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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退耕还林草工程是我国投资规模最大的生态工程, 给退耕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对陕北地区的志丹县和子洲县进行了退耕前后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研究了退耕对粮食产量、农业产

值、林业产值,农、林、牧产值及构成比,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影响。同时, 从劳动力转移和农户年度家庭生活

消费支出方面做社会效益对比分析,对两县退耕还林成果的保持与区域发展提出建议, 以保证退耕还林工

程建设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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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Project is the biggest ecological engineering in China, w hich brings up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to the afforested are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Zhidan County and Zizhou County in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before and af ter returning the farm land to forest,

and studies the impacts of the project on grain output , agriculture output value, forest ry output value, grassland

farming output value and const ituent rat io, and per capita income.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social perform-

ance from labor force transferring and peasa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compares the above changes in the two

countie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maintai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ojec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tw o counties, and assures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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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耕还林草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华民族生
存和发展的高度出发, 为合理利用资源,增加林草植

被,再造秀美山川,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工程
[ 1]
。目前,国内

外学者对退耕还林草效益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

在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

面[ 2-4] ,对其社会经济效益分析较少。退耕区社会经

济效应状况关系到生态环境恢复建设的顺利进行,志

丹县是陕北地区的工业强县, 子洲县是陕北地区的传

统农业县, 本研究选取陕北的榆林市子洲县和延安市

志丹县为对象,具有典型性。对比了两县退耕前后的

状况, 分析退耕还林草工程对两县社会经济效益状况

的影响,并提出退耕后可持续发展建议。

1  区域概况及其退耕还林情况

退耕还林草工程遍布全国 25 个省(区) , 陕西是

最早开展退耕还林试点工作的省份之一。1999年,

退耕还林草工程在陕西省 10地(市) 34个示范县全



面启动,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

区,也是退耕还林草实施的重点区域(表 1)。退耕还

林草工程的实施,减少了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 改善

了人民生产生活环境,退耕农民不仅从政策补贴中直

接得到了经济收入, 而且通过劳动力转移等途径增加

了新的经济收入;一些退耕还林草区抓住机遇, 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 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5-6] 。

志丹县地处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 总土地面积

3 781 km2。境内沟壑纵横,梁峁密布, 山大坡陡, 河

谷深切,地广人稀, 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土层深厚, 质

地疏松, 光照充足,雨热同季, 适宜于苹果、杏子、枣、

梨、沙棘、用材林和豆类、荞麦、谷物、薯类等短、平、快

农业项目的发展。农作物有粮、油、菜、烟、果、药、杂

8类 50多个品种, 以荞麦、谷子、糜子、山杏为特产。

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煤、天然气、白云岩、矿泉水等。

其中石油为大宗,己探明 10个乡镇有石油,可供开发

面积 2 916 km2 , 储量约 1. 00 @ 108 t ,且埋藏浅、油质

好、易开采, 区内石油开采业发展较快。志丹县

1999 ) 2007年退耕还林 73 753. 3 hm
2
, 其中退耕地

还林占 56. 50 % ,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占 43. 50 %。

子洲县位于榆林地区南部, 总土地面积 2 042

km 2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93%。地势西高东低, 沟

壑纵横, 梁峁起伏, 95%为山区, 5%为川道地区。大

理河、淮宁河形成的川道地区素有/ 米粮川0之称, 是

小米、豆类、油料、薯类等农作物的适生区。地下资源

也较为丰富,煤炭远景储量 5. 44 @ 108 t, 天然气储量

约2. 00 @ 10
11
m

3
,石油储量约 1. 30 @ 10

7
t,食盐储量

1. 3 @ 109 t以上, 资源开采发展远低于志丹县。子洲

县 1999 ) 2007年退耕还林 25 073. 3 hm
2
,其中退耕

地还林占 63. 04% ,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占 36. 43% ,封

山育林占 0. 53%。

表 1 志丹县、子洲县 1999 ) 2007 年退耕还林情况

全省

(区、市)

