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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长武王东沟村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及经济收入的详细调查，揭示了2007年王东沟小流域不同收入类

型农户的土地利用结构现状、1998—2007年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产业结构和投入产出情况及其经济效益等。

结果表明当前农户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果园和耕地，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副业和果业，各类型间农户收入及

其构成差异显著。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效益差异与有自然条件、管理水平及劳动力水平等因素有关。提出王东沟

小流域应结合目前政策形势调整农户种植结构，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发展第三产业以提高经济收入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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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and use characteristic change in 1998-2007 and economic profit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typical households in Wangdonggou watershed. In the watershed, the most types of

land uses are arable land and orchard land, industry avocation and fruit industry are main income sources.

The amount and sources of income in different types have a great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level income of households are related to natural conditions, management, and labor standards.  The wa-

tershed should be adjusted the structure of farm plant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rtiary industry to raise revenue with the curr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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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沟壑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利用问题研究显

得尤为重要。陕西省长武县王东沟小流域自从

1986年建立试验示范区以来，经过20多年的综合

治理研究与实践，缓解了黄土高原沟壑区普遍存在

的问题，在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社会经济等各方
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部分农民摆脱了贫困的

窘境。因此，通过对王东沟小流域土地利用结构变
化及效益问题的探讨，可以为黄土高原沟壑区土地
利用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本文在已有的各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王东

沟流域典型农户的土地利用结构及收入情况进行了

调查，依据普遍性和代表性原则，选取了93个典型

户，分类研究其土地利用结构，并分析与经济效益的

关系，对于指导黄土高原沟壑区产业结构调整，改善

农民生活，实现增产增收等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案

    长武王东沟流域属黄土高原沟壑区，位于长武
县西12 km陕甘分界处，东经 107。40 730”-107。42'



30”，北纬 35。12'16”-35。16'00”。王东沟流域总土

地面积8.3 krri2(内含飞地 0. 19 km2)，从生产利用

角度划分，可分为塬、梁、沟三大类型，各约占总土地

面积的1/3。上、中等农田分布在塬面和梁顶上‘1]。

    气候为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日照

时数2 226.5 h，日照百分比率 si%，年总辐射量
4 837 J/cmz。年平均气温9.1℃，塬面≥0℃活动积
温3 688℃，≥10℃活动积温3 029℃，多年平均无霜

期 171 d，热量供作物一年一熟有余。复种指数随降
水年份而异，特大干旱的1995年和 1996年无法复

种，一般年份复种指数 ii5孵1]。王东沟流域不仅
在长武县具有一定的典型，还能够作为整个黄土高

原沟壑区的缩影，它的发展与经验对于高原沟壑区
以及其他类似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经过20多年的综合治理与实践研究，试区创建的
“王东模式”已经成为了同类型区的示范样板。

    因此，针对该区近年来苹果产业的迅速发展及

其带来的土地利用结构、产业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变
化，选择王东沟流域开展典型农户调查，通过对典型

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分析与研究，总结不同收
入水平农户的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变化趋势，结合

自然、社会以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对其进行效益分
析。揭示产业结构调整给农户带来的收益与问题，

提出解决办法以及未来发展的建议。

    本次农户调查包括王东沟流域王东、丈六两个
行政村，11个村民小组。依据平均分布和典型代表

性选择，根据农户实际生活水平按高中低分层随机
抽样瞳]，由调查人员深入典型农户调查访问土地利

用及生活消费情况。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保证了
调查数据的独立性与客观性。

2 典 型 农 户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与 效 益 分 析

2.1 分类情况
    本次调查的总收入来源有五项，分别是种植业、
果业、养殖业、工副业收入及其他，根据对小流域内
93户典型农户的调查数据，采取中国农村住户调查
年鉴中纯收入的计算方法统计人均纯收入，得出整

