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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退耕后农户生产经营与粮食供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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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吴起县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状况调查资料 ,对退耕还林(草)后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结

构及其变化 ,产业结构及经济效益以及 2007 年农户的粮食供需及输入输出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

表明 ,目前吴起县农户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林草地和耕地 , 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副业和退耕补贴 , 各

类型农户的产业结构差异显著 ,高收入户工副业比重达 81.8%, 低收入户工副业和种植业比重相近 , 但其

收入来源中退耕补贴比例占 46%,存在一定依赖性。各类型农户农业效益差异与自然条件和劳动力素质

有关。吴起县农户粮食基本能够自给 ,输入率和输出率相当 , 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提出吴起县应合理调

整农业结构 、加大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基本农田及相关配套措施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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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 f this study w as to analy ze the land use structure and i ts change , indust ry st ructure ,

and economic return af ter the G rain fo r G reen Pro ject , as w ell as g rain supply-demand and input-output in

2007 in Wuqi County , by the investigat ion of househo lds ' product management in the county.Results

show ed that in the county , land w as mostly used fo r arable land and g row ing t rees and g rass.Indust ry avoca-

tion and the subsidies of the G rain fo r G reen Project w ere the main sources of income.There w as a signif icant

dif ference in indust ry st ructure among different rural households.Fo r high level income households , the pro-

po rtion o f indust ry avocation w as 81.8%.Fo r low income level households , the propo rtion of indust ry avo-

cation w as simi lar to crop production , but the subsidies of the G rain fo r G reen Project accounted for 46%,

show ing a certain dependency .The dif ference in income level w as related to the condi tions o f land and the la-

bo r productivity acro ss househo lds.It w as found that in the county , g rain yield basically met the self-supply

need of househo lds and the input w as nearly equal to the output , so there w as no big problem o f g rain securi-

ty .Acco rdingly , the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that the county should adjust it s ag ricultural st ructure mo re

ef ficient ly , cont inue popularizing ag ricultural techniques , and const ruct prime cul tivated land.

Keywords:investigation of typical household;land use characteristic;industry structure;grain supply and de-

mand;Wuqi County

　　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是我国 20世纪末开始实施的

一项大型生态环保工程 ,这项工程的实施除了能够改

善日益恶劣的环境问题以外 ,还减少了耕地总面积 ,

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对各方面都产生了一定

程度的影响 ,其中关于退耕还林后区域的农业政策及

粮食安全的相关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



各个尺度和角度都做了许多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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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有退耕后农户层面具体的粮食生产和粮

