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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青海省湟中县人户调查 ,运用灰色关联法 ,对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农户的退耕还林状况进

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增加农户经济收入、改变农户家庭收入构成直接影响到农户退耕还林的积极性 ;户

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对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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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taking Huangzhong County , Qinghai Province as a target area , a survey for the influence of socio2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considerations of farmers for the cropland conversion program was carried out using grey

related analysis as the main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enthusiasm for converting cropland into forest or

grass land i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increased income and compositions of inco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pland conversion

into forest or grass L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ag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householders and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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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耕还林 (草) 是我国正在实施的六大重点林业

生态工程之一 ,工程实施 5 a 来 ,退耕还林生态效益

已初见成效 ,水土流失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而且随

着退耕还林工程的不断深入 ,其社会、经济效益也日

渐明显[1 —5 ] 。在对农户进行参与式调查时发现 ,退

耕还林政策已在黄土高原地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

础 ,农户对退耕还林的积极性很高[6 —9 ] 。但由于区

域环境条件的空间异质性 ,退耕效果表现出极大差

异。翟文侠等应用 DEA 模型法 ,对区域退耕还林政

策实施区的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响应进行了分析 ,发现

农户的行为响应类型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有

关[10 ] 。陆贵巧等就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满意程度

作了调查分析 ,初步提出社会经济因素对退耕还林政

策的影响方式[11 ] 。徐刚则认为 ,地区退耕还林的能

力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12 ] 。显然在西部地区实现生

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互动双赢是退耕还林的最终目标 ,

深入研究退耕还林政策与区域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

关系则是实现该目标的基础工作。我们选择了青海

省湟中县作为样区 ,采用入户访谈、社会统计、田野调

查等社会学和地理调查方法 ,对当地退耕还林 (草)政

策的实施、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展开较细致的实

地调查。在此基础上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 ,就社会

经济条件对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以

期不断完善对退耕还林政策的分析、评价和改进。

1 　研究区概况

湟中县位于青海省东部 ,湟水流域上中游 ,属于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 Ⅳ副区。北与大通县毗邻 ,东

