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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当代庭院经济具有广泛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是广大农民增产增收、摆脱贫困和走向富裕的重要途

径。文章在分析了庭院经济发展的优势与劣势的基础上, 提出了庭院经济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  庭院经济;农民增收;资源利用;高效农业

  [中图分类号]  F325. 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8806( 2003) 01- 0041- 06

the new light spot upon peasant raising income in our
country in the 21st century : Cour tyard economy

PENGKE - sha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of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angling , Shanxi 712100, China )
 Abstract: Contemporary courtyard economy has the extensive economic, ecological, social benefit, It is a im2

portant way to increase peasant. s product ion and revenue, to get rid of the poverty and move towards the rich.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ing thinking of courtyard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advantage and

the inferior of the courtyar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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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庭院经济与农民增收问题的提出

  农户庭院是农户及周围环境的具有持续稳

定和多功能的良性人工生态系统。包括庭园和

农户周围的菜园、果园、药园、花园等空间范围。

庭院经济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

新型的农村经济形式, 指以从自给半自给的家

庭副业逐步发展成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取

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以自己的庭院和四周非承

包隙地为基础和开发利用对象, 以户为单元独

立经营, 从事果、菜、畜禽养殖、作坊加工、家庭

旅馆、家庭饭店、家庭幼儿园、家庭医院、家庭修

理业等方面,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集约

技术为手段, 以较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为目标,以发展商品为目的,以挖掘农村

土地利用率、生产率、开发自然资源、社会资源

为宗旨的特有产业形式和经营形式。它是在传

统的家庭副业基础上演变发展起来的,同时具

有生态防护功能的生态经济系统。开发庭院土

地,发展庭院经济, 不仅具有丰富的资源潜力,

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而且对农村/两个

文明0建设和农民增产增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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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农村经济的基础和母体产业,农业

发展一直是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器
¹
。虽然近

几年来, 农民来自非农业的收入不断增加,但在

其纯收入中, 农业比重仍占 60% - 70%。庭院

经济是伴随自给自足经济而出现的一种农业形

式, 在我国已有 2000余年的发展历史。城乡商

品市场的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 适

合于庭院经济的发展。进入 21世纪, 庭院经济

已成为广大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手段。江苏省

扬州市利用房前屋后发展庭院经济, 加速农民

增产增收。高邮市张轩乡罗氏沼虾养殖, 仅此

一项全年人均增加纯收入 630元, 该市周山乡

塔沟村养虾大户周边海运用科学技术套养 019

公顷虾塘,共收罗氏沼虾 4654公斤,成鱼 1135

公斤, 鱼虾总产值 1417 万元, 其中纯收入达

71724万元。现代庭院经济、农田生产、乡镇企

业、进城务工、从事第三产业虽已成为我国农村

经济的五大支柱,但在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

区, 庭院经济是农业经济中最活跃、最富有生命

力的产业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发

展, 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市场上需要

的产品越来越多。庭院经济适应人民生活的需

要,灵活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既符合庭院经济

的生产力水平, 又可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尤

其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落后,居住分散,几千

年传统文化习惯以及农民文化技术素质差等特

定客观条件, 决定了我国农民不能从整体上进

入集约经营较高领域。因此,目前的生产力水

平决定了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中只能把现代家庭

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作为农业生

产的主要基层经营单位。它既负责完成集体承

包的任务,又承担发展庭院经济的任务,在双向

协作发展的基础上使农民迅速致富。

  二、庭院经济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由于庭院经济具有科技功能、教育培训功

能、医药卫生功能、文化环保及美化功能的多功

能性, 系统生产力高、系统对环境的良化能力

高、系统抗灾能力增强的稳定性, 生态的优良性

的特征, 使庭院经济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庭院经济具有以下

明显优势:

  (一) 资源的相对丰富性

  家庭生产要素合理利用,是庭院经济发展

的重要条件
º
。中国 2001 年农村人口达 9122

亿, 2381015万户,劳动力达 4169亿人。庭院土

地是发展庭院经济的基础, 全国庭院土地约

794万公顷, 约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 6%。21世

纪初剩余 2亿多农业劳动力
»
。对于这样一支

庞大的队伍, 全靠城市和乡镇企业来消化是不

可能的。但是我国有上亿个庭院, 如果每个庭

院容纳 1个劳动力, 就可以就地消化一半。很

显然,庭院经济是一个理想的劳动力新容器。

同时,我国农业自然资源虽绝对量多, 但人均量

少,劳动力剩余, 土地资源短缺,发展庭院经济

充分利用宅基空地就显得非常必要。此外, 由

于农业的季节性和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目

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 每年约有 1/ 3到 1/ 5的

剩余时间,不解决这一问题, 就意味着大量劳动

力资源白白浪费掉,农民也得不到应有的收入。

这不仅影响农民增产增收和致富, 也会影响社

会的安定团结。全国居住在村镇的农户有

2138亿,住宅都相对分散, 庭院都有空地, 随着

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增加, 农户发展庭院经济的

积极性会越来越高。庭院住宅的大部分建设在

向阳背风的地方,由于建筑物屏障作用,形成特

殊的小气候,据测定,一般院内冬天气温比大田

高 1- 2 e ,风速比大田低 2- 3级, 庭院用水一

般距水源近,比较方便, 这些都有利于人们经营

比大田更方便,经济效益更高的产业和产品。

  (二) 广泛的群众性

  农民历来有从事庭院栽果种菜、圈养畜禽、

加工纺织的经营习惯, 依靠发展庭院经济脱贫

致富的典型事例比比皆是。事实证明, 庭院经

济的兴起和发展,打开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

转变的大门, 已成为农村经济不可忽视的一支

新军。其一,发展庭院经济, 离人们生活环境最

近, 在农村及城郊住家都有庭院, 即/前有院,后

有圈0,空间都可建立/生产点0;其二, 农民朝夕

不离庭院,并具有传统庭院生产经营活动的习

惯,是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结合;其三, 庭院经济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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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的富民政策在农村贯彻执行, 已深入人

心,合法权益已得到保护;其四,具有广泛的群

众基础, 适宜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生产经营,男女

劳动力利用早晚闲暇时间, 老弱妇孺可参加生

产经营管理,许多农户在庭院里有多余的劳力、

资金、生产资料传统的经验技能和先进技术,搞

多种经营, /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0, 无需厂房设

备及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其五, 劳作地方就近,

不仅能充分利用劳动时间和劳动力, 还便于操

作管理,而且避灾保丰收能力强;其六, 群众具

有很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所以很快

发展起来,形成生产能力。

  (三) 多样的适应性

  生产经营者,可根据自己的劳动、技术、专

长和庭院条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开展各种经

营生产活动, 具有经营自主、独立布局、方便就

近、灵活机动等特点。其一, 以一业为主的种、

养、加工;有种植业的果木、花卉、药材、蔬菜、瓜

类及培植食用菌等生产;有养殖业中的养猪、

羊、牛、禽、兔及奶羊、奶牛等生产;有编织加工

业中的苇编、柳编、竹编、草编和农副产品加工、

食品加工、铁木器加工等生产。其二, 以一业促

进它业的种为养、种为编、种为加;有种为养中

的以/种0转/养0,以/养0提供市场需要的商品。

比如,有小家庭内或就近庭院零星/豆腐块地0

种上高产作物,生产的产品就地消化, 提供饲料

饲养家禽、家畜,做到/ 种0为/ 养0服务, 获得较

高经济收入;有种为编中的为/编0而/种0, /种0

为/编0用。比如,利用/四旁0种柳、栽竹,利用

水面培植芦苇等,发展柳编、竹编等生产, 还可

利用农作物的杆、叶、草(如麦秸、玉米皮、稻草)

等剩余物, 发展草编。这种类型既可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又可变废为宝,获得可观经济效益;