个流域人均纯收入为3 643.6元，种植业、果业、养
殖业及工副业纯收入分别为 262．O元，783.8元，
169.3元，2 476.9元，所 占比重分别为 7.19%，
21. 51%，4.65%，67. 98%。试区内人均纯收入差异
较大，最低只有 317.  125元，最高可达 17 585. 11
元，大部分在2 000～5 000元。农户是农村经济问
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农村各方面发展的资金问题
主要依赖于农户的经营利润，以人均纯收入作为分
类指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3]。因此，参考王东沟

流域的现实情况，按人均纯收入5 000元和2 000元

为边界，将93户典型农户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
分别代表富裕户、一般户和贫困户。其中高户有20

户，中户有 55户，低户有 18户，其人均纯收入分别
为7 031.9元、3 278.9元、1 172.4元。
2.2 各类农户土地利用结构现状及流域发展趋势

2. 2.1  各类农户土地利用结构现状  本文中的土
地是指承包到农户及农户自己承包的土地部分，不
包括住宅用地，主要利用方式是耕地和园地，有少量

林地。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利用方

式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利用效果。数据显示，
这 93户农户耕地 比重为 36. 8%，园地 比重为
56.5%，林地比重为 6.7%。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

利用结构差异显著（图1）。

61%

    图1  三种收入类型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图

    果业是王东沟小流域的优势产业。从土地利用

结构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与园地有明显的正比例关

系，收入水平越高，园地所占总面积比例越大。一方

面农民需要保证一定的粮食播种面积来满足粮食需

求，另一方面果业所需要的投入大于种植业（经营果

业的费用是种植业费用的3. 86倍）。因此，高收入

类型户更注重增加果业面积（有 1户甚至选择不发

展种植业，以购买方式来保证粮食需求，有2户全部

土地用来种植果业，只在果树行里套种少量农作

物）。其耕地比重与中收入类型户相似，林地比重最

低，也印证了富裕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倾向于果业。

中收人类型户结合自身能力及条件限制，土地利用

方式趋于多元化，比较重视种植栽植苹果（有 13户

全部土地用来经营种植业，其中有11户在园地里套

种有粮食作物）。林地面积较多，多是改造中的沟坡

果园。低收人类型户对土地可以解决温饱这一基本
功能依赖性较强，在土地利用结构上表现出果粮面

积比远远小于高收入户，然而其中也有 1户全部土
地用来经营果业，但由于年限较长，果树老龄化严

重，加上旱灾的影响，造成当年产量低和收入低。而

有林地的农户大多是种植了十几年的老树林，普遍
有改造沟坡林地的想法。

2.2.2  典型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趋势  根据

以上对土地利用现状的分析，可以得出随着果树栽
植的普及，园地已经成为当地最主要的利用方式，



1998-2007年，耕地面积逐年下降，相应地转化为

园地，林地面积变化不大，有些微增长（图2）。在农

户方面，追求经济效益是土地利用的主要目的。因
此，这 10 a间甚至从试区建立以来，果园面积逐年

大幅度增加。首先是经济能力较好、接受能力较强

的高收人类型户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将耕地转化为

园地。其次是中、低收人类型户将其作为提高收入

的方式。目前，这样的土地利用结构方式趋于稳定，

但仍然会有一部分耕地转化为果园的趋势。

    年份
    图2  1998-2007年典型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图

2.3 效益分析

    一般而言，合理的结构必能产生较佳的效益，农

业结构不同，其效益必然有所差别‘3]。本文将从产

业结构及投入产出两方面对 3种类型农户进行效益

分析，并分析其差异产生的原因。

2.3.1  不同类型农户的产业结构分析  影响土地

利用结构方式的因素有很多。经研究，自然因素、比

较经济效益和宏观政策是王东沟试区土地利用变化

的主要驱动力因子n]。比较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果

树给当地农民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农作物（果

业收入是种植业的 3. 32倍）。另外，随着区域社会

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转移，很多青壮年农 民进城务

工，从事建筑、餐饮服务、工矿、维修等行业，比较而

言收入可观，工副业成了小流域主要的收入来源。

    从表 1中可以看出，经营传统农业已不是高收

入户的主要生活手段，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工副业，在

满足粮食需求后，他们寻求更多的经营方式来进一

步改善生活水平。同时，高收入户的产业结构更趋
于多元化，养殖业的发展渐渐成为其收入构成不可

轻视的一部分，他们的养殖业收入是中、低收入户的

1.9倍和2.6倍。
表1 不同类型农户产业结构    %

    中收入户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农业
方面，种植业和果业收入比重稍高于高类型户，养殖

