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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沟壑区高效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研究

I 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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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0 年科技攻关
,

王东沟小流域产业结构发生 了显著变化
,

由历史上 以种植业 为主的

一元结构
,

发展到
“

七五
”
时以种植业

、

副业 为主的二元结构
,

现 已发展到种植业
、

果业
、

工副业

三元结构
。

农村产业三元结构增加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

抗逆性
。

在连续干早的气候条件

下
,

粮食生产持续发展
,

农 民收入成倍增加
,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

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

效益得以同步实现
。

关键词 高原沟壑区 产业结构 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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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王东沟小流域试验示范区是国家
“

七五
” 、 “
八五

”

科技攻关课题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

收稿 日期
: 1 9 96一 0 4一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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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研究
”

下设的 n个试验示范区之一
,

代表黄土高原两大类型区的高原沟

壑类型区
。

从
“

七五
”

初步建立高效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到
“

八五
”

该系统进一步完善
,

王东沟试验

区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

粮食生产持续发展
,

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
,

被誉之
“
王东经验

”

的综合治理开发模式在陕
、

甘等省份大面积示范推广
,

获得了显著的

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1 王东沟试验区概况

王东沟试验区所在的长武源位于黄土高原沟壑区中部
,

其西有董志源
,

其东有洛川源和限

县一吉县源
,

代表面积 5
.

3 万 k m
, ,

是所在省份的粮食主产区
,

是我国重要的旱作农业区
,

也是

我国最早的农业开发区
。

1
.

1 自然环境

王东沟试验区位于陕西省长武县西 1 2 k m 陕甘分界处
,

东经 1 0 7
0

4 0 ` 5 0 即

一 4 2` 3 0 即 ,

北纬 3 5
0

1 2 , 1 6 11

~ 1 6
`

0 0 ” 。

试区所在地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

年 日照时数 2 2 18
.

h7 旧 照百分

率 51 %
,

年均辐射量 4 82
.

73 8k J/ c m
Z ,

年均降水量 58 4
.

l m m
,

年均气温 9
.

1℃
,

多年平均无霜期

17 1 天
,

热量供作物一年一熟有余
,

复种指数随降水年份而异
,

特大干早的 1 9 9 1 年
、

1 9 9 4 年
、

19 9 5年无法复种
,

一般年份复种指数为 1巧%
。

王东沟总土地面积 8
.

k3 m
Z

(内含飞地 0
.

1 k9 m
2

)
,

地貌分源面和沟壑两大单元
,

分别占土

地面积的 35 %和 65 %
,

从生产利用角度可分为源
、

梁
、

沟三大类型
,

各约占 1/ 3
,

农 田分布在源

面和梁坡上
。

试区所在的长武县属粘黑沪土地带
,

母质是深厚的中壤质马兰黄土
。

中壤质黑庐土是优良

的旱作土壤
。

土质均匀疏松
,

孔隙率占 50 %左右
,

通透性好
。

深厚的土层和 良好的理化性质给

植物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

深厚的土壤犹如土壤水库
、

养分库
,

可长期供作物吸收利用
。

即是表

层沃土流失后仍能维持一定的生产力
。

长武源面呈
“

岛状
”
四周割切

,

地 下水埋深在 60 m 以上
,

王东沟道 内有 7 处泉水
,

海拔在

1 130 m 左右
,

与源面相差近百米
,

用小高抽提水解决人畜饮水
,

全年涌流量为 17
.

1 万 m
, ,

年

利用 1
.

8 万 m
, ,

约 9 0 %的泉水流出境外未被利用
。

1
.

2 社经简况

王东沟试区含王东
、

丈六两个行政村
,

下辖 n 个村 民小组
,

分居 7 个 自然村
。

95 %村民居

住在靠近沟缘线的源面
,

居住在沟坡的村 民也欲搬迁到源面
,

以摆脱贫困
、

闭塞处境
。

1 9 9 5 年

底试区有 5 01 户
,

2 1 39 人
,

人 口密度 2 58 人 / k m , ,

在黄土高原地区属人 口高稠密区
,

人均占有

土地资源贫乏
,

综合发展回旋余地有限
。

自 1 9 8 2 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
,

对于作物种类及种植面积
,

政府分别情况提出指令

性或倡导性意见
,

由村组贯彻执行
,

林业方面
,

沟谷中的片林 由村集体经营
,

荒沟荒坡分片到户

经营
,

村办企业招标承包经营
,

养殖业
、

工副业
、

劳务等由各户 自行经营
。

2 农村产业结构状况

长武古属幽州
,

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

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开发区
.

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
,

先民就以刀耕火种的形式
,

耕种渔猎
,

从事农业生产
; 夏莱时

.

公刘率先周部落迁于幽
,

复修后

樱之业
.

教民稼墙
.

