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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吴起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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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学术界就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不同看法，作者试图根据吴起县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统计

年鉴数据和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 析 等 方 法，探 讨 退 耕 还 林（草）工 程 对 吴 起 县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的 影 响 及

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结果表明：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改变了吴起县农用地利用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就业结

构，促进了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增加，改善了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但其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仍需要优化

升级，即加强工业、商饮业与运输业的发展，提高种植业的生产效率，深化林草业与牧业链网结构的构建，推进吴起县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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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耕还林（草）工程是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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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据统计，１０年来全国已累计实施退耕地造林９２６．６７
万ｈｍ２，工程范围涉及２５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３　２００万农户、１．２４亿农民，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

已经完成的任务中，中央已累计投入１　９１８亿 元［２］。
“工程”实施后，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水土流失明显减

少，这一点已取得共识。但对于退耕还林（草）工程对

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却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有３种

结果：一是认为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增加了农户

收入，使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农

村产业结构调整［３－５］；二是认为退耕还林（草）工程的

实施引起农民收入减少［６］；三是认为退耕还林（草）工

程对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生产结构以及农村就业结构

的调整等方面都没有显著效果［７－８］。
基于此，作者以“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的吴起县

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吴起

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明确退耕还林（草）工程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吴起县巩固退耕还林（草）工程

取得的已有成果及当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的制定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吴起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西北部，西北邻定边

县，东南接志丹县，东北与靖边县毗邻，西南与甘肃省

华池县 接 壤。地 处 东 经１０７°３８′５７″－１０８°３２′４９″，北

纬３６°３３′３３″－３７°２４′２７″。地貌类型属黄土高原梁状

丘陵沟壑区，北临毛乌素沙漠，气候干旱，属农牧交错

带。海拔１　２３３～１　８０９ｍ，县境南北长９３．４ｋｍ，东

西宽７９．８９ｋｍ，总面积３　７９１．５ｋｍ２。吴起县从１９９９
年至今，完成退耕还林（草）１５．８万ｈｍ２，林草覆盖率

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９．２％提 高 到 目 前 的６２．９％［２］。全 县

辖４镇８乡，１６４个村民委员会，２００８年末全县总人

口为１３．２１万人，其中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为８４．０％，
农民人均年收入３　６５８元。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采用灰 色 关 联 分 析 法，分 析 吴 起 县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年农村经济收入中各主要行业年产值与农村经济净

收入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据此确定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的方向。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灰色系统理论中的一种分析

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依据各因素序列曲线形状的接近

程度做发展态势的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计算

步骤如下［９－１０］：
（１）将原始 数 据 无 量 纲 化。常 用 的 无 量 纲 化 方

法有初值化法和均值化法，本文采用初值化法进行原

始数据的无量纲处理。

ｘ′ｉｔ＝
ｘｉｔ
ｘｉ１　　ｙ′ｊｔ＝

ｙｊｔ
ｙｊ１

（ｉ＝１，２，…，８；ｊ＝１；ｔ＝１，２，…，１２） （１）
式中：ｘｉ１，ｙｊ１———第ｉ个和第ｊ个因素序列的第１时

刻的初始值（原始值）；ｘ′ｉｔ，ｙ′ｊｔ———第ｉ个和第ｊ个因

素序列的第ｔ时 刻 初 值 化 后 的 数 值；ｘｉｔ，ｙｊｔ———第ｉ
个和第ｊ个因素序列的第ｔ时刻的初始值（原始值）。

（２）计算绝对差值。

Δｉｊ（ｔ）＝│ｙ′ｊｔ－ｘ′ｉｔ│
（ｉ＝１，２，…，８；ｊ＝１；ｔ＝１，２，…，１２） （２）

（３）求关联系数及关联度。

关联系数计算：ξｉｊ（ｔ）＝
Δｍｉｎ＋ζΔｍａｘ
Δｉｊ（ｔ）＋ζΔｍａｘ

（３）

式中：ξｉｊ（ｔ）———第ｉ个子因素ｘｉ 对母因素ｙｊ 在ｔ时

刻的关联 系 数；ζ———分 辨 系 数，０．１≤ζ≤１，一 般 取

０．５；Δｍｉｎ———绝 对 差 值Δｉｊ（ｔ）的 最 小 值；Δｍａｘ———绝

对差值Δｉｔ（ｔ）的最大值；Δｉｊ（ｔ）———比０较时刻因 素

间的绝对差值。

关联度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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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是用关

