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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坊沟流域农业发展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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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借用
“

基尼系数
”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纸坊沟流域综合治理效果进行了分析
,

然

后通过现在和未来的农业系统演潜特征的研究
,

提出了纸坊沟流域下一阶段农业发展的基本

思路是
: “

自给半 自给性种植业
、

商品性林果业
、

规模化养殖业和服务性工副业
” .

关镇词 农业发展 墓尼系数 经济特征 纸坊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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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坊沟流域是杏子河流域的一条支流
,

隶属于陕西省安塞县沿河湾镇
,

有 3个 自然村
,

总面积

8
.

2 6k m
2 。

它是
“

七五
” 、“
八五

”

期 间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区之一
。

经过 10 余年的综合治理
,

已改变了过去生态环境恶化和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
,

纯收入达到 90 0 62 7
.

23 元
,

人均 1 6 00 多元
,

土壤侵蚀率减少了50 %以上
,

现 已成为同类型区建设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示范区
。

纸坊沟流域作为综合治理的试验示范区
,

为同类型区提供 了治理的样版和建设水土保持型

生态农业的理论
,

为了进一步推广这一理论
,

更好地建设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
,

本文从经济学的

角度出发
,

对纸坊沟流域的过去
、

现在和未来作以简要的研究
。

l 农业发展中人的占有及各因子对收人影响的均衡程度分析

一一主创题的皿究鱼照西方经济学中常用的
“

基尼系数
”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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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基尼系数简介

基尼 (C
.

Gi ni )是 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
,

他

根据洛伦茨曲线图 (图1) 提出了反映收入分配情况

的 判 定 指 标
,

这 个 指 标 就 是 基 尼 系 数 (Gi ni

Co e ffieie n t )
,

或称洛伦茨系数 (L o r e n g C o e ffie ie n t )
。

在图1中
,

假定 0 1 表示收入百分比
,

O尸 表示 人

口百分 比
, a 是绝对平均曲线

,

b 是实际收入分布 曲

线
,

记
a yPO 所围成的面积为 A

,

砧y P。所围成的面积

为 B
,

则基尼系数

A

A 十 B

如果 A 一 0
,

则 G 一 O
,

收入绝对平均
,

如果 B 一 O
,

则

G ~ 1
,

收入绝对不平均
。

G 处于 。与 1 之间
,

G 越小
,

0

越接近于收入平均
。

反之
,

收入越不平均
。

杨伟 民同志推 出了洛伦茨 曲线的方 程为
:
In V

一 In A + b
.

in w
,

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G ~ l 一 图l 洛伦茨曲线示意图

2 A

b + 1

,

在计算过程中
,

要按人均收入大小 由小一大

排序
,

再计算出各指标的累加百分比
,

代入 回归方法中计算
。

在上述回归方程中
,

V 为收入百分

比
,

W 为人 口百分比
,

A
、

B 为系数
。

1
.

2 问题研究的初步设想

研究
“

均衡程度
”

的方法不至一种
,

但本文同时还想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小流域农业

发展过程中应用的可能性
,

故本问题的研究借用
“

基尼系数
”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我们设想
,

用所要研究的一组指标来潜换 O尸 和 0 1
,

按照上述方法求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曲

线和系数
,

利用这种不平衡程度来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
。

为了研究间题的方便
,

我们把这一系数

暂称为加了引号的基尼系数即
“

基尼 系数
” ,

通过这种手段处理后
,

所计算结果的经济涵义就发生

了变化
。

关于这一点
,

将在后面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加以说明
。

1
.

3 纸坊沟流域综合治理的
“

基尼系数
”
¹

1
.

3
.

1 收入变化的 基尼来数的计葬过程 计算过程分为下面几个步骤
:

1
.

数据处理
.

数据处理过程见表 1 。

2
.

基尼系数的计算
.

按照回归方程

In V = In A 十 b
·

In w

代入数据
,

利用 S H A P E L一 5 10 0 5 计算器计算
,

得
:
回归方程为

: In V - 一 0
.

1310 + 1
.

39 In w
,

基

尼系数为 G ~ 0
.

265 9 。

1
.

3
.

2 综合治理效果的有关指标的
“

基尼系数
”

按照 1
.

3
.

1的计算步骤计算得 出表 2 。

表2中各有关指标的经济涵义分别为
: ( 1) 反映了收入占有的不平衡程度

,

与基尼系数的原本

意一致
; (2) 反映了各年度人类占有土地的不平衡程度

,

即人口变化与土地变化一致性的判定指

标
,

以说明人 口发展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有限或无限性
; ( 3) 反映了各年度土地变化与收入变

¹
,

这里的
“

基尼系数
,
已失去了基尼系数原来所表达的经济涵义

,

即我们称之为 加了引号的基尼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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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不一致性
,

即土地收入变化的趋势是否一致
;

·

(4) 反映了副业收入与总收入之间发展的一致

性关系
,

其经济含义与 (3) 相同
,

上述除 (1 )外
,

其它都是利用了
“

基尼系数
”

的计算方法
,

但却反映

了不同的经济意义
。

衰 l 数据处理过程表

(l )原始数据由小一大排序
.