相地之宜
,

树艺五谷
,

为以后的周朝立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

民国年间
,

这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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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陕甘两省最大的粮食集散地
,

数干年的农耕历史形成了以农为本的传统农业区
。

农村产业结

构的特点为
:

( l) 粮食种植业是农村经济的基础
,

粮食生产位于产业结构的首要地位
,

收成的好坏直接

影响农民的生计
,

一遇灾年
,

粮食减产
,

即引起农村经济萎缩
,

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

( 2) 副业型养殖业
,

农区畜牧业以农副产品为主要饲料来源
,

粮丰畜兴
,

养殖业发展受粮食

生产的制约
,

规模难以扩大
, “
养猪为积肥

”

的经营方式在本区能长期存在的原因
,

是与目前农

业生产水平相适应
。

作为农业系统循环的一个环节
,

主要是转化农副产品
,

物化剩余劳动
,

兼有

提供动力之功能
。

( 3) 水保型林业
。

本 区林木主要分布在现代沟谷或 3 a0 以上的陡坡地上
,

这些部位是水土

流失的主要发生地
,

营建林业 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
,

并提供少量用材
。

( 4) 工副业主要是满足群众生产和生活基本需要的个体技术加工服务项 目
。

如编织
、

三匠
、

修理
、

劳务等
。

副业面宽但不成规模
,

经营范围相对稳定
,

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小
,

是农民现金收

入的重要来源
。

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前
,

粮食种植业占总收入 80 %左右
,

林牧业不足 10 %
,

工副业占

10 %左右
,

人均收入在百元左右
,

农村产业结构呈一元化
。

土地景观以低产农 田
、

荒山荒坡和沟

道防护林为主要成分
,

在土地利用上存在着土地利用率低
,

土地经营单一
,

物质循环强度低
,

处

于低投入低产出阶段
;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

农业产业结构最大变化是工副业产值大幅度增

长
,

农民在完成农事作务后
,

利用农闲时何积极从事劳务
、

副业等项 目以增加收入
,

促进了农村

经济发展
,

农民人均收入增 加
,

由 1 9 8 2 年的人均 10 9 元上升到 1 9 8 6 年的 2 30 元
,

农民对土地

的投入增加
,

但仍属于低投入低产出
,

土地资源处于低度开发阶段
。

3 高效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功能与调控

在高原沟壑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
,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成分基本雷同
,

所不同的

是各成分的规模大小之间的差异
。

在现阶段一定时期内
,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实质上是土地利用

结构 系统
。

系统的目标是保护土地资源
,

全面提高土地生产力
,

不断优化土地利用系统
。

3
.

1 系统的土地— 产业结构

由于该系统的最大约束条件是土地资源占有量和类型
,

根据土地与产业的关系
,

组成土地

— 产业结构
,

构成王东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框架
。

第一类源地— 种植业
,

以粮为主
,

兼营

经作 ;
第二类坡地— 果业

,

以果为主
,

间作经作
;
第三类沟谷— 林业

,

条件较好者营造生态

经济双效益林
,

条件差的陡坡营造单纯水保林
。

在调控及实施中
,

以沟坡单元为单位
,

连片集中

顺序开发
,

形成规模效益
。

3
.

2 系统的功能

王东沟高效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以粮果为产业发展方向
,

该系统的粮食生产将达到区域潜

势水平
,

满足自身需要
,

果业将成为经济收入的支柱产业
,

满足农民致富奔小康
;
养殖业保留为

动力转化— 副业型
,

林业为系统提供生态经济效益
,

在果业成为支柱产业后
,

将逐步发展乡

村工业
,

建成种植业
、

果业
、

工副业三元产业结构系统
。

这个系统将使土地资源得到充分保护
,

保持农业持续发展
。

3
.

3 系统的调控措施

在经济生产结构方面
,

首先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如平整土地
,

建设基本农 田
,

修通各沟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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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生产道路
,

兴建人畜饮水工程及有限水资源利用工程等措施
,

改变生产条件及满足群众

基本生活需求
。

进而是调整产业结构
,

调整作物布局
,

更新品种
,

根据农业投入状况选用旱肥高

产型新品种
。

在社会结构方面
,

组织完善生产技术服务体系
,

建立专业协会
,

加强技术信息传

递
,

结合农事活动
,

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技术培训
,

逐步增大技术投入力度
。

提高系统功能及经济效益主要采取了两项调控措施
:

一是强化土地物质
、

技术投入
; 二是

扩大经济作物和果树面积
。

在操作上调整作物布局
,

大幅度增加物质投入
,

大幅度提高粮食产

量
,

为发展果树
、

经作创造条件
,

调控初期增加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
,

后期收入主要依靠果

业
。

4 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王东沟试验区 10 年攻关的最大变化是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

该区域是典型的以农

为本的农业区
,

在实行土地承包制前
,

种植业主要是粮食种植业占总收入 80 %左右
,

1 9 8 2 年王

东试 区种植业收入 68 0 00 元
,

其中粮食收入 63 0 00 元
,

占 92
.