合计/

hm2

退耕地还林/

hm2

宜林荒山荒

地造林/ hm2

封山育林/

hm2

陕西省 2 233 000 1 019 200 1 153 800 60 000

延安市 576 707 334 920 239 786 2 000

志丹县 73 753 41 673 32 080 0 
榆林市 501 013 185 933 307 613 7 467

子洲县 25 073 15 807 9 133 133

2  经济效益分析

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对志丹县、子洲县的产业结

构和地方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突出表现在粮食

产量、农业产值、林业产值以及农、林、牧产值及构成

比、人均收入等方面
[ 7-9]
。

2. 1  退耕还林草对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影响

2006年志丹县耕地总面积为46 815 hm2 ,粮食总产

量 58 268 t,人均粮食占有量 550 kg。耕地总面积比退

耕前的 1999年减少了 9 665 hm2 ,减少比率为17. 10%;

粮食总产量比 1999 年减少了 1 217 t, 增加比率为

2. 04%; 2006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 1999年减少了

1 183 hm
2
,播种单产比1999年增加了 91. 85 kg/ hm

2
。

2006年子洲县耕地总面积 96 145 hm 2 , 粮食总

产量 111 675 t ,粮食单产 3 469. 29 kg / hm2 , 与 1999

年 308. 56 kg / hm2 相比, 提高了 1 504. 44 kg/ hm 2 ,

几乎是 1999年的 3倍。而播种面积仅比 1999 年增

加了 7 293 hm
2
(表 2)。

表 2  志丹县、子洲县退耕还林草前后粮食种植情况

名称 年份
耕地面

积/ hm2

播种面

积/ hm2

作物总

产量/ t

单产量/

( kg# hm- 2 )

志 1999 56 480 22 296 59 485 2 667. 97

丹 2005 49 775 20 726 56 884 2 744. 57

县 2006 46 815 21 113 58 268 2 759. 82

子 1999 46 041 32 133 9 915 308. 56

洲 2005 ) 33 313 66 791 2 004. 93

县 2006 96 145 32 189 111 675 3 469. 29

从志丹县和子洲县的退耕还林前后粮食种植情

况来看,志丹县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有所

减少, 其粮食作物总产量变化不大,主要是粮食单产

有所提高。子洲县的粮食作物产量和粮食单产波动

较大, 但是都比 1999年的情况好,总体上说粮食总量

和粮食单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粮食产量受气

候和其它因素影响较大。从两地区的粮食产量看, 退

耕还林草对粮食播种面积略有影响,主要还是生态环

境改善对粮食单产有一定影响,使得区域粮食总产量

得以维持, 甚至提高。

2. 2  退耕还林草对国民生产总值情况的影响
为研究退耕还林对两地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

比与退耕还林草直接相关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及构成的变化。

2. 2. 1  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  由图 1可见, 与退

耕还林草前相比较,志丹县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

长近 36 410. 6万元,尤其是 2002 年以后, 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迅速。子洲县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缓慢, 平

均每年增长 6 462万元。到 2006年志丹县国民生产

总值为是子洲县国民生产总值的 5倍多,两者差距巨

大。这是由于子洲县是一个发展的农业贫困县,而志

丹县近年来,由于石油产业等工业经济的起飞, 发展

迅速, 已进入 /陕西十佳0、/西部百强0行列。从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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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后,两县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得

到了提高,说明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对两地的经济

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图 1 志丹县、子洲县国民生产总值对比

对于处于陕北地区的志丹县和子洲县来说,退耕

还林草后续产业发展是实现巩固退耕还林草成果和

发展当地经济的关键。退耕还林草区要因地制宜,发

展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 其后续产业发展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必须以工业化的思维谋划退耕后续产业

化经营[ 10-11]。子洲县应遵循自然规律的原则,结合各

地现有的农林产品加工等龙头企业的布局,有计划地

建设一批规模大、档次高、效益好的原料生产基地。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经营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经营,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紧紧围绕退耕还林,研究开发相

关技术支撑体系。认真抓好各类科技示范区和规模

种养示范村、示范大户建设,延伸产业链。志丹县应加

大力量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通过引导、扶持和支持,

形成一批竞争力强、对退耕农户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

业和企业集团,并给予一定的财政、税收和金融等优惠

政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推动农民从事二、三产

业来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和共同富裕。快速发展农村私

有企业,加大对石油产业的扶持和投资力度,积极探索

各产业的销售渠道,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2. 2. 2  对各类产值变化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出,

