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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
,

也是陕西省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
。

该文全面分析了陕西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
,

对三大 区域农村 经济主要指标进行 了对

比
,

找出了制 约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

并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的对策
。

关键词 区域经济 产业结构 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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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s

陕西省位于黄土高原的中部
,

全省土地面积 2 0
.

5 6 km
, ,

水土流失面积 42 4 6 3 k m
z ,

农业人

口 2 7 10 万
。

根据地理环境
、

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业发展水平等因素
,

将全省 1 0 7 个县 (区 )划

分为 3 个具有显著特征差异的农业经济区域
:

即陕南秦巴 山区
,

主要包括安康
、

汉中
、

商洛地
、

市
、

县 (区 )
,

其农业生产环境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类似
;
关中平原素称八百里秦川

,

包括渭南
、

铜川
、

西安
、

咸阳
、

宝鸡 5 地市
、

县
,

其农业生产明显具有平原传统农业 的特点
; 陕北黄土高原

区
,

主要包括延安 ;榆林两地
、

市的县
,

其农业生产特点可以代表黄河 中上游地 区和北方旱农

区
。

在长期的经济运行中
,

由于各区域的地理环境
、

生产条件
、

种植制度
、

经济发展模式各异
,

使

之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
,

对其认真分析和 比较
,

对于推动各区经济发展
.

将具有更重要的

意义
。

收稿 日期
: 1 99 6一 ( ) 4一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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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区域比较分析

1
.

1 基本情况比较

在农业人 口数量上
,

关中占全省的 5 5
.

9%
,

而土地仅占全省的 2 6
.

9%
.

人 口 集中
,

密度较

大
。

在农村经济产出上
,

关 中所创造的农村社会总产值占全省的 68
.

9写
,

农业总产值占 59
.

1写

(见表 1 )
,

表明关中地区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
。

从农业资源占有看
,

陕北要高

于陕南
,

如土地比陕南高 5
.

1%
,

农耕地高 8
.

4 %
,

生产用地高 1 8
.

4 % ;
但是从对全省的经济贡

献看
,

陕北则落后于陕南
,

如农业总产值和农村社会总产值占全省的比重
,

陕南分别高于陕北

巧
.

1%和 14
.

3%
。

说明陕南经济发展状况要好于陕北
。

表 l 三大地区基本情况比例 ( 1 9 9 3 年 )

项项 目目 土地结构构 农业总人 口口 农村社会总产值值 农业耕地组成成 农业总产值值 生产用地组成成

((((( % ))) 组成 ( % ))) 份额 (% ))) (% ))) 组成 ( % ))) (% )))

全全省省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关关中中 2 6
.

999 5 5
.

888 6 8
.

999 5 2
.

666 5 9
.

111 3 1
.

222

陕陕南南 3 4
.

000 2 8
.

777 2 2
.

777 1 9
.

555 2 8
.

000 2 5
.

222

陕陕北北 3 9
.

111 1 5
.

666 8
.

444 2 7
.

999 1 2
.

999 4 3
.

666

1
.

2 产业结构演替层次

1
.

2
.

1 从劳动 力行业就业 结构分析 陕北的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最高
,

关中最

少
,

说明关中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较高
;
但在种植业劳力占农业劳动力中

,

关 中比例

又最大 (见表 2 )
,

说明关中地区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力主要依靠土地为生
,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该地区农民在土地之外的其它项 目开发上
,

水平有限
; 在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及农村工业

所占劳力比重以关中最高
,

陕南最小
,

说 明关中地 区农村工业对非农劳力有较强吸纳能力
,

而

陕南的非农劳力则较多的在农村工业以外的领域就业
。

陕北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趋势缓慢
,

以

农为本的观念较为强烈
。

表 2 不同地区农村劳力行业结构

地地区区 合计计 农业劳动力占占 种植业 劳动力占占 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占 农村工业劳动力占占

((((((( % ))) ( % ))) (% ))) ( % )))

全全省省 1 0 000 8 1
.

444 9 0
.

999 1 8
.

666 2 5
.

111

关关中中 1 0 000 7 9
.

555 9 2
.

999 2 0
.

555 2 7
.

888

陕陕南南 1 0 000 8 2
.

999 8 6
.

666 1 7
.

111 1 8
.

666

陕陕北北 1 0 000 8 7
.

222 9 1
.

666 1 2
.

888 2 4
.

555

L 2
.