(2) 对 (1 )的逐步尽加 (3) 计算票加百分比

收入

1 2 3 7 6 1
.

1 5 0 5 3 9
.

2 3 9 4 3 7
.

2 5 5 7 2 0
.

3 2 4 1 0 0
.

3 5 5 2 5 0
.

3 8 3 3 0 0
.

4 9 1 5 7 8
.

9 0 0 6 2 7
.

收入

1 2 3 7 6 1
。

2 7 4 3 0 1
.

5 1 3 7 3 9
-

人 口

4 2 6

8 6 2

1 3 0 6

1 7 6 2

2 2 2 9

2 7 3 4

3 2 6 3

3 8 0 6

4 3 5 8

收人 人 口

0
.

0 3 8 4

0
.

0 8 5 1

0
.

1 5 9 3

0
.

2 3 8 6

0
.

3 3 9 1

0
。

44 94

0
.

5 6 8 3

0
.

7 2 0 7

l
。

0 00 0

0
。

0 9 78

0
。

19 78

0
。

2 9 97

0
。

4 0 4 3

0
。

5 1 15

0
。

6 2 74

0
‘

74 8 7

0
。

8 7 3 3

l
。

0 0 0 0

33
月了632

7 6 9 4 5 9
.

6 3

1 0 9 3 5 5 9
.

6 3

1 4 4 9 0 7 9
.

6 3

1 8 3 2 3 8 0
.

1 6

2 3 2 3 9 5 8
.

7 6

3 2 2 4 5 8
。

9 9

旧一26364456671)5294352
.八一44444.a亡J盯口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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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流域缘合治理效果的曲线方程及系橄

项 目 曲线方程
“

荃尼系致
”

人~ 收入
《l)

人
(2 )

十

土地

土地 (3 ,

寺

收入

耕地

林地

牧地

耕地

林地

牧地

In V = 一 0
.

13 10 十 1
.

39肠W
In V = 一 0

.

0 7 6 十 1
.

2 3 12 In w

副业收入~ 收入
《,)

In V = 一 0
.

0 0 3 8 7 + 1
.

0 6 74 9In W

In V ~ 一 0
.

0 1 17 + 1
.

0 39 3 In w

In V ~ 一 0
.

2 54 7 + 1
.

6 5 16 In w

In V = 一 0
.

12 5 4 + 1
.

30 3In w

In V - 一 0
.

15 4 5 + 1
.

4 3 05 坛W

In V ~ 一 0
。

0 2 24 7 + 1
.

0 4 88 2In w

0
。

2 6 59

0
。

1 6 92

0
.

03 6 38

0
。

0 3 0 7

0
。

4 1 5 3

0
.

2 3 3 9

0
。

2 9 4 9

0
。

0 4 5 5

1
.

3
.

3 对上述计算结果的分析 从表 2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
(1) 以人为中心

,

反映了人在

占有上的不平衡性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G 人 > G . > G 林 > G 牧

,

说明了在农业系统的演替过程 中
,

随

着人 口的变化
,

收入变化的幅度大于耕地变化的幅度
,

最后是林
、

牧业
。

也可以这样说
,

(人口各年

度占有的 )牧林地发展
“

相对均衡
” 。

(2 )以收入为中心
,

反映了各因
.

素对收入影响的不平衡性
.

从

表2中可以看出
,

副业收入对收入的系数最小
,

仅为0
.

04 5 5
一

,

说明了副业收入变化对总收入变化

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

其次是林牧
,

最后是耕地
,

即耕地的变化对总收入变化影响最弱
.

1
.

4 结 论

以上分析表明
:
(1) 基尼系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应用于小流域综合治理效果的评价之中

;

(2) 纯收入的增长与工副业收入的增长有重要的关系
,

而与农耕地数量变化并不十分密切
。

这与

综合治理过程中农业系统循环的结果相一致
‘
(3) 上述的分析隐伏了这样一种结果

:

综合治理的

效益尚具有潜力
,

即还没有最大程度开发出来
,

工副业对综合治理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

2 农业发展趋势预测

2
.

1 前农业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

前农业发展 阶段的经济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下面几点
:

(1 )以提高单产促进退耕
,

以退耕

实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生态经济系统的改良
.

