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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根据王 东沟近年农户 经济监测结果
,

分别对粮食作物
、

经济作物的投入产 出及物质消耗

费用进行了简略分析
,

提出了王 东沟农业生产与水土保持过程中应 注意
: 1

.

增种玉米
,

适

当减少小麦播种面积 ; 2
。

稳定烤烟面积
,

适当发展其它经济作物
; 3

.

处理好粮食生产与

发展多种经营的关系 ; 4
.

处理好活 劳动积累与物质投入的关 系
。

关健词
:

王 东沟 投入 产 出 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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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县王东沟现有 4 40 户
, 1 9 20 人

, 8 79 个劳力 (其 中 男 劳 为 4 86 个 ) , 总 土 地 面 积 为

8
.

12 k m
“ ,

其中
,

种植业面积为 4 1 0 7
.

15 亩
,

林业面积为 4 5 31
.

01 亩
,

人工牧草地为 3 51 亩
,

天

然牧荒地为 1 41 7
.

95 亩
,

非生产用地为 1 5 3 3
.

7 5亩
。

主要作物面积及单产分别为
:
小麦 2 4 70 亩

、

2 1o k g , 玉米 4 9 0亩
、

4 6 o k g ; 高粱 7 3
.

5亩
、

2 2 7 k g , 谷子 5 2亩
、 i 2 5 k g , 糜子 5 6 9亩

、
s o k g , 大

豆 7 9
.

5亩
、

40 k g ; 洋芋 95 亩
、

1 1 8 k g 。

共有大家畜为 3 12 头
,

其中能使役的为 26 0头
,

猪 35 3头
,

羊 2 62 只
。

人均纯收入为 4 4 5
.

5元
。

分析该试区各种作物的产量水平和成本水平
,

便于首先安排产

量高
、

成本低的作物
,

从而达到费省效宏合理布局生产的 目的
。

经对王东沟小流域的粮食作物和

经济作物分别进行了定位实验监测
,

现分析如下
:

表 1 1 9 86一 1 9 8 8年粮食作物每亩投入产出核林表

no八O4八n
ù

:
物资消耗费用 (元 )

人工消耗费用 (元 )

完全成本 (元 /亩 )

亩产值 (元 /亩 )

亩净产位 (元 /亩 )

成本 (元 / k g )

亩投产比

{
小 麦

{
玉 米 … 高 粱

1
糜 于 … 洋

。 。

厂二
、 、 …

lll

i’’
一 ~ ~ 玉 米

1’’’
高 粱 … 糜 、

{ 了互一

2 5
。

9 7

1 2
。

3 8

3 8
。

3 2

9 1
。

88

5 3
。

5 6

0
。

2 3

2 7
。

3 4

1 0
。

4 7

37
。

8 1

1 7 8
。

3 1

1 4 0
。

5 0

0
。

10

2 0
。

2 9

9
.

0 0

2 9
。

2 9

1 1 0
。

6 0

8 1
。

31

1 4
.

0 6

3 7
。

8 6

2 3
。

8 0

3 7
。

7 9

8
.

6 6

4 6
。

4 6

1 9 5
。

9 0

1 4 9
。

4 4

0
。

0 4 8

注
: 1

.

小麦平均亩产量 164
.

35 k g ,

主产品产值 80
.

86 元
,

副产品产值 n
.

02 元
。

2
.

玉米平均亩产量 3 80 k g
,

主产品产值 1 44
.

1元
,

副产品产值 3 4
.

21 元
。

3
.

高粱平均亩产量 2 41
.

43 k g
,

主产品产值 85
.

46 元
,

副产

品产值4
.

7 6元
。

4
.

糜子平均亩产量 g3
.

50 k g
,

主产品产值 33
.

10 元
,

副产品产值 4
.

76 元
。

5
.

洋芋平 均

亩产量 9 7 9
.

5 0 k g
,

主产品产值19 5
.

90元
,

(平均每 I k g 为 0
.

20 元 )

一
、

粮食作物投入产出核算

从表 1 分析
:
粮食作物每亩物质消耗的费用与人工消耗的费 用

,

分 别 占成 本 比 例 为小麦

6 7
.

5 9 %和 3 2
.

2 % , 玉米 7 2
.

3和 2 7
.

7 % ; 高粱 6 9
.

3%和 3 0
.

7 % ; 糜子 6 0 %和 4 0% ;
洋芋 5 1

.

3 4 %和

1 8
。

6 6 %
。

上述粮食作物每 I k g 的成本排序
,

以洋芋投入的活劳动消耗为最低只 占完全成本的 1 8
.

66 %
,

其次是玉米
,

占2 7
.

7 %
,

其他粮食作物活劳动消耗均占30 % ~ 40 %
。

从每 1 k g 成本来看 小 麦成

本最高
,

玉米成本最低
,

洋芋按 5 k g 折 1 k g 粮食计算
,
则每 1 k g 成本为 0

.