志丹县实施退耕还林后的 2006年与实施前的 1999

年相比,农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

了 5. 34%, 而林业产值所占比重则增长了 10. 53% ,

牧业产值减少了 3. 05%。渔业在总产值中占的比重

较小, 提高了 0. 13%,而与农林牧渔先配套的服务业

产值则提高了 2. 75%。由此可知, 实施退耕还林工

程对农、林、牧、渔业的影响依次为林业> 农业> 牧业

> 林业> 渔业。林业产值大幅度提高,牧业和渔业变

化相对平缓,而农业的比重则在逐年下降。

子洲县在实施退耕还林后 2006年农业在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比 1999年上升了 34. 93% , 林

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则减少了 9. 28% ,牧业比重减少

了 17. 44%,渔业变化不是很明显, 而与农林牧渔先

配套的服务业产值则提高了 0. 18%。退耕后志丹县

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减低,林业、牧业、农林牧

渔服务业的比重增加; 而子洲县林牧业的比重下降,

农业产值提高到总产值的 56. 41%。说明退耕后志

丹县产业结构发生了转变, 林业、牧业和农林牧渔服

务业都取得长足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较好。子洲县农

业产值比重加大,林牧业产值比重减少, 说明退耕后

林牧业在子洲发展缓慢, 当地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原来以粮为纲、以种植业为主体的农业产业结构模式

没有发生变化,并有加重趋势。

表 3 志丹县退耕还林草前后农林牧渔业产值构成(农业总产值= 100)

名 称 年份 农业/ % 林业/ % 牧业/ % 渔业/ % 农林牧渔服务业%

志丹县
1999 61. 10 6. 28 21. 91 0. 09 0. 00

2006 55. 76 16. 81 24. 46 0. 22 2. 75

子洲县
1999 31. 48 9. 67 58. 52 0. 34 0. 00

2006 56. 41 0. 39 41. 08 0. 16 1. 97

2. 2. 3  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从产业结构的

本身含义来讲, 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动应该主要表现为

其产业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产值比重的相对变化。

从表 4可以看出, 1999年和 2006年的志丹县在

农业产业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 1999 年相比,

2006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1 183 hm2 ,减少5. 3% ;油

料作物播种面积增加66 hm
2
, 增加 4. 71%;蔬菜种植

面积增加 1 034 hm2 , 增加了将近 3. 5 倍。瓜类的面

积也增加了 407 hm2 ,是 1999年的 1. 56倍。

2006年子洲县的粮食播种面积与 1999 年相比

增加了 56. 27 hm
2
,增加了 0. 17% ;油料作物面积增

加了 1 298. 94 hm2 , 增加了 32. 16% ;蔬菜播种面积

增加 699. 87 hm2 , 比 1999年增加了 1. 13倍。瓜类

的面积也增加了 203. 6 hm2 ,也是 1999年的 1倍多。

烟叶的面积由 1999年的 144. 33 hm
2
减少到了11. 13

hm
2
,减少了 92. 2%。

退耕后志丹县经济作物的面积增加,粮食作物的

种植面积减少;而子洲县的粮食作物面积和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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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都有所增加(烟叶除外) , 说明子洲县对农业的依

赖性要强于志丹县。

2. 2. 4  退耕还林后农村经济年度收入情况  退耕户

家庭收入变化受自然条件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影响较大。大多数退耕户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由以粮