业的收入比重却相反，不过中收入类型户有较好的

经济能力及劳动力素质等，具备规模发展养殖业的

潜力，这一结果在调查问卷中也被证实，他们都有想

要发展养殖业的愿望。中收入类型户的产业结构已
经慢慢在向更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低收入户受自然条件、经济能力及劳动力等各

方面条件限制，工副业收入比重最小。他们在经营

思路上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相对重视经营

种植业来满足粮食需求保障温饱问题，其种植业收

入比重分别是高、中类型户的5.9倍和 3.1倍。随

着试区内果树栽植的普及和推广，低收入类型户也

开始在农业内部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增加果园面积

及投入，但是受苹果树挂果年限的影响，果业良好的

经济效益短时期内无法体现。另外，贫困户的农民

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也缺少经济能力经营投入

较大的养殖业，各家都只是沿袭了传统生活习惯，饲

养少量的鸡、猪等家禽，无法形成规模，自然就不会

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2.3.2  不同类型农户的投入产出分析  调查显示，

生产投入水平与产出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图3），投

入越多，产出越多。其中高类型户种植业投入比中

类型户大，收益却相当，是因为高类型户种植粮食基

本用于日常需求，生活水平高，较少依靠粮食作物作

为收入来源。在果业方面，它是一种高度集约经营

的生产，具有费工多、投资大的特点‘5]。有研究表

明‘胡，高收入户更倾向于选择节约劳动力技术，而资

金与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补性，因此对果园

投入较多，其对果园的投入是种植业的3倍，而中、

低类型户仅为2.2倍和2.5倍。

    另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民对化肥、农药等

的投入缺乏科学性，大多都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

农资站工作人员的推荐、或者仿照亲朋邻里来进行

作业，盲目性较强，因此农民需要在这方面接受更多

的指导。

  图3 各类型农户单位面积种植业、果业的投入与收益

2.3.3  不同类型农户效益差异的原因

    (1)自然原因。王东沟流域不同类型农户产量

有所差别主要是塬地和沟坡地的区别。塬地自然条

件较好，有利于耕作，而沟坡土地具有水土流失严



重，生态环境脆弱，低产低效的特点‘7]。有 5户低收

人类型户就属于居住在沟坡地的七组和八组。但是
较大的土地规模相对弥补了产量的不足，所以主要

是不便的交通条件导致居住在沟坡地的农民教育水

平较低，信息量不足，同时农产品价格较低，其效益

不如塬地，只有2户高收入户属七组和八组。

    (2)管理水平。农业经济效益与管理方式也有

密切关系，这在果业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以果业能

手李中祥为例，他在经营果业的过程中接受过修剪

技术的培训，每年花 22元订购果农报纸，经常收听

收看农业广播电视节目，而其他农户由于年龄较大

接受能力差、文化程度及综合素质较低，均缺少这方

面的工作。因此李中祥能够以相对科学化的管理方

式经营果业，产投比较高。正所谓勤劳致富，李中祥

一家人均纯收入5 599.4元，属于高收入类型户。

    (3)劳动力水平。农户的经营行为决定了其产

业与效益的不同，而劳动力文化及素质水平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其经营行为。高收入类型户户主的文

化程度普遍较高，无文盲或半文盲；中收人类型户户

主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而文盲或半文盲现象在

低收人类型户中较多（表 2）。文化程度越高，越懂

得利用先进的科技及其它知识来科学合理的经营农

业，提高效率，增加收入，效益越好。而文化程度较

低的农户，缺少创新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收人情

况每年差别不大，更无从谈起效益的好坏。
表2 各类型农户户主文化程度汇总表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1)土地利用结构以果园为主，耕地次之。目前，
王东沟流域的土地利用结构主耍为耕地和园地，有少