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ｉ
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起

来，便组成了关联序，它反映了对于母序列来说各子

序列的“优劣”关系。

２．２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吴起县统计年鉴

和３５８份实地农户调研数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用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直接引起农用地利用

结构发生变化（图１），１９９９年吴起县一次性完成退耕

面积１０　３６６．７ｈｍ２，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８４％，耕地

大面积减少，２０００年之后耕地面积未发生大的变动，
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对于耕地实

行严格的保护政策，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之后，对于耕

地的占用审批更加严格，致使该区域耕地面积没有出

现大的变动；而林地与牧草地面积快速增加，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年林地面积 增 加 了９２　０９０．６ｈｍ２，牧 草 地 面 积

增加了１７　９５６ｈｍ２；究其原因是坡耕地和大量荒坡地

的植树种草及封山禁牧政策的实施，致使林草地面积

增加；但由于受区域自然因素条件的限制，加之适宜

发展园地的土地条件要求较高，使得吴起县的园地面

积处于稳定状态，基本未发生变化。从图１中可以看

出，在２００４年之后，吴起县农用地利用结构达到相对

稳定状态。

图１　吴起县农用地利用结构变化

３．２　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农

民收入的影响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使耕地面积大幅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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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从而间接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发

生转移，因此非农行业农村就业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

比例逐年上升，１９９８年该比例为３．２９％，到２００８年

上升为９．８５％，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２．１５％，二三产业

的高产出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逐步提高。通过对吴

起县抽样调查的３５８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退耕后农

户年收入构成中工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平均为５６．９％，
在所调查的农户劳动力中，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比例为５９．６５％，从 非 农 劳 动 力 所 从 事 的 职 业 看，外

出从业的劳动力主要以打工、运输，餐饮业为主。图

２显示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吴起县非农行业农村就业人

数占农村总人数的比例与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变化情

况，可以看出，自１９９９年 退 耕 还 林（草）工 程 实 施 以

后，非农从业 人 员 与 农 民 人 均 年 收 入 都 呈 现 上 升 趋

势。据吴起县统计局资料显示，农民人均年收入在退

耕前的１９９７年为１　１５０元，到２００８年达到３　６５８元，
年平均增长 率 为１９．８３％。退 耕 还 林（草）工 程 的 实

施使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部分农村劳动力转

向二三产业，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增加了农

民收入。

图２　吴起县农村就业结构与人均年收入变化

３．３　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村产业结构及农业内部

结构的影响

根据吴起县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统计 年 鉴 数 据，参 照

国家统计局 印 发 的《三 次 产 业 划 分 规 定》［１１］，将 农 村

经济收入按照一、二、三产业的形式进行汇总，定量分

析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吴起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

影响。
图３显示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吴起县三大产业比例

构成的变化情况，根据其演变趋势，大致分为３个阶

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第一产业所占总收入比重明显下

降，１９９８年 的 该 比 重 是７９．４１％，到２００３年 下 降 为

６３．４６％，平均每 年 下 降３．１９％，第 二 产 业 所 占 总 收

入比重增长较慢，这一期间内共增长３．５１％，第三产

业所占总收入比重上升速度较快，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１２．５％；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第 一 产 业 所 占 总 收 入 比 重 较

