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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工程对涞水县农村经济的影响

葛智超，张贵军，杨 皓，张蓬涛
（河北农业大学 国土资源学院，河北 保定０７１００１）

摘　要：［目的］针对学术界就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村经济影响的不同看法，根据河北省涞水 县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统计年鉴数据和实地调研，分析退耕工程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方法］用灰色关联模型对农村经济 进 行

关联分析。［结果］在退耕还林工程影响下，涞水县土地利用结构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农业结构得以改善，

农民收入增加；第三产业、大农业中的林业与农村经济的关联度 较 高，其 分 值 分 别 为０．７５和０．６６，但 种 植

业、牧渔业等第一产业对农户增收影响较少。［结论］今后需进一步升级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优

化农村劳动力从业结构，推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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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耕还林政策自１９９９年开始实施以来，已取得

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１］，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决定

将退耕还林工程转入巩固成果阶段，提出了确保退耕

还林成果得到巩固和退耕农户长远生计得到有效解

决两大目标。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农村经济

的发展，然而对于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村经济产生的影

响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侯军歧等［２］研究认为退耕还

林会在短期内降低农户的经济收入；谢旭轩等［３］提出

退耕还林对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林业和养殖业短期内难以成为替代收入来源，外出务

工收入明显增加，但退耕还林在其中发挥的直接促进

作用并不显著；张贵军等［４］研究认为退耕实施并未加

重退耕区的贫困程度，退耕补助的发放也未改变该区

域的贫困状况；李晓明等［５］对合肥市郊区３县退耕还

林的效益评估表明，退耕后农户依旧以农业收入为主

要部分，虽然生计状况得以改变，但对土地的依赖程

度未根本改变；易福金等［６］认为退耕政策对于农村农

业结构和从业结构未有显著影响；何家理等［７－１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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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退耕工程促进了农村产业调整与农村劳动力

就业，对农户 生 计 呈 现 正 相 关 的 影 响，增 加 了 收 入。
基于此，本文 以 河 北 省 山 区 贫 困 县 涞 水 县 为 研 究 对

象，分析了退 耕 还 林 工 程 实 施 后 该 地 区 农 村 经 济 状

况，揭示退耕工程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运用灰色关联

模型探究社会经济各产业与农民收入的关联，提出现

阶段在退耕成果巩固阶段的主要问题，为河北省涞水

县退耕成果的巩固提供可行意见。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涞水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偏西，地处太行山东麓，
东界涿洲、高碑店，南与定兴、易县为邻，西与涞源、涿
鹿、蔚县交界，北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山区相接，总

面积１　６５０．５ｋｍ２；地域狭长，自西向东偏斜，素有“涞
水一条线”之称。地貌类型差异较大，东南部为平原、
中部为丘陵、西北部为山区；其中山地占全县总面积

的７４．３％，丘陵占６％，平原１９．７％；全县辖１５个乡

镇，２８４个行政村；２０１０年全县总人口３５．３万人，其

中非 农 业 人 口６．２２万 人；农 业 人 口 所 占 比 例 为

８２．３８％，农民人均年纯收入３　７６９元。
本文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涞水县统计年鉴

和２７３份环京津贫困区农村经济调查数据。

２　退耕还林对农村经济影响分析

２．１　退耕还林工程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退耕还林工程通过专项补贴激励农户参与工程

实施，促使农户坡耕地还林还草。这种激励政策，直

接促使农用地利用结构发生变化，促进了农用地资源

的重新配置。本课题选取了退耕前的２００１年、退耕

过程中２００５年、退耕任务结束后的第一年２００７年以

及２０１０年４个时点对各地类进行对比分析（如图１
所示）。

图１　涞水县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由图１可 知，耕 地 与 林 地 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这两个时期内表现出了此消彼长的趋

势，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退 耕 前 期 耕 地 面 积 减 少 林 地 面 积

相应增加，但是退耕后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退林 复 耕”
的现象明显。产生以上变化的原因有：一是退耕林农

获得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的比较收益在大幅度下降，
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越来越无法满足退耕林农的生