食安全情况的分析和研究 。因此 ,选择地处黄土高原

丘陵沟壑区的“退耕第一县”吴起县为研究区域 ,针对

退耕还林(草)工程近 10 a来在吴起县的深入实施及

其带来的农业生态经济的变化 ,开展典型农户调查 ,

通过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土地利用 、产业结构等

农业经营行为 ,探讨农户粮食供需现状以及粮食的输

入输出情况 ,对该区域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农民收入 ,

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和指导作用 。

1　研究区概况

吴起县属黄土高原梁状丘陵沟壑区 ,位于陕西省

延安市西北部 ,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 ,地跨东经 107°

38′57″—108°32′49″,北纬 36°33′33″—37°24′27″,总面

积 3 791.5 km
2
,海拔 1 233 ～ 1 809 m

[ 5]
。主要土壤

有黄绵土 、绵沙土 ,属小杂粮生产的优势区。年均气

温 7.8 ℃,无霜期 96 ～ 146 d ,降水年际变化大 ,季节

分配不均 ,为暖温带大陆性干旱季风气候 ,多年平均

陆地蒸发量 400 ～ 450 mm ,属干旱半干旱地区 。

吴起县辖 4镇 8乡 164 个行政村 ,1 110个村民

小组 。2007年该县总人口 12.9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

10.7万人 ,人口密度 34.2人/km
2
。土地类型以梁峁

坡地为主 。该县现有农耕地 2.01×104 hm2 ,占总土

地面积 5.3%,农业人口人均拥有耕地 0.2 hm2 。正

常年份粮食总产量约 5.0×10
4
t 。2007年该县实现

粮食总产 5.7×10
4
t ,农民人均纯收入 2 658元

[ 6]
。

粮食作物以玉米 、马铃薯 、谷类 、豆类为主 、经济作物

以向日葵 、油籽为主 。

吴起县于 1999年一次性退耕1.04×10
5
hm

2
,被

国家确定为全国退耕还林(草)试点示范县。目前该

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草)面积 1.58×105 hm2 ,其中

国家已确认合格面积 1.17×105 hm 2 ,享受国家兑现

补助折合人民币约 12.8 亿元 , 人均 1 万余元 , 有

10.54万农民直接受益 ,农业人口每人年均享受兑现

补助 1 520.92元[ 7] 。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退耕还林(草)后农民的生产

经营状况 ,于 2008年 4 月 5—16日在吴起县展开农

户调查 ,选取了 3个乡镇(吴起镇 、新寨乡 、周湾镇),

调查了 5个行政村(马湾 、杨庙台 、新寨村 、小口则 、梁

伙场),97户农户 ,其中有效样本数 94户 。依据不同

收入水平随机抽样 ,由调查人员深入农户调查访问其

农业生产经营情况。

本次调查的总收入来源分为 6 项 ,分别是种植

业 、果业 、养殖业 、工副业 、退耕补贴及其它。根据农

户的调查数据计算人均纯收入 ,依据人均纯收入再将

其分成高 、中 、低收入 3个水平 ,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

生产经营和供需状况进行研究 ,分析农户的农业生产

及粮食问题 。

3　退耕后农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分析

退耕还林的实施对农户的直接影响有两方面 ,首

先是土地利用结构方面 ,大面积的坡耕地转化为林

地 ,耕地总面积大幅度减少 。其次是产业结构方面 ,

退耕还林的实施使很多农民从广种薄收的繁重劳务

中解脱出来 ,有剩余的时间和劳动力进城打工 ,加上

退耕补助的发放 ,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另外 ,

当地政府采取封山禁牧的措施之后 ,习惯于放牧式养

羊的农户大多不再养羊。因此 ,对于退耕后农户的生

产经营状况主要从土地利用 、产业结构及其效益两方

面进行研究 。

3.1　农户分类

经统计 ,本次调查的农户在 2007年人均纯收入

是 5 765.4元 ,县域内人均纯收入差异较大 ,最低只

有 762元 ,最高可达 2 5497.7元 ,大部分在 3 000 元

～ 7 000元之间 。由于农户是农村经济问题的出发

点和归宿点 ,农村各方面发展的资金问题主要依赖于

农户的经营利润 ,以人均纯收入作为分类指标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
[ 8]
。因此 ,参考吴起县近年来的经济社

会发展及农民生活现实情况 ,以人均纯收入 2 600元

与 7 000元为边界 ,将94户农户分为高 、中 、低3种收

入类型。其中高收入户有 25户 ,中收入户有 46户 ,低

收入户有 23 户 , 其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11 173.5 ,

4 436.4 , 2 040.0元 。

3.2　退耕后各类农户土地利用结构现状及变化趋势

3.2.1　各类农户土地利用结构现状　目前吴起县土

地的主要利用方式是耕地和林草地 ,由于果树连年冻

害及老化现象严重 ,果园面积渐少。这 94户农户的

土地利用结构为耕地 23.4%,林草地 74.8%, 园地

1.7%。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结构基本相似 ,差

异不明显(图 1)。

吴起县人口密度较低 ,退耕之前每户都拥有大面

积的坡耕地 。退耕之后 ,政府大力进行基本农田建设

保证人均 0.13 hm
2
基本农田。现耕地骤然减少 ,农

民基本保存仅有的0.13 hm2 农田种植粮食或经济作

物 ,很少将耕地转为果园或其他用地 ,耕地所占比重

在 3种类型农户中比例相当(图 1)。另外 ,由于自然

地理条件的限制 ,近年来吴起县的仁用杏 、山杏 、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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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冻害严重 ,多年不结果 ,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在当