24 元
,

其 成本 和小

麦相似
,

由此看来种玉米成本最低
。

玉米是高产作物
,

所以在作物布局上适当扩大玉米作物对粮

食增产有现实意义
.

粮食作物每亩净产值分别占亩产值的比例为玉米 7 8
.

8 %
、

洋芋 7 6
.

8 %
、

高粱 73
.

5 %
、

糜子

能
.

9 %
、

小麦 5 8
.

3 %
。

净产值占比重最高的是玉米
,

其次是洋芋和高粱
,

再次是糜子
,

最后是小

麦
,

每亩的投产比以玉米
、

洋芋最优
,

高粱居 中
,

糜子和小麦最差
。

上述净产值占产值的比重和各种粮食作物的投产比再一次说明了玉米
、

洋芋
、

高粱是属于产

量高
、

成本低的作物
。

通过作物的合理布局
,

适当增加高产作物面积
,

除为大小家畜提供饲料用

粮外
,

洋芋亦可加工粉条
,
高粱可以发展酿造加工业

,

为发展农村加工业提供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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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成本为什么降不下来呢 ? 原因如下
:

第一
、

亩施化肥量逐年上升
,

农民由过去习惯上施

碳氨
、

普通磷肥
,

逐步转变为施尿素
、

高效磷
、

复合肥
,

加之化肥价格上升
,

这就增 加 了 亩 成

本
。

第二
、

机械作业费用上升
,

如脱粒
、

碾场每 1 个小时价格增加为过去的 2 倍
,

犁地每亩增加

30 %
。

第三
、

人工投入相对增加
。

如由于机耕地仍需要人工辅助整地
、

购买的良种不纯
,

需要重选

等
,

相对地来说都需要增加人工投入
。

第四
、

由于 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
,

购买良种多为仪价
,

如

小麦每 1 k g l
.

00 元 ; 玉米每 1 k g l
.

6一 1
.

8元 ; 高粱杂交种每 I k g 均在 2 元以上
,

价格昂贵
。

表 2 1 9 87 一 1 9 88年经济作物每亩投入产出核算表

烤 烟 豆 类 西 瓜 菜 类

3 8
.

6 3

3 5
。

4 8

7 4
。

1 1

2 7 3
.

3

1 9 9
。

1 9

0
。

6 0

1 0
、

3 1 2 7
.

1 3

2 9
。

7 0
ùU

1.上noOC合公.

…

物质消耗费 J}J (元
)

人工消耗费用 子 7己)

完全成本 (元 )

亩产位 (元 /亩 )

亩净产值
`

元 /亩 )

公斤成本 (元 / k g)

亩投产 比

1 6

7 0

4 9
。

1 5

3 7
。

9 1

8 7
.

0 6

2 9 6
。

2 5

2 0 9
。

1 9

0
。

0 4 6

5 6
.

8 3

2 6 7
。

4 8

5 3
.

9 5 2 1 0
.

6 5

注
:

1
.

西瓜平均亩产为 1 875 k g
,

平均每 I k g o
.

15 8元
,

亩产值 2 96
.

25 元 ; 2
.

烤烟单位面产量 为 1 75

k g
,

每 I k g 平均为 2
.

10 6元
,

主产品产值为 2 63
.

30 元
,

副产品产值为 10 元
,

主 副产 品 产 值 合

计
: 2 7 3

。

3 0元
。

二
、

经济作物投入产出核算
从表 2 分析

,

经济作物每亩物质消耗的费用与人工投入的费用分别 占完全成本的比例为
:

烤

烟 5 2
.

1 3 %和 4 7
.

5 7 % ; 豆类 6 3
。

2 1 %和 3 6
.

7 9 % ; 西 瓜 5 6
.

4 6 % 和 4 3
.

5 4% ; 蔬 菜 类 4 7
.

4 7 % 和

52
.

53 %
。

上述 4 种经济作物投入的活劳动消耗以蔬菜类为最高
,

其次是西瓜
、

再次是 烤 烟
、

最

后是豆类
。

上述 4 种经济作物亩净产值占亩产值的比例分别为烤烟占72
.

88 %
,

豆类占76
.

79 %
,

西瓜占7 0
.

6 1 %
.

蔬菜类占78
.

75 %
。

可 以看出蔬菜类净产值比例最高
,

其次是豆类
,

第 三 为 烤

烟
,

第四是西瓜
。

经济作物每 1 k g 成本分别为
:
烤烟 0

.

60 元
, 豆类 0

.

1 92 元
、

西瓜 0
.

