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引言

冕宁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幅员面积

""#!$%#，耕地#万&%#，人口’’万人，常年粮食总产量

(’)*万+，人均粮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

#!!"年农业经济总产值"#.’"万元，占全县经济总产

值的#/)/0，农业中又以种植业为主，全县农民人均

种植业年收入1#’).1元，占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0，高出畜牧业收入(")1"个百分点，高出林业

收入’")"#个百分点。种植业不仅为全面提高人民生

活质量提供丰富、安全的食品和原料，而且为养殖业

提供了充足的饲料，是农业的基础产业。因此，及时

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作物的种植效益，对各级政府

和农业行政及技术推广部门研究制订农产品价格与

流通政策，科学地组织指导农业生产，优化种植结

构，推进农业增产方式的转变，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234后，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挑战，通过生产成

本的分析对比，能帮助我们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科

学合理地配置资源要素，调整农业的产品结构，发展

优质、高产、高效农业。

( 调查及计算方法

以#!!’5#!!"年作物种植年度内的水稻、玉米、

马铃薯、大麦、小麦和油菜等/种主要农作物为种植

效益调查分析对象，方法上采取每一种作物选择生

产水平有代表性的(!个农户作为调查户，在作物全

生产过程中进行系统调查、全程记载、科学分析，根

据国家统一规定的计算模式，分作物测算出物质费

用、用工作价、税金提留、种植效益、投入产出比等确

切的量化数据。农产品主产品价格按当时全县市场

平均价格，稻谷()/!元 6 $-，玉米()*!元 6 $-，马铃薯按

*7(折成稻谷，大麦()’!元 6 $-，小麦()*!元 6 $-，油菜

籽’)!!元 6 $-，副产品价格按当地价格，劳动日工价

按农民义务工价(.)*!元 6 工日，农业税金按调查点

习惯性分摊。

计算公式为：总成本8物质费用9劳动用工价，

净产值8总产值:物质费用，种植效益8总产值:总成

本:税金，成本纯收益率8种植效益 6 总成本;(!!，劳

动日净产值8净产值 6 用工数量。

# 结果与分析

#)( 主要农作物的物质费用比较

物质费用最高的是水稻，为’*.!)#*元 6 &%#，其

次是油菜、玉米、小麦、大麦，马铃薯最低，为#".#)**
元 6 &%#（表(）。 物 质 费 用 占 总 成 本 的 比 例 依 次 为

"")!"0、*!).,0、*")!10、*.)#,0、**).*0、"#)*!0，

其所占比例都超过或接近总成本的一半，是影响生

产成本的关键因素，近些年粮油虽然产量有了较大

的提高，农产品价格也有一定上升，但种植效益并没

有较大的提高，原因之一既是物质费用增长较快，冲

抵了部分增产效益。

从物质费用分项来看，种子、肥料、农药是费用

支出的主体，三项费用之和所占比例在.()*#0至

1/)1!0之间，其中农家肥费用所占份额最大，这是

本县发展无公害和有机农业的优势，农家肥的投入

也相应地减少了化肥费用的支出。畜力和机械费用

支出一般在105(/0，年间其值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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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作物间用工差异较大，近年由于水稻生产大

力推广秧盘育秧、旱育秧技术和抛秧技术，以及化学

除草、统防统治技术，起到了费省效宏的功效，劳动

用工数量大大减少，但用工数量仍为最高，平均为

!"#$#"个，相比之下，大麦、小麦用工数量较少，平均

为%&’个和%#(个，“重大春，轻小春，重水稻，轻旱作”

的思想在该县较为严重。从该县农业生产实际情况

来看，水稻生产水平已比较高，而大春旱作和小春的

潜力则较大，应对此深挖潜力，加大科技投入，加快

科技推广和成果转化，不断培育和推广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新品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种植效益。从劳

动用工结构来看，从播种到收获主要为直接生产用

工，总用工量的’")以上，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主要为

间接生产用工，所占比例很小，不到%")，由此反映

该县农民商品市场意识淡薄，不重视产品的加工，产

品价值未能充分体现，特别是一些高附加值农产品，

大大降低了种植效益，产品流通不畅，优质不优价，

严重挫伤农民发展优质农产品的积极性。

($! 种植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种植效益最高的是水稻，为

!(*!$’"元 + ,-(，最低的是油菜，仅为&#"$.*元 + ,-(，

两值相差.$(&倍，但值得一提的是，农民自己核算种

植效益时往往不计劳动用工作价及部分物质费用

（如农家肥、自家畜力），反映的基本是净产值，其值

从高到低依次为水稻、马铃薯、玉米、油菜、大麦、小

麦，农民通常是按此来安排种植计划。各作物每百元

的产值生产成本在.%$.’/’($.&元之间，同国际市场

农产品相比，除水稻基本持平外，其余作物均高于国

际市场同类作物。劳动生产率即每一劳动日净产值，

从高到低依次为水稻、大麦、小麦、马铃薯、玉米、油

菜。投入产出比，即每投入%元获得的净利润，水稻为

"$!’元，大麦为"$(0元，小麦为"$(!元，马铃薯为"$((
元，玉米为"$%0元，油菜为"$"0元。

! 结论

从以上分析看，冕宁县当前农民种植粮油作物

的效益总体偏低。其主要原因，一是生产成本增长较

($( 劳动用工作价比较

表% 主要农作物生产物质费用分项统计表 单位：元 + ,-(

项 目 名 称 水 稻 玉 米 马铃薯 大 麦 小 麦 油 菜

物质费用合计 !#."$(# !&&&$(! (&.($## (0%!$## !""’$## !&.’$&(

直接生产费用合计 !!&’$(# !!"%$#" (!(.$0" (.!!$!" (’(#$!" !!*!$0.