有种为加中的以/种0为/加0增值,将种植生产

的产品通过加工投放市场, 形成以/种0转/加0

增值。比如,利用果品加工果干、果脯,种植笋、

瓜、菜等加工罐头, 腌制酱菜等,黄豆加工豆腐、

生豆芽, 利用杂粮或土豆加工粉条和小食品等。

这种类型经济实惠,将原料通过初加工、深加工

来增值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有综合经营中的

/食物链0互促互荣,以粮养畜, 以畜肥田,肥鱼

促农。这种类型利用效率高,经济效益好,在宏

观方面实现良性循环, 在微观方面实现规模效

益。

  (四) 集约的商品性

  庭院生产所占用的土地面积及空间是有限

的,这对庭院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限制作

用
¼
。其一, 精耕细作, 既可发挥传统技术优

势, 又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形成各种技术密集

型产业, 实行高度的集约化经营和科学管理;其

二,经营灵活, 应变能力强, 可适应市场的千变

万化。它可从市场这个窗口,根据市场变化需

求, 发挥/船小调头快0的特点,及时调整经营方

向和生产项目, 即使是转向、转产、转业都不致

于造成大的浪费和经济损失;其三, 建点方便,

容易形成生产能力。从小到大,由单一变多种,

由自给变为为市场提供商品,进入流通,打入市

场, 使城乡市场不断得到补充。

  (五) 稳定的高效性

  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推广,

农民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在庭院里集

中投入劳力、资金和技术设备。在有限的空间

里搞多层次立体农业和多种经营, 有利于把传

统经验技能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有利

于把家庭自营经济同承包集体的那部分经济有

机结合起来,搞密集型生产,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

提高生产率,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形成稳定的

高效性。庭院生产规模一般较小,又经营多样,

被人们称之为/高产区0和/高积累0,这是因为,

它有良好的生态小气候, 稳定性优越于其它经

济:其一,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强, /养有圈、种

有棚、作有房0, 与大田经济比, 环境优越, 生产

稳定,旱涝保收; 其二, 庭院生产投资少、周期

短,见效快, 收效高, 与其它经济比, 具有低能

耗、高效益、投入少、产出多的功能。其三,由于

是在自己家庭院落进行的生产, 经营者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

  (六) 多功能的生态性

  庭院虽小, 功能俱全, 就其内容和形式, 既

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又能充分发挥人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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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益。这是因为:其一, 资

源进行综合利用和多层次循环利用;其二,千姿

百态的生态经营,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单

一经营为多种经营;其三,从只生产原料为产品

初加工、深加工,使原材料多次增值;其四,可净

化、绿化、美化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家庭

养殖业为种植业提供了无公害有机肥料和以沼

气开发为中心的家庭能源建设, 解决了农村生

活能源紧缺问题,减少了农村污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利用庭院的有利条件,

因地制宜可以大力发展葡萄、林果、蔬菜、药材、

养鱼、养羊、养猪、养奶牛、养鱼、养鸭、养特种动

物、养药用动物等种养业,可发展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等第三产业,可以一业为主, 兼管他业,

还可多业并举, 多种经营,以至户与户联合, 分

工协作, 建设专业化、系列化产业生产的重点

户、专业户、专业村的商品生产基地。据分析,

庭院单位面积产出、产投比, 单位劳动获利分别

比传统种植业高。庭院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 ( 1)庭院经济是靠大量的能量

消耗来维持的高产体系, 这种体系在能量利用

方面不划算; ( 2)庭院经济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掠

夺式经营的单一专业化经济,产业之间配合能

力有限。这种单一的经营对自然资源综合利用

层次较低; ( 3)农村交通不便,耳目闭塞、信息不

灵,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大,经济落后, 贫困面

大,这些均制约庭院经济发展; ( 4)不少地方对

开发庭院土地, 发展庭院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 重视不够; ( 5)各地区庭院总面积中, 已得到