04 6元
、

蔬菜

类由于种类繁多
,

干鲜不一
,

其每 1 k g 成本不便计算
。

每 1 k g 成本以烤烟最高
,

其次为豆类
,

再次是西瓜
.
经济作物的亩投产比

,

以烤烟最高
,

其次是蔬菜类
,

第三为豆类
,

第四是西瓜
。

经济作物的成本分析结果表明
,

烤烟每 1k g 成本高
,

但产出也高
。

其次为西瓜和豆类每 I k g

成本较低
,

但收入较高
,

从蔬菜的投产比来看经济效益较好
。

三
、

粮食作物物质消耗费用构成

1 。

小麦的物质消耗费用以化肥为最高
,

占总物质费用的31 % ,
其次为机械作业费占2 5

.

8 % ;

第三是种籽费占 1 9
.

9 % , 第四是有机肥占 1 6
.

6 % , 第五是畜力费占5
.

5 % ; 最后是 农 药 费 用 占

1
。

2 %
。

2 。

玉米的物质消耗费用仍以化肥为最高
,

占总物质 费 用 的 3 7
.

9 3 % ;
其 次 为 有机 肥 占

3 0
.

8 3 % , 第三是种籽占 1 5
.

91 % ; 第四为机械作业费占7
.

35 % ; 第五是畜力费占 6 % , 最后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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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费少}于r̀了1
.

9 8 %
。

3 二高粱的物质费用 耗费最多的是有机肥 占3 7
.

7 %
,

其次是种籽费 占2 3
.

J玲石
,

第三 是 化肥

费 占2 2
.

0 7 %
,

第四是畜力费占1 1
.

88 % ; 第五是农药费用占2
.

48 % ;最后是机 诫作业费 占2
.

川 %
〔 .

4
.

糜子耗费物质费用最多的是化肥 占60
.

62 %
,

其次是畜力费用 占 l 了
.

洲 %
,

第三是种籽费

用
: ,「8

.

5 4 %
,

第四是机械作业费占7
.

4 7 %
,

第五是有机肥占4
.

86 %
,

未使用农药
。

5
.

洋 岁种籽花费最多 占7 6
.

7 1 % 夕
其次是有机肥 占1 7

.

盯 %
,

第二是畜力费占3
.

89 %
,

第四

址化肥 占2
.

3 3 %
,

未使用机械和农药
。

从上述 5 种粮食作物的物质费用消耗来看
,

小麦
、 _

l二米
、

糜子施化肥最多
, ;高粱施有机肥址

多
,

J七次是玉米和洋 5’: ,

机械作业费较多的是小麦和高粱
,

其次是玉米和糜子
,

糜子其畜力 费川

占的 比例较大
,

其次是高粱和洋 岁
,

农药使用量一般很少或米使用
。

四
、

经济作物物质消耗费用构成

1
.

烤烟物质费川的消耗
,

主要是地膜 占物质费用总额的 8 0
.

2 6 %
,

其次为化肥 占 7
.

3 1%
,

第三三是机械作业费 占5
.

1 8 %
,

第四是畜力费用 占2
.

6 5 %
,

第五是农药费用占 1
.

6 3 %
,

第
/

,

`是仃机

肥折价 占.1 5 9 %
,

最后是灌溉费 占1
.

3 5 %
。

2
.

豆类物质费用的消耗
,

主要是化肥 占 3 0
.

88 %
,

其次是种籽费占2 7
.

9 6 %
,

第三是有机肥

折价占 2 6
.

3 1 %
,

第四是畜力费用 占1 4
.

85 %
,

3
.

西瓜的物质费用消耗
,

主要是地膜占物质费用总额的 2 8
.

78 %
,

其次化肥 占 2 4
.

5 9 %
,

第

三是有机肥折价占1 7
.

72 %
,

第四是种籽费占1 6
.

3 6 %
,

第五是农药费用 占4
.

17 %
,

第六是机械作

业费占4
.

07 %
,

第七是畜力费占2
.

36 %
,

最后是灌溉费占1
.

35 %
。

4
.

蔬菜类的物质消耗费用
,

主要是有机肥 占物质费 用 总 额 的 2 8
.

8 7 %
,

其 次 是 化 肥 占

2lt
.

65 %
,

第三是种籽费 占1 7
。

8 8 %
,

第四是地膜 占9
.

85 %
,

第五是机械作业费占 6
.

45 % , 第六是

畜力费 占5
.

53 %
,

第七是农药费用 占3
.

69 %
,

第八是灌溉费占3
.

