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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吴起县农村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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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陕西省吴起县为例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对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后农村就业结构变化、基本农

田种植结构及种植方式的改变、后续产业的发展与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进行相关性分析及灰色关联度分析 ,结果

表明 :非农行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农业中间物质消耗以及作为后续产业代表的肉类产量四个驱动因素对

农村经济总收入提高的相对贡献率分别为 :33. 64 % ,32. 17 % ,34. 19 %。对农民年收入提高的相对贡献率分别达

到了33. 30 % ,33. 24 % ,33. 46 %。退耕还林 (草)工程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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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Driving Factors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on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n Wuq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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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in Wuqi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 af ter t he implement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 here exist s three driving factors which are t he proportion of

obtaining employment number in non2agricultural indust ry , t he consumption of agricult ure intermediate

substance , and t he meat outp ut as rep resentative of continuous indust ry by analyzing t he changing of em2
ployment st ruct ure , basic farmland planting mode , as well as t he pertinence analysis and gray conjunction

analysis between continuous indust rial develop ment and household incoming , rural economy , t he compara2
tive cont ribution rate to elevate rural economy reached up to 33. 64 % ,32. 17 % ,34. 19 % respectively. The

comparative cont ribution rate to elevate farmers’annual incoming are 33. 30 % , 33. 24 % , 33. 46 % respec2
tively. In conclusion , the ret 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p roject had enormous driving f unction to p romote

t he develop ment of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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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耕还林 (草) 是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启动的生

态工程中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一项生态工程。这

项工程自 1999 年开始试点 ,2000 年全面启动 ,范围

涉及了 25 个省区和新疆建设兵团。8 a 来取得了巨

大的成效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然而 ,在该工程实施

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 ,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

影响。因此研究该工程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

及各因素相对贡献率的大小 ,对今后农村经济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国内诸多学者围绕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汪淼等 [ 1 ]以农业总产值、劳

动力、土地、政府投入和农业税为影响农村经济的因

素 ,并对其与农村经济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研究发

现 :劳动力投入与农村生产总值增长并不存在明显

的相关关系 ,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有利于农业发展农

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不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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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的根本解决办法。韦幼玲 [2 ]将制约农村

经济发展的因素区分为 :农村土地政策因素、体制因

素、劳动者自身素质以及资源性因素。白菊红等[ 3 ]

通过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再分析发现农

村非农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具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任永魁等 [4 ]以土石山区为研

究区域 ,分析了退耕还林还草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分

析认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退

耕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以上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和驱动因素

的研究对不同退耕区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

意义 ,特别是对后续产业的发展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然而 ,以上研究对农村经济制约或驱动因素的分析

仅是统计性或个案的描述 ,缺乏对退耕还林 (草) 工

程实施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

的大小进行深入的剖析。

论文以此为出发点 ,以陕西省吴起县为例 ,通过

分析退耕还林 (草)工程实施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变

化 ,研究退耕还林草工程对经济的驱动因素及其相

对贡献率 ,旨在为退耕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政

策参考。

1 　退耕后吴起县农村经济发展变化

自 1999 年实施退耕还林 (草)工程以来 ,吴起不

仅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而且在地方经济实

力不断增强的大环境下 ,通过就业结构的调整和后

续产业的发展 ,在有效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的前提

下农村经济不仅没有衰退 ,反而有了较大的发展 ,同

时农民收入并没有因有效耕地面积的减少而减少 ,

相反 ,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表 1) 。
表 1 　吴起县农村经济与农民收入变化

指标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耕地面积/ hm2

农村非农行业产值/ 万元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32400

13412

19852

32400

14530

19473

20000

16642

19972

20000

19408

22758

20000

20346

25395

20000

21279

29194

20090

22183

31612

20090

—

32606

农业总产值/ 万元 25637 24477 22793 29563 27236 35519 40932 41708

农民人均年收入/ 元 1314 1396 1429 1534 1688 1889 2086 2298

数据来源 :吴起统计年鉴 (1998 - 2006 年)