活需求；二是近年来粮食价格上涨，种粮补贴增多，退
耕补贴相对较少，以致于林农种树收益与种粮收益差

距明显，农民为了经济利益扩大耕种面积将已退耕为

林地的土地复耕；三是国土部门与林业部门之间耕地

保护与退耕还林两项政策在基层执行时，往往不能落

实贯彻，存在拆东墙补西墙现象。

２．２　退耕还林工程对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农民纯收入

的影响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区域内耕地面积减少，林

地面积相应增多，造成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由第

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致使非农行业就业人数占

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逐年波动上升。二、三产业相对

于第一产业的高产出使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逐年提

高（图２）。

图２　涞水县农村就业结构变化

通过对涞水县农户的的实地抽样调查，退耕后农

户收入结构中非农行业收入占６１．０７％；所调查的农

户家庭中，从事 非 农 行 业 的 从 业 人 员 占５１．３１％，从

事职业主要以建筑、采矿、运输和餐饮业为主。相对

于农业生产，外 出 务 工 为 农 户 提 供 了 更 为 丰 厚 的 报

酬。表１显示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涞水县农民人均年纯

收入状况，可知涞水县退耕还林工程开始实施后农户

人均年纯收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退耕前１９９７年

农户人均年 纯 收 入 为１　８２８元，退 耕 启 动 时 的２００２
年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为２　１４２元，而到２０１０年农户

人均 年 纯 收 入 达 到 了３　７６９元，退 耕 前 年 均 增 长

４．７６％，退 耕 后 年 均 增 长８．３２％。退 耕 还 林 工 程 的

实施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促使农村劳动力就

业结构发生转变，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增加

了农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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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涞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 元

年 份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人均纯收入 １　８２８　２　０５０　２　１４２　２　１４２　２　２０６　２　２６３　２　３４２　２　５３３　２　６７５　２　８６７　３　０３６　３　２５３　３　４７７　３　７６９

２．３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村产业结构及农业内部结构

的影响

通过对涞水县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全县各产业年产值

情况的定量分析（图３）可以看出，退耕前农村经济收

入中第一产业产值略高于二、三 产 业，但 总 体 水 平 差

别不大。退耕后第一产业在农 村 经 济 中 所 占 比 重 呈

波动下降趋势；退耕前二、三产 业 在 农 村 经 济 中 所 占

比重维持在６５％左右，２００２年退耕工程实施后二、三
产业所占比 重 持 续 上 升，到２０１０年 其 值 为７６．１６％。
在退耕前农业生产是涞水县农村经济 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退耕工程实施后，土地利用 结 构 和 农 村 产 业 结 构

相应变化，在确保粮食产量稳 步 增 长 的 前 提 下，优 化

农村产业结构，提高规模化水平，以现代农业为依托，
充分发展特色农业，农业产值 得 到 一 定 提 升，但 相 比

于二、三产业提升幅度不大。当地依托“野三坡”等旅

游资源优势发展服务业、特产 加 工 业，极 大 程 度 地 丰

富了二、三产业。涞水 县 二、三 产 业 比 重 逐 渐 占 据 农

村经济的主导地位，农村经济由农为主型转变为非农

为主型。

图３　涞水县产业结构

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影响下，涞水县农村产业结构

发生转化，同时农业内部的产 业 结 构 也 进 行 了 转 型，
详见图４。

从图４可以看出，退耕前种植业产值在农业总产

值中的比重保持在５５％以上，在２００２年退耕后种植

业的比重逐年下降，多维持在５０％以下；退耕前１９９７
年涞水县 林 业 产 值 在 农 业 总 产 值 中 仅 占６．７１％，而

２００２年末达到了１０．１８％，但此后林业产值所占比重

逐年下降，２０１０年达到最低点仅为３．３５％；退耕前涞

水县牧 渔 业 产 值 在 农 业 总 产 值 中 所 占 比 重 保 持 在

３０％左右，但２００２年 开 展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后 此 项 比 重

持续上升且保持在４０％以上。

发生以上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１）退耕的实

施直接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相 应 的 种 植 业 产 值 降 低，
年产值由１９９９年 的５９　２９８万 元 减 少 为２００３年 的

