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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交错带农户农牧业经营目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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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张家 口

摘 要 基于农收交错带种植业与 畜收 业 并存
、

农 田 与 草地 交错分布的产业 与 资源特点
,

对斯恩等的农 户

效 用模型进行扩展
,

把养殖业 引入农 户模型
,

将农户的种植业 与 畜牧 业 生 产 同时作 为 约 束条件
,

依据微观

经 济理论
,

对研究 区农户农枚业行 为 目标及影响 因素进行 了理论分析与 实证描述
。

结 果表明 农户经 营行

为 目标具有 自给和商品双重特性
,

具有规避风险
、

追求效 用 最大化 的行为 目标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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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的研究区为北方农牧交错带
,

它是位

于我 国东南部农业 区与西北部草原牧区中间的一个

狭长的半农半牧区 ’飞 。

农牧交错带的资源与农业产

业的特殊性表现为 农 田和草地交错分布 种植业和

养殖业并存
。

如果依该区特有的资源优势与产业优

势
,

其农村经济应当呈现 良性运行 因为与纯农区和

纯牧区相 比
,

该区能流
、

物流
、

信息流与价值流应该

更快捷
、

更畅通图
,

应该具有更强 的抗御 自然灾害的

能力
,

因而应当有更稳定的生产经营收益
。

但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期
,

该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却相对落后
。

年国家确定的 个贫困县 中
,

该区有 个
,

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
,

占农牧交错带旗县的

纬川
。

而另一方面
,

研究区 目前也有部分农村

的农牧结合方式较优
、

农业经营效益 良好
。

由此看

来
,

该区的资源察赋条件完全可 以改变农业经济落

后的状况
,

关键 问题在于农户 的行为方式
。

本文将

该区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主体 —农户作为研究

对象
,

借鉴前人研究农户行为的理论模型
,

尝试将养

殖业生产约束引人农户效用模 型
,

构造一个特殊 的

农户行为 目标分析的理论框架 通过对位于该 区 中

部的
、

具有代表性 的河北省西北部坝上 四个县与 内

蒙古太仆寺旗与多伦县 的实地调查
,

对该 区农户农

牧业经营行为 目标和影响因素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

分析
,

为该区农户选择农牧结合的优化模式提供理

论与实践依据
。

研究区农户农牧业经营行为 目标理

论分析

农户经营行为 目标理论与农户模型借鉴

舒尔茨认为
, “

发展中国家农民在经济上是有效

率的 ” ,

农民是具有理性最大化行为的经济人
, “

理性

小农
”

的决策 目标是追求最大的利润
。

恰亚诺夫

认为
,

农户衡量经营收益往往是 比较总收人和物质

费用
,

如果总收入大于物质费用
,

农户的经营就是有

利可图的
,

即在净产值为正的情况下
,

农户主观地 以

劳动的辛苦程度来衡量劳动的投人是否所值
。

弗

兰克
·

艾利思困 提 出农户的行为 目标是
“

有条件的

利润最大化
”
的假说

,

农户的行为决策受农户生产 目

标多样性
、

农户行为措施 有 限性
、

市场等因素的约

束
。

马若孟叫 研究 了 中国华北 地 区农户 的行为
,

认

为农户精于算计地利用其有 限的资源
,

从土地获得

生活资料
。

农户对外部环境变化极 为敏感
,

当对这

些变化足够了解时
,

就会努力调整资源的利用方法
。

农户行为是理性 的
,

他 以最大 的能力运用手头 的资

源和几代人积累起来 的农业知识尽力使其收人最大

化 「’〕
。

农户模型是分析农户 的生产
、

消费和 劳动力供

给决策的行为模型
。

最早提 出农户模型 的是
口 ,

他用农户消费 一 劳动投 人决策模 型分析小

农行 为
,

后 几 经 专 家学 者 们 的应 用 与 发 展
,

又 被
、

和 等人阳 〕进 一步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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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些理论研究成果适合于本文研究区的农户行为

