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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通过对１６个典型样点村所作的参与式农村评估调查,
选取农户就业、收入和时间３个指标探索农户生计结构特征,并基于农户就业主导行为及其

地域差异,对农户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兼业和农户农业生产４种类

型进行了测算分析,以期准确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特征与趋势.结果显示:县城近郊农户生

计非农化突出,农户多选择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非农就业和时间投入与收入结构比例一

致;远郊传统农区农户自主非农化发展趋势明显,农户多选择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生计分

化行为与传统农区经济结构环境不一致;兼业农户非农化就业不稳定,但农户非农化就业的

倾向明显;农业生产农户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农业收入的来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经济

作物种植区,农户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潜力大.提出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分化

特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针对性的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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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我国农户的分化,这成为当前农村的一个突出现象[１].农户分

化表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反映了农民对农村非农化发展和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与之伴随的

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和农村生活向城镇生活转变.农户分化直接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对
农业生产经营、新村建设、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改革、城镇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当前农村

政策制定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如何使新的农村政

策对差异化凸显且不断分化的异质性农户产生积极效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确定未来农村社

会治理方向的基础,而农户分化探索则是这个基础的前提.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准确识别农户分化

的特征与趋势,为辨识农户生计面临的状况与有针对性地制定“三农”政策提供了参考,研究成果受到

政府和学界的重点关注.诸多学者从农村非农化的内容、影响、农户分化与土地流转行为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探讨[２Ｇ４].农户分化是农业内部因素的推力和外部因素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由

经营农业的纯农户逐渐转化为亦工亦农的兼业户及非农户,形成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并存的局面.
为深入探索农村内部非农化结构及其差异特征,本文通过对山东省沂水县农户的问卷调查,结合农户

分化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县域农村农户分化的结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索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村发展的

治理方向,以期为贫困山区精准扶贫和农村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生计是指一个家庭为获得维持家庭人口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而采取的活动[５].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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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生计包括资产、行动和获得这些资产的途径,这一切决定了农户生存所需资源的获取[６].在二

元城乡结构所导致的经济收入差异下,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行性不断加强,从而农户

个体间的差异逐步显示出来,农户在城乡之间的就业会根据其劳动机会成本、家庭农作负担和行动偏

好所决定.当前,农户生计分化是农户应对社会、经济、家庭、制度等环境变化而做出决策的反映,在
不同的地域区位和资源环境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于地域区位是农村分化的基础因子,而且

农村非农化的要素包括人口、土地及产业等因素,农村非农化要素必然要反映在农户就业的地域空间

上[３].若某农户以外出务工和本村农业生产为主要就业途径,说明该村非农经济不发达,必然缺乏相

应的产业支撑.因此,本研究基于农户就业视角来探索农户生计分化的特征.
根据调研村农户就业的地域差异,本研究将农户生计行为划分为县域外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就

业、县域兼业及农业生产.县域外非农就业指农户到本县域之外的区域(城市)非农就业,且基本脱离

农业生产活动;县域非农就业指农户在本县域(包括本村)内从事非农生产,与县域外非农就业的区别

是昼夜往返于本村与工作地;县域兼业指农户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在本县域(包括本村)内从

事非农生产,也属昼夜往返型,但多为环卫、建筑等临时性工作;农业生产指农户在本村从事种植、养
殖等农业生产活动.

由于农户追求经济利益的就业行为相对自由,一般通过就业活动的选择实现其逐利目标,在城镇

经济扩散影响下,不同类型农户就业结构呈现较大的分异特征.因此,基于上述对农户生计行为的划

分,本文从就业、收入和时间３个方面分别构建量化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结构.农户就业结构指农村劳

动力就业的类别及其所占的份额;收入结构指农户人均收入(不包括赠予、政府补贴等非生产性收入)
类别及其所占份额;就业时间结构指用于不同类别就业劳均时间及其所占的份额,详见表１.