与平安县、西宁市相连 ,南与贵德、化隆县接壤 ,西与

湟源、海晏县相依 ,总面积 2 700. 23 km2 ,海拔在2 225



～4 488 m 之间。境内地形复杂 ,沟壑纵横 ,山地丘陵

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89. 9 %。湟中县地处黄土高原

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半干旱

气候 ,年平均降雨量 350～650 mm ,多集中于 7 —9

月 ,且常有暴雨。自然植被属于干旱、半干旱荒漠类

型 ,植被盖度低 ,水土流失严重 ,是青海省退耕还林

(草)的重点县。

湟中县是青海省农业大县。现有 18 个乡镇、418

个行政村 ,全县总人口为 4. 50 ×105 人 ,有汉族、藏

族、回族等 13 个民族。其中农业人口为 4. 23 ×105

人 ,农业劳动力 2. 32 ×105 人 ,人口密度为 166. 8 人/

km2 。根据统计资料 ,2003 年全县耕地面积为 60 474

hm2 ,其中坡耕地约占 53 %。农业总产值为 3. 41 ×

108 元 ,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2 % , 其中种植业占

49. 7 % ,林业占2. 7 % ,牧业占 43. 4 % ,至 2004 年全

县累计退耕 5 000 hm2 。

西堡乡新平村是此次调查的样点村 ,位于石灰沟

流域河谷阶地地带。南距湟中县城 10 km ,北离省会

西宁 17 km。全村 5 个队 , 327 户 , 1405 人 ,劳动力

870 人 ,其中男劳动力 450 人 ,女劳动力 420 人。该

村现有耕地 180 多 hm2 ,人均耕地约 0. 13 hm2 ,其中

水浇地 0. 052 hm2 ,旱地 0. 076 hm2 。粮食以小麦为

主 ,水浇地平均单产可达 4 500 kg/ hm2 ,旱地单产不

足 1 500 kg/ hm2 ,经济作物以油菜、大豆、豌豆、马铃

薯为主。农户经济收入以种植业和其他产业为主 ,其

中种植业收入占 25. 4 %。其它产业主要以务工为

主 ,每年外出务工人数达 700 多人 , 占总人口的

49. 8 %。另外 ,村中有 15 户从事运输 ,2 户从事餐饮 ,

9 户家庭开办小商店 ,1 户开办地毯厂 ,1 户承包砖

厂。1998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740 多元 ,2001 年被湟

中县定为低收入贫困村。2004 年已退耕 53. 3 hm2 ,

涉及退耕农户 183 户。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调查研究与灰

色关联分析。以样点村作为典型案例研究区域 ,选取

退耕还林率作为反映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响应的定

量指标。通过大量实际调查和问卷资料分析 ,并与当

地水保、林业、农业、村委等相关部门人员座谈 ,我们

筛选了影响家庭决策退耕还林 (草)的 5 个指标 ,即户

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口、人均 GDP、种植业

收入比重等反映地区社会经济背景 ,然后再将上述 6

个指标作为系统行为序列进行相关定量分析 ,同时 ,

结合实际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定性分析。退耕还林率

公式表达如下 :

V =
S 1

S 1 + S 2
(1)

式中 : V ———退耕还林率 ; S 1 ———当年的退耕面积 ;

S 2 ———现有耕地面积。

2 . 1 　实证调查

实证调查以典型样点问卷调查和社会学统计为

主 ,结合野外实地考察和农户访谈。本次调查共涉及

西堡乡新平村 150 多户农户、相关管理部门及村干

部。调查样点为湟中县退耕还林试点乡、村。调查内

容包括 2004 年农户的主要收支情况、退耕还林状况

及村民对生态建设的态度。根据研究目的 ,还对每户

的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口、子女数、现有

耕地面积、收入构成、退耕面积、退耕补助落实情况等

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共收集整理有效问卷

100 份。

2 . 2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统计序列曲线

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 ,来判断相关指标联系的紧密程

度 ,从而实现对各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定量表

达。曲线越接近 ,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 ,反

之就小。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可以弥补回归分析

所导致的缺憾 ,无论样本量多少或有无典型的分布规

律 ,这种方法都可以应用 ,而且计算量小 ,计算十分简

便 ,目前此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经济、水利、材料科

学、宏观经济等多个方面。

设 X i 为系统因素 , 其在序号 k 上的观测值为

X i ( k) ( k = 1 ,2 , ⋯, v) 。则称

X i ( k) = [ξl (1) ,ξl (2) , ⋯,ξl ( n) ]

( i = 1 ,2 , ⋯, u ; k = 1 ,2 , ⋯, n)

为因素 X0 的行为序列。假若 k 为观测对象序号 ,则称

因素 X i ( K) 为行为横向序列。其中因素 X0 设为系统

特征序列 , X1 , X2 ⋯, X i ⋯, X n 为相关因素序列。如果

序列因素 X0 , X i 长度相同 ,且初值皆不等于零 ,则称

ρ0 i 为 X0 与 X i 灰色综合关联度。灰色综合关联度用

如下公式所示 :

ρ0 i = θε0 i + (1 - θ) r0 i

( i = 0 ,1 ,2 ⋯, u ; θ∈[0 ,1 ])

式中 :ε0 i , r0 i ———分别为 X0 与 X i 灰色绝对关联度

和灰色相对关联度。通常θ= 0 . 5。灰色综合关联度既

能体现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 ,又可以反映出

序列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接近程度 ,是较为全面

地表征序列之间联系是否紧密的一个数量指标[1 ] 。

本文以问卷调查的各项指标数据作为灰色关联

系统因素 , 将农户退耕还林率设为系统特征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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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0) ,社会经济指标设为相关因素序列 ( X i) ,包括户

主年龄 ( X1) , 户主受教育程度 ( X2) , 家庭总人口

( X3) ,人均 GDP ( X4) ,种植业收入比重 ( X5) ,建立灰

色关联分析模型。

X i ( k) = [ξi (1) ,ξi (2) , ⋯,ξi (100) ] (1)

(指标 i = 0 ,1 ,2 ,3 ,4 ,5 ;样本数 k = 1 ,2 , ⋯,100)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模型 ,求得系统特征序列与相

关因素序列之间的灰色综合关联度。灰色综合关联度

如下公式所示 :