研究
,

所以本文借鉴了其中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

农户农牧业经营效用模型分析

农户模型的应用价值与基本假设

本文在改进的农户效用模型基础上进行扩展应

用
,

将养殖业引入农户模型
,

把种植业与养殖业生产

同时作为约束条件
,

应用微观经济理论与方法
,

分析

农牧业经营模式选择行为目标与农户决策的影响因

素
。

这样
,

便于找出优化的农牧业结合经营模式所

需的客观条件
,

以及影响和支配农户行为的主观 因

素
,

为政府正确对待农户决策行为
、

积极 引导农户
、

优化农牧结合经营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

农户模型应用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不考虑风险

的情况下
,

应用农户模型先分析农户利润最大化条

件下的生产决策
,

然后再考虑消费 二是农户的生产

依消费需求而决策
,

需要将农户的生产作为约束条

件放人农户效用模型考虑
。

研究区的农户生产决策

首先要考虑 自给需求
,

在满足 自给有剩余的情况下

考虑产品的商品化
。

所 以
,

在考虑农户的避险意识

和 自给意识的情况下
,

需要将农户的生产与消费结

合起来进行分析
。

假设 农户生产农产品的 目的是部分满足 自给

需求
,

剩余部分作为商品出售 农户生产的养殖业产

品全部用来出售 农户的决策行为受到土地
、

资金
、

劳动力和技术等资源的限制
。

农户农牧业决策效用模型

依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与上述的基本假设
,

农

户在生产决策时
,

首先会考虑消费的 口 粮需求
。

在

种植业作物结构中
,

农户将 口粮作物的安排放在第

一位
,

耕地有余再考虑饲料作物以及其他的高产高

效作物数量
。

同时
,

由于农户养殖业饲料
、

饲草需求

一般为 自给产品
,

养殖方式 由放牧养殖转变为庭院

圈养后
,

养殖规模依据草地资源提供的牧草与种植

业提供的饲料数量 而定
。

在此情况下
,

构建研究区

农户生产与消费的效用函数如下
。

目标函数
, 。 ,

种植业生产约束条件
, , , , , ,

养殖业生产约束条件 一
,

爪
,

农户时间约束条件 一

现金约束条件 二 一 , 一 ,

玖

一 , 一 爪 一
。

一 诏 。

以上各式 中各符号 的意义 如下
,

农户 的效

用
,

农户所消费 的 自己生产 的农产 品 二 ,

从市

场购人 的商品
,

对休闲时间的需求 , ,

种植业

生产量
,

养殖业生产量
,

耕地 面积
,

牧草

地与饲料地面积
, ,

用于种植业 生产的时间 ’
,

用于养殖业生产的时间
,

种植业生产中的可变

物质投人
,

养殖业生产中的可变物质投人
,

农

户的总时间数 一 丁 , 一
,

从事工资收人的劳动时

间 , 一 , ,

农产品市场出售量
,

养殖业收人
,

农户生产总劳动时间的投人 包括 自有劳动时间

和雇佣劳动时间
、 、 , 、 。 、 ‘ ,

分别为农产

品价格
、

畜产品价格
、

市场购进品价格和种植业与养

殖业投人物价格
,

劳动的价格 雇工工资率
。

将生产和现金约束条件合并为一个支出约束条

件
,

即将时间约束条件代人现金收人约束条件 以替

代
,

则得出总收人等于消费总支出
,

模型如下
。 一 矶

,

一
。 , 一 ‘ 。

式 左 边 是 消 费 总 支 出
,

包 括 市 场购 物 支 出
。 。 、

农户购买 自己消费的产品支出 , , 和农户

消耗 自有劳动时间和休闲的支出 等式右边是

生产总收人
,

即农户利润 ,

兀 一
。 , , 一 论 加上农户劳动时间储备价值

。

研究区的农户生产是半 自给型的
,

其生产
、

消费

以及劳动力供给等决策是互相影响
、

同时存在的
,

效

用最大化问题应将生产约束条件放人效用 函数中综

合求解
。

其拉格朗日条件极值方程如下
, , ,

又

, 一 ,
爪 一 一 ‘ 矶 一 二

一
一 样

, , , , , 产 ,

爪
, 。

通过对式 函数的全微分得出各种影响因素

的一阶条件 因本文篇幅所限
,

各种因素一阶条件不

一一列出
,

求解可得到农户消费和生产的最佳资源

配置条件
,

得出农户在实现效用最大化 目标的情况

下
,

其生产消费均衡条件下的农畜产品供给
、

生产资

料需求
、

劳动力供给以及农户休闲时间需求函数
,

以

及满足生存需求后获得利润和现金收人的需求
,

进

而得到农户在收人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决策
。

通过求

解可知 满足农户生存消费需求的效用最大化的影

响因素为种植业生产的耕地资源规模
、

劳动力投人

数量
、

农产品价格以及其他可变因素 影响养殖业生

产的因素有草地资源规模
、

饲料种植所 占耕地 的面

积
、

投人养殖业的劳动时间
、

畜产品价格以及其他可

变要素
。

该结论成为实证分析的理论依据
,

同时其

理论假设在下述实证分析得到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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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农牧业经营行为的实证分析