35 %
。

从
_

七述经济作物的物质费用消耗来看
,

以购买地膜为主的是烤烟
,

其次是西瓜
, 再次是 蔬菜

类
。

豆类使用化肥最多
,

占豆类物质费用的 1 / 3 ,

西瓜和蔬菜使用化肥亦 较 多
,

分别 占其物质

费用的 1 / 4 ,

烤烟施化肥量较少
,

尚不足其物质费用的 1 / 1 0
。

豆类种籽费用花费较大
,

其次是蔬菜类和西瓜
。

蔬菜类 以有机肥折价占物质消耗费用 比例较大
,

其次是豆类和 西瓜
,

再次是烤烟
。

豆类作物畜力费用占的比例较大
,

其次为蔬菜
,

再次为西瓜和烤烟
。

疏菜类
、

烤烟
、

西瓜其机械作业费相差不多
,

其中以蔬菜类较多
,

西瓜较少
。

豆类尚没有机

械作业费
。

农药费用以西瓜占比例较大
,

其次是蔬菜类
,

再次是烤烟
,

所耗用的物质费用均占其物质费

用额的 5 % 以 内
。

豆类未使用农药
。

灌溉费
,

蔬菜类 占的比例较其他经济作物多
,

其次是烤烟
,

再次是西瓜
,

豆类 尚 无 此 项 费

用
。

烤烟每亩完全成本占
一

亩产值的27
.

12 %
,

豆类占2 3
.

2 1%
,

西瓜占2 9
.

36 %
,

蔬菜类占2 1
.

2 5 %
。

亩成本为什么降不 下来呢 ? 主要是生产资料提价
,

以烤烟为例
,

覆盖地膜面积增大
,

地膜每 I k g

原为 5
.

50 元
,

现提高为 9
.

00 元
。

王东沟试区 1 9 8 8年种烤烟 1 10 亩
,

用地膜覆盖
.

每亩平均 用 地膜

4 k g ,

则亩需费用 32 元
,

烤烟仅地膜费一项占物质费用的 8 0
.

2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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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

以及用作食品调味着色剂等
。

同时玫瑰花期长
、

花朵大
、

是 良好蜜源植物
,

而且玫瑰花香而

艳丽
,

观赏价值很高
,

根与花苞为珍贵药材
,

根能活络通血
、

收敛
,

可治关节炎
、

小便失禁
、

月

经不调等病
,

根皮还可提取黄色染料和拷胶
,
叶子可治肿毒

。

实践证明
,

分株裁植的玫瑰当年就可收花
,

第 2
、

第 3年进入盛花期
,

扦插的玫瑰第 2 年可收

花
,

第 3
、

第 4年进入盛花期
。

盛花期生长良好的玫瑰
,
每丛可年收鲜花 2 ~ 2

.

s k g
。

据报道
,

陕西省商州市引种甘肃苦水玫瑰提炼精油获显著经济效益
,

3年生单产鲜花 30 0 k g ,
含 油 率 为

5
.

1 %
,

1 9 5 9~ 1 9 9 0年 2 0亩玫瑰获得经济效益 1 4
.

7万元
。

综上所述
,
玫瑰具有良好的护埂保土效益和较高的经济价值

。

为此
,
建议在黄土高原地区应

充分开发利用资源
,
积极推广裁植地埂玫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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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豆类
、

西瓜
、

蔬菜类亦有类似原因
,

这里不再赘述
。

五
、

讨论与建议

(一 ) 在粮食作物布局上
,
增加玉米播种面积

夕
适当减少小麦播种面积 从以上分析看

,

其

产投比大小依次为玉米 > 洋芋> 高粱 > 糜子 > 小麦
,

且玉米单产较高
。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

提高
,

直接从事种植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减少
,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

按

照我国的实际情况
,
大部分劳动力要就地消化

。

根据王东沟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可能速度
,

进行粮食加工
,

发展养殖业
,

可以作为一个方向
。

故认为
,

在小麦生产达到自给有余后
,

可提高

玉米等作物的比重
。

(二 ) 保证烤烟面积
,
适当发展其它经济作物 烤烟产投比大

,

又是县上计划指标
,

所以有

计划地完成烤烟种植面积 , 既能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

又有较高的社会效益
。

但是
,

烤烟种植技

术要求较严
,

种植烤烟具有较大风险
。

所以发展烤烟生产必须与技术人员的培训相结合
。

(三 ) 稳定粮食生产
夕
发展多种经营 总的来看

,

农民从多种经营上获得的
“
现金

”
收入较

多
,

因而不少地区出现了无人种庄稼或少种的现象
。

在王东沟流域开展水土保持与发展农业生产

中
,

从一开始就要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发展多种经营的关系
。

(四 ) 搞好水土保持
,
建设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

,

既要孟视物质投入
,
又要注 意 活 劳 动积

累 有人认为
,

王东沟的生产发展模式是
“
高投入
一

高产出
”
模式

.
从以上分析 中也 可 以看

出
,

无论粮食作物
,

还是经济作物
,

其物质费用的投入都大于活劳动费用的投入
,

与其它试区相

比较
,

其物质投入也比较大
。

然而王东沟水土流失必须重视
,

治理水土流失必须要有大量的活劳

动投入
。

我们认为
,

增加农业生产后劲
,

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

才能促进和保证农业生产持续稳

步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