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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庭院与庭院经济的概念

农村庭院是人们的栖息地袁 包括农户住宅区及其周围
环境袁如菜园尧果园等遥庭院经济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
力袁以集约技术为手段袁以庭院和四周非承包地为基础和开
发利用对象袁从事种植业尧养殖业尧加工业等方面的经营遥为
了寻求振兴经济的资源依托袁人们日益重视庭院经济资源
的开发利用遥目前庭院经济正以一种独立的经济形式袁不仅
在中西部地区成为农业经济领域中最活跃尧 最富有生命力
的产业[1]袁而且在平原地区也成为农村经济中继大田经济尧
乡镇企业之后又一种经济潜力 [2]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袁庭院经济正逐步与农田经济尧乡镇经济尧三产经济尧劳务
经济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五大支柱[3]遥
2 庭院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尧类型划分及发展现状
2.1 庭院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首先袁庭院经济是农村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2001年袁全国庭院土地约 794万 hm2袁约
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 6.0 %[3]遥其次袁发展庭院经济可有效解
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遥此外袁发展庭院经济可以使贫困地
区农民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袁提高发达地区农民经济收入
和生活质量曰发展庭院经济还能够加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袁
丰富城乡市场袁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农村野 两个文明冶
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2.2 庭院农业模式与庭院经济类型 目前袁我国庭院农业
模式通常分为种植型尧养殖型尧加工型尧生态农业型和立体
农业型 5种型式遥庭院经济的类型目前主要分为 3种院淤以
户为单位的独立经营形式袁自产自销袁这是我国庭院经济发
展过程中较普遍的形式曰于一村一品尧一乡一业的专业生产
经营形式袁多以能人牵头袁统一产品要求袁统一收购产品袁分
户生产袁这种形式生产专业化程度高袁便于形成产品批量和
规模效益曰盂野 公司加农户冶的规模经营形式袁由公司制定生
产计划及品种尧规模要求袁农户利用庭院生产袁公司给予一
定的技术指导和资金扶持袁并负责产品的收购和运销遥

2.3 庭院经济的发展现状 在 20 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至
90年代初袁我国农村曾掀起过庭院经济热潮袁但由于近年
来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农业突出存在增产不增收等问

题袁使得农民开发土地资源的积极性不再高涨袁大量的庭院
空间被闲置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被浪费遥在一些已经开始发
展庭院经济的地方出现了眼光狭窄尧视野不广尧思路陈旧的
情况遥市场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袁商品供求也出现了不少新
变化袁但是很多地方仍在大力发展一些传统的庭院产品袁由
此导致这些地区的庭院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袁进而导致庭
院经济缺乏活力和号召性[4]遥
3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域的选取 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袁在
全国范围内选取 6个行政村作为调查对象院 在经济欠发达
的地区袁选取青海省互助县林川乡包马村渊 简称包马村冤尧甘
肃省陇西县菜子镇浅河村渊 简称浅河村冤作为代表进行调
查曰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袁选取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罗台子
村渊 简称罗台子村冤尧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渊 简称
建西村冤作为代表进行调查曰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袁选取江苏
省姜堰市河横村渊 简称河横村冤尧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金鹅
山村渊 简称金鹅山村冤作为代表进行调查遥
3.2 研究区域概况 由表 1可知袁各个行政村自然与社会
经济背景存在着差异遥 这与庭院经济的发展状况有很大的
相关性遥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尧庭院面积尧自然资源条
件等因素都密切影响该地区农村庭院经济的发展遥
3.3 调查与分析方法 2006年 8月耀2007年 4月袁 分别在
6个调查村庄中选取具代表性的 10户袁以调查问卷和入户
座谈的方式对庭院农业模式和庭院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

