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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本文以1996年在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拖坝乡四村和城南乡河坝村调查的材料为主，结合其它材料，

初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甘孜农村家庭经济的变迁，家庭经营的模式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家庭经济在甘孜农村经济中已居于主体地位。在一些乡村。家庭经

济几乎是其经济的全部，乡村经济几乎是家庭经济的总和。 

    经济体制的变革，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根据当地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走灵活

的发展道路，打破了原来较为单一的格局，出现了多样化的经济结构。甘孜县拖坝乡四村地处川藏线

边。主要种植青稞、豌豆、小麦、土豆，一年一熟，也养牲畜。与以前相比。种植业方面变化不大，最

大的是副业。农闲时节，村里相当部分的青壮年外出搞副业，主要挖药材、做零工、搞短途运输等。副

业收入已占总收入的约30％，形成种植业、副业、畜牧业并举的经济结构。城南乡的河坝村地处甘孜县

城边，改革开放前为甘孜县最穷的村之一。改革开放后，除大部分土地仍种粮食外．利用60亩河滩地种

蔬菜，近年来又建起了塑料蔬菜大棚，另外还从西昌、雅安、泸定等地运蔬菜到甘孜等地出售，成了甘

孜县最大的蔬菜生产地和经销蔬菜的村庄。此外也搞一些副业，主要是利用自家的拖拉机、农用车搞短

途运输。粮食以外的经济收入约占80％，成了甘孜县最富的村庄之一。与拖坝四村相比，河坝村发展迅

速的原因一是市场条件，二是劳动力素质较好。 

    乡村的经营主体已经变为家庭。在拖坝四村和河坝村，家庭经营仍主要是自给型和自给为主型，但

已经有少部分市场主导型家庭，个别的家庭则已走到市场型的边缘，市场的作用正在逐渐增大。但大多

数的家庭仍是既种粮食，也搞副业、或种蔬菜，多种多样的经营活动往往共存于一个家庭。劳动力的分

工也主要在家庭内进行，以性别、年龄的分工为主。形成“小而全”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留下了

许多家庭难以完成的活动空间。联户经营、换工、帮忙、雇工等成了主要的辅助性经营方式。其中的换

工最常见、最普遍，涉及的领域最广。 

    由于自然、社会、经济、地理区位、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甘孜也是城郊

及交通条件好的地方发展较快。甘孜州十八个县有九个为贫困县，占50％，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经

济占主要地位，农村经济仍十分薄弱。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大农业投入，加大扶贫力度，尽快脱贫。但另

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包括贫困县中经济发展快的乡村，如甘孜县的河坝村，则应大力提倡因

地制宜，发展联结市场的中介和社会化的服务，提高分散的家庭经营的组织程度、市场经营程度和专业

分工程度，向农村产业化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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