上述理论模型分析结论显示
,

农户在选择农牧

结合经营模式时
,

首先考虑家庭消费需求
,

因而农户

在有限的耕地上安排满足消费需求的 口 粮作物后
,

如果有余再安排养殖业生产所需 的饲料作物
,

依据

饲料的 自给能力确定养殖畜种与养殖规模
。

基于种

植业和养殖业生产与农户 消费的关系
,

以及种植业

的安排与养殖业的畜种选择和养殖规模的确定受农

户资源条件的限制的理论假设
,

下述从实际 出发分

析和验证农户农牧业经营行为 目标以及生产决策行

为的影响因素
。

农户农牧业经营模式的选择行为

在研究区调查 了河北省坝上 个县
、

内蒙古锡

盟太仆寺旗与多伦县 共 个旗县
,

涉及 到 个 乡

镇
、

个行政村
,

获得了 户农户 年农牧业

实际经营情况的有效数据
。

根据调查结果
,

研究 区的农户采取 的农牧业经

营模式主要有 种
“ 口 粮 饲料 奶牛 肉羊 ”

模

式
,

记为 模式
“ 口 粮 蔬菜 饲料 奶牛 肉

羊
”

模式
,

记 为 模式
“ 口 粮 饲料 肉牛 肉

羊
”

模式
,

记为 模式
“ 口 粮 饲料

”

模式
,

记为

模式
“ 口 粮 饲料 肉牛

”

模式
,

记为 模式
“ 口粮十蔬菜

”

模式
,

记 为 模式
“ 口 粮 饲料

蔬菜十 肉奶兼用牛
”

模式
,

记为 模式
。

这 种经

营模式中均有 口 粮作物
,

其 中
,

口 粮 主要包括小麦
、

筱麦
、

马铃薯和胡麻这 种传统作物
。

将 口 粮放在

经营模式的前面也有特殊意义
,

因为上述理论分析

结论显示
,

农户在效用最大化的行为 目标驱使下
,

生

产经营首先是满足 口 粮需求
,

然后才考虑收益 的大

小
。

下述实证分析中显现
,

口 粮作物收益非常小
,

这

验证了理论假设
。

我们以前三种模式为例
,

分析农

户农牧业经营 目标及影响因素
。

农户农牧业经营效益分析
“ 口粮 饲料 奶牛 肉羊

”