表１　农户生计结构及其量化模型

民生质量 指标 公式

农户
生计
结构

就业结构Q

县域外非农就业比例Q１ Qi＝qi/TQ
县域非农就业比例Q２ Qi 为i就业领域结构比例,qi 为i就业领域人数,TQ

为就业人数之和,i＝１~４县域兼业比例Q３

农业生产比例Q４

收入结构P

人均县域外非农收入比例P１ Pi＝pi/TP
人均县域非农收入比例P２ Pi 为i就业领域人均收入结构比例,pi 为i就业领域

收入,TP 为村农户总收入,i＝１~４人均县域兼业收入比例P３

人均农业生产收入比例P４

就业时间结构L

劳均县域外非农就业时间比例L１ Li＝li/TL
劳均县域非农就业时间比例L２ Li 为i就业领域劳均就业日数结构比例,li 为i就业领

域劳均就业时间,TL 为村总劳均就业时间,i＝１~４劳均县域兼业时间比例L３

劳均农业生产时间比例L４

　　二、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区概况

沂水县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北部,地处沂河上游,沂蒙山腹地.县境为低山丘陵区,西部、北部为低

山区,东部、东北部为丘陵,中部、南部为平原.２０１４年全县辖１９个乡镇,１０４０个行政村,总面积

２４３４．８平方千米.２０１４年地区生产总值３３４．８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２９５２３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１２０９３元①,虽然经济持续增长,但是相较于山东沿海区域,沂水县属于较贫困的地区,农
民以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策略.沂水县县城及周边区域为沂水县的工业园区,这为县域

内农户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其余农村地区为传统农区,县域西南部以种植生姜、芋头等经济

１２

①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年沂水县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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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为主,其他区域以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随着国家城镇化工业化的带动,沂水县农村

农户呈现较明显的生计分化态势,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样本.

２．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２０１４年７月和１０月两次开展实地调研,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

结合的方法,选取了１６个代表性村庄.通过深入农村,对村干部及熟悉村情的老人进行访谈,获取农

村产业、就业和土地利用等信息;然后对每个调研村选取５户农户(平均每户５人)进行问卷调查,获
取农户生计状况.调研数据包括:①农村就业结构:农户从事非农生产、兼业及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

量;②农村收入结构:非农就业领域的工资水平,各种农作物的单位成本、收益等;③农村就业时间结

构:非农就业、兼业农户一年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日数、单位农业需要的劳动日数等(表２和表３).文
中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沂水县统计年鉴.

表２　调研村基本概况

调研村 分布区域 区位条件 农业生产概况

东土沟、四旺
连崮峪、郝家坪

远郊山区
山路崎岖,距离县城３０~６０千米,车程(摩托车)＞７０
分钟

传统农区,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传统农区、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李家营、余粮、核桃园
师家崖

中郊丘陵区 路途稍平缓,距离县城２０~４０千米,车程＞５０分钟
传统农区、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传统农区、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韩家曲、金场
后武家庄、后城子

中郊平原区 地形平坦,距离县城８~２０千米,车程约３０分钟
传统农区、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传统农区、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大翁山、高桥
唐家庄子、前马荒