食种植为主,变为林果种植、养殖、劳务收入为主(表

5)。志丹县 2006年和 1999年相比,农业经济收入变

化不大,林业收入提高了 2倍多,牧业提高了 1. 4倍,

工业收入比 1999年提高了 3 622万元,建筑业、商饮

服务业和其它收入也有所提高, 劳务收入由 1999年

的 449万元提高的 2006年的 2 047万元。子洲县的

农业收入增幅巨大, 2006 年比 1999 多了 13 754万

元,比志丹县 2006年的农业收入高,另外子洲县林业、

牧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及商饮服务业收入也

有提高,劳务收入明显提高, 2006年达到 24 279万

元,是 1999年的 7. 8倍。2006年子洲县的劳务收入

是志丹县的 11. 9倍。

表 4 志丹县、子洲县退耕还林前后农业产业结构情况

名 称 项目
1999

面积/ hm2 总产/ t

2006

面积/ hm2 总产/ t

粮食 22 296 59 485 21 113 58 268

志丹县
油料 1 400 3 078 1 466 2 442

蔬菜 300 5 056 1 334 15 311

瓜类 260 3 005 667 9 985

粮食 32 133 9 915 32 190 111 675

油料 4 039 1 152 5 338 19 194

子洲县 蔬菜 618 1 739 1 318 12 667

瓜类 196 851 400 5 198

烟叶 144 130 113 13

表 5 农村经济收入对比 万元

名 称 年份 农业 林业 牧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业 商饮和服务业 其它收入 劳务收入

志丹县
1999 10 296 1 781 4 515 2 918 1 577 2 071 1 833 1 187 449

2006 11 641 4 015 6 536 6 234 2 175 3 295 4 496 4 441 2 047

子洲县
1999 5 358 114 1 169 739 232 1 148 1 054 886 3 097

2006 19 112 3 151 4 951 2 085 2 251 4 690 2 655 2 446 24 279

  通过上述数据, 可以看出,退耕还林后,部分农民

离开了土地和农业, 在其家庭收入中得以体现。

志丹县的农业收入变化不大, 其工业、林业、牧业

交通和商饮服务业收入取得显著增长。这与志丹县

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志丹县自退耕还林工程实施

后,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当

地石油产业不仅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还解决了大量退

耕还林后富裕的劳动力的就业。子洲县退耕还林后

大力发展当地特色农业, 种植黄芪、洋芋、马铃薯等经

济作物,兴建农业示范园,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县。

另外,子洲县组织劳务输出工作, 把劳务看做是农民

增收的有效途径, 2006 年子洲县劳务收入超过了农

业收入,在所有收入中占第一位, 说明劳务输出在该

县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3  社会效益分析

3. 1  退耕前后劳动力转移情况
从 1999年和 2006 年志丹县和子洲县农村劳动

力就业的变化情况看(表 6) , 2006年志丹县农业劳动

力比 1999年减少了 7. 9%; 从事工业方面的劳动力

增加了 2. 62% ;从事建筑业的增加了 3. 04%; 该县从

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了 3. 35% ;从事批

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增加了 4. 37%; 其它行业增

加了 4. 5%。

表 6  1999 年与 2006 年志丹县农业劳动力转移情况对比 %

名 称 年份 农林牧渔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零售和餐饮业 其它

志丹县
1999 86. 29 2. 30 2. 40 3. 09 3. 33 2. 60

2006 68. 39 4. 92 5. 44 6. 44 7. 70 7. 10

子洲县
1999 79. 87 3. 10 4. 10 2. 54 3. 67 6. 72

2006 10. 22 0. 16 0. 34 0. 62 34. 87  53. 80  

  2006 年子洲县农业劳动力比 1999 年减少

69. 65%; 从事工业方面的劳动力减少约 3% ;从事建

筑业的劳动力减少了 1. 92%, 从事批发、零售贸易和

餐饮业的增加了 31. 2%, 其它行业的增加了

47. 08%。从事农业的人口大量减少, 转移到了餐饮

业和其它行业,这是由于子洲县工业基础溥弱, 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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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后,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 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

中脱离出来,到沿海或经济发达的地区务工, 充实到

服务业和其它对技术和知识要求不高的行业中。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 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力向

二、三产业转移, 向城镇转移, 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

道,加速了农村人口向非农方向的转化。退耕后, 退

耕农户投入土地耕作的用工明显减少, 绝大多数家庭

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增加,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多。对

于子洲县,应加大农村富裕劳动的农技培训力度, 密

切与用人单位的联系, 采用订单式的培训方式, 使接

受培训的劳动力能顺利就业, 实现转移政府部门和中

介组织联手为退耕农户提供培训、就业、维权等/一条
龙0的服务。志丹县应加大力量培育和壮大龙头企

业,快速发展农村私有企业, 加大对石油产业的扶持

和投资力度,积极探索各产业的销售渠道,培训当地

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 在当地吸取劳动力,从而促使

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3. 2  退耕前后前后退耕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对比
根据农调队统计材料显示, 2007 年志丹县农民

