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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 以王东沟 � ! ∗ ( 一 � ! ! )年+( 户农民的定位观测资料为依据
,

分析 了王 东沟农户经

济稳步发展的主 要原因 及其特点
,

论述了王东沟 农户经济必将沿着承包户一兼业户一专业 户

一联 合的道路 发展
,

最后 走上联合经济的道路
。

关键词 王东沟 农 户经济

, − ./ 0 − 1 2 3 0 ∃14.4 # 3 5 6 # 3 # / .7 4 # 8 ,6 0 40 3 9 : # ; 4 6< # ∃= 0 9

>
0 3 ? = # 3 ? ≅ ; ∃�1 5 Α ,6 − ./ 6 3 90 ∃ 2 − 6 0

Β ; Χ Δ∃八Ε 6 艺 Χ < 0 # Χ < 0 # Φ
,

.0

∋Γ
, Η 4 9.9 Η“。 #

8 Ιϑ ∃∃ 0 , Η = >
0 96− 〔

’
# ,。6

# 09 9#3
,

Κ< ., Η 6 4 6 2 7

0=
63∃ 少 #

8 Ι 7论 , Η 6 6 Η 0 , Η=

Λ行Η .4 Μ − 夕 #
8 认厂0 9 6 − 八6 4# “ ,

一

7 6 4 ,

( � ) � & &
,

Ν 0 , Η ! �介Η ? ,

Ι <00
, Η二Η Ο

2 Π 4 9 − 0 6 9 Θ 0 4 6 = # 3 9 <6 = 0 9 0 # 8 8.Α 6 = / # 3 .9# − .3 ? 9# + ( Ρ 6 0 4 0 3 9 <# ; 4 6< # ∃= 4 0 9 > 0 3 ? = # 3 ? ? ; ∃∃1 6 Α Σ

Ρ 6 − .−3 6 , ∃ 9 0∃ 0 − 6 0 = ; − .3 ? � ! ∗ ( Τ � ! ! )
,

Υ 6 0 3 0 ∃1 4 6 = 9<6 / 0 ς#
− −6 0 4 # ∃Η  8# − 4 96 0 = 1 = 6 Ε 6∃# Ρ −3 6 3 9 # 8

Ρ 6 0 4 0 Α∃9 < # ; 4 6 <# ∃= 6 6 # 3 # / .6 4
%

2 4 0 − 6 4 ; ∃9
,

Υ 6 6 Α Ρ # ; 3 = 6 = 9<0 9 9< 6 6 6 # 3 # / .6 4 # 8 ,6 0 4 0 3 9 <# ; 4 6 Σ

<# ∃= Υ # ; ∃= = 6 Ε 6 ∃# , 8− # / 9< 6 −6 4 Ρ # 3 4 .Π .∃.9 1 <# ; 46 <# ∃= 9# 9<6 6 # 3 6 ; − −6 3 9 <# ; 4 6<# ∃=
,

9 <6 3 ,
9# 9 <6

4,6 6 .0 ∃.Μ 6 = < # ; 4< # ∃=
, 0 3 = 9 # 9< 6 9一3 .96 = 6 6 # 3 / .6 4 0 9 ∃0 4 9

%

Ω 61 Υ # − = 4 > 0 3 ? = # 3 ? ? ; ∃∃1 Ξ 6 6 # 3 # / .6 4 # 8 Ρ 6 0 4 0 3 9 <# ; 4 6< # ∃=

我国的农户经济是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脱胎而来的一种公有生产资料与农户部分所有生

产资料为基础的小规模经济
。

目前我国的农户经济是与集体经济密切相关的一种承包户经济
。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

加之农村生产力水平低
,

经济落后
,

导致我国农户经

济的规模小
,

生产活动仍以人
、

畜力
、

手工工具为主
,

生产发展速度慢
,

经济力量薄弱
。

这种落后

的农业经济基础
,

决定了扩大积 累
,

进行农业技术改造的能力不足
,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

还

未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局面
。

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尤其是如此
。

国家对黄土高原以改变落

后面貌为 目标的综合治理极为重视
,

从
“

七五
”

开始列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

王东沟就是攻关的

试验示范区之一
。

我们对王东沟的部分农户经济发展进行 了定位监测
,

经过综 合治理
,

农户经

济 已有显著的变化
。

� 收稿 日期
�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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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沟农户经济稳步发展

�
%

� 各业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我们对王东沟+( 户农 民进行 了 �年的定点调查
,