7 %
,

粮食种植业决定了农村产

业的方向
。

在实行土地承包制后
,

工副业显著增长
,

到试区建立时的 1 9 8 6年
,

种植业与副业收

入二者之和达 91
.

3 %
,

其中种植业占 50
.

1 %
,

副业占 41
.

2 %
,

而果
、

林
、

牧三业之和不足 10 %
。

工副业的发展
,

为农业投入及改变群众生活条件起到了推动作用
,

形成种植业
、

工副业二元产

业结构
。

随着调控措施的实施
,

19 8 6 年建立的第一期果园
,

在 1 9 9 1 年开始受益
,

果业收入占总

收入的 18
.

6 %
,

随着挂果面积的扩

大和效益的提高
,

果业 已成为支柱

产 业 (见 图 1 )
,

农村 产 业结 构 自

1 9 9 2 年开始 已成为种植业
、

果业
、

工副业三元结构
。 “

九五
”

期间
,

果业

将上 升为第一位 产 业
,

占 总收 入

50 %左右
,

粮食种植业将退居第三

位
,

维持农民的食用需求
。

随着农民

经济实 力的增强
,

农民将涉足第三

产业
,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
,

村办企

业开始出现
,

工副业仍保持 目前发

展势头
,

随着高效农业生态经济系

统的进一步发展
, “
九五

”

未期将演

变成果业
、

工副业二分夭下的局面
。

、
.

…洲
.

}浏
1户只2 1 9丁9 1 9 9 0

口州 t ,: :

口
;

口
“

年份

口 牧亚 圈工到业

图 l 农村产业结构

在 目前三元产业结构中
,

粮食种植业的地位是人均保证一亩旱作粮田
,

粮食生产达到区域

潜势产量
;
畜牧业不能形成 自身地位

,

仍处在以农副产品为基本饲料来源的境地
;
林业仍处于

以提高生态效益为主
,

兼顾经济效益的地位
。

5 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

带来了农村经济发展
,

农民收入增加
,

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

化
,

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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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农业投人增加
.

农民有经济实力购进工业物资投人和装备农业
,.

八五
”
期间

.

农 民给农业投入平均每年以 3 6 %递增
。

购买农用汽车 5 辆
,

小拖拉机 7 辆
,

加工机械 18 台
,

修建大小果库 2 5 座
,

储藏容量为 67 5t
,

占生产量的 12/
,

农民自筹资金 7 万余

元
,

完成 自来水系统
,

极大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
。

5
.

2 修建新房改善居住条件
“
八五

”

期间改造旧庄基
、

建设新村庄 8 片
,

新建住房面积 2
.

3 万 m 3 ,

而且建筑标准不断提

高
。

村 民共购买家用电器 16 2 台
,

购买能 力增强
。

5
.

3 储蓄存款逐年增加

1 9 9 1 年
、

1 9 9 2 年农民储蓄存款额为 4 5 万元
,

19 9 3年为 7 0 万元
,

1 9 9 4 年为 10 0 万元
,

一9 95

年为 1 50 万元
,

人均储蓄 7 00 元
,

金融部门在一个村设有 3 个储蓄点
,

这在当地是第一家
,

从侧

面反映了试区农民的经济实力
。

5
.

4 农民人均收人成倍增长

1 9 8 2 年人均收入 1 09 元
,

1 9 8 6 年试区

建立时 人均收入 2 30
.

44 元
,

19 9 0 年人均

收入增加到 5 0 8 元
.

而特大干旱的 1 9 9 5 年

人均 收入 达 1 3 1 3 元
,

比 1 9 8 6 年 增长 5
.

7

倍 (见图 2)
。

舀

.5 5 集体经济壮大 彭
主要体现在集体资产 (不含资源 )的增 {

`

加上
。

集体资产由 1 9 91 年的 45 万元增至

1 9 9 5 年的 80 万元
。

1 9 9 2 年建立农机站
,

购

买拖拉机
、

推土机
、

收割机等 大型农机具
,

1 9 9 4 年投 资 60 万元修 建一个 大型机砖

厂
.

就地安排一批富余劳动力
。

上述事实表 明
,

试 区的农村经济发展

门 ` ~ ~ ~ ~ “ ~ ~ ~ ~ 曰̀ ~ ~ ~ ~

l q万一 1 u F3 19 夕、 1 , 网7 l q F g

图 2 王东沟试验区人均收人变化

迅速
,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

农民由过去的辛苦型逐步向智能型转变
。

产业结构变化已为小康村

建设和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