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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 部农户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经营行为要受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和面临的外部条件的制约。

在生产要素和外部条件制约下,西 部农户通过增加灌溉面积,增 大畜群密度 ,毁 林毁草开荒实现利益最大化 ,这 与

西部脆弱的农业环境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造 成了西部农业环境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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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广西等 12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农业资源丰富 ,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38.1%,草原面积占全国

的草原面积 叨.8%,林地面积占全国的林地面积 52.1%[1](” 页),是 我国主要的农产品生产地 ,叉是农业

发展最有潜力的地区。同时 ,西部地区也是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西北气候干旱 ,水 资源短

缺 ,风沙大 ,土地易沙化、荒漠化 ;西南地势崎岖 ,土层脊薄 ,保水能力差 ,遇雨则易随地表径流流失 ,石灰岩地

质结构区的环境尤为恶劣 ,干 旱、泥石流等灾害多 ,土地容易石漠化。在西部 12省 区中,环境属于强度脆弱

型的就有 10个 。西部脆弱的农业环境对农业生产活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然而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西部

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农户 ,出 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必然在既定的内外部因素制约下 ,采用能获得最

多利益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 ,从而对西部农业环境产生影响。

- 农户生产经营目标及西部农户实现目标的制约因素

农户是农业资源的占有者和使用者 ,是农业生产经营中最基本的微观经济组织。作为自主生产经营的

经济主体 ,农户的生产经营目标也是实现利益最大化。但农户一般以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为主 ,要面对自然和

市场风险的双重考验 ,且 自身生产规模小 ,抵御风险的能力弱 ,规避风险显然是农户的重要目标。因此 ,农户

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有条件的最大化。最大化目标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更高的收人和更多的保障 ,

而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 [2]。

农户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经营行为要受到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和面临的外部条件的制约。生

产要素包括农户所拥有的土地、资金、劳动力 ;夕卜部条件包括农户面临的市场、制度和政策等。这些因素制约

着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 ,决定了农户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方式。从生产要素看 ,土地是农户最基本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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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土地的种类、数量、质量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西部农户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农 民人均经营

的耕地、山地、牧草地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1倍 ,1.3倍 ,2.9倍 [3](394页 )。 这些土地是西部农户最重

要的生产资料。但土地的质量较差 ,坡地、山地、旱地、沙化地多 ,总体生产能力低 ,容易发生退化并且一旦

退化就很难恢复。资金是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西部 12省 区农民人均收人全部在全国平均

线以下[3](“4页 ),相 当多的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户生产经营资金短缺 ,在农业生产中不能摆脱

资金短缺的硬性约束 ,难以进行消耗资金较多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活动。劳动力是西部农村最充裕的生

产要素 ,多数农村甚至存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现象。大量的劳动力使得西部农户能在资金缺乏的条件下大规

模地发展农业生产 ,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 ,难 于掌握科技知识 ,也难于准确把握市场信息 ,因而沿用传统的

方式进行农牧业生产的意愿较强。从外部条件看 ,西部农户面临的农产品市场需求小。表现在本地区农产

品市场上 ,对农产品尤其是名牌特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量小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市场虽然很大 ,但市场变化

快、运输费用高等原因使得西部农户望而却步。农户生产传统的大宗农产品则有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表

现在劳动力市场上 ,由 于距离对劳动力需求较多的沿海城市远、西部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等原因,农 民难

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从土地制度看 ,西部农区、牧区实行的也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耕地、林地、草场的所有权归集体 ,家庭拥有对这些土地的经营权。由于曾经在长时期内存在的

制度上的缺陷,使农户的土地有可能被重新分配 ,因而农户不愿意从事能持久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活动 ,如 改

良土壤等。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变化会对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大。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制

约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 ,使之能完成政府制定的粮食生产等目标 [4]。

二 西部农户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途径

西部农户面临的生产条件决定了他们主要通过在土地上从事传统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土地经营在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多年来 ,西部农户土地经营收益一直占家庭总收人的 70%

左右[3](“2-343页 ),是农户收人的主要来源。能不能从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 ,是农户能否实现利

益最大化的关键。在生产要素和外部条件的制约下 ,西部农户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增加土地收益。

(一 )增加单位面积土地产出量 ,从现有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农产品 ,从而在既定价格下获取更多收益