2 从农村社会总产值及农业总产值结构分析 关中地区的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

总产值 比例最低
,

陕北最高
,

各地区之间非衣产业的发达顺序依次为关中~ 陕南~ 陕北
。

在农

业总产值结构 内
,

种植业所占比重陕南最低
,

关中最高 (表 3 )
,

说明关中地区在注重非农产业

开发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
,

对农业内部多种资源开发的范围与程度较低
,

在非农产业总产值

中
,

均以农村工业为主
,

所占比例在 5 0 %以上
,

但以关中最大
,

为 67
.

3%
,

说明非农产业产值的

2/ 3 来源于农村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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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村社会总产值结构 ( 1 9 9 3年 )

地地 区区 总计计 农业总产值值 种植业业 林业业 畜牧业业 渔业业 非农产业产值值 农村工业业

关关中中 1 0 000 3 6
.

111 7 4
.

777 3
.

111 2 1
.

555 0
.

777 6 3
.

999 6 7
.

333

陕陕南南 1 0 000 5 1
.

666 5 7
.

555 1 4
.

444 2 7
.

555 0
.

666 4 8
.

444 5 4
.

333

陕陕北北 1 0 000 6 5
.

555 6 7
.

222 7
.

888 2 4
.

777 0
.

333 3 4
.

555 6 3
.

444

1
.

2
.

3 从 农作物种植面积结构分析 近年来粮食面积呈现波动
,

经济作物 比重有所增

加
。

在地区比较上
,

陕南粮食作物所占比重最大
,

原因是陕南人均耕地较少
,

故首先需要解决吃

饭问题的情况下
,

重点发展粮食作物从而解决温饱
。

表 4 农作物播种面积结构比较 (粮食
:

经作
:

其它 )

年份 (年 )

关中

陕南

陕北

1 9 8 5 1 9 8 7

8 4
.

2

9 0
.

7

8 1
.

0

9
.

8 : 6
.

0 8
.

5
:
6

5
.

9
:
3

.

4 6
.

7 : 3
.

8

9
.

2 : 9
.

8

8 5
.

4

8 9
.

5

8 2
.

3 8
.

2 : 9
.

5

1 9 8 9

8 3
.

9 : 1 0
.

0

8 9
.

2 : 6
.

6

8 2
.

7 : 1 0
.

8

年份 (年 )

关中

陕南

陕北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8 3
.

2
:
1 2

.

1
:
4

.

7

8 7
.

7
:

8
.

1
:
4

.

2

8 2
.

6
:
1 2

.

6
:
4

.

8

8 6
.

9 : 9
.

1 : 4
.

0

8 4
.

4

8 7
.

3

10
.

4

8
.

5

8 0
.

8
:
1 2

.

4
:
6

.

8 8 0
.

3
:
1 3

.

8
:
5

.

9 8 1
.

6
:
1 3

.

3
:
5

1
.

3 投人水平

1
.

3
.

1 化肥
、

农药
、

农膜等物质投入比较 化肥
、

农药
、

农膜等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

可以

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业产业水平
。

因此
,

投入量的多少
,

决定着农业产出水平的高低
。

以每 h m
Z

耕地占有量指标作比较
,

陕北每 h m
,

平均占有化肥
、

农药
、

农膜的量最少
,

关中最多
,

即在对耕

地的投入上
,

集约化程度 以关中为最 高 (表 5 )
,

由此决 定了作物产出水平最高
,

如 1 9 9 3 年每

hm
,

耕地的种植业产值关中为 5 8 05 元
,

陕南为 5 0 85 元
,

陕北为 2 1 60 元
,

与上表排序相同
。

1
.

3
.

2 农 业对财政投入 的

比较 农业作为基础 产业
,

对国

民经济有着重要支持作 用
,

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
,

农业的基础 地位

并未改变
,

而要稳固这一基础
,

必

将有赖于国家财政投入
。

近 10 多

表 5 耕地占有的现代农业化学生产资料 ( 1 9 9 3年 ) k g / hm

项项目目 化肥 (纯 ))) 农膜膜 农药药

关关中中 3 7 3
.

555 4
.

5 666 4
.

4 777

陕陕南南 2 5 0
.

555 2
.

6 444 3
.

1 444

陕陕北北 8 5
.

555 2
.

2 222 0
.

5 111

年来
,

农业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我省三大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 6 )
。

若从各自所

占比例看
,

关中地区最小
,

其次为陕北
。

说明关 中地区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强度相对较小
,

这对作

为全省农业发达区域的关中地区
,

在今后的发展上无疑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

表 6 农业资金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年年份 (年 ))) 1 9 8 000 1 9 8 222 1 9 8 444 1 9 8 666 1 9 8 888 1 9 9 000 1 9 9 222

关关中中 2 4
.