２８　４３９万元。（２）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当地以设施蔬

菜、林业、畜 牧 养 殖 为 三 大 主 导 产 业，规 模 化 水 平 提

高，食用菌种植 规 模 达 到６　６００万 棒，优 质 果 品 基 地

规模达到４　３００ｈｍ２。特 别 是 作 为 名 优 特 产 品 的 麻 核

桃，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３）由于林业

资源的蓄养缓慢，生产周期较 长，不 能 在 当 下 便 产 生

经济效益，因此，林业产值不能 在 退 耕 后 便 立 刻 提 高

林业产值，需要多年的生长才会见效。

图４　涞水县农业内部结构

３　涞水县农村经济转型的灰色关联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 知，退 耕 还 林 工 程 的 实 施，政 策 性

地改变了涞水县的土地利用结构，由此引发了涞水县

产业结构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农村劳动力从

业结构的转型并促使农村经济转型。
为探究涞水县农村 经 济 转 型 过 程 中 各 行 业 生 产

与农 村 经 济 的 关 联 程 度，本 文 依 据 涞 水 县１９９７—

２０１０年 统 计 年 鉴，对 主 要 产 业 收 入 与 农 民 收 入 情 况

汇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

３．１　灰色关联模型的建立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中 的 一 种 分 析

方法，依据各子因素序列与母序列曲线形状的近似程

度来做发展关联的分析。灰色 关 联 分 析 的 具 体 计 算

步骤如下［１１－１２］：
（１）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

ｘ′ｉｔ＝
ｘｉｔ
ｘｉ１
，ｙ′ｊｔ＝ｙｊｔｙｊ１

（ｉ＝１，２，…，６；ｊ＝１；ｔ＝１，２，…，９）
（１）

式中：ｘ′ｉｔ，ｙ′ｊｔ———第ｉ个子因素和第ｊ个母因素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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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ｔ时刻初始化后的数值；ｘｉ１，ｙｊ１———第ｉ个子因

素和第ｊ 个 母 因 素 序 列 初 始 时 刻 的 原 始 值；ｘｉｔ，

ｙｊｔ———第ｉ个子因素和第ｊ个母因素序列的第ｔ时刻

的原始值。
（２）计算绝对差值。

Δｉｊ（ｔ）＝｜ｙ′ｊｔ－ｘ′ｉｔ｜
（ｉ＝１，２，…，６；ｊ＝１；ｔ＝１，２，…，９）

（２）

（３）求关联系数及关联度。

　　ξ（ｔ）＝
Δｍｉｎ＋ζΔｍａｘ
Δｉｊ（ｔ）＋ζΔｍａｘ

（３）

式中：ξｉｊ（ｔ）———第ｉ个子因素ｘｉ对于母因素ｙｉ在ｔ时

刻的关联系数；Δｍａｘ———绝对差值Δｉｔ（ｔ）的最大值绝

对数；Δｍｉｎ———绝对 差 值Δｉｊ（ｔ）的 最 小 值 绝 对 数；Δｉｊ

（ｔ）———比较时刻因素间的绝对差值数；ζ———分辨系

数，０．１≤ζ≤１，本文取０．５。

　　γｉｊ＝
１
ｎ∑

ｎ

ｔ＝１ξｉｊ
（ｔ）　（ｔ＝１，２，…，ｎ） （４）

式中：γｉｊ———第ｉ个子因素对母因素的平均关联度。
（４）关联 序 列 排 序。各 子 因 素 与 母 因 素 间 的 关

联程度，主要通过关联度的大 小 排 列 次 序 描 述 的，考

虑的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它 反 映 了 对 于 母 序 列 农

民人均年纯收入各子序列与母序列关联度的“优 劣”
关系。

３．２　涞水县农村经济转型灰色关联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１）—（４），经过计算得出涞水县主要产