地没有显现 ,园地所占比例很小。林草地基本指退耕

还林地 ,主要是林地与草地间种 ,林地品种有山杏 、山

桃 、刺槐 、沙棘等 ,草地主要是紫花苜蓿和沙打旺。根

据各乡镇 、行政村的面积不同 ,人均退耕地为 0.29 ～

0.67 hm2 不等 ,在 3种收入类型农户中比重差异也

不大 。

图 1　3 种收入类型农户土地利用结构

3.2.2　退耕带来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近 10 a 来 ,

吴起县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主要是退耕还林(草)政

策引起的。1999年退耕以后 ,约 3/4 的坡耕地变为

林草地 ,在 2000年之后 ,土地利用结构相对稳定 ,林

地和耕地相应不变 ,园地有些微增长 ,人工草地几乎

不变(图 2)。2007年农户人均耕地 0.15 hm2 ,林地

0.47 hm
2
,园地0.01 hm

2
,人工草地 0.002 hm

2
;吴起

县耕地质量较低 ,灌溉条件较差 ,农户将现耕地转为

其它土地类型的可能性不大 ,但随着农户生活水平的

提高 ,现口粮基本靠外购满足 ,近年种植结构从单一

的粮食种植向粮食 、经济作物转变 ,随着退耕还林地

的林分结构调整 ,种植树苗的情况也较多。

图 2　1998—2007 年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3.3　退耕后农户产业结构及其效益分析

退耕还林(草)之前 ,当地农民基本靠广种薄收解

决温饱问题 ,每家都有2.50 hm
2
左右的坡耕地 ,产业

结构以种植业为主 ,耕作条件落后 ,单产低 ,农民劳动

强度大。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 ,给当地农民带来很大

的一个变化就是退耕补贴的发放不仅保障了农民的

收入和口粮 ,还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 ,从

事饮食 、建筑 、运输等行业 ,从而改变农户的收入结

构 。由于吴起县是能源大县 ,县域经济依靠石油产业

发展迅速 ,当地农民不需进入大城市 ,在县城就可找

到理想的工作 ,收入可观(当地农民打工 1 d 可收入

70 ～ 100元)。而养殖业发展缓慢 ,封山禁牧之后 ,农

民对舍饲养羊普遍不习惯 、饲草单一 ,圈养之后生长

状况不甚理想。

3.3.1　不同类型农户的产业结构分析　经统计 ,种

植业 、果业 、退耕补贴 、养殖业 、工副业所占比重分别

为 13.3%,0.5%, 20.1%,5.5%, 66.3%。虽然 3 种

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结构相类似 ,其产业结构却差异

较大(表 1)。工副业是高收入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 ,

其中有 10户从事运输业 , 10户从事建筑业 ,5户从事

饮食服务业 。且大多自身掌握技术 ,形成规模 ,这与

当地石油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传统的农业种植虽

已不是高收入户的主要生活手段 ,但他们仍倾向于种

植一定面积的土豆和玉米满足人和畜类。高类型户

在退耕后能够找到合适的产业发展 ,对退耕补贴依赖

性不大 。中收入类型户的主要收入构成也是工副业 ,

但比例相对较低 ,只有约 1/2。与高类型户相比 ,他

们更依赖于退耕补贴和传统农业 ,中收入类型户中有

3户进行规模养殖 ,效益也好。低收入户对于退耕补

贴依赖性极强 ,比重达到 46%,其次是种植业 ,他们

不仅依靠耕地解决温饱 ,还要从中获取经济收入 ,低

收入户大多养殖少量的猪或羊满足日常需要 ,没有进

行规模养殖的农户 ,效益较低。由于常年不挂果 ,果

业比较经济效益低 , 其比重在 3 种类型农户中都

最小。

表 1　不同类型农户产业结构 %

农户类型 种植业 果业 退耕补贴 养殖业 工副业

高收入户 8.1 0.4 12.2 5.3 81.8

中收入户 18.1 0.6 25.8 6.8 52.6

低收入户 25.3 0.1 46.0 0.8 26.6

结合调查分析 ,退耕前农户的产业结构以种植业

和养殖业为主 ,退耕后工副业成为主要产业 ,种植业

次之。高类型户虽然人均纯收入很高 ,但他们主要依

赖石油产业的发展 ,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中类型

户产业主要构成是工副业 ,种植业的比重又不如退耕

补贴。低类型户从产业结构上是种植业和工副业并

重 ,但对退耕补贴有很大程度的依赖 。从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的角度看 ,无论是哪种收入水平的农户 ,退耕