ρ0 i = θε0 i + (1 - θ) r0 i (2)

( i = 0 ,1 ,2 ,3 ,4 ,5 　θ∈[0 ,1 ])

本文为了体现绝对量之间的关系 ,θ值取的偏大

(θ= 0. 8) 。利用灰色综合关联度就可以对相关因素

与系统特征作优势分析 ,优势越明显其影响程度越

大 ,或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越好。

3 　计算结果与调查分析

3 . 1 　退耕还林政策响应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根据公式 (2)计算得出各指标上的灰色综合关联

度 (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农户退耕还林率的大

小与各社会经济指标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ρ0 i越大 ,表

明该相关因素对系统特征因素的影响越明显。具体

来看 ,人均 GDP 对退耕还林的影响最大 ,然后依次是

户主年龄、种植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户主

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规模。由此可见 ,不同社会经济

背景下的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响应度 ,主要取决于

农户的年产值。由于该地区贫困落后 ,年产值绝大部

分可转化为收入 ,因此年收入越多的农户退耕还林的

热情越高 ;其次户主年龄对政策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影

响较大 ,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在技术条件一定的前

提下 ,种植业收入比重越高表明农户的垦殖率越高 ,

退耕率则越小 ;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规模因素使得

农户对国家政策的认识和接受能力相对有限 ,导致二

者之间相关性较弱。

3 . 2 　社会经济条件对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 ,社会经济因素对退耕

还林政策实施的影响效果也日趋显著。在此次调查

涉及的几个社会经济因子中 ,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印证

了实地调查访谈结论 ,即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是改善农

户对退耕还林政策态度的首要因素。在对 100 户农

户的调查中 ,有 97 户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退耕 ,只有 3

户没有参与退耕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农户对退耕还

林政策的态度见表 2。

表 1 　退耕还林率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灰色综合关联度

灰色综合关联度ρ0 i 户主年龄 X1 户主受教育程度 X2 家庭总人口 X3 人均 GDP X4 种植业收入比重 X5

退耕还林率 X0 0. 761 0. 571 0. 549 0. 912 0. 608

表 2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态度

　　　　 　　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态度 人数比重/ % 家庭人均 GDP 种植业收入比重/ %

对退耕还林政策的

认识

①由于管理不当、旱灾、鼠害等多种问题

导致了退耕还林在当地实施效果不佳
69. 0 1775. 5 22. 4

②对退耕还林政策不清楚或不关心 31. 0 1 342. 9 31. 9

关于退耕还林带来

的最大收获问题

①得到国家退耕补偿 95. 0 1 683. 6 24. 3

②节约劳动力 ,减少了农业投入 11. 0 ① 2 021. 6 16. 4

③对此表示不清楚 5. 0 839. 8 46. 3

在假设退耕还林后

没有补助的情况下

的生计问题

①选择通过外出打工继续维持生计 80. 0 1 609. 7 27. 3

②选择通过经商增加家庭收入 2. 0 3 779. 0 4. 8

③表示可能复耕 9. 0 1 462. 4 17. 3

④对此没有发表看法 9. 0 1 627. 6 21. 2

退耕还林的程度

①退耕率 ≥50 % 26. 0 1 772. 4 18. 6

②退耕率 30 %～50 % 33. 0 1 773. 5 19. 5

③退耕率 10 %～30 % 36. 0 1 528. 8 32. 4

④退耕率 ≤10 % 5. 0 898. 1 49. 1

　　注 : ①表示农户可以有不同的认识 ,比例之和大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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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调查发现退耕还林政策在当地有良好的群