业收入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关联度（见表２—３）。

表２　涞水县农村产业收入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无量纲化后数据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种植业 林业 牧渔业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３　 ０．８６１　７　 １．３５５　５　 １．１１０　１　 ０．７８８　９　 ０．６９４　８　 ０．９９２　６　 １．０３４　９
２００４　 １．０４２　１　 １．４２１　６　 １．００１　１　 ０．９２７　１　 ０．６９８　４　 １．２６７　０　 １．１１９　３
２００５　 １．１２６　４　 １．７１２　９　 １．１２７　３　 １．０５３　７　 ０．６９４　６　 １．３１６　５　 １．１８２　１
２００６　 １．２０２　３　 ２．０８８　９　 １．５０７　９　 １．１５３　９　 ０．７２１　７　 １．３７２　１　 １．２６６　９
２００７　 １．４５４　１　 ２．４７２　０　 １．５０７　９　 １．５９７　６　 ０．７６０　２　 １．４２４　９　 １．３４１　６
２００８　 １．５９０　４　 ２．７５６　３　 １．８３６　８　 １．４１６　５　 １．４０１　３　 １．８５６　４　 １．４３７　５
２００９　 １．７９２　３　 ２．９６６　５　 ２．７８３　０　 １．６１７　５　 １．７３４　７　 ２．０３０　０　 １．５３６　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４８　３　 ３．１７９　０　 ３．３９０　４　 ２．０９７　１　 ０．７６９　３　 ２．２７２　１　 １．６６５　５

表３　涞水县农村产业收入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关联度

第一产业收入 第二产业收入 第三产业收入 种植业收入 林业收入 牧渔业收入

０．６３　 ０．５５　 ０．７５　 ０．４９　 ０．６６　 ０．６０

　　由表３可知，三大产业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关

联序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 二 产 业，农 业 产 业

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关联序为：林业收入＞牧渔业

收入＞种植业收入。由灰色关联分析的原则可知，关
联度大的产业年收入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关系密切，

对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贡献 大。由 关 联 分 析 结 果 可

知，三大产业中的第三产业收入和大农业中的林业收

入对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关联度较高，关联度分别达

到了０．７５和０．６６。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民离

开土地外出打工逐渐形成风 气，同 时 农 民 解 放 思 想，

从事农副业，可取得更为丰厚的回报。这说明在今后

涞水县的产业调整中应当进一步加大 对 第 三 产 业 的

投入力度，如结合涞水县丰富 的 旅 游 资 源，发 展 相 关

服务业和产品深加工。

通过林业收入与农 民 人 均 年 纯 收 入 的 高 关 联 度

可以看出，退耕工程的实施不仅仅有利于改善津京地

的生态环境条件，而环境的改善所带来的综合生态效

益，也有利于整合当地特有的 旅 游 资 源，促 进 农 村 经

济的综合发展，因此，退耕还林 成 果 的 巩 固 是 极 其 必

要的。第二产业收入、第一产业收入、牧渔业收入、种
植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关联度相对较低，这些产业收

入对农民 生 计 改 善 的 贡 献 较 少，尤 其 是 种 植 业 仅 为

０．４９，反映了当地农业生产能 力 较 低，且 各 行 业 未 能

利用退耕成果综合发展，如大 量 的 劳 动 力 转 移 至 二，

三产业，势必会造成农业上的 劳 动 力 不 足，而 土 地 资

源分布较为分散，无法规模利 用，有 很 多 闲 置 荒 废 现

象。因此，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继续强化优势

产业，同时要做到以优带落，规 避 优 势 产 业 没 落 对 农

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

４　结 论

通过以上 分 析 可 以 得 出 如 下 两 点 基 本 结 论：第

一，“退耕工程”的实施政策性地改变了涞水县的土地

利用结构和农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当地农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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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的调整，丰富了农民收 入 方 式，促 进 了 当 地 经

济发展，对农民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作

用。第二，就农村经济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来 说，涞 水 县 农

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 还 不 完 善，种 植 业、牧 渔

业对农村经济贡献较少，有待 进 一 步 优 化 升 级，与 农

村经济关联度较低的产业是今后涞水 县 产 业 调 整 的

主要方向。
为了巩固退耕 成 果，促 进 农 村 经 济 的 改 善，针 对

当前问题提出有关建议：首先，加大智力扶贫、技能致

富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民的就 业 能 力，尤 其 是 非 农 就

业能力，依托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餐饮、住宿及

配套产品深加工，提升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与旅游行业

服务水平。其次，加大 农 业 扶 持 力 度，稳 定 农 业 中 各

生产要素的关系。通过稳定粮食价格，提高农民的种

粮积极性，控制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具的价格，降
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兴建水利 设 施、道 路 等 基 础 设 施

方便农业生产。第三，抓特色产业，力促资源和产业优

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旅游玻璃器皿、矿产、建材和工艺

品是涞水县颇具特色的４大骨干产业，可通过产业集

群与产业深化，推动集群发展，努力完善产业链条，以

特色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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