近郊平原区
县城周边,交通便利,距离县城２~１５千米,车程为５~
３０分钟

农业生产受城镇经济影响,
非农化特征明显

表３　农户生计结构基本情况

调研村

就业结构/％
县域外
非农

县域内
非农

兼业
农业
生产

人均收入/元

县域外
非农

县域内
非农

兼业
农业
生产

劳均就业时间/小时

县域外
非农

县域内
非农

兼业
农业
生产

东土沟 ４４．４４ ０．００ ４．４５ ５１．１１ ７５３７．６９ ０．００ ２２１．１１ ２１１７．００ １３３．３３ ０．００ ８．８９ ２２．６１
四旺 ３４．０９ ０．００ ６．８２ ５９．０９ ５９００．３５ ０．００ ３４６．１５ １０２０．０３ １０２．２７ ０．００ １３．６４ ２２．６４
连崮峪 ３７．９０ ０．００ ５．８３ ５６．２７ ６１１９．２５ ０．００ ２７６．１５ ４３５１．３１ １１３．７ ０．００ １１．６６ ９３．８５
郝家坪 ２８．００ ０．００ ６．００ ６６．００ ４７７２．７３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３６１．１４ ８４．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７．９６
李家营 ４３．８６ ０．００ １４．０３ ４２．１１ ７５２０．０５ ０．００ ７０５．８８ １３１９．１６ １３１．５８ ０．００ ２８．０７ １９．８８
余粮 ３１．３７ ６．２７ ２５．０９ ３７．２７ ５３８７．９３ ７６６．２８ １２６４．３７１１０３．５３ ９４．１０ １５．６８ ５０．１９ １８．５０
核桃园 ４３．２４ ０．００ ８．１１ ４８．６５ ８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 １０５１．１１ １２９．７３ ０．００ ２０．２７ １５．４９
师家崖 ２８．９０ ４．３４ ８．６７ ５８．０９ ４９３４．２１ ５２６．３２ ４３４．２１ ９２４４．２４ ８６．７１ １３．０１ ２１．６８ ４３．２１
韩家曲 ２７．４６ ３３．４８ １６．７４ ２２．３２ ４９３５．７９ ４０４４．９４ ８６６．７７ １３６０．１０ ８２．３７ ８３．７１ ４１．８５ ２１．７９
金场 ４２．７９ ３．６７ ２４．４４ ２９．１０ ８０５７．０９ ４６４．０９ １３２５．９７１４８０．２０ １２８．３６ ９．１７ ６１．１２ ２３．２３
后武家庄 １３．１６ ４．３９ １７．５４ ６４．９１ ２２６９．９８ ５０８．４７ ８７１．６７ ７６６７．２２ ３９．４７ １０．９６ ４３．８６ ３５．４１
后城子 ７．８４ ７．８４ １９．６１ ６４．７１ １４０８．４５ ９４６．４８ １０１４．０８１２８２５．３５ ２３．５３ １９．６１ ４９．０２ ４５．００
大翁山 ３７．３３ ２８．７２ ２２．４６ １１．４９ ８６６２．９２ ４３２７．１３ １５２２．７２ ７３１．６６ １１２．００ ８６．１６ ５６．１５ １１．５０
高桥 ３２．２７ ４９．４１ １０．８７ ７．４５ ７５２９．１５ ７５２１．６２ ７４１．２６ ６３９．５６ ９６．８２ １４８．９６ ２７．１８ ８．９７
唐家庄子 ４．９３ ６５．７９ １２．８３ １６．４５ １１２０．００ １０６６６．６７ ３６０．００ ４４８．３３ １４．８０ １９７．３７ １２．３４ ５．８７
前马荒 ５．５５ ７２．５７ １７．３３ ４．５５ １２１６．０７ １１２０５．２１１２２１．５０ １８６．４８ １６．６４ ２１４．７０ ４３．３４ ２．５０

　　三、沂水县农户生计分化

　　１．就业结构分析

通过调查得知,农户就业结构当中(图１),１６个调研村中有９个村的非农就业比例超出４０．０％,
其中高桥、前马荒、唐家庄子、大翁山、韩家曲５个村的非农就业比例超出６０．０％,这些村主要位于靠

近县城或中心城镇区域,交通便利,受城镇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兼业就业表现不太明显,只有大翁山、
金场、余粮３个村兼业就业比例超出２０．００％,主要分布于中郊区域.调研村中不少村农户仍是以从

事农业生产为主,表现突出的有东土沟、连崮峪、师家崖、四旺、后城子、后武家庄、郝家坪７个村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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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比例超出５０．００％,这些村主要分布于远离县城的远郊山区以及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中

郊区域.在空间分布上,越靠近县城的调研村所受城镇经济发展的影响越大,农户非农就业比例越

大,且农户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因其所需农作时间较经济作物投入少;远郊山区村表现为从事农业

生产占主导;处于中郊区域的村,表现特征不一,以农业生产为主和以非农就业为主的村均有分布,部
分村兼业就业比例表现相对明显,但均不占据主导.同时还发现,在非农就业表现突出的村当中,高
桥、前马荒和唐家庄子县域内非农就业的比例分别高达４９．４１％、７２．５７％和６５．７９％,因这几个村靠近

县城,农户主要选择在县城就业.而东土沟、四旺、李家营和核桃园调研农户全部选择县域外就业,非
农就业比例分别为４４．４４％、３４．０９％、４３．８６％和４３．２４％,这些村距离县城较远,昼夜往返县城所花时

间多,农户基本上都选择县域外非农就业.由此可见,偏远贫困山区的劳动力非农输出多选择到县域外

就业.