查袁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遥
4 所存在的问题

4.1 农村庭院的利用潜力还很大 由表 2可知袁调查区域
中的庭院面积尚有 50.00 %以上未被利用袁庭院被闲置的现
象较为普遍遥河横村的庭院面积利用率只有 15.60 %袁包马
村尧浅河村尧建西村的庭院面积利用率均未超过 50.00 %袁金
鹅山村与罗台子村的庭院面积利用率较高袁均在 60.0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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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Administra-ivevillage
农民人均收入Farmer爷sincome percapita椅元/年

收入来源及组成Sources of incomeand its composition
户均庭院Courtyard area-per household
面积椅m2

劳动力组成Labor component
河横村Heheng village 6 000耀7 000 淤外出打工袁于乡镇

企业与大田生产
200耀300 青壮年主要外出打工袁 部分中

老年妇女去乡镇企业工作

金鹅山村Jing爷eshan village 6 000耀7 000 淤外出打工袁于大田
生产

200耀300 青壮年和妇女主要外出打工袁
老人儿童在家从事大田生产

罗台子村Luotaizi village 3 000耀4 000 淤大田生产袁于庭院
生产袁盂外出打工 800耀1 000 青壮年部分外出打工袁 部分妇

女尧 老人共同从事大田生产与
庭院生产

建西村Jianxi village 3 000耀4 000 淤乡镇企业袁于大田
生产袁盂外出打工 300耀400 青壮年主要外出打工袁 中老年

妇女去乡镇企业工作

浅河村Qianhe village 2 000耀3 000 淤大田生产袁于外出
打工袁于庭院生产 900耀1 000 青壮年部分外出打工袁 部分妇

女与老人共同从事大田生产与
庭院生产

包马村Baoma village 1 000耀2 000 淤外出打工袁于大田
生产

300耀400 青壮年主要外出打工袁 中老年
妇女从事大田生产

气候Climate 地形Terrain
亚热带季风气候袁年
降雨量在 800 mm左右 地处长江中下游平

原袁海拔在 100 m以
下

亚热带季风气候袁年降
雨量在 800 mm左右 地处东南丘陵地带袁

海拔在 200 m左右
温带季风气候袁 年降
雨量在 400 mm左右 地处辽河平原袁海拔

在 200 m左右
亚寒带季风气候袁年降
雨量在 400 mm左右 地处三江平原袁海拔

在 200 m左右
温带大陆气候袁 年降
雨量在 200 mm左右 地处黄土高原袁海拔

在 3 000 m左右
温带大陆气候袁 年降
雨量在 200 mm左右 地处黄土高原袁海拔

在 3 000 m左右
注院表中的野 收入来源及组成冶一栏中按每种收入形式的收入金额占总收入金额的大致比例加以排序袁分别用序号淤于盂噎来表示收入曰农民人均
收入和收入来源组成为 2006年数据遥Note: General proportions of the earned income of every income form in the 野 Sources of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冶 in above table were and marked with淤于盂噎to indicate earned income; Data about per capita income of farmers and sources of income in above table is the statistics of 2006.

表 1 六村的区域概况
Table 1 Regional survey of 6 villages

行政村Administrative village
庭院面积利用率Courtyard area utilizationrate椅%

庭院农业模式Courtyard agricultural model 庭院产品种类Courtyar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ypes
河横村 Heheng village 15.60 无袁少有加工 无袁少有针织产品
金鹅山村 Jing爷eshan village 64.30 种植型为主袁有部分种养结合型 葱蒜尧南瓜尧大豆尧猪尧羊尧鸡尧鸭
罗台子村 Luotaizi village 75.23 以种养结合型为主袁有部分种养结合与种养加结合 梨树尧枣树尧玉米尧白菜
建西村 Jianxi village 45.00 以种植型为主袁有部分养殖型 葱蒜尧韭菜尧猪尧鸡尧鸭
浅河村 Qianhe village 49.00 以种养结合型为主 果树尧蔬菜尧猪尧鸡
包马村 Baoma village 44.00 以种植型为主袁有部分种养结合型 果树尧蔬菜尧猪尧鸡

表 2 六村庭院面积利用率尧庭院农业模式尧庭院产品种类
Table 2 Courtyard area utilization rate, courtyard agricultural model and products types of courtyards in 6 village