西部农户主要通过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方式经营土地。种植业是西部农村的第一大产业 ,来 自种植业

的收人占农民家庭经营纯收人的 50%—60%,因此农户对它极为重视。种植业的发展受制于耕地的数量和

质量。西部农户虽有较多的耕地 ,然 而质量差 ,单位面积产出量低。增加单位面积耕地产出量的理想方法是

进行土地改良。改良土地则需要巨额资金、大量劳动投人 ,并且在短时期内难以收回投资。农户资金短缺 ,

无力进行这种投资。而且 ,在联产承包制下 ,村集体有调整农户土地的权力 ,农户不一定能收回改良土地的

投资 ,因 而缺乏改良的动力。农户倾向于使用资金投人少、技术简单且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增加土地产出量的

方法。除大量使用化肥外 ,主要采用强度利用资源的方式。在西北地区,缺水是制约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

引水灌溉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农户一般采用明渠引水、大水漫灌的方式灌溉 ,水资源使用效率低。西北六省

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平均为 0.4-0。 弱 ,青海的柴达木盆地 ,因 传统的输水方式使渠系水的利用率仅为

0.3。 西北地区农业灌溉用水的损耗量高达 ω%—70%[5]。 无节制的灌溉使西北原本就稀缺的水资源更

加贫乏 ,河流水量减少 ,维持原有生态系统所必需的生态用水不足 ,土地日见干旱 ,沙化耕地、草原面积不断

扩大。在西南地区,耕地坡度大 ,土层薄 ,水土保持困难。但为了能有更多的收获 ,农户对土地超强度耕作。

被频繁翻动的土壤土质更加疏松 ,在暴雨的冲刷下 ,水 土流失速度大大加快 ,泥石流等灾害也越来越严重。

畜牧业是西部农民的第二大产业 ,来 自畜牧业的收人占农民家庭经营纯收人的 30%以上。草原畜牧业

是西部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 ,牧 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的游牧生活 ,这种粗放的草原利用模

式只能维持有限的牲畜数量。要获得更多的收益 ,需要寻找能获得更多畜产品的生产方式。方法有两种 :一

是通过建设草场 ,完善畜舍设施 ,改 良畜种 ,推广科学放牧方式实现集约化经营 ;二是依靠增加牲畜数量走粗

放型增长的道路。对西部牧民来说 ,实现集约化经营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资金不足 ,大部分牧民尚

未解决温饱问题 ,难 于筹措是够的资金。其次是技术缺乏。西部牧区技术人员数量很少 ,再加上牧民居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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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化水平低 ,牧民难以掌握新技术 ,使得应用新技术的风险很大。而沿用传统方式生产则可以发挥牧民

经验丰富、劳动力充裕的优势 ,弥补资金和技术的不足 ,既能获得利润又能减少风险。同时 ,由 于资金不足而

带来的保护草场产权的围拦设施的缺乏 ,使用集约化经营方式形成的优良牧场难免受侵害 ,保护草场可能得

不偿失。于是 ,粗放经营成为当然的选择。随着牧群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牧场出现了超载现象 ,据调查 ,甘肃

甘南全州草场理论载畜量为ω0万个羊单位 ,实际为 910万个羊单位 ,超载率为 仰 %。 整个西北地区 70%

的草场超载 ,草场畜牧超载率为 50%到 120%,有 的高达 300%[6]。 超载放牧成为草原退化的首要原因。
(二 )调整耕地上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调整耕地、草地、林地的比例关系以获得比较利益

调整的第一个诱因来自于土地收益的对比。当某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价格提高时,农户就会增加这

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以获取更多利润。然而 ,农 民受自身素质、信息、市场条件的约束 ,获利的机会不多。农户

一旦发现周围可效仿的种植模式 ,其他人往往一哄而上竞相投人生产 ,供过于求 ,引起滞销、亏本 ,最后放弃

种植。而且 ,地方政府出于取得更多政绩的考虑 ,往往借助行政力量干预 ,对盲目调整种植业结构的行为起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利益少 ,风险大 ,西部农户往往对种植业结构调整持消极态度。为了在风险较小的

