳动投入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生产力
。

3 王东沟农户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王东沟农户分为承包户
、

兼业户与专业户 3种
。

承包户是指采用经济合同形式
,

使农民承包

土地完成国家
、

集体委托的经济任务
,

增加 自已收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

这种农户经营规模

小
,

形成了
“
户户粮棉油

,

家家农工副
”

的
“

小而全
”

的经营模式
。

近年来王东沟流域的农户经济

正在摆脱单一承包户的模式
,

向着多种经营方式的兼业户方 向发展
。

兼业户即指农民除了经营

土地以外
,

还从事其它经济活动
。

兼业户的兼业 内容
,

可能是从事一种经济活动
,

也可能是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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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济活动
。

这些经济活动
,

是指种植业的以外的林
、

牧
、

副及第二
、

三产业
。

那么专业户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所谓专业户
,

是指专门从事 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而形成的

某一部门
、

项 目或产 品经济活动的农户
。

专业户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因素与新形式
。

从上边分析
,

我们认 为王东沟的农户是承包户与兼业户的结 合
,

可 以说没有纯粹的承包

户
,

亦没有纯粹的专业户
,

王东沟今后农户经济的发展趋势将是以兼业户为主
。

随着农村生产 力的发展
,

分工专业化将逐步形成
,

如
:

王东沟流域有 的劳力将重点转移到

果树
、

经济作物以及其它多种经营的生产
,

有的劳力将重点转入工副业如生产砖瓦等方面去
,

有的劳力将重点搞运输业
、

养鸡
、

养奶牛和奶羊等
。

在分化的基础上
,

王东沟小流域已经产生出

兼业户与专业户两种新类型的农户经济形式
。

农户经济的分化
,

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

是

农村经济进步的一种标志
。

从各类农户之间的关系来看
,

承包户是基础
,

兼业户是过渡
,

而专业户则是经济发展的较

高一种形式
。

从农户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
,

符合农村经济由自给半 自给的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

规律
,

符 合农户经济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规律
。

目前的农户经济
,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

体
,

经济自主权大
,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

王东沟流域的农户经济将沿着承包户一兼业

户一专业户一联合的道路发展
。

(上接 第87 页 )

4 讨 论

.4 1 建立复合植被

在保持水土资源方面
,

世界各国都经历着治理技术的战略转变过程
,

即由单靠物理化学工

程治水治土的传统战略
,

转变到物理化学与生物工程相结合
,

综合治水治土的战略
,

把水利工

程措施和林草生物措施作为治理水土的根本措施圈
。

我们认为
,

在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干旱
、

痔

薄
、

立地条件恶劣的环境
,

为了防止水土流失
,

必须坚持以草先行
,

建立草灌复合植被的原则
。

草灌复合植被指在草层上再加一层灌木覆盖层
,

且草层由多品种草组成
。

建立这种草灌复 合植

被
,

能克服植物品种单一的缺点
,

使植物生长发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得到互补
,

覆盖度增大
,

适

应性增强
,

青绿期延长
,

可层层拦截降雨
,

分散
、

阻缓
、

拦蓄径流
,

能产生最优的防护效益和最大

的经济效益
。

.4 2 降低费用
,

提高效益

水土保持各种措施的根本 目的是蓄水保土
,

它取得了效益
,

才有可能产生生态
、

经济
、

社会

效益
。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
,

由于当地农 民还 比较贫困
,

为了提高他们的水土保持意识和积极性
,

我们在能保证植被覆盖度和水保效益的前提下
,

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

就近取材
,

努力降低

成本
。

如选用当地生长速度快的赖草等
;
我们所用的小冠花种子也是采收的

,

紫穗槐种苗也是

自已繁育的
,

这样既提高了种苗质量
,

也降低了种苗费用
,

从而降低 了生物防护工程的费用
。

.4 3 控制人为破坏

我们 目前在沟坡道路上所栽植的防护植物大都可作为牧草饲用
,

所以必须建立严格的管

护制度
,

有计划的进行割草收种
,

防止乱牧
、

滥挖
,

确保防护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