模式的经营效益
,

经营模式涉及 户 调 查 户
、

人 口 为

人
,

人均耕地 面积 为 公 顷
,

户 均养殖奶 牛 为

头
,

户均养殖 肉羊为 只
。

该模式种植业结

构中有 口粮作物与饲料作物 饲料作物主要是青玉

米 农户主要养殖奶牛与肉羊
。

表 显示
,

种植业 中口 粮作物的产值
、

纯收益均

没有饲料作物的大 就单位产值看
,

口粮作物的收益

为每公 顷 元
,

比饲 料 作 物 的 收 益 每公 顷 少

元 从人均资源 比较
,

人均拥有 口 粮作物

公顷
,

人均拥有饲料作物 。 公顷
,

口 粮作物的种

植面积是饲料的近 倍
,

而人均从 口 粮作物获得 的

纯收益为 元
,

从人均从饲料作物获得的纯收

益为 元
,

饲料作物 的人均纯收益是 口 粮收入

的 倍
,

饲料作物 的成 本 收 益 率 比 口 粮作物高
,

在种植业 中种植饲料这种高产高效作物 的

单位纯收益是 口 粮作物纯收益 的 倍
。

可见
。

农

户种植 口粮作物仅是为了生存需求
。

在当地政府进

行的多次结构调整过程 中
,

农户被动地先尝试种植

其他 高产 作物的种植
,

然后逐渐主动减少 口 粮作

物种植面积
,

但是 口 粮作物的种植规模仍然不小于

生存的 自给需求量
。

表 还显示
,

养殖业的收益较高
,

人均纯收益为

元
。

虽然养殖奶牛 的收益率不高
,

投人

元的成本获得 元 的纯收人
,

但是其产值高 见

表
,

投人要素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饲料
、

饲草
,

而饲

料
、

饲草来源于种植业饲料作物或农作物秸秆
,

为 自

给型产品
。

所 以
,

养殖奶牛的投入虽高
,

但收益非常

可观
。

大规模养殖 肉羊的收人也可观
,

因为 肉羊一

般在一些未围栏的草滩放养
,

需要 的饲料一般是草

地收割的牧草
。

养殖业在饲料
、

饲草 自给的情况下

完全为商品型经营
,

符合畜牧业的绝对收人原理川
。

表 经营模式的效益

项项 目目 种植业效益益
一

⋯
项 目目 养殖业效益益 平均均

粮粮粮油作物物 饲料作物物物 奶牛牛 肉羊羊羊
数数量 公顷 数量 头

单单位产值 元 。 单位产值 元

单单位纯收益 元 公顷 单位纯收益 元 头

人人均纯收益 元 人均纯收益 元
收收益率 肠 收益率

“ 口粮 饲料 蔬菜 奶牛 肉羊 ”模式 的

经营效益

经营模式涉及农户 户
、

人 口 为 人
,

人

均耕地为 公顷
,

其 中水浇耕地 公 顷
。

该

模式种植业结构中主要有 口粮
、

饲料和蔬菜
,

养殖业

的畜种是奶牛和 肉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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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呱 经营模式的效益

项项 目目 种植业效益益 项 目目 养殖业效益益 平均均

粮粮粮油作物物 青玉米米 蔬菜菜菜 奶牛牛 肉羊羊羊
数数量 公顷 数量 头

单单位产值 元 单位产值 元 ,,

单单位纯收益 元 公顷 单位纯收益‘元 头 ’’