条件下增加收人 ,拥有较多林草地资源的农民积极地寻求调整耕地、草地、林地的比例关系。单位面积耕地

的收益明显地高于林地草地 ,这是农户调整农林草地比例关系 ,毁林开荒、毁草种粮的基本原因。在西部主

要农业县,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约相当于林地的15-50倍 ,相 当于草地的4-28倍 [l](H0-116页 ),这 给毁

林毁草开荒注人了强大的动力。

西部主要农业县耕地、林地、草地经济效益比较 (1999年数字 )

农业用地面积

(万 公顷)

农业增加值

(亿 元 )

单位面积农业用地

经济效益比

耕地 林地 草地 农 业 林 业 牧 业 耕地 :林 地 :草 地

黄土高原县 543.9 373.7 591.5 211.5 9.6 53.3 15.1: 1: 3.5

平原县 678.5 867.4 5039.7 597.2 20.6 160.7 37.1∶  1∶  1.3

丘陵县 1099.8 2506.0 6040.8 835.2 50.2 344.3 38.8: 1: 2.9

山区县 1163.5 6427.5 14108.8 759.8 83.6 333.8 50.2∶  1∶  1.8

资料来源:《 中国西部农村统计资料——2002》 。

调整农林草地比例关系 ,扩大耕地面积的第二个诱因在于耕地能够提供更多的粮食保障和劳动力保障。

西部有九个省区缺粮 ,两千多万人口生活处于贫困状态。贫困人 口无力购买粮食 ,增加粮食生产以获得粮食

保障是当然的选择。贫困人口增加粮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规模开荒种地 ,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几亩耕地

就能让一个劳动力一年忙到头 ,单位面积耕地上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明显多于林地和草地。在西部农村劳动

力普遍过剩 ,农户农业外的就业机会少的条件下 ,增 加耕地显然是保障农民就业的好办法。

调整农林草地比例关系 ,毁林毁草开荒的第三个诱因来自于对政府政策压力的反应。为稳定粮食生产 ,

多年来 ,我 国一直实行粮食省长负责制 ,完成粮食生产目标是玖治任务。而集体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制

度安排又使政府有权干预农户生产活动。在政府的干预下 ,扩 大耕地面积 ,开荒种粮能获得来 自政府的资

金、肥料等方面的支持 ,违背政府的意志甚至会受到惩罚。响应政府开荒种粮的号召显然是农户获得最大利

益的理性选择。为了发展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 ,一些地区不顾土壤条件和水资源的制约 ,盲 目砍伐森

林 ,开垦草原 ,扩大耕地面积。如内蒙古多伦县 1999年和 1983年相比,其耕地由原来的 18.8%上升到 32。

1%,增长了 13.3%;而草地由原来的 51.2%降到 36.1%,消减了 14.9%;林业用地由原来的4.2%降
到2~9%,下降了 1.3约 [7]。 同期 ,宁 夏固原县通过开垦林地和荒地拓展了 6~7x104ha的 耕地 ,而林地却

由 1949年的 4‘ 8x104ha降到 0。 臼 ×104ha[8]。 在从 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末的十多年中,西部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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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增加。在新增加的耕地面积中 ,因 开垦草地而增加的面积 占到 ω。5%,因 开垦林地或果园而增加的

面积占以 %。

三 西部农户利益最大化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草原退化。西部天然草场退化面积达 1.1万 hm2,占 该地区草场面积的 0.7%,并且正以每年 zO0万

h亻 的速度扩张。绝大部分分布在西部[9]。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五大牧区之首 ,目 前草原退化面积已达

61%,较 ⒛ 世纪 80年代扩大了 1600万公顷。在第二大牧区新疆 ,有 85%的 天然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 ,

天然草场理论载畜与 1980年相比下降了硐%[10]。 草原退化形态由线状、点状退化发展到带状、片状退化

阶段 ,退化程度不断加重。盲目开垦草原和过度放牧是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

水土流失严重。据 1999年第二次全国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统计资料显示 ,在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减少的

趋势下 ,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仍大幅度增加[1丬 。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104.37万 平方公里 ,占 全国

水土流失总面积的够.5%。 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区、长江上游地区和西南喀斯特地