开发利用率还很低, 潜力还很大; ( 6)庭院经济

地域差异悬殊, 技术开发水平不同, 占总面积

80%的山区丘陵地区的庭院相对平原地区来

说,开发利用率更低, 尤其是种植业、养殖业靠

天吃饭,加工业缺人才,技术效益差, 在销售环

节常常上当受骗; ( 7)庭院经济由于规模不大,

配套的科技服务体系不完善,人才缺乏,产品科

技含量低,发展资金短缺、融资难度大, 难以上

规模、上档次, 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使生产劳动

费用增加; ( 8)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 农产

品的生产、收购、加工以及进出口等环节相互协

调问题严重,导致农产品加工领域盲目竞争,粗

放增长, 造成农产品销路不畅, /买难卖难0矛盾

不断产生。

  三、庭院经济的发展思路

  以家庭经营为特征的联产承包制在农村推

行, 使农民真正有了经营自主权, 农户成了相对

独立的生产单位。但是近几年农民的收入是趋

缓现象, 引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党的十五届三

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中, 把提高农民收入列为我

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跨世纪发展的目标任务。农

民需要从耕地之外寻求增收门路。这就使发展

庭院经济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劳力、资金在农户

家庭内部具备了条件。为把庭院经济的潜力充

分挖掘出来,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 实现庭院经济产业化

  目前庭院经济,无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管

理水平, 都还处于低级阶段, 在市场竞争中将会

受到各种冲击,要想在竞争中站住脚跟,就必须

改变落后的原始的生产方式,提高科学水平和

管理水平
½
。引导农户将生产要素向二三产业

渗透和延伸,在宏观上实行区域化布局,社会化

服务;在微观上实行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

把种养加、产供销、经科教结合起来, 形成一条

龙经营体系
¾
。应组织农民进入市场, 实行农

业市场化,延伸农业产业化链条, 实行贸工农一

体化。要下大力气建设龙头企业,坚持/大、高、

外、新、多0的原则, 龙头企业建设重点是农产品

深加工和精加工,尤其是食品加工,要提高庭院

经济的经济效益,就要从多种经营向专业化经

营转化, 首先发展为专业户, 进而发展成为专业

村,然后依据资源优势, 再发展为基地县, 提高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二)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农村经济政策的稳定带来了经济繁荣, 使

庭院经济成为农民群众增收的有效手段。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

鼓励农民勤劳致富的政策,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

积极性。一些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民,

冲破多年禁锢, 放开手脚, 利用房前屋后的院

落, 发展起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 拓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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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了农村市场的领域。必须转变观念, 增强市

场意识,在庭院经济发展中保持质量高的老产

品, 开发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创名牌,增强广告宣传力度,扩大知名度, 提高

产品在市场中的占有率。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扩大深化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改变农村