生活消费支出人均 3 140. 3 元(表 7) , 比上年增长

13. 50%。其中食品、衣着、居住及交通通讯分别增长

14. 75%, 16. 27%, 189. 07%, 29. 96%; 家庭设备和用

品、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分别降低 13. 63% , 31. 00%,

1. 01%;在主食消费中,绝大多数农户以购买大米、白

面为主,居住方面绝大多数农户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

房屋,人均住房居住面积达 20. 30 m2 ,户均彩色电视

机拥有量 1. 22台,手机拥有量 2. 1部。

表 7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对比 元

名 称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志丹县
2006 2 766. 80

2007 3 140. 30

子洲县
2006 1 954. 40

2007 1 935. 00

子洲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 935. 00

元,比上年减少 19. 40 元, 减少了 1. 00%。其中, 食

品消费、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医疗

卫生、其它商品和服务均有所增加, 分别比去年增长

1. 80%, 0. 40% , 14. 60% , 100. 00%, 11. 60%,

137. 10%。增幅最大的是交通和通讯消费。文化教

育及娱乐用品、居住消费的支出比上年明显减少, 分

别减少了 18. 40%和 62. 00%。

根据农调队统计材料, 2007年志丹县的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要比子洲县高 1 205元,由于两县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产业结构差异性。志丹县生活

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居住和交通通讯费用, 子

洲县增长最快的是交通通讯和其它商品和服务费用

支出。志丹县经济发展较快,农民生活相对宽裕, 对

生活的品味要求已开始提高,开始加强了对居住条件

的改善。而子洲县是一个农业县,食品消费仍是生活

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建房支出减少,农村投资建房

较少, 而是把大量资金消费在购置耐用品设备及家俱

上。其交通通讯费用增速要比志丹县增长迅速,是因

为子洲县是劳务输出大县, 远在异地务工人员, 不免

要用交通和通讯和家里联系。两县的文化教育及娱

乐用品上的消费都减少了,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免除了

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并加大的对农村发展的资金

投入力度。使两县在文化教育及娱乐用品上的支出

相对以前有所减少。

4  结论与讨论

( 1) 自 1999年退耕还林草工程开始实施以来,

在改善生态环境和减少水土流失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绩,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效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

由于大面积坡耕地向林地和草地的转化,必然使退耕

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一方面通过退耕还林草

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 为其经济

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环境保障; 另一方面, 大面积

坡耕地的退耕,使退耕区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减少, 直

接影响到退耕区的劳动力转移、农业结构、农民收入

和生活水平。像志丹县这样的新兴工业县和子洲县

这种传统的农业县, 如何应对退耕区生态环境变化、

农民的收入和劳动力转移,是各级政府和老百姓共同

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 2) 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发展是实现巩固退耕

还林草成功,发展当地经济的关键。退耕区要因地制

宜,发展退耕后续产业, 其后续产业发展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必须以工业化的思维谋划退耕后续产业

化经营。子洲县应结合各地现有的农林产品加工等

龙头企业的布局,有计划地建设一批规模大、档次高、

效益好的原料生产基地。志丹县应加大力量培育和

壮大龙头企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 快速发展农

村私有企业,加大对石油产业的扶持和投资力度, 实

现区域经济发展,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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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使得林地面积增加, 抵消了

一部分水域面积减少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减

少。生态系统单项服务价值变化中,气体调节、气候

调节、土壤形成与保护、原材料 4项指标在增加,其中

气体调节增幅最大, 水源涵养、废物处理、食物生产 3

项指标在减少, 这主要是由水源涵养系数最高的水域

减少和废物处理、食物生产系数高的耕地减少引起

的。由此可见, 为了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改善

生态环境,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中既要保证粮食安全,

也要保证足够的水域。

( 3) 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得各种土地类型与自然

生态系统不一致,土地利用的分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类

型并非完全对应,所以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服

务价值的取值只是一种近似。另外,由于系统本身的

的复杂性、动态性、经济学评估手段的局限性等原因,

对醴陵市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评估可

能不够全面,但该项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南地区县域土

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可以推广到其它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较快的地区,为制定城市生态环境

保护政策和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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