这可以通过表 3的数字得到说明
。

由表 3可以看出
,

随着单产的逐步提高
,

农耕地面积随之减少
,

林草面积不断提高
。

由于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合理
,

植

被覆盖度增加
,

生态系统得到了恢复和改良
,

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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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

以副业收入补充农业发展的需要
。

为了实现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

实

现生态环境改 良和经济增长的同步和有机统一
,

农业发展必须有一个限度
,

即经济增长要建立在

生产环境的改 良上
,

生态环境的改良以经济发展为保证
,

为了弥补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生活不

断改善的需要
,

通过发展工副业来提高经济收入
。

例如
,

1 9 9 4年与 1 9 8 6年相比
,

种植业收入年递增

23
.

88 %
,

工副业收入年递增43
.

00 % (含物价因子 )
。

表3 几个指标发展趋势表

年份
单产

(k g / hm Z )

1 9 8 7

1 9 8 9

1 9 9 0

1 9 9 3

1 9 9 4

6 30
。

0

8 37
,

0

1 14 J
.

0

1 5 0 1
。

5

1 8 38
.

5

农耕地

(hm Z )

2 7 7
。

5

1 7 6
.

9

2 2 9
。

2

1 6 6
。

6

1 6 2
。

0

林地

(hm Z )

16 6
。

8

18 9
。

1

2 13
。

1

2 4 5
。

4

2 52
。

l

草地

(hm Z )

2 8 2
。

1

2 9 3
。

8

2 8 3
.

8

3 14
.

0

3 1 2
.

1

纯收入

(元 )

1 5 0 5 3 9
。

7 0

2 5 5 7 20
.

3 6

3 2 4 1 00
.

0 0

4 9 1 5 78
。

60

9 0 0 6 2 7
.

23

2
.

2 未来农业发展的经济特征

随着农业系统结构的不断复杂和完善
,

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
,

纸坊沟流域下一阶段农业

发展的经济特征也将发生变化
,

具体表现为
:

(l) 农耕地退耕已达极限
,

进一步退耕已不可能
.

目前
,

纸坊沟流域人均耕地 0
.

29 hm , ,

按照

12 编的人口递增率
,

保持 目前农耕地数量不变
,

2 0 0。年人均耕地只有 0
.

27 h m
2 ;而按照纸坊沟流

域近 10 年的人口递增率 32
.

92 编来计算
,

到 2 0 0 0年人均农耕地仅为0
.

24 h m
2 。

(2) 经济林逐步进入收入盛期
。

1 9 9 3年之前
,

人均经济林收入较少
,

1 9 9 3年仅为 90
.

50 元 / 人
,

而 1 9 9 4年猛升为 4 09
.

24 元 (含物价因子 )
。

(3) 过去意义上的副业收入再不会有可能快的增加
。

在过去的副业收入中
,

运输业收入占去

了大部分
,

超过副业收入的50 %
。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

由于果树等生产项 目的发展
,

劳动力

剩余将会减少
,

另外
,

随着经济社会化
、

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发展
,

运输业等服务项 目多以
“

服务队
”

或
“

服务公司
”

的形式出现
,

因此
,

流域运输业的发展将会受到限制
,

其它手工项 目难以专业化
,

因

而副业收入的增加将会受到限制
。

(4) 草地的效果必须表现出来
,

否则
,

草地将会退化或破坏
。

(5) 农民对
“

收入增长
”

更加敏感
。

我认为生态经济的关系是
:

在经济特别贫穷
、

环境恶化和经

济特别发达的情况下
,

人们必须或更加注重于生态改 良
,

即处于二者之间
,

人们则对
“

收入
”

更感

兴趣
。

2
.

3
一

未来农业发展的思路和战略

根据以上农业发展过程中经济特征的对 比分析
,

纸坊沟流域今后农业的发展将会走这样一

种道路
:

自给半自给性种植业
,

商品性林果业
,

规模化养植业
,

服务性工副业
。

即以粮食生产为基

础
,

发展商品林业
,

为了充分利用和保护草场资源
,

就要发展规模化养殖业
,

此时
,

农业系统的外

在表现形式是商品生产
,

因而工副业的发展主要为农业系统的流通和运转服务
。

3 结 论

纸坊沟流域通过农业生产的综 合发展
,

通过工副业的开发和收入的合理利用
,

顺利地实现了

流域的综合治理
,

实现了农业系统结构的不断完善和系统总体功能的提高
,

为农业经济的迅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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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打好了基础
。

下一步农业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

其发展模式将会发生战略性变化
,

即将

实施
“自给半 自给性种植业

,

商品性林果业
,

规模化牧业和服务性工副业
”

的战略思想和模式
,

实

现 “
农工商

”

综合发展和一体化
,

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
。

认识到这一点
,

就会顺

利地实现农业生产的再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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