种子、种苗费 !%#$(# &%($#" #*($#" (’0$#" (00$#" &#$!#

农家肥费 %&0#$"" %!("$"" ’%#$"" %&(#$"" %#(&$#" %#(#$%#

化肥费 ##0$#" %%0#$"" (##$"" !.#$"" &&($#" 0’.$""

农药费 !(#$#" .($(# !#$.# %%($0# %!0$#" &(.$#"

农膜费 &0$#" !%$(# (.!$##

畜力费 (0*$#" %&#$#" %%($"" !(!$%# !#($## !%($""

机械作业费 (!"$"" %("$"" %!#$#" %%0$0# ’0$.# 0’$!.

排灌费 ##$"" *"$"" *"$"" *.$#"

燃料动力费

其他直接生产费用 &#$"" %#$"" !0$#" %’$’# ("$""

间接生产费用小计 ((%$"" %&($.! %&&$.# 0"$(# 0&$(# %%#$##

固定资产折旧费 ’0$(# ##$(! !!$(# !%$(# !%$(# *#$(#

小农具购置及修理费 ##$(# (&$#" %#$"" (($#" (.$#" %0$’#

管理费及其他间接生产费 *.$#" &0$"" (%$#" %%$#" %&$(# ’$0"

销售费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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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大多数作物生产成本已经接近全部产值。据调

查，近!"年粮油作物生产成本每年以!#$%&的速度

递增，特别是物质费用增加明显，其次是生产用工折

价提高，造成增产不增收。二是产量增长有限，随着

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作物单产均有提高，但近

年因退耕还林、还草和大型工程用地及产业结构调

整，耕地面积减幅较大，粮油总产增长缓慢。三是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每年受

干旱、洪涝、冷冻等影响较大，造成部分地区粮油减

产。四是农产品加工业滞后，销售渠道不畅，信息不

通，优势农产品未能显现出优势（如优质粳稻、啤酒

大麦、双低油菜等），农产品附加值低（如马铃薯、荞

麦等）。要改变冕宁县种植效益低的现状，一方面必

须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步伐，调整的方向应是发展

优质、高产、高效农业，重点是优化品种结构，缩减销

售不畅，缺乏竞争力的品种，发展优质、高产及专用

粮的生产，如目前国内啤酒行业生产所需的专用啤

酒大麦原料，’"&从国外进口，国内市场所占份额较

少，而冕宁县有发展啤酒大麦得天独厚的条件，且在

实践中也得到证明，目前应尽快建立销售流通渠道

或引进加工企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另一

方面应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

展制订优惠政策，积极扶持优质、高产、高效农产品

的加工和转化，通过“就地加工，增值减重”，增大农

产品价值，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各级政府

应高度重视粮油生产，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

少，入世的冲击，粮食安全的形势将愈加严峻，从这

个意义上讲应把粮食、油料作物视为“政府作物”，要

有“保”的措施，增加对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的投入，

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严厉打击坑农、害农的行

为，切实保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保证农业的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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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农作物种植效益与劳动生产率分析表

项 目 水 稻 玉 米 马铃薯 大 麦 小 麦 油 菜

调查户数（户） !" !" !" !" !" !"

调查面积（()%） "$*+ "$,+ "$’, "$## "$%, "$%!

主产品产量（- . ()%） ’$+/ 0$+* 0$’+ 0$/+ 0$0" %$#,

副产品产量（- . ()%） ,$"% +$#0 #$+, *$’’ *$"% #$%#

产值合计（元 . ()%） !%0%"$0" +!"!$!" ,+"/$!" ’/%’$+" ’//0$!" ,/#0$""

主产品产值（元 . ()%） !!"!’$"" ,%’,$*" ,0++$"" ’0,0$"" ’*/%$*" ,!!"$""

副产品产值（元 . ()%） !0"0$0" +##$’" #%!$!" 0*%$+" 0"!$’" +%0$""

物质费用（元 . ()%） #*,"$%* #000$%# %0,%$** %+!#$** #""/$** ##’#$+,

用工数量（个） #"*$*" !/*$"" %%#$"" !0/$"" !*%$"" %%+$%*

劳动力工价（元 . ()%） *#0’$%* #0!%$*" #/"%$*" %’",$*" %’’"$"" #//0$#+

税金（元 . ()%） %0"$"" !’*$"" !%"$"" !/*$"" !/*$"" !%*$""

总成本（元 . ()%） +/!’$*" ’+*’$,# ’#,*$"* *0%!$"* *’’/$** ,#*+$%*

净产值（元 . ()%） ++*"$!* 0’*’$+, *##’$** 0!!#$%* #/+0$** 0*,"$!#

种植效益（元 . ()%） #%’#$/" !",/$#, !#!0$"* !#!"$,* !!%/$** 0*"$,’

成本纯收益率（&） #’$’! !*$,0 %"$’! %0$!+ !/$/% ’$!#

!""元产值物质费用（元） %+$,* 0%$*% #!$’’ 0"$’% 0#$"# 0%$0"

!""元产值生产成本（元） ,!$,/ +0$’0 +!$’0 ,+$%’ +!$"’ /%$,0

每个劳动日主产品产量（12 . 3） %%$*0 %0$+* %"$// ##$0% %+$/! !"$#+

每个劳动日净产值（元 . 3） %+$/, %#$++ %#$/# %,$’! %’$%! %"$"%

投入：产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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