区。在贵州省喀斯特地区,70年代末水土流失面积为 5× 104km2,1995年 则高达 7。 臼 ×104km2,占 全省总

面积的43.5%,而 目前已经接近 50%[12]。 水土流失造成富含有机质的熟土层被冲走 ,或土层变薄 ,以及土

地肥力下降 ,甚至土地完全失去利用价值 ,水土流失结果使大量泥沙淤塞河道、水库 ,降低水库、河道防洪效

益 ,引 发洪水灾害。

土地沙化、荒漠化。在干旱、半干旱的农区 ,强烈的西北风会从一些秋耕过的土地上吹走厚厚的表土 ,可

以使部分新开垦的土地在 3-5年后寸草不生 ,完全荒漠化。1986— 1996年 10年 间 ,内 蒙古、黑龙江、新疆、

甘肃四省区的 35个县开垦了 174万公顷草原 ,其 中有近一半被撂荒沙化 [13]。 在退化的草场 ,土壤暴露在

阳光之下 ,变得更加疏松 ,疏松的土壤在冬春季被风一吹就走 ,从而造成大面积沙化。到 1999年为止 ,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西藏、内蒙和新疆六省区沙化总面积为 162.56万 平方公里 ,占 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

90%以 上。在现有的荒漠化土地中,25.4%是 过度农垦造成的,28.3%是过度放牧造成的 ,31.8%是过度樵

伐造成的[14]。

水资源枯竭。对林地、草场的破坏降低了森林和草原涵养水源的功能 ,使水资源减少。对水资源的不合

理开发利用加剧了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危机。90年代以来 ,由 于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甘 肃甘南州境内补给

黄河的水量减少 15%左右 ,直接导致黄河水量减少 ,是 引起黄河下游断流的原因之一 [15]。 由于沿湖垦荒

和过度放牧 ,流人青海湖的水量减少 ,青海湖面积大大缩小 ,水位下降 ,湖 内的孤岛已变成半岛。在内陆干旱

区,上 中游大量引水灌溉 ,使下游水量减少甚至完全断流。河西走廊石羊河下游的青土湖 ,黑河下游的东、

西居延海以及疏勒河下游的哈拉诺尔等湖泊都先后干涸[16]。

灾害性天气增多。草原退化、沙化 ,消 弱了其在防风固沙、净化空气、调节气候方面的作用 ,导致了沙尘

暴等天气的增加。据对锡盟境内 15个气象站的沙尘暴资料统计分析 ,沙尘暴与草原沙化的进程密切相关

[17]。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被破坏 ,西 部地区沙尘暴发生次数呈急速上升趋势 :50年代共发生过 5次 ,80

年代发生 14次 ,90年代发生次数则达 23次 ,波及面积越来越广 ,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18]。

西部农民在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对农业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环境破坏又直接损害了农

户利益。因为农业生产是一种生物性再生产,它与水、空气、土壤这些 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有着密切的联

系。农业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近些年来 ,西部耕地越来越少 ,土层越来越薄 ;牧场越来越旱 ,牧草

越来越短 ,农业环境趋于恶化 ,农产品的成本不断提高 ,农 民土地经营收人徘徊不前。在部分环境破坏严重

的地区,农 民收人不断下降 ,陷人贫困——环境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

农户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破坏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虽 然他们在每一个较短的周期内都实

现了利益最大化 ,但能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少。从长期看 ,农户没有获得最大收益 ,因 而这种实现利益最大化

的方式是非理性的。如果把环境破坏造成的全部损失计算在内,农户采用这种方式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但

是 ,在现有的市场制度下 ,环境的外部性没有消除 ,农户不需要对环境破坏给他人带来的损害负责 ,也不能避

免环境整体恶化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在众多农户只顾眼前利益盲目发展生产的前提下 ,个别农户如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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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牺牲眼前利益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进行土地经营 ,不仅不能获得保护环境的全部利益 ,还要承担他人

破坏环境给 自己带来的损失 ,往往会得不偿失。

四 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既定条件约束下的农户利益最大化行为与西部脆弱的农业环境之间的矛盾是西部农业环境被破坏的根

本原因。市场制度的缺陷又使单个农户没有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动力。为解决环境问题 ,

就必须克服市场制度的缺陷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从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看 ,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

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做到既要促进生产发展 ,增进人民物质利益 ,又要有效保护环境 ,维持可持续发展