调查内容主要是 � ! ∗ ( Τ �! ! )年农户的种植

业
、

养殖业
、

林业和工副业
。

其经济发展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Η (

%

� Ψ
,

�)
%

 Ψ
,

(�
%

�Ψ和 �+
%

! Ψ
,

详

见表 �
,

其中以种植业平均增长率较低
,

这是因为旱作农业受自然条件约束力较大
,

养殖业及工

副业相对较平稳地发展
,

林业 ∋含经济林在 内Ο增长速度较大
,

这主要是集约经营之后发挥了其

滞后的经济效益
。

表 ∃ 王东沟 +( 户农 民� ! ∗ ( Τ � ! ! )年各业经济增长速度调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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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纯收人分布及其增长

将调查数据经整理
,

计算后列表 ∋见表 ) Ο
,

可以看出
,

农民家庭每人年纯收入占不同收入类

型户的比重与占不同收入类型人的 比重大体相差不多
。

所以我们在此还是以前者为主来分析

问题
。

表) 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表

农民家庭每人

年纯收人 ∋元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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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明
Η

每人年纯收入∴  & &元的农户均呈下降趋势
,

其中∴ Ζ && 元的下降幅度较大
Ξ人均

[  & &元的农户均有显著上升
,

其中∗&& 元以上的  个档次
。

� ! ∗ (年每人纯收入在 � && Τ )& &元的农户占∗
%

 � Ψ
,

到 � ! ∗ !年以后这种低微收入户 已经消

失
Ξ
每人年纯收入 )& 。Τ Ζ && 元的农户由� ! ∗ (年的Ζ+

%

&+ Ψ下降为� ! ! &年的 +
%

)� Ψ Ξ
每人年纯收

入 Ζ & & Τ + & &元的户由 � ! ∗ (年的 � !
%

�  Ψ下降为 � ! ! &年的�
%

Ζ ∗ Ψ Ξ
每人年纯 收入在 + & & Τ  &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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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由� ! ∗ (年的 ) �
%

) ∗写下降为� ! ! &年的 � +
%

∗ ! Ψ Ξ
每人年纯收入在 & &一 � & &元的户由� ! ∗ (年的

� &
%

�+ Ψ上升为 � ! ! &年的 � (
%

&� Ψ Ξ
每人年纯上入在 �& & 一 (& &元的农户 由� ! ∗ (年的+

%

)� Ψ上升

为 � ! ! &年的 � )
%

(( Ψ Ξ
每人年纯收入在(& &一 ∗& &元的农户 由� ! ∗ (年的)

%

�Ζ Ψ上升为 � ! !& 年的

∗
·

 � Ψ Ξ ∗ & & Τ ! & &元
,

! & & Τ � & & &元
,

� & & & 一 � �& &元
,

� � & &一 � ) & &元以及[ �) & &元的农户
, � ! ∗ (年

连 一户都没有
,

可到 � ! ! &年都出现 了
,

所 占的 比重依次为 ∗
%

 � Ψ
,

�(
%

&) Ψ
,

)
%

Ζ� Ψ
,

+
%

)� 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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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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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 王东沟户均收人及人均收人变化

将  年的调查计算结果列表 ∋见表 Ζ Ο
。

由表 Ζ可 知王东

沟人均总收入 � ! ! )年

较 � ! ∗ ( 年 增 长

� +!
·

( Ψ
,

平均增长率

为 � �%  Ψ
,

人均 纯 收

入 � ! ! )年较 � ! ∗ (年增

长 ! ∗% + Ψ
,

平均 增 长

率为 �)
%

� Ψ
。

王东 沟

户均总收入 � ! ! )年较

� ! ∗ (年增长 �) +
%

� Ψ
,

表Ζ 王东沟户均收入及人均收入变化

年年 份份 人均总收入入 户均总收入入 人均纯收入入 户均纯收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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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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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增长率为 � +
%

+ Ψ
,

户均纯收入 � ! ! )年较 � ! ∗ (年增长(∗
%

 Ψ
,

平均增长率为 �&
%

�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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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沟农民逐步向小康型生活水平迈进