还林之后其产业结构变化很大 ,发展不太稳定 ,目前

还未形成当地农业的主导产业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没

有得到合理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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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不同类型农户的投入产出分析　由于农户的

农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 ,果业在当地没有好的比较效

益 ,因此本研究主要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种植业进行投

入产出效益分析 ,进而分析不同差异产生的原因

从图 3可以看出 ,投入方面是低收入户>中收入

户>高收入户 ,产出方面是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中

收入户。比较中 、低类型户 ,由于低收入户更重视种

植业的经营 ,可以发现投入的多 ,效益会好。而高收

入户虽然种植业比例较低 ,但这部分农户管理水平较

好 ,投入产出比最高 。下面分别从自然条件和劳动力

素质两方面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效益差异的原因。(1)

自然条件 。吴起县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自然条

件恶劣 ,单产低 。近年来随着基本农田建设和农业技

术推广(地膜玉米 、引进土豆新品种),单产有所增加 ,

全县 1997 年单产 1 679 kg/hm2 , 2006 年单产为

2 824kg/hm
2 [ 9]

。但当地降雨量少 ,且多集中在七月

份雨季 ,而新技术需要有良好的水利等配套措施才能

有较好的效益。低收入农户中就有因缺少灌溉 ,完全

靠天吃饭 ,即使不断投入化肥的使用 ,产量也并不十

分理想的情况 。(2)劳动力水平。农户对土地的不

同利用方式与产业效益决定于他们的经营行为和他

们对不同事物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这些与劳动力素质

水平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能较好的利用

现有条件及先进的科技水平管理农业 ,虽然种植业在

高类型户中所占比例不大 ,但他们的管理水平相对最

好 ,能够获得理想的投入和产出效益。劳动力素质较

低的农户在科学创新方面存在障碍 ,农业管理水平较

低 ,存在盲目性 ,效益较低(表 2)。

图 3　各类型农户单位面积种植业的投入与产出

表 2　各类型农户户主文化程度

项 目 文盲或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高收入户/人 0 9 9 7

所占比例/ % 0 36 36 28

中收入户/人 8 15 18 5

所占比例/ % 17.4 32.6 39.1 10.9
低收入户/人 6 6 10 1

所占比例/ % 26.1 26.1 43.5 4.3

4　退耕后农户粮食供需现状分析

4.1　退耕后农户粮食供需现状

吴起县退耕前种植结构多样化 ,除了玉米和土

豆 ,糜子 、谷子 、豆类等种植的也非常普遍 ,退耕后由

于耕地面积减少 ,现农户主要种植玉米和土豆 ,这两

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 80%。本次调查 94

户农户 ,涉及人口 469人 ,其中高类型户 132人 ,中类

型户 226 人 ,低类型户 111 人。 2007 年粮食总产

185 237kg(含土豆折算),粮食播种面积 62.6 hm 2 ,

单产为 2 959.7 kg/hm
2
,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395 kg 。