图１　农户就业结构

　　２．人均收入结构分析

在人均收入结构当中(图２),人均非农收入呈现出较强的比较优势,１６个村中有１１个村的人均

非农收入比例超出７０．０％,非农生产已经成为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中唐家庄子、高桥、前马荒、大
翁山、核桃园、四旺、韩家曲等村人均非农收入占比表现非常突出,其所占比例超出８０．０％.而人均农

业收入所占比例相对较低,显现出农业生产收入的弱势地位,只有连崮峪、郝家坪、后武家庄子、后城

子村的人均农业生产收入比例超过４０．０％,且这些村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种植经济作物作为收入来源.

图２　农户人均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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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业收入所占比例不明显,只有金场、余粮两个村的人均兼业收入超过１０．０％.在空间分布上,非农

收入最突出的村靠近县城的近郊平原区,农业收入最明显的村主要分布于中郊平原和远郊山区,而兼

业收入较高的村分布在中郊区域.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非农收入当中,多数村人均非农收入来源于县

域外非农就业,县域内非农就业收入当中,只有最靠近县城的唐家子和前马荒的收入比例表现突出,
分别为８４．６９％和８１．０３％,多数村人均非农收入主要依靠县域外非农就业.可见对于沂水县农户而

言,县域外非农就业的收入占据主导.

３．劳均就业时间结构分析

在劳均就业时间结构中(图３),农户把工作时间主要用于非农就业上,其中,唐家庄子、高桥、前
马荒、东土沟、核桃园、大翁山、四旺、李家营、韩家曲等村劳均非农就业时间所占比例均超出７０．０％,
非农就业时间所占比例表现非常明显.而在农业生产中,只有后城子、郝家坪和连崮峪３个村的劳均

农业生产时间略显突出,其所占比例超出３０．０％.农户用于兼业上的时间显得较弱,只有后武家庄子

和后城子两个村的劳均就业时间超过３０．０％.整体来看,农户的劳均就业时间多数用在非农就业上,
农业生产和兼业所用时间处于较低水平.结合空间分布来看,除了近郊村受县城经济影响表现较高

的非农就业时间比重之外,还发现处于较远区域的东土沟、四旺、核桃园、李家营等村的非农就业时间

比例均超出７０．０％,并且这些村均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由于种植经济作物所花时间较多,上述劳均

农业生产时间占比明显的村均是属于这种类型,这也说明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以选择种植经济作

物为主.在非农化就业内部,多数村农户工作时间用在县域外就业上,这与非农收入结构表现一致,
而在主要选择县域内非农就业的唐家庄子、前马荒和高桥村当中,其非农就业时间所占比例同样表现

明显.

图３　农户劳均就业时间结构

　　４．非农化结构分析

综合对比非农就业结构、人均收入结构和劳均时间结构可知(图４),在农户生计非农分化的过程

中,大部分村的非农人均收入比例要超出非农就业和时间上的比例,农户非农收入的生计特点体现强

烈.结合空间分布来看,近郊村表现出较突出的非农化特征,在上述３个层面的生计结构分析中,所
占比例均超过６０．０％,而且表现大体一致的结构特点,即收入比例＞时间结构比例＞就业结构比例.
远离县城的传统农区许多调研村呈现出非农就业比重不高,但非农收入和就业时间较高的特征,这一

结构现象反映出仍有不少劳动力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兼业,但是在人均收入上和劳均时间上,非
农部分占据较高的比例,形成非农就业对农村农户的吸引势能,这样势必会造成更多的农户转向非农

领域.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调研村３个层面的生计结构中,劳均时间结构中非农比例占据优势(郝家

坪、师家崖、后武家庄、后城子),但是在就业和收入结构中,非农部分占据比例表现较低的水平,结合

４２



第５期 李　灿 等: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分化特征及其治理方向———基于山东沂水县农村的实证调查 　

前述分析来看(图１、图２和图３),这些村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人均农业收入也相对较高,但是

所占用的劳均时间不如非农部分高,这几个调研村还未形成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的明显比较优势,从
其劳均就业时间结构中兼业占比较为显著的情况也能得到印证(图３).