222 1 6
.

555 1 3
.

222 1 0
.

777 1 0
.

666 1 2
.

000 1 1
.

888

陕陕南南 2 5
.

222 2 7
.

666 1 9
.

555 1 7
.

555 1 6
.

666 1 7
.

444 1 6
.

777

陕陕北北 3 0
.

666 1 6
.

555 1 7
.

444 1 5
.

888 1 5
.

333 1 6
.

444 1 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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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

3从耕地物质费用投入比较 分析 陕北投入的物质费用最少
,

陕南最多
,

两者相差

2倍多
。

从发展趋势看
,

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

近年来陕北地 区耕地投入水平改善程度不大
,

仍

处在较为粗放的广种薄收的经营方式状态
。

表 7 耕地物质费用投人水平比较 元 h/ m
Z

年份 (年 ) 1 9 8 1 1 9 8 3 1 9 8 9

18 9 0
.

2 1 1 9
.

1
.

4 农村市场化水平

1
.

4
.

1 农业商品率比较 农产品商品率反映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
,

较低的商品率意

味着农民自给 自足和对市场参与意识的不强
。

从 (表 8) 看
,

关中地区的农业商品率最高
,

陕南

次之
,

陕北最差
,

高低相差 21 %
。

说明关中农民的商品意识在全省最强
,

陕北则开放程度不够
,

农民的市场参与程度低
。

表 8 农业商品率比较 ( 1 9 9 3 年 )

卫坐巴习-

关中
一

陕南 一

陕北 {

农业总产值 ( 万元 》 农业商品率 ( % )

1 4 0 8 1 4 3

5 9 5 3 0 8

3 0 9 5 4 7

6 4
.

7 5

5 3
.

9 5

4 3
.

2 6

1
.

4
.

2 从农民进城的情况分析 农 民进城
,

从事非农产业开发
,

是农民行 为在市场经济

浪潮中的重要转变
,

反映出农民非农化及参与市场经济发展商品生产的水平
。

从表 9 看
,

在非

农产业产值 中
,

农 民通过在城市兴办产业所实现 的产值所占 比例较小
.

在 10 % 以下
,

也就是

说
,

农民进城参与非农产业开发
,

还处在萌芽状态
,

有 9 0 %多的非农产业产值是在不进城的
“

三就地
”

模式运作下取得的
。

从五大行业产值结构看
,

以建筑业为最高
,

说明农 民在城里的经

济活动主要局限在
“

脏
、

苦
、

累
”

的建筑行业领域
。

从三大区域的情况看
,

陕南农民在城里办饮食

服务行业收入比重最高
,

关中农民在城里办建筑业产值 比重最高
,

陕北则以运输业 比重最高
,

充分反映了各地区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
、

资金占有量及交通环境的不平衡性
。

表 9 农民进城办企业的产值结构 ( 1 9 9 3 年 )

进进城办企业产值占占 城里办工业业 城里办建筑业业

农农村非农产值 ( % ))) 产值占 ( % ))) 产值占 ( 写 )))

666
.

7 000

…
` 5

·

“ 333 5 5
.

222

999
.

7 333

…
z乙 。 `̀ 3 0

.

1 333

888
.

6 999 } 1 3
·

1 艺艺 4 2
.

3 444

城里办运输业

产值占 ( % )

1
.

5 劳动生产率与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较

在多种因素制约下
,

形成了地区内部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

在地区之间
,

因各要素的结构

比例不同则导 引出不同的发展能力
,

发展的最终结果相互有别
。

在劳动生产率上
,

以可以相互对比的价值指标为例
,

每一个在业劳动力所生产的本行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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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平均水平
,

以关中地区最高
,

陕北最低 ; 在行业间的劳动生产率 比较中
,

以农村工业最高
,

正所谓
“

无工不富
” ,

而工业 又正是农村市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 (表 1 0 ) ; 农业劳动生产率最

低
,

原因之一就是其市场化水平不高
。

表 10 农村劳动生产率比较

农业劳力创造

的农业总产值

(元 /人 )

2 4 1 8

2 3 6 1

2 1 8 9

农村工业 劳 力创造的

农村工业总产值

(元 /人 )

4 0 1 8 0

3 12 8 5

2 0 3 0 1

农村建筑业劳力创造

的农村建筑业产值

(元 /人 )

8 5 1 6

1 5 6 3 7

5 7 7 4

在人均纯收入上
,

从截面数据看
,

收入水平最高的是关中地区
,

一直领先于陕南
、

陕北 ; 从

绝对增长量看
,

关中 > 陕南 > 陕北 (表 1 1 ) ;从年均递增速度看
,

陕南高于关中和陕北
; 从相互

差距看
,

关 中与陕北之间扩大最甚
,

由 1 9 8 1年的 12 元拉大至 1 9 9 3 年的 18 5元
,

增长近 15 倍 ;

从增长的平稳程度看
,

关中波动最小
,

陕北最大
。

表 n 农民人均纯收人比较 元 /人

年年份 (年 ))) 1 9 8 111 1 9 8 333 1 9 8 555 1 9 8 777 1 9 8 999 1 9 9 111 1 9 9 333 年均增长量量
卜
均增长速度 (% ’’

关关 中中 7 0
.