２００３年有所上升，基本维持在７０％左右，第二产业所

占总收入比重变化不大，第三产业所占总收入比重明

显下降，一直在２０％上 下 波 动，就 这 一 阶 段 来 说，第

一产业所占总收入比重偏高，产业结构具有很大的调

整空间；２００８年第一产业所占总收入比重较２００７年

下降了２３．６８％，第 二 产 业 所 占 总 收 入 比 重 增 加 了

２．７２％，第 三 产 业 所 占 总 收 入 比 重 增 加 了２０．９６％，

增长１．０３倍，三大产业产值比例为４０∶１０∶３５，产

业结构趋于合理。

图３　吴起县农村三大产业比例结构变化

从图４中 可 以 看 出，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 种 植 业 产 值

比 重 下 降，由 １９９９ 年 的 ７６．５２％ 到 ２００５ 年 的

５１．４２％，下降２５．１％；牧 业 产 值 比 重 上 升，由１９９９
年的１８．８％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８．６％，上升１７．８％；究其

原因主要是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使耕地面积减

少，直接导致种植业产值下降，牧草地面积的增加及

吴起县、乡对发展草畜产业的鼓励及扶持政策，使当

地农民由以前的种羊养殖转变为商品羊养殖，增加了

牧业产值；在２００６年之后，种植业产值比重开始逐步

回升，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６年相比，增加了８．８８％，牧业产

值比重 有 所 下 降，２００８年 较２００６年 相 比，下 降 了

５．６４％；其原因是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使种植业

生产环境得到改善，棚栽业的推广，让农民获得了较

丰厚的收益，使种植业产值比重回升，而由于退耕初

期林草间作的草地开始被林地替代，直接减少了饲草

供给，封山禁牧的推行，又使传统的放牧形式受到限

制，由于商品羊的大量增加，使其相对收益减少，加之

草畜产业劳动力缺乏以及受石油产业的冲击，使得牧

业产值比重趋于下降；林业产值比重相对比较稳定，

由于林果业耗时较长，获得经济效益较慢，发展林果

业可作为吴起县农业结构调整的长远方向；渔业由于

自然条件的限制，一直只占很少的比重，对于吴起县

来讲，不适宜发展渔业，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明
显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但就目前来说，吴起县农业

内部结构仍有进一步优化升级的空间。

３．４　吴起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灰色关联分析

依据吴起县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农村经济主要行业收

入与农村经济净收入资料，对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

把所有产业视作一个灰色系统，每一产业看作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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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因素（各产业收入作为子因素，产业净收入作为

母因素）。

根据公式（１）－（４），经过计算得出吴起县农村经

济主要行业收入与农村经济净收入的关联度（表２）。

图４　吴起县农业产值结构

　　从表２可知，各主要行业年收入与农村经济净收

入的关联序为：工业＞商饮业＞运输业＞农业＞建筑

业＞牧业＞林业＞服务业。根据灰色关联分析的原

则，关联度大的行业年收入与农村经济净收入关系密

切，相对农村经济净收入更重要，关联程度越高，在产

业结构调整中，应该加大力度发展。通过关联序可以

看出，工业、商饮业、运输业对农村经济净收入的关联

度较高，说明在今后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加大力度发

展二三产业，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发展二三产业所带

来的环境问题，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牧

业、林业与服务业对农村经济净收入的关联度较低，
主要起因于林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产业链条有待