经济落后局面, 促进城乡关系的改善。抓好县

乡村民间贸易货栈建设,通过灵活的经营方式,

多渠道、多层次搞好农产品流通, 培育农产品购

销队伍,发挥他们在产品购销中的作用。围绕

庭院经济的发展面向大市场,建成一批以农产

品加工、销售为主, 各具特色、竞争力强的综合

超大型市场。

  (三) 发展庭院养殖业

  发展养殖业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坚

持国家、集体、农户一齐上, 在牧区实行退耕还

草,以草定畜, 以草定人, 对有条件的地方可人

工引种牧草, 在牧民住房周围有水源的地方根

据草地生理特点,对适用种植的地方种植一部

分牧草,保证家畜过冬对牧草的需求。庭院养

殖业是畜牧业发展的重点, 要引导农民从传统

型向现代型转化,从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化,提倡

规模经营。调整牧业结构,发展节粮型畜牧业。

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大力发展牛、羊、兔、禽、鱼等生产,改变以

猪肉为主的消费结构。要提倡发展节粮型养殖

业, 缓解人畜争粮的矛盾。

  (四) 制定实施规划

  庭院实践规划要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农村

社会经济条件, 在对国内外市场进行深入调查

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 经济效益

大小和发展难易程度, 制定切实可行的庭院经

济规划, 选准突破口,以市场为依托,因地制宜,

确定生产项目, 发展庭院经济。对适宜发展的

项目进行分类排队,确定分期开发的重点产业,

提出庭院分期开发规划。政府部门制定庭院经

济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 并组织有关部门和

科研、教学单位, 进行科学论证,以提高其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

  (五) 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一是有关部门建设好社会化信息服务体
系,建立窗口, 加强与各个市场信息联系, 建立
一个上下相通, 左右相连的综合信息服务网。
二是要做好庭院经济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围
绕庭院经济的生产、加工、贮藏、运销等方面,从
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方面提供系列化服务。
三是搞好市场预测预报,向农民提供适用信息,
使他们少走或不走弯路,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四是要引进优良品种,加强技术培训,不断
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解决/买
难卖难0问题。五是应进一步发展民间服务组
织, 大力培育农民经销员和经销组织, 发挥农村
各专业协会和社会性服务组织的作用,使它们
成为连接生产和流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组织
和鼓励更多农民进入市场,多方协作。
  (六) 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在农村诸业中, 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总是
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要从各地实践出
发, 选择一批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广阔和经济
效益好的重要科技成果, 认真组织推广。政府
要组织有关科研单位、科技人员向农民传授饲
养、防疫、管理、栽培、选用良种等新技术。
采取综合措施, 改善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 多
方筹措资金, 兴办农村教育, 拓宽办学领域,
加强应用技术教育, 搞好 /绿色证工程0, 使
农民学有所用, 有所获, 通过举办定期或不定
期学习班, 帮助农民掌握一门或几门关键性致
富技术。
  (七) 加大投入力度
  庭院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资金的投入, 各
级政府要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形式、多层
次开辟庭院经济发展资金来源, 在积极引导农
户的同时,计划和财政部门要逐步增加对农业
的投入,每年新增财力用于庭院经济发展的比
重, 应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各级银行、信用社等
金融机构,都要采取多种形式,增加对庭院经济
的资金支持, 增加对庭院经济信贷投入力度。
在对各类企业公平税赋中, 要充分考虑庭院经
济可具有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特殊功能,在税
收上应有所区别。
  (八) 健全农业保险体系
  农业保险是庭院经济的避风遮雨伞,应当
建立一套独立于现有商业保险之外的政策性保
险机构。具体由财政部门牵头,从国家有关保
护农业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启动资金, 中
央成立总公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分公
司, 在农村则建立统一指导和管理的农业保险
合作组织, 引导农民自愿投保。 (下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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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绿色产品

  开拓环保市场、开发绿色产品是以高投入、

高技术为后盾的。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可以提高

产品的技术含量,保护环境,降低产品的成本,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为此, 我国政府应在金融

信贷、税收等方面为环保企业提供优惠和支持。

  51采取适当环境贸易措施, 严禁外国污染

产品和不合标准产品向我国转移

  为禁止有害有毒废弃物的转移, 我国应征

收进口产品环境附加税, 主要针对入境的严重

污染或污染难以治理的原材料产品以及大量消

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工艺生产设备。采取限制

或拒绝进口的贸易管理措施,将重污染的产品、

设备拒于国门之外。

  禁止投资兴建高污染产业。按污染程度、

按投资额设立投资审批制度,对污染程度较大

的项目应严格控制,对高污染但又无法控制的

项目,应禁止设立, 对外商投资的设备也应进行

环保鉴定。对一些污染程度大,国民经济发展

又需要, 且可得到治理技术的项目,可考虑建立

由国家环保局和对外经贸部联合管理的国家级

高污染特别开发区。国家在区内设立治污设

施, 把高污染的三资企业集中至有关开发区内,

以便集中治污。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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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调整庭院宅基地政策

  庭院是发展庭院经济的基础, 要制定适合

发展庭院经济的政策。山区一些山村宅基地庭

院较为宽敞,一般都在 667平方米左右, 个别宅

基地有的 1334平方米左右,在客观上为发展庭

院经济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大搞基本建设时,

一些地区过早的走上城镇住宅发展的道路, 居

住密集,一般包括房舍在内只有 334平方米左

右, 发展庭院经济潜力小。建议国家按照5土地

法6有关规定,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界定

/五荒0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 根据

各地庭院经济发展和大开发规划, 由土地管理

部统一组织,由市(地)政府实施拍卖, 实行/谁

购买,谁治理, 谁受益0的原则。

  (十) 加强领导工作

  发展庭院经济, 必须强化农村工作的领

导, 为发展庭院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

境。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 本着面向基

层, 方便群众, 服务生产的要求, 把精兵强将

推向农村第一线, 深入村组调查研究, 总结经

验, 树立典型, 推动全盘。把庭院开发和脱贫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起步阶段重点发展投资

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生产项目, 先解决群众

的温饱问题, 然后再向更高经济目标迈进。要

教育农民树立整体观念, 庭院生产和大田生产

同等重要, 防止重 / 一小块0 轻 /一大片0,

顾此失彼。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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