人人均纯收益 元 人均纯收益益

收收益率
。

“
·

一一 收益率‘ ,,

从表 可知 蔬菜的单元产值
、

纯收益在种植业

中是最大的 口粮的播种面积在三个单元 中是最大

的
,

是蔬菜播种面积的 倍
,

但 口粮的纯收益却很

低
,

其成本收益率为
,

与高产高效作物 —
蔬菜与饲料相 差较大 口 粮作物 的人均纯 收益 为

元
,

占蔬菜的人均纯收益 的 蔬菜纯收益 占

种植业的总纯收益的
。

可见
,

农户种植蔬菜

的收益很高
,

只要有灌溉条件
,

农户愿意投人较高的

成本种植蔬菜
。

在 模式 中
,

养殖 业 畜种 的单位收益 与

模式中的相类似
,

仅比 模式的养殖规模小
,

户均

养殖 肉羊 只
、

养殖奶牛 头
。

这与饲料作物

种植数量有关 因为该模式 的人 均耕地 面 积没 有

模式的多
,

在无灌溉条件的耕地上 安排 了满足

口粮需求的作物耕地后
,

面积所剩无几
,

因此养殖业

规模受到提供饲料作物的耕地面积的限制
。

“ 口粮 肉牛 肉羊
”
模式的经营效益

经营模式涉及 的调 查 户 为 户
、

人 口 为

人
,

人均耕地面积为 公顷
。

在该模式中
,

农

户种植业的主要作物为粮油作物
,

包括小麦
、

筱麦
、

马铃薯与胡麻
。

这 种作物的产量低
、

收益差
,

但它

们是农户生存 自给必需 的作物
,

所 以农户在耕地资

源短缺的情况下
,

即使不养殖任何牲畜
,

也要安排 口

粮作物生产
。

选择该模式的农户从种植业获得的纯

收益为人均 元 见表
。

在收人如此低的情

况下
,

农户之所 以只种植 种传统的粮油作物
,

主要

目的就是要得到一定数量 的粮油产品
,

满足生存的

自给需求
。

表 呱 经曹模式的农牧业效益

项项 目目 数量量 单位产值值 单位纯纯 人均纯纯 收益率率

公顷 头 元 头 收益 元 收益 元

元元元元 公顷

口口粮粮
。

肉肉牛牛
‘‘ 。

肉肉羊羊

表 显示 养殖业主要养殖肉牛和肉羊
,

肉牛的

单位产值为 元 头
,

肉牛 的单位纯收益 为

元 头
。

在该模式中
,

农户经营农牧业的纯收益仅为

人均 元
。

由表 中的数据可知
,

肉牛的成本

收益率较奶牛高
。

这是 因为其投人的饲料远没有奶

牛多
,

虽然其产值低
,

但农户可根据 自给饲料
、

饲草

条件选择该畜种 以及该农牧结合的经营模式
。

这与

上述理论分析相符合
。

农户农牧业经营目标分析

种植业的经营 目标

从上述分析可知 口 粮作物的收益率及单位纯

收益均较低
,

但是农户无论选择哪种经营模式
,

均安

排 口粮作物的生产 农户按照家庭生存的 口 粮需求

而确定种植规模
,

只要有产量
,

不计劳动成本
。

这符

合劳动无成本原理
,

充分体现 了研究区农户决策

行为的第一 目标
。

种植 口 粮作物小麦完全是为了满

足生存之需 筱麦在满足 口 粮之余
,

为养殖业提供籽

粒精饲料与秸秆饲草 马铃薯既可作为粮食又可作

为蔬菜消费 研究区农户食用油是 自给的
,

胡

麻是主要的油料作物 马铃薯与胡麻消费之余还 可

出售
。

虽然这 种传统粮油作物的产量
、

纯收益与

饲料
、

蔬菜作物相比很低
,

但却是研究区农民的生存

根本
。

所以
,

农户种植业的经营 目标是生存第一
。

饲料作物 以为养殖业提供物质基础为生产 目

的
。

随着
“ 退耕

”
政策与相应 的围栏禁牧政策的实

施
,

养殖方式由放牧为主转变为以家庭圈养为主
,

随

之畜种结构不断调整
,

饲料作物在研究区从无到有
、

从少到多发展
。

该类作物的播种规模依口粮的满足

程度而确定
,

其种植面积 的多少影响养殖规模的大

小
。

蔬菜的生产 目的完全是利润最大化
,

在有灌溉

条件的耕地上
,

农户根据利益大小来选择蔬菜品种

以及投人决策
。

养殖业的经营目标

研究区的养殖业完全为商品型经营
。

养殖业收

人是农户一年中现金收人的主要来源之一
。

养殖业

的规模由农户饲料的 自给程度决定
。

据统计局对农

户的跟踪调查
,

一个农 民一年 的 口 粮需求需要种植

的各种作物 面积为 小麦 公顷
,

筱麦 公

顷
,

马铃薯 公顷
,

胡麻 公顷
,

人均需 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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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共计 公顷
。

在表 的 模式 中
,

小麦

的播种面积不 能满足生存需求
,

自给率为

筱麦的播种面积能满足生存需求
,

而且有余 马铃薯

的播种面积正好满足 自给需求 胡麻的播种面积在

满足消费所需后略有剩余
。

所 以
,

农户在保证了生

存所需的口粮种植 面积后
,

再去决定种植饲料作物

的多少
,

而饲料作物 的播种 面积的多少又影 响养殖

规模的大小
,

养殖业 的饲料来源是 自给的
,

正符合畜

牧业 的绝对收人原理川
。

研究区农户长期的贫困生活经历使其在生产决

策时
,

首先考虑规避风险
、

求得安稳
,

保证生存最低

需求
,

即在种植业结构中
,

首先安排满足生存的粮油

生产
,

然后才考虑能带来现金 收入的养殖业 物质基

础 —饲料的种植
,

实证分析结论与理论假设相符
、

口

求效用最大化的表现
,

又不失对经营利润最大化的

渴望
。

所以
,

农户在选择农牧业经营模式时
,

既考虑

土地等自然资源察赋
,

又考虑 自身条件和农牧业 生

产特征 既考虑种植业 的农作物品种
、

养殖业 的畜

种
、

种养业的互补与竞争关系
,

同时也考虑政策
、

制

度等外界环境
、

社会因素以及市场因素的影响 既考

虑农业收人的多少
,

也考虑劳动投人是否所值
。

农

户在现有的资源察赋与各种 内外部 因素制约下
,

小

心翼翼地做决策
,

其生产行为具有 自给和商品双重

目标
,

符合艾利思的农户行为 目标是
“

有条件的利润

最大化
”

假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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