上遥尽管金鹅山村的庭院面积利用率高袁但由于庭院面积
小袁户均庭院面积只有 200耀300 m2袁可利用面积只有 50耀60
m2袁导致该村发展庭院养殖业条件受限袁而庭院种植业的收

益较庭院养殖业低袁因此庭院经济的收入不能构成人均收
入的主要组成部分遥而将庭院经济收入列入人均收入主要
组成部分的浅河村对庭院面积的利用率仅为 49.00 %遥

4.2 农村庭院农业模式简单 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袁发现
调查区域的庭院农业模式普遍具有简单尧原始的特点袁且在
河横村庭院中未发现有庭院农业的存在渊 表 2冤遥河横村农
户庭院建设规划整齐袁 以休闲娱乐为主袁 庭院基本全部闲
置袁种植的攀援类植物仅用来美化人居环境袁除极少数农户
在庭院内引进机械进行小规模针织品加工以外袁 该村基本
不存在庭院农业现象遥 即使以庭院经济收入作为人均收入
组成部分的浅河村与罗台子村袁 其庭院农业模式也基本以
庭院种植尧养殖和少部分的种养结合为主要模式袁庭院加工
业在庭院农业模式中所占比例低于 20 %遥而以沼气为纽带
的庭院生态农业模式和庭院立体农业模式在调查区域内也

尚未普及袁尽管金鹅山村建有沼气池袁但全部闲置不用遥
4.3 产品种类缺乏市场针对性与占有力 由表 2可知袁庭
院种植产品主要为供自家食用的常见蔬菜尧水果袁如青菜尧
白菜尧葱蒜尧梨树尧枣树等袁基本没有特色果蔬尧药材尧野菜等
经济效益高尧特种名优的植物种植袁尽管很多庭院内都种有
花卉袁但基本用来美化人居环境袁并不用作销售遥庭院养殖
业产品一般为猪尧牛尧羊尧鸡尧鸭等传统畜禽产品袁基本没有
引进特种畜禽遥长期以来袁农民受小农思想和技术落后的限
制袁常见的尧传统的庭院产品生产水平不高袁生产规模小袁难
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袁销路不能得到保证遥在罗台子村和浅
河村中袁尽管庭院产品丰富袁但由于产品缺乏特色性和优质

性袁生产与养殖技术落后袁管理水平低袁严重限制了庭院产
品的市场销路与产品收益遥
4.4 低经济效益模式比重高袁高经济效益模式比重低 由

表 3可知袁 经济效益低的庭院种植业在各种庭院农业模式
中所占比重过高袁而经济效益高的庭院养殖业与加工业在
各种庭院农业模式中所占比重过低遥调查的 6个村中袁除河
横村以外袁平均每村都存在 60 %以上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
庭院袁而以养殖业为主要庭院农业模式的农户庭院所占比
例不超过 30 %袁以加工业为主要庭院农业模式的农户庭院
所占比例不超过 10 %遥
5 发展对策

5.1 提高领导重视程度袁加大政府政策扶持 各级政府要

建立健全各级庭院经济的专门开发机构袁 赋予其主管尧组
织尧指导尧落实发展庭院经济的职能袁并配备专人从事该项
工作[5]遥各级政府要深入村组进行调查研究袁总结经验袁树立
典型袁把庭院经济开发和脱贫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1]遥各级领
导要在国家法律尧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袁积极鼓励农民
进行种植尧养殖尧加工尧服务业等多种形式的庭院经济开发遥
应以农户为主体袁以集体投资尧银行贷款尧国家援助相结合
的投入渠道体系袁把野 星火科技冶尧扶贫资金与发展庭院经济
结合起来袁增强庭院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潜力[6]遥
5.2 建立健全政策法规袁坚固发展庭院经济保障体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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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野 五荒冶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袁根据各地庭
院经济发展和开发规划袁由土地管理部门统一组织袁由市
渊 地冤政府实施拍卖袁实行野 谁购买袁谁治理袁谁受益冶的原则遥
对于发展庭院经济也应当建立一套独立于现有商业保险之