图４　调研村非农化结构

　　四、农户生计分化类型特征

　　进一步结合农户就业类型分析,农户往往通过就业活动的选择来表现其农户生计状况[７],在不同

的地域区位和资源环境条件下,农户表现出不同类型的生计分化特点,农户非农化发展表现出不同的

发展趋势与需求(表４).县域范围内,中心城镇的经济发展对农村发展的扩散效应明显,成为农户生

计结构分化的重要驱动因素.
表４　农户就业生计分化类型特征

农户生计主导类型 调研村分布 生计结构特征 生计环境 发展趋势

非农化农户
(县域外就业)

东土沟、四旺、李
家营、核桃园

Q１＞４０％,
P１、L１＞７０％

远离城镇经济中心,地处丘陵山
区,交通不便,时间距离＞５０分
钟,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农户自主非农化强烈,难以兼顾
家庭生活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
结构与环境变化缓慢

非农化农户
(县域内就业)

高桥、唐家庄子、
前马荒、大翁山、
韩家曲

Q２、P２、L２＞４５％
靠近中心城镇,地处平原区,交
通便利,时间距离５~３０分钟,
受城镇经济影响强烈

非农就 业 多 元 化,农 业 生 产 减
弱,农户就地发展非农经济愿望
强烈,农村经济结构变化明显,
农户生活非农化趋势明显

兼业农户 余粮、金场
Q３、L３＞２５％,

P３＞１０％

多分布于县城外中郊区域,交通
较便利,时间距离３０~６０分钟,
多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非农就业稳定性差,非农化程度
不高,农业生产环境相对较好,
农户向非农转向趋势明显

农业生产农户
郝家坪、连崮峪、
师家 崖、后 武 家
庄、后城子

Q４、P４＞５０％,
L４＞２５％

地处丘陵山区,远离城镇经济中
心,交通不便,时间距离＞５０分
钟,多种植经济作物

非农化程度低,农业产出较高,
农业生产依赖性高,特色农业发
展明显

　　结合前述分析可知,东土沟、四旺、李家营、核桃园４个村农户主要非农就业地点在县域外,而高

桥、唐家庄子、前马荒、大翁山和韩家曲５个村农户主要非农就业地点在县域内,两者反映在地域空间

上,则主要表现为两者的交通便利情况和到中心城镇距离的差异.农户县域外非农就业主要表现为

远离中心城镇,地处丘陵山区,交通不便,到城镇的时间距离超过５０分钟,并且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因为相比于经济作物,种植粮食作物需要的农业投入时间更少.对于县域外就业的非农化农户,迫于

生计压力,农户需要外出自谋出路,因而农户的自主非农化愿望强烈,鉴于往返于城镇到居住点之间

的交通成本较高(单程时间＞５０分钟),因此选择外出县域务工,由于深处丘陵山区,致使单个农户的

非农化发展趋势与传统农村经济结构环境的变化不一致,而且这部分外出农户难以兼顾家庭生活与

农业生产,会导致该区域农业进一步衰退,农村的空心化发展趋势会更突出.靠近中心城镇的调研村

农户表现出强烈的县域非农就业特征,这部分农户受县城经济辐射影响强烈,到城镇交通方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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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农户非农就业呈现多元化特征,农户就地发展非农经济愿望强烈,农村经济结构变化与农户非农

就业趋势发展一致,而且农户生活呈现明显的非农化特征,但是该区域农业发展较弱,耕地资源破坏

明显,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不高.
对于地处交通较便利区域的余粮、金场村,农户表现较明显的兼业就业特征,这部分村到城镇的

交通相对便利,且农业生产的环境相对优良,在非农就业的吸引下,该区域农户多种植粮食作物以抽

出时间到城镇非农就业,因非农就业处于农闲时期,非农化就业不稳定,非农化程度不高,相较于农业

生产投入,农户在非农就业和时间上的投入比例要比所获取的收入比例高,调查发现,许多农户呈现

向非农就业转移的倾向.对于农业生产农户,如郝家坪、连崮峪、师家崖、后武家庄、后城子村处于传

统农区,地处丘陵山区,远离城镇经济中心,交通不便,种植经济作物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

农户农闲时间少,非农化程度低,农户生计分化特征体现不明显,因种植各类经济作物,形成了不同特

色的经济作物种植区,调查当中,发现不少村成规模种植苹果、生姜、花生、大蒜、甘薯和芋头等经济

作物.