众基础 ,家庭收入高 ,经济来源广的农户对国家的这

项生态工程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以实际行动支持退耕

还林工程的实施 ,在调查中积极响应 ,并能结合当地

实际提出较为成熟的建议。其次 ,家庭经济收入构成

的改变也能影响农户对退耕还林的态度 (见表 2) 。

结果表明家庭收入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 ,生活相对贫

困 ,对退耕还林政策认识不足 ,退耕率很低。在 3 户

未参与退耕的农户中 ,有 2 户年人均收入不足 300

元 ,且经济收入全部来自种植粮食及经济作物 ,他们

对退耕还林不理解 ,甚至带有抵触情绪。

因此 ,调整地区产业结构 ,降低种植业收入比重 ,

对于加快地区脱贫致富 ,有效地推进退耕还林都是重

要的因素。

第三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户主年龄偏大的农户退

耕还林的积极性偏高 ,这一点与经验不相一致。其原

因主要与这类农户 ,过去曾大量陡坡开荒、家庭人口

多、农业负担较重和近年来国家对该地区老龄人口提

供社会医疗保险等因素有关。

第四 ,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差的村庄 ,农户

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关系较为复杂 ,使得农户的文

化程度因素对退耕还林的影响程度降低 ,但从长远来

看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依然是实现地区社会、经

济、生态效益的重要保障。

3 . 3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对农户家庭的影响

退耕还林政策在实施初期是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工程区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与否 ,这一点在青

海省湟中县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调查中发

现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湟中县国内生产总值显著增

长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明显提高 ,说明退耕还林政策

对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带来的

巨额资金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退耕后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劳动力剩余或季节性劳动力剩余 ,他们通

过外出务工、经商等多种形式增加了农户的家庭收入

(图 1) ,调查显示此类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

达 76. 2 % ;退耕还林给当地农户带来直接收益 ———

退耕补偿 ,虽然这一部分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总量平均

仅为 0. 76 % ,但由于该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每 1

hm2 旱地中的农业投入每年约为 2 775 元 ,而产出还

不足 1 500 kg ,因此每 1 hm2 补助 300 元现金和 1 500

kg 粮食的退耕补偿对当地农户家庭经济的发展及收

入结构的改变意义十分重大 ;退耕还林促进了地区间

信息、技术的交流 ,增进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 ,有利于

社会环境的稳定和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图 1 　湟中县退耕后农户家庭收入构成

4 　结　论

通过社会调查资料分析和灰色关联度计算 ,对调

查区域退耕还林政策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 ,可以有

以下初步认识。

(1)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在青海省经济贫困

和生态脆弱地区实施生态重建 ,必须先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农户的家庭经济发展是

影响退耕还林 (草)政策实施的最关键因素。

(2) 在社会调查中取得的数据存在一定灰度 ,应

用一般数理统计的方法很难反映出问题的实质 ,因此

本文采用了灰色关联分析法 ,根据灰色综合关联度分

析社会经济因素对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影响优先次

序 ,灰色关联法对于分析大量的社会调查样本 ,明确

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程度以及重要程度 ,是一种有效的

定量分析方法 ,可以在今后相关研究中使用。

(3) 退耕还林 (草)与社会经济条件相互促进、相

互影响、交互耦合共同构成生态经济系统。在退耕还

林 (草)实施中 ,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实现农村的

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作为首要前提条件。如果单一强

调生态效益 ,可能使退耕还林流于形式而达不到预期

的目的 ,只有社会经济效益有保证 ,生态效益才能更

快、更好地实现 ,退耕还林 (草) 政策的实施才能可持

续进行。

(4) 在实际调查中还发现 ,退耕还林目前还存在

许多问题 ,其中管理方面问题最为突出。在野外实地

考察时发现 ,退耕地中苗木存活率极低 ,主要是因为

管理不善导致人为放牧和野生动物破坏严重 ,挫伤了

农户退耕还林的积极性。另外由于宣传不到位使得

人们对退耕还林的目的认识不清楚 ,也影响了退耕还

林的进一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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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SH 可单独用于固沙 ,也可与植物结合固沙 ,

但最好结合当地适宜的植物配合使用。这样可在植

物幼苗阶段保护幼苗免遭风沙危害 ,待植物长大后 ,

植物本身可起到固沙作用 ,因而可长期固定沙面。化

学与生物结合固沙措施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4) 用 SH 固沙成本较低 ,可以控制在 0. 20～

0. 80 元/ m2 。

上述试验结果表明 , SH 固沙的强度、抗风蚀能

力、耐水性、耐老化性、抗冻融性良好。其良好的固沙

能力 ,又可与植物固沙工程相结合 ,现场施工方便 ,价

格也较便宜。该材料如能用于沙漠化治理将会有很

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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