进一步完善。
表１　吴起县农村经济主要行业收入与农村经济净收入无量纲化后数据

年份 农业收入 林业收入 牧业收入 工业收入 建筑业收入 运输业收入 商饮业收入 服务业收入 净收入

１９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４５　 １．７５　 １．７８　 ０．８８　 ０．８０　 １．２７　 １．１４　 ０．８４　 １．６０
１９９９　 １．３７　 ２．０８　 １．４２　 ０．９３　 ０．９２　 １．４１　 １．２４　 １．５８　 １．４７
２０００　 １．１７　 ２．１０　 １．６７　 ０．９６　 １．４３　 １．４５　 １．４１　 ２．３７　 １．５２
２００１　 １．０４　 ３．５０　 １．５５　 １．０３　 １．８４　 １．７４　 １．６３　 ２．７９　 １．５５
２００２　 １．１４　 ４．２３　 １．６２　 １．３６　 ２．０５　 １．９０　 ２．４６　 ５．２９　 １．６４
２００３　 ０．９９　 ５．７３　 ２．９２　 １．５５　 ２．０３　 １．８５　 ２．６１　 ７．７９　 １．８２
２００４　 １．２８　 ５．６３　 ３．８９　 ２．０４　 ２．６４　 １．０９　 ２．２８　 ７．９３　 ２．０１
２００５　 １．３３　 ６．５８　 ４．２０　 ２．０９　 ３．０６　 １．１３　 ２．５１　 ９．３６　 ２．２０
２００６　 １．４１　 ８．００　 ４．４２　 １．７８　 ２．７２　 １．１９　 ２．６１　 ８．２５　 ２．２０
２００７　 １．７１　 ７．７６　 ４．２４　 １．６９　 ３．８５　 １．４３　 ２．６８　 ７．０３　 ２．５５
２００８　 １．４７　 ４．８３　 ３．３４　 ３．３１　 ５．２６　 ４．６２　 ５．８１　 １３．８５　 ２．９５

注：表中数据是对原始数据据公式（１）进行无量纲化后所得。

表２　吴起县农村经济主要行业收入与农村经济净收入的关联度

产业 农业Ｘ１ 林业Ｘ２ 牧业Ｘ３ 工业Ｘ４ 建筑业Ｘ５ 运输业Ｘ６ 商饮业Ｘ７ 服务业Ｘ８
关联度 ０．９０５　 ０．７２２　 ０．８４５　 ０．９３５　 ０．８９９　 ０．９１４　 ０．９２１　 ０．６５７

４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吴起县的农村经

济发展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工程”的实施改变了吴起

县农用地利用结构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了农

民人均年收入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产业结

构和农业内部结构，从而否定了退耕还林（草）工程的

实施引起农民收入减少及对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生产

结构以及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等方面都没有显著效果

这两种看法，说明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吴

起县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就长远来看，吴起县农村产

业结构与农业内部结构仍存在进一步 优 化 升 级 的 空

间，根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 灰 色 关 联 分 析 结 果，工

业、商饮业与运输业是吴起县今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的方向，种植业与牧业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方向。
因此在今后吴起县 应 积 极 组 织 实 施 人 人 技 能 工

程，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 训，促 使 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向工业、商饮业与运输业转 移；提 高 农 民 的 种 植 技

术，增大对种植业的投入强度，加 强 对 现 有 耕 地 的 科

技投入水平，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种植业产值；针对

草畜产业，政府应积极引导，加大扶持力度，结合生产

实际，因地制宜的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草畜产业发

展的优惠政策和具体办法，合理开发利用闲置的林草

资源。从而进一步改进吴起县 农 村 产 业 结 构 及 农 业

内部结构，实现吴起县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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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应遵循以下策略：充实基 础 设 施，改 善 投 资 创 业

环境，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化

和城镇化进程，承接县域中东 部 地 区 的 产 业 转 移，逐

步成为 支 撑 分 宜 县 城 经 济 发 展 和 人 口 集 聚 的 重 要

载体。
（３）东北和西南 地 区。该 区 域 区 位 地 理 条 件 差，

相对地形最复杂，自然生态环境较好。但基础设施不

健全，交通闭塞，经济 发 展 水 平 不 高。由 于 大 规 模 集

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虽 有 一 定 的 开 发 投 入，但

效益不显著。土地资源利用应遵循以下策略：发展资

源环境可 承 载 的 特 色 产 业，充 分 利 用 丰 富 的 森 林 资

源，大力发展林业经济；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尤
其是大岗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积极引导超载人口逐

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分宜县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

区和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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