当前人们在研究农民的生活状况时
,

一般按人均纯收入水平划分为四组即
Η

人均纯收入在

) & &元以下的为贫困型
Ξ在 )& &元 Τ  & &元之 间为温饱型

Ξ
在  & & 一 � & & & 元之间的为宽裕型

Ξ 在

� & & &元以上的为小康型
。

按此标准我们对王东沟流域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行了 年定位监测
,

现

将 � ! ∗ (一 � ! !& 年的定位监测农户进行分类 ∋见表 + Ο
。

表 + 王东沟农户经济类型发展调查

农农户类型型 � ! ∗ (年年 � ! ∗∗年年 � ! ∗ !年年 � ! ! &年年

户户户数数 比重重 户数数 比重重 户数数 比重重 户数数 比重重

贫贫困型型 +++ ∗
%

 ��� ��� )
%

� ΖΖΖ &&& &&& &&& &&&

温温饱型型 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宽宽裕型型 ∗∗∗ � (
%

& ))) ) ))) + �
%

∗ ��� Ζ &&& � Ζ
%

∗ ΖΖΖ Ζ &&& � Ζ
%

∗ &&&

小小康型型 &&& ϑϑϑ ΖΖΖ �
%

Ζ ∗∗∗ ΖΖΖ �
%

Ζ ∗∗∗    � &
%

( &&&

由表 +看出
,

� ! ∗ (年王东沟还有∗
%

 � Ψ的贫困型农户
,

但是这里的农 民生活基本是以温饱

型为主
,

占( +
%

+( Ψ
,

宽裕型仅占 �(
%

&) Ψ
。

� ! ∗ ∗ 年贫困 型 比重 减少 到 )
%

�Ζ Ψ
,

小康 型 出现
,

比重 为 �
%

Ζ∗ Ψ
Ξ
宽裕 型 比重 上升 到

+�
%

∗� Ψ
,

出现温饱型与宽裕型并重的局面
。

� ! ∗ ! 年贫困 型 比重减少为零
,

小康型 比重 与 �! ∗ ∗年相同
,

宽裕 型 比重增加 很快
,

占

� Ζ
%

∗& Ψ
,

从而形成了以宽裕型为主的生活状况
。

� ! ! &年小康型 比重上升
,

由�
%

Ζ∗ Ψ上升到 �&
%

(& Ψ
,

继续以宽裕型为主
。

� ! ! )年我们对小康型的农户又作了专门调查
,

已增加到�& 户
,

占定位监测户的)�
%

Ζ 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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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Η

王东沟农 民目前的生活水平是以宽裕型为主
,

并逐步向

小康生活水平过渡
。

) 王东沟农户经济稳步发展的主要原因

王东沟农户经济之所以能够稳步的发展
,

我们认为除了对农业生产的物质投入 ∋折成现金

表示 Ο的增加之外
,

就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

)
%

� 物质投人的增加

由表  可知
,

王东沟农业生产

物质投入增长幅度较大
,

� ! ! )年

物质投入比 � ! ∗ (年增加 )  ∗
%

� Ψ
,

平 均 每 < /
Χ

投 入 的 增 长 率 为

Ζ
%

 � Ψ
。

物质投入
,

主要指化肥
、

良种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技术同时

投入
,

良种推广面积达 ∗& Ψ 以上
,

化肥投入不断增加
,

由 � ! ∗ �年 的

) + # ] ? ⊥ < /
, ,

增 至 � ! ! & 年 的

表 物质投入调查表

年年份份 物质投入入 耕地面积积 平均每 < / ΧΧΧ

平均每 < / Χ

投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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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Ζ      