量林地。由于小流域处于苹果优生地带，当地政府鼓

励农民种植苹果的宏观政策的影响，耕地和园地争地
现象严重，园地已成为试区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耕地所占比重远远小于园地，其面
积是园地面积的64. 9%。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也较
注重根据土地利用中的比较效益高低来进行土地利

用结构的调整，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则可能由于自然

条件、劳动力及经济能力等的限制而导致园地面积比
例较小。1998- 2007年耕地减少的面积相应转化为

园地面积，流域内在短时间内的土地利用结构稳定，
但仍然会有耕地转化为园地的趋势。

    (2)产业结构以工副业为主，果业为辅。产业结
构上工副业是农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高类型户的

人均纯收入之所以最高，也与工副业所占比例高达

71. 8%有紧密的关系。随着苹果树栽植技术的普及

与推广，果业也成为了试区内第二大收入来源，尤其

是低类型户，视果业为自己脱贫致富的第一条道路。

现阶段种植粮食作物已无良好经济效益，表现在其

收入比重远远低于果业，农民只是生产能够自给自

足的粮食，不将其作为生活收入来源，不过低收入类

型户仍然延续传统农业结构，种植业收入所占比重

相对较大。在养殖业方面，只有高收入类型户较为

重视，其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多。

    (3)投入越高，效益越好。在农业经营中，无论
是单位面积种植业的投入和产出，还是单位面积果

业的投入和产出都是：高收入类型户>中收人类型

户>低收入类型户。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越注重技

术投入，其单位面积投入量的差异造成收入水平越

高的农户，对土地的投入量占纯收入的比例越低，效

益越好。当然高投入也让农民尝到了高收益的甜

头，改善了生活水平。

    (4)不同类型农户效益差异原因有自然条件、管

理水平和劳动力水平。自然条件方面，塬地的生态

条件和交通条件相对较好，因而居住在塬地的农户

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越注重优化管理的农户，效益越

好；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越懂得合理科学的经营

农业，效益相对较好。

3.2 建 议

3. 2.1 在保证粮食安全的条件下，合理配置土地资
源  黄土高原沟壑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应根据粮食安

全的要求进行适当调整，合理配置土地资源。虽然
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当地政府也根据自身优
势将其作为优生苹果种植区来制定发展策略，但是

在粮食安全的大背景下，应保证基本农田面积，结合

苹果树的生长特点大力发展沟坡果园，适当限制开
发塬地果园。即使不是粮食主产及供应区，也应满

足当地粮食的自给自足，同时具有应对突发灾害的
能力，比如近几年持续的旱灾。

    另外，政府应尽可能从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
价格调整、税收减免、财政支持、政策诱导等方面来
引导农户发展生产，合理布局‘8]。尤其是在粮食补

贴方面以及优化土地管理方面加大力度，充分激发



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统筹农户土地转租情况，合

理利用土地。在维护农产品价格的同时，稳定化肥

等农资的价格水平，来保证农民的利润。

3.2.2  结合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在调查中发现，农民住宅用地普遍偏大。在土地有

限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开发沟坡的农业效用，另一方

面应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地区进行合理

规划。王东沟试区六组已经在这方面的实践中取得

良好成效，1994年试区对六组的居住用地进行规划

后只有约 2 hrT12，比规划前节约了近 4. 67 hITI2的土

地，充分证明了这一方法是可行的，也为黄土高原沟

壑区其他地区的发展起了典范作用。

3.2.3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展第三产业  王东沟

试区交通条件较好，随着果树栽培技术的普及，试区

有条件充分利用果业进行第三产业的发展，比如果品

加工等。调查中发现，农民在苹果出售方面处于被动

地位。伴随整个社会物价上涨尤其是油价的不断翻

番，使得农民的劳动成果不能卖到一个有利于他们的

价格，果业的巨大利润基本上都被苹果商从中夺取。

所以应该开展集体产业的创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当然这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号召与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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