　　从表 1 可看出 :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 8 a 来 ,

吴起县在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 ,除农业总

产值在短期内有轻微的波动外 ,农村经济收入、农业

总产值、农民收入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高 ,增

幅分别达到了 : 65. 40 %、64. 25 %、62. 69 % 和

74. 89 %。其中农民人均年收入增幅最大 ,达到了

74. 89 %。

2 　退耕还林 (草)工程对经济的驱动因
素分析

　　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收入、种植业收入、

养殖业收入及其他收入 ,通过深入农户调查和对统

计资料的分析 ,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对吴起县农

业生产方式和农村收入来源影响很大 (表 2) 。

2. 1 　就业结构的改变

退耕还林 (草)工程直接导致了耕地面积的大幅

度减少 ,打破了退耕前“全家上山刨粮、广种薄收、自

由放牧”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同时间接导致了农业

生产劳动力的富余。从统计资料上可以反映出 ,该

县非农行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 ,而

且 ,随着非农行业就业比例的上升 ,农民人均纯收入

不断增长。

表 2 　吴起县农村产业结构与产出变化

指标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非农行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 3. 846 4. 750 5. 263 5. 382 6. 847 7. 740 7. 907 8. 772

农业中间物质消耗/ 万元 　　　　　　 7018 7636 8017 7723 8086 10996 12973 15636

肉类产量/ t 　　　　　　　　　　　　 3590 4073 3823 4846. 3 4891 6518. 1 7797 7642

　　数据来源 :吴起统计年鉴 (1998 - 2006 年)

　　运用软件 SPSS12. 0 对吴起县 1999 - 2006 年

的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与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相关性

分析 ,在显著水平为 0. 01 的双尾 t 检验下 ,两者的

相关系数达到 0. 969 ,由此可见 ,非农行业就业人口

比例与农民人均收入呈高度的正相关性 ,就业结构

的改变对农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驱动作用。

同时通过对典型农户的追踪研究发现 ,从事非

农行业的农户家庭收入明显高于全职务农农户 ,如

周湾镇罗沟泉村村民柳志勇的退耕前后收入状况

(表 3) 。尽管退耕还林 (草) 工程减少了农户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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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但由于耕地减少带来的农业生产劳动力的解

放和就业观念转变带来的就业方式的改变 ,不仅弥

补了退耕造成的农业生产收入的下降 ,而且极大的

提高了家庭经济总收入。退耕还林 (草)工程通过对

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改变 ,对农村经济产生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
表 3 　典型农户退耕前后收入对照表

收入来源 项目
1998

实物量/ kg 纯收入/ 元

2007

实物量/ kg 纯收入/ 元

马铃薯 20000 10000 20000 13000

农田收入 玉米 4000 1500 200 0

杂粮 1000 800 850 2520

羊 45～50 4000 32 800

农业 养殖收入 猪 3 800 2 600

骡子 2 3000 2 1500

收入小计 20100 18420

务工收入 0 0 360 45000

总收入 20100 63420

2. 2 　耕地种植方式的改变

传统的耕种方式已成为提高农地资源直接经济

产出的桎梏 ,广种薄收的种植方式被退耕还林 (草)

工程彻底打破后 ,如何在有限的基本农田上获得更

多的经济效益不仅成为农户的目标 ,也是地方政府

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退耕还林 (草)实施

以后 ,由于农地耕种面积的大幅减少 ,在经济利益的

驱动下 ,吴起县对基本农田的利用方式发生了巨大

转变 ,如在种植方式上由过去的“广种薄收”逐渐转

变为“精耕细作”。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 :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 ,

农业生产中对耕地的投入不断增长 ,农业中间物质

消耗由 1999 年的 7 018 万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13 526万元 ,增长率达到 90. 61 % ,极大的提高农业

总产值 ,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表 4 　农业中间消耗、农业总产值、农村经济总收入相关系数

农业中间

物质消耗

农业总

产值

农村经济

总收入

农业中间物质消耗 1

农业总产值 0. 935 1

农村经济总收入 0. 922 0. 963 1

注 : Person 相关系数 ;显著性水平为 0. 01 的双尾 t 检验。

通过运用软件 SPSS12. 0 对农业中间物质消

耗、农业总产值及农村经济总收入进行相关性分析 ,

发现农业中间物质消耗与农业总产值以及农村经济

总收入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在显著性水平为 0. 01

的双尾 t 检验上 ,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 0. 935 ,0. 922

(表 4) ,同时农村经济总收入与农业总产值相关系

数达到了 0. 963 (表 4) 。由此可见 ,耕地种植方式的

改变不仅有效提高了农业总产值 ,而且极大的推动

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对农户走访过程中发现 ,耕地种植方式的改

变对农户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白豹镇王湾村村

民王瑞宝 ,实际占有耕地仅 0. 08 hm2 的两个弓棚 ,

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毛利高达 8 000 元 ,净利润达

5 000元左右 ,相当于 0. 40～0. 53 hm2 的马铃薯价

值。

2. 3 　后续产业的发展

退耕后 ,为防止农村经济的衰退、维护退耕成果

和稳定农村发展 ,地方政府积极为农户寻找出路 ,特

别是对后续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经过几年的

发展 ,吴起县退耕后续产业已初具规模 ,如 :舍饲养

殖业、大棚瓜果、工棚蔬菜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对农

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舍饲养殖业是退耕后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 ,也