如果按照我国粮食安全领域的主流观点保障每年人均

400 kg 粮食以上[ 10] ,则 2007年农户粮食自给比例为

98.7%。笔者参照吴起县的实际情况和众多学者的研

究成果 ,基于粮食安全考虑 ,将高 、中 、低三种收入类型

农户的粮食需求标准定为:富裕型 450 kg ,小康型 400

kg ,温饱型 350 kg
[ 10]
。按照粮食需求总量=人均粮食

消费量×总人口;粮食自给比例=粮食总产量/粮食需

求总量 ,计算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粮食自给率。

表 3　各类型农户粮食供需情况

项 目　 高收入户 中收入户 低收入户

人均基本农田/ hm2 2.1 2.2 1.6

粮食生产总量/ kg 59 937 93 995 31 305

粮食需求总量/ kg 59 400 90 400 38 850

粮食自给率/ % 100.9 104.0 80.6

总体上来说 ,农户的粮食自给率较高 ,其中高收

入户和中收入户的自给率最高 , 达到 104.0%和

100.9%(表 3),虽然他们的种植业比例不高 ,但粮食

完全能够自给 ,主要是因为这两类户的耕地面积大 ,

管理水平好 ,总产较高;低收入户中由于存在家里部

分人口未赶上划分土地的情况 ,人均耕地面积少 ,加

上产业效益低 ,自给率明显低于前二者。这是在所有

人口在家用粮的角度下分析的 ,即包含潜在压力的粮

食供需情况 。如果从现实角度来看 ,几乎每户都有外

出打工和在外求学的人口 ,很少在家用粮 ,笔者将这

部分人口数去掉 ,得出现实中粮食自给率为136.2%,

各类农户的粮食都能够完全满足(表 4)。

表 4　各类型农户现实粮食供需情况

项 目　 高收入户 中收入户 低收入户

打工及上学人数/人 45 61 23

粮食生产总量/ kg 59 937 93 995 31 305

粮食需求总量/ kg 39 150 66 000 30 800

粮食自给率/ % 153.1 142.4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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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退耕后农户粮食输入输出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 ,退耕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现在当地农户的粮食构成以外购

大米和面粉为主 ,土豆为辅 ,玉米属饲料粮。这 94户

农户的外购粮为 52 691.5 kg ,出售粮食 51 380 kg ,

自产口粮有 24 892.5 kg ,牲畜用粮 92 455 kg(其中

有 7 400 kg 属外购)。农户生产生活用粮(包括自产

和购买)的 24.6%是通过购买满足的 ,75.4%是自己

生产的 ,其中输出粮 24.1%,自产自食 11.6%,饲料

粮比例为 39.7%。

考虑农户的输入输出情况之后 ,分析了各类型户

的外购 、出售和自产自用情况(表 5)。3种类型农户

的生产生活都是以自产为主 ,其中高类型户的自产自

用比例较低 ,输出率最高 ,且输入率<输出率 ,这部分

农户的种植业效益较好 ,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 ,他们

对粮食的购买率也较高。中类型户的自产自用比例

最高 ,虽然输入率>输出率 ,但都不高 ,且输入率最

低 ,这部分农户明显更依靠自产粮食。低类型户由于

种植业效益和产量不高 ,输入率最高 ,自产自用比例

最低 。

表 5　各类型农户粮食输入输出情况

农户类型 输入率/ % 输出率/ % 自产自用比例/ %

高收入户 26.7 31.1 42.3

中收入户 22.1 20.4 57.5

低收入户 33.0 26.5 40.5

5　结论

(1)从农户 10 a 来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可以看

出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对吴起县农户的生产经营影

响较大 ,耕地的大幅度减少引起了农户农业结构的变

化 ,工副业代替种植业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产业。土

地质量及配套措施条件好的农户以及素质水平较高 ,

善于管理的农户其农业效益较好。但普遍来看 ,吴起

县农户的农业产业结构变化较大 ,目前并未形成特色

产业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仍有很大空间 。

(2)虽然退耕引起了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和

产业结构的变化 ,但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发展 ,劳动

力外出 ,目前吴起县农户仍可基本实现粮食自给 ,粮

食安全问题仍不突出。口粮品种通过部分调剂得以

满足 ,无论是潜在的粮食压力还是现实的粮食压力 ,

都能从数量上基本保障农户的口粮安全问题。

通过研究吴起县农户的粮食供需情况 ,得到目前

农户的口粮安全基本可以保证 ,但是尽管如此 ,从吴

起县农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可以看出目前农户的农业

产业结构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 。吴起县未来应该在

保证退耕还林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调整农业结构 ,形

成县域稳定 、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在经济建设的同

时重视文化建设 ,尤其是基础教育 ,提高农户的素质

水平;加大基本农田及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设 ,从而保

证粮食生产能力 ,尤其是当遇到自然灾害时能够具有

一定的抵御能力 ,在经济危机发生后农民工返潮时仍

能保证口粮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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