∗ ! )
·

4] ? ⊥ </
, ,

增加 ) ( �
%

! Ψ
。

� !  !年小麦投肥量 ⎯ 为 � & Ζ
%

4] ? ⊥ < /
Χ , Ρ Χ

#
。

为4∃] ? ⊥ </
, ,

每 < /
,

产Ζ (Ζ ∗ ] ?
,

比同类条件地区高出∗ &Ψ 以上
,

高于全县小麦平均产量 )�
%

Ζ Ψ
。

)
%

) 引进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普及先进技术
,

引导农 民接受科学技术并积极进行技术投入
。

通过举办技术讲座
,

在重要

生产环节进行现场培训
,

组织技术力量深入 田间地头
,

上门服务
,

对一些大的技术措施统一组

织实施
,

如建立种子药剂处理点
,

统一进行种子处理
,

统一防治病虫害等
。

建立各类试 验点
,

使

农民有样可学
。

如小麦叶面喷肥
、

玉米制种
,

牛体育黄
,

养鸡 良种化等先进技术
。

)
%

Ζ 逐步走向集约经营的道路

王东沟的农民在从事种植业
、

养殖业
、

林业
、

工副业生产时都懂得搞集约经营
。

集约经营是

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
,

进行精耕细作
,

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

增加农产 品总量的经营方式
。

王东沟的化肥投入
,

� ! ! &年较� ! ∗ �年增加 ) (�
%

! Ψ
,

小麦的氮肥与

磷肥施肥量 � ! ! &年较 � ! ∗ �年增加 ∗& Ψ以上
。

王东流的果树专业户如李昌余和王长兴
,

化肥亩平

均投入量 为  & ] ?
,

有机肥平均每亩的施肥量为 �  & #] ?
,

由于走集约经营的道路
,

小麦亩产量 已

高出长武县全县亩平均的 )�
%

Ζ Ψ
,

苹果平均亩产量为 � ∗& &] ?
。

农民重视科技
、

物质
、

活劳动的投入
,

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的道路
,

他们认识到只有把科技

投入和物质
、

活劳动投入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生产力
。

Ζ 王东沟农户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王东沟农户分为承包户
、

兼业户与专业户Ζ种
。

承包户是指采用经济合同形式
,

使农民承包

土地完成国家
、

集体委托的经济任务
,

增加 自已收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

这种农户经营规模

小
,

形成了
“

户户粮棉油
,

家家农工副
”

的
“

小而全
”

的经营模式
。

近年来王东沟流域的农户经济

正在摆脱单一承包户的模式
,

向着多种经营方式的兼业户方 向发展
。

兼业户即指农民除了经营

土地以外
,

还从事其它经济活动
。

兼业户的兼业 内容
,

可能是从事一种经济活动
,

也可能是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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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沟农户经济浅析

多种经济活动
。

这些经济活动
,

是指种植业的以外的林
、

牧
、

副及第二
、

三产业
。

那么专业户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α所谓专业户
,

是指专门从事 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而形成的

某一部门
、

项 目或产 品经济活动的农户
。

专业户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因素与新形式
。

从上边分析
,

我们认 为王东沟的农户是承包户与兼业户的结 合
,

可 以说没有纯粹的承包

户
,

亦没有纯粹的专业户
,

王东沟今后农户经济的发展趋势将是以兼业户为主
。

随着农村生产 力的发展
,

分工专业化将逐步形成
,

如
Η

王东沟流域有 的劳力将重点转移到

果树
、

经济作物以及其它多种经营的生产
,

有的劳力将重点转入工副业如生产砖瓦等方面去
,

有的劳力将重点搞运输业
、

养鸡
、

养奶牛和奶羊等
。

在分化的基础上
,

王东沟小流域已经产生出

兼业户与专业户两种新类型的农户经济形式
。

农户经济的分化
,

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

是

农村经济进步的一种标志
。

从各类农户之间的关系来看
,

承包户是基础
,

兼业户是过渡
,

而专业户则是经济发展的较

高一种形式
。

从农户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
,

符合农村经济由自给半 自给的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

规律
,

符 合农户经济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规律
。

目前的农户经济
,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

体
,

经济自主权大
,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

王东沟流域的农户经济将沿着承包户一兼业

户一专业户一联合的道路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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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复合植被

在保持水土资源方面
,

世界各国都经历着治理技术的战略转变过程
,

即由单靠物理化学工

程治水治土的传统战略
,

转变到物理化学与生物工程相结合
,

综合治水治土的战略
,

把水利工

程措施和林草生物措施作为治理水土的根本措施圈
。

我们认为
,

在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干旱
、

痔

薄
、

立地条件恶劣的环境
,

为了防止水土流失
,

必须坚持以草先行
,

建立草灌复合植被的原则
。

草灌复合植被指在草层上再加一层灌木覆盖层
,

且草层由多品种草组成
。

建立这种草灌复 合植

被
,

能克服植物品种单一的缺点
,

使植物生长发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得到互补
,

覆盖度增大
,

适

应性增强
,

青绿期延长
,

可层层拦截降雨
,

分散
、

阻缓
、

拦蓄径流
,

能产生最优的防护效益和最大

的经济效益
。

+% ) 降低费用
,

提高效益

水土保持各种措施的根本 目的是蓄水保土
,

它取得了效益
,

才有可能产生生态
、

经济
、

社会

效益
。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
,

由于当地农 民还 比较贫困
,

为了提高他们的水土保持意识和积极性
,

我们在能保证植被覆盖度和水保效益的前提下
,

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

就近取材
,

努力降低

成本
。

如选用当地生长速度快的赖草等
Ξ
我们所用的小冠花种子也是采收的

,

紫穗槐种苗也是

自已繁育的
,

这样既提高了种苗质量
,

也降低了种苗费用
,

从而降低 了生物防护工程的费用
。

+% Ζ 控制人为破坏

我们 目前在沟坡道路上所栽植的防护植物大都可作为牧草饲用
,

所以必须建立严格的管

护制度
,

有计划的进行割草收种
,

防止乱牧
、

滥挖
,

确保防护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