是在退耕后封山禁牧保证肉类供应的重要举措 ,同

时也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通过运用软件 SPSS12. 0 对退耕 8 年来吴起县

农村经济总收入 (表 1) 和肉类总产量 (表 2) 进行相

关性分析 ,发现农村经济总收入与后续产业发展中

肉类总产量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在显著水平为

0. 01 的双尾 t 检验下 ,相关系数达到了 0. 981。据

此可以说明 ,后续产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提高起到

了明显的驱动作用。

典型农户调查的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结果。以五

谷城乡蔡砭村村民刘建魁为例 ,2007 年 ,3 相对较弱

的劳动力通过扩大养殖规模 ,当年养杜洛克猪 80～

140 头 ,产仔 80 个 ,成猪出栏 160 头 ,2007 年养猪纯

收入 3. 6 万元。养肉鸡 200～400 只 ,成鸡出栏 300

只左右 ,当年养鸡收入约 5 500 元 ,2007 年家庭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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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得到 4 万元 ,远远超过了退耕前 2. 80 hm2 耕

地的直接经济产出。

3 　各驱动因素对农村经济的贡献率分析

为比较上述驱动因素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

入的贡献率大小 ,区别各因素的相对贡献率 ,引入灰

色关联度分析。两个系统或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大小

的量度称为关联度。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对于一个系

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分析研究系统或要素

之间的这种关系 ,为解释和区分影响系统各类因素

的作用性质提供了依据。以各驱动因素为子序列 ,

并分别以农村经济总收入和农民年收入为母序列 ,

对基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各因素与农村经济总收入

和农民年收入的关联系数 ,以各影响因素关联系数

大小所占比例计算得到各因素对农村经济总收入和

农民年收入的相对贡献率 (表 5) 。
表 5 　各驱动因素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联系数和相对贡献率

驱动因素
农村经济总收入

关联系数 相对贡献率

农民人均年收入

关联系数 相对贡献率

非农行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 0. 9646 33. 64 0. 9687 33. 30

农业中间物质消耗 0. 9224 32. 17 0. 9670 33. 24

肉类产量/ t 0. 9807 34. 19 0. 9731 33. 46

　　在所分析的 3 个驱动因素中 ,后续产业的发展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的驱动力

度最大 , 相对贡献率分别达到了 34. 19 % 和

33. 46 % ,其次是就业结构的改变 ,相对贡献率分别

为 33. 64 %和 33. 30 %。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 ,并结合典型农户调查 ,退耕还林

(草)工程实施以后 ,吴起县劳动就业结构、耕地种植

方式及后续产业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和发展 ,

同时 ,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都有了较高的发展和提

高。通过相关性分析 ,非农行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

的比例、农业中间物质消耗、以及作为后续产业发展

代表的肉类产量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高度的相关

性 ,在 0. 01 检验水平上 , 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

0. 969 ,0. 922 和 0. 981。3 个驱动因素对农村经济

发展的相对贡献率分别为 33. 64 %、32. 17 %和

34. 19 %。同时 ,对农民收入提高的相对贡献率分别

为 :33. 30 % ,33. 24 %和 33. 46 %。由此可见 ,退耕

还林 (草) 工程尽管大幅度的减少了吴起县耕地面

积 ,但同时 ,通过就业结构的调整、耕地种植方式的

改变以及后续产业的发展等途径对农村经济产生了

巨大的驱动作用。

同时也应看到 ,由于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悬

殊性 ,导致了在就业结构转变过程中部分农田撂荒 ,

在后续产业中 ,由于封山禁牧 ,导致饲草利用不充

分 ,舍饲养殖业特别是食草牲畜发展缓慢 ,因此 ,在

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 ,应加大对农业生

产的补贴 ,以实现有限基本农田的充分利用 ,在发展

后续产业过程中应对舍饲养殖户进行直接的补贴 ,

同时轮换开放部分草地 ,在实现草场饲草的充分利

用的同时 ,提高养殖收入 ,丰富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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