333 1 5 6
.

000 2 6 4
.

111 3 4 8
.

111 4 2 9
.

444 5 1 8
.

111 6 8 2
.

000 5 0
.

9 888 2 0
.

888

陕陕南南 4 7
.

777 1 2 6
.

999 1 9 3
.

333 2 4 3
.

111 3 3 4
.

999 4 1 2
.

444 5 3 9
.

000 4 0
.

9 444 2 2
.

444

陕陕北北 5 8
.

333 { 1 0 6
.

222 1 6 9
.

555 1 8 5
.

333 274
.

。 一一3 6 6
.

999 4 9 7
.

000 3 6
.

5 666 1 9
.

666

注
:

这里的
“

纯收入
”

未包括
“

转移性
’ ,

纯收 入部分
。

2 结论与思考

通过比较
,

我们可以看出
,

全省的农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
。

农业经济持续增长
,

农民收入

不断增加
,

农产品产出水平 日益提高
,

但是各区域的发展极不平衡与资源占有量极不相称
,

主

要是由于以下矛盾制约和因素造成的
。

一是基础设施差
,

交通运输落后
,

通信不畅
,

信 息不灵
,

是阻碍 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

陕南
、

陕北尤为突出
。

因此
,

必须充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
,

只有夯实基础
,

才能高效率地配置

资源
,

推动区域农业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

二是农业投入少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

因为投入是产出的前提
,

只有较多的投入
,

才会

带来较多的产出
。

由于农业投入资金匾乏
.

使 区域经济增长没有活力
,

又缺乏动力
,

加之不重视

政策投入
,

科技投入
,

更加弱化了自身发展与启动能力
,

使发展滞后的状况长期不能改变
。

故需

要来 自外部的
、

能够打破恶性循环的
、

大量集中的资金投入
,

以消除制约
,

步向发展
。

三是产业结构层次低弱化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反推作用
。

虽然我省近年产业结构调整步

子较大
,

但仍然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和计划经济的影响
,

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并反过来在资源利用效率低的情况下
,

约束和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
。

一定程度弱化了反

推作用
。

四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整体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主要原因
。

在全省三大地区中
,

只有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一直处于全省的领先地位
,

(下转 第 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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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经济指标上可与沿海地区比美
。

但陕南
,

陕北经济水平相 当落后
,

土壤痔薄
,

水土流失严

重
,

加之这些地区还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思想和对扶贫资金的挪用行为
,

在相当程度上对全省经

济发展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
,

因此
,

要解决我省农业经济发展缓慢问题
,

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

水平
,

就必须在努力提高关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
,

积极开发陕南
、

陕北
,

扭转长期以来不平衡

发展的状况
,

弱化不利因素
,

增强其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
,

以提高陕西农业经济发展的

整体水平
。

五是思想保守是农村经济发育迟缓的内在因素
,

由于陕西地处 内陆
,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

满足于 自强 自足
,

求稳怕乱的思想比较严重
,

制约着人们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量释放强

度
,

大大降低了社会经济结构功能
,

不能有效地勾通商品信息与观念的渗透与交流
。

由于满足

现状
,

过多的计较个 人得失多少的小农经济思想
,

失去了主动参与发展经济的内在冲劲
,

由此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
。

六是政府职能弱化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高效有序发展
。

虽然 80 年代以来
,

我省各级政

府机构围绕市场经济做了很大的调整
,

但步伐还偏慢
,

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

目前在一

些基层政府
,

仍然沿用传统做法
,

依靠行政命令落实生产计划
,

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

配置

资源
,

布局生产
,

其结果往往形成经济损失
,

造成经济发展的障碍
,

特别是产前
,

产中
,

产后服务

跟不上
,

致使农民的正常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

严重障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

而这些都是由于

政府职能弱化和管理不到位所致
。

因此
,

在今后发展市场经济时
,

必须从宏观决策
,

管理服务
,

信息指导等方面予以充分的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