　　五、结论与建议

　　在县域城镇经济扩散效应的影响下,农户生计分化呈现出不同特点,农户分布空间差异与农户就

业类型差异相互交织,形成沂水县农户生计分化最显著的特点.在此背景下,需要认清农户生计所体

现的分化特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差异化农村政策,以应对农村精准扶贫、农
业发展、农村管理等问题.

１．结　论

(１)县域范围内,县城对近郊农村农户的生计非农分化影响突出,农户生计主要依靠非农就业,农
户呈现出在非农化上倾向性投入的特点,农户非农就业投入(就业人数和时间)与非农就业收入结构

比例一致,并且农户多选择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脱离农业生产的趋势明显.
(２)远离县城交通不便的传统农区,农户表现出强烈的自主非农化发展趋势,农户多选择县域外

非农就业,农户生计分化行为与传统农区经济结构环境的变化不一致;由于农户在非农就业结构上的

投入明显低于收入和时间结构上的比例,农户剩余劳动力较多,在非农化吸引下,这部分农户成为农

村空心化发展的潜在群体,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３)兼业农户非农化就业不稳定,非农化程度不高,农户在非农收入与非农就业上的比例差异大,

许多农户呈现向非农就业转移的倾向.
(４)农业生产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显著,非农化程度低,并且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农业

收入的来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户对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潜力大.

２．建　议

(１)非农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农户在非农化过程当中已经自觉地学习和提

升了非农就业技能,农户生活方式也在向城镇转变.对于这类农户,应探索农户土地退出机制,有序

推进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推动农户与土地的分离,建立农村人口异地非农转移的助推机制,在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下,实现对这部分农户向城镇的有序转移.这其中,近郊区域农户非农化就业突

出,农村土地低效利用和非农化利用问题明显,该区域应结合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适当迁并村庄和就

地城镇化,鼓励农户到城镇落户,重构土地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加强土地复垦,保护好近郊优质耕

地资源.对于远郊非农化农户,实施鼓励农户土地流转和农户向城镇转移的补贴机制,逐步推动农户

向城镇转移,并探索放开农业投资开发与经营进入农村,以减少农户过快转移所导致的农村空心化问

题,探索多样灵活的农户土地退出机制,以适应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求.
(２)沂水县农户生计分化的兼业化现象不是很突出,但是受非农就业的吸引呈现出向非农就业转

变的倾向明显.从调查来看,兼业农户多处于农业生产条件较优越的平原地区,而对于这部分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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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创造条件,促进农户生计结构的合理分化,加快农户分化进程,使其有选择性地向农业生产和非

农业生产集聚,因为从现有对农户分化的研究来看,兼业经营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８],
另一方面却是作为潜在非农化群体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

(３)传统农区中生计分化不显著的农业生产农户,为提高收入,早已开始了农业特色种植经营.
对于这部分农户,政府应该加强农业技术支持和农业生产补贴,建立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应对机制;培
育农户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实时提供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培育种植大

户;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机制,通过土地集中,促其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吸收多方投资经营主体进入农

村[９],进行农业开发,调整农业产业布局,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１]　孙文华．农户分化:微观机理与实证分析:基于苏中三个样本村７０５个农户的调查[J]．江海学刊,２００８(４):１１４Ｇ１１９．
[２]　王利平,王成,李晓庆．基于生计资产量化的农户分化研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４７１户农户为例[J]．地理研究,２０１２,３１

(５):９４５Ｇ９５４．
[３]　张佰林,张凤荣,曲宝德,等．山东省沂水县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J]．地理学报,２０１５,７０(６):１００８Ｇ１０２１．
[４]　钱龙,钱文荣,陈方丽．农户分化、产权预期与宅基地流转:温州试验区的调查与实证[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５,２９(９):１９Ｇ２６．
[５]　蔡志海．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农户生计资本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２(１２):５５Ｇ６７．
[６]　苏芳,徐中民,尚海洋．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J]．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９,２４(１):６１Ｇ６９．
[７]　王春超．转型时期中国农户经济决策行为研究中的基本理论假设[J]．经济学家,２０１１(１):５１Ｇ６２．
[８]　龙花楼．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地理学报,２０１３,６８(８):１０１９Ｇ１０２８．
[９]　李翠珍,徐建春,孔祥斌．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J]．地理研究,２０１２,３１(６):

１０３９Ｇ１０４９．

(责任编辑:陈万红)

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