外的政策性保险制度袁以保障农民在投资发展庭院经济的
过程中降低风险袁增强农民对发展庭院经济的信心与积极
性[3]遥
5.3 科学规划袁合理布局 在发展庭院经济的过程中袁要
本着因地制宜尧合理配置的原则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利
用的自然资源尧环境条件和庭院空间袁在广泛调查研究尧科
学论证的基础上袁确定开发的主攻方向袁选准主导产业和支
柱产品袁实行分类指导袁高标准尧高起点地制定长期尧中期尧
短期庭院经济开发规划袁统筹兼顾袁全面安排袁确保庭院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6]遥
5.4 调整现有庭院农业模式的结构比例 对于以种植业

为主的庭院经济模式袁将养殖业与加工业融入其中袁发展种
养结合或种养加结合的综合型庭院经济模式遥 对于没有普
及沼气池的地区袁应积极发展建设庭院沼气工程袁发展生态
庭院经济袁将庭院构建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遥这不
仅能节约能源袁而且能美化村容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遥发展
庭院立体农业模式是一条解决有限空间资源与扩大原有庭

院经济规模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遥 尤其对于地少人多的东
南地区农村来讲袁发展庭院立体农业是充分利用庭院资源袁
增加农民收入的最佳选择遥
5.5 实现庭院经济产业化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调查结果

表明袁调查区域的农村庭院经济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
处于低级阶段袁在市竞争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遥为了提高
庭院经济的竞争力, 实现庭院经济产业化袁 必须改变落后

的尧原始的生方式袁提高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7]遥庭院经济的
发展要有 2个转化院淤庭院经形式要由兼业型向专业化发
展曰于经营环节应由独立型向合作化发展遥
5.6 建立发达的服务网络袁为庭院经济的良好发展提供优
质服务 建立上下相通尧左右相连的综合信息服务网遥积极
做好产前尧产中尧产后的配套服务袁围绕庭院发展需要,积极
做好超前物资尧技术等服务袁搞好销售服务遥在丰富本地市
场的同时袁拓宽销售渠道袁靠名尧特尧优尧新产品占领外地市
场[5]遥
5.7 提高农民素质袁为发展庭院经济培养人才 政府要组

织有关科研单位尧 科技人员深入庭院向农民传授饲养尧防
疫尧栽培尧管理等新技术袁加强应用技术的教育与推广袁搞好

野 绿色证书工程冶袁使农民学有所用袁用有所获遥要大力发展
农村教育事业袁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袁提高庭院经济的科技
含量袁促进庭院经济的蓬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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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城镇位于 2个城市边界袁该文根据统计局的划分
对某些数据进行了一些处理袁 难免会有一些不准确之处遥
虽然用 SPSS得出对于模型的回归分析高度通过袁但是由于
样本比较小袁说服力不够遥但是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由回归
分析结果得出的各个都市圈的产业结构局限性袁 并由此展
开研 究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符合现阶段经济

发展的遥所以袁该分析结果具有现实研究 意义和理论研究
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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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 Administrative village 庭院种植业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s of courtyard pla-ntingindustry
庭院养殖业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s of courtyard aqu-aculture industry

庭院加工业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s of courtyard processingindustry
河横村 Heheng village - - -
金鹅山村 Jing爷eshan village 276.67 450 -
罗台子村 Luotaizi village 250.00 3 600 800
建西村 Jianxi village 167.50 - -
浅河村 Qianhe village 213.60 1 566 -
包马村 Baoma village 153.30 - -
注院野 -冶表示该类型庭院农业模式不存在庭院经济曰表中均为 2006年数据遥Note:野 -冶means thereisno courtyard economy in thesecourtyard agricultural model; Data in above table is the statistics of 2006.

表 3 六村庭院经济效益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urtyard economic benefits in 6 villages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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