能力 [19]。 从指导原则来说 ,必须把维护农民利益 ,实 现农户收益最大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两个问题综合起

来考虑。任何片面的做法都难以达到目的,因 为忽视农民利益的农业环境保护政策会由于农民的抵制而难

以达到预期目标 ,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实现农户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对维护农户的根本利益来说无异于饮

鸩止渴。从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策略来说 ,由 于生产要素和外部条件对农户的约束决定了农户实现利益最

大化的方式 ,要解决环境问题 ,就必须改变影响农民经济行为的因素 ,引 导农民走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实现

利益最大化的道路 ,实 现农民增收与环境改良的双重目标。在具体方法上 ,应 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力口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农民大力建设高产稳产田和优良人工牧场 ,提高西部

土地综合产出能力

这既能改变现有农田草场产出率低而不稳的局面 ,增 加农户收益 ,又能在东部、中部地区耕地数量逐年

减少、对粮食的需求量却不断上升的前提下 ,维持稳定的粮食和畜产品供应 ,抑制对林草地的开垦和对草场

的过度利用。为此 ,国 家应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加 大对西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 ,同 时完善土

地承包制度 ,严格限制对承包土地的调整。

(二 )加 强对西部农村的信贷资金支持

资金短缺是西部农户采用粗放型生产方式的原因之一。粗放型生产导致的低利润率又使西部农户很难

获得改变这种方式所必需的资金投人。国家应制定支持西部农业、农村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 ,通过提供低息

贷款等方法鼓励农户采用既能较快增加收人 ,又不恶化农业环境的生产方式。
(三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西部农村要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 ,瞄准市场需求 ,发展以棉、糖、烟、药等为主的特色农业 ;发挥土壤中化

肥农药残留较少的优势 ,发展有机农业 ;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 ,发展果蔬种植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 ;发

挥农产品多的优势 ,发 展农产品加工业。建立起依托当地资源优势 ,既有良好生态效益又有良好经济效益的

产业结构。

(四 )加 强农村中介组织建设

农村中介组织担负着组织农产品生产 ,开拓农产品市场的重任。中介组织为保证产品的质量 ,往往要向

组织成员传播有关科技知识 ;为 了能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要积极搜索市场信息 ;为 了能打开产品销路 ,往往

组织专人开拓市场。通过发展农村中介组织 ,可 以弥补农户科技知识的缺乏 ,降低单个农户的交易费用 ,改

善农户面临的市场条件。要采取多种措施 ,促成农村中介组织的产生 ,推动其发展壮大。
(五 )引 导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向东部地区转移 ,使农民摆脱对低收益的农业劳动的依赖 ,找 到

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新途径

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劳动 ,可 以获得数倍于农业劳动的收益 ,实现劳动收益的最大化。劳动收益的

最大化能使农户的纯收人大幅度增加 ,也能使农民由此获得更多的保障。劳动力转移后 ,对土地的破坏的程

度减轻 ,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因此 ,应 当通过取消城市对农民的歧视政策 ,增加西部农村教育投人 ,加强对

打工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等措施 ,推动西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20]。

(六 )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政府一方面要严禁滥垦乱牧 ,严格限制对农业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大力推行牲畜舍饲、封山育林工作 ;另

一方面要实施还林还草工程。还林还草工程环节多 ,周 期长 ,部分农民短期受的损失大 ,实施难度大。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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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工程顺利实施 ,必须建立生态环境建设补偿机制 ,对农 民因实施这项工程而受到的损失予足额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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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C△吐na Peasant ProⅡ tⅡMaxhnizaJon IⅡⅡuence on

AgricuIture]En11`i∶ ronment

WANG Guo-min CHEN Jin-long
(Poh刂 cs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4, China)

Abstract: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West China peasants aiⅡ ηed at profit-Fnaxirnization reahza-

tion is restricted by the essential productive factors they possess and the outside conditions they confront~

On this condition,they have to realize the pro丘 t-maxim讫 ation by increasing the kHgated area,amplifyhg

the density of the livestock, and reolai【 ning wasteland into cultivation by destroying forests and grassˉ

lands。  These actions are in violent contradiction with the fragil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est China,

and give rise to its deterioration。

Key words:West China peasant; pro丘 t△⒒axiⅡmization; inn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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