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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种树抛荒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

———以河北省T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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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运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以及问卷法对河北省T镇的农地种树抛荒现象进行调查研究,探索农地

种树抛荒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农地抛荒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方位分离、经营土地的技术制约

及非农经营与农业经营的博弈;从经济动因、外部影响及制度条件等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当地农地种树代替

单纯抛荒的原因。提出了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防止农地非农使用;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机制,鼓励农地有序

流转;充分发挥集体力量,重建、修缮农田水利设施;积极发挥村干部作用,制止和疏导农地种树抛荒等治理农地

种树抛荒现象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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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农地抛荒问题进行了研究,
不过大多学者所研究的农地抛荒指的是耕地没有种

植农作物而任其荒弃的情况,也就是单纯意义上的

抛荒。笔者在河北省T镇调查时发现,当地的很多

耕地没有种植农作物,而是成片地种树,从而形成了

事实上的抛荒,笔者认为是一种变相抛荒,并将这种

在耕地上不种植农作物而种树的现象称之为种树抛

荒,以区别于单纯的农地抛荒。近年来我国十分重

视耕地保护,《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
2020年)》的重要目标便是守住1.2亿公顷耕地红

线。虽然说种树也能在一段时间后产生经济效益,
但是却改变了耕地的用途,导致了耕地的减少,与国

家的耕地保护政策相违背,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
笔者运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以及问卷法对河北省

T镇就农地种树抛荒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期了

解现象背后的原因,从而提出减少这一现象发生的

对策建议。

  一、T镇农地及种树抛荒概况

T镇位于河北省L县县城西北20千米处,属
丘陵地形,海拔200~300米,全镇总面积43.98平

方千米,辖18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镇政府驻T

村。到2006年底全镇共3177户,10930人,拥有

耕地1193.2公顷(水浇地630公顷),人均耕地

0.12公顷。其中,非农业人口334户(1233人),农
业人口2843户(9697人),劳动力5186人(其中男

性2766人),人均纯收入1900元。笔者在T镇的

抽样调查显示,有27.2%的农户承包地现在主要用

来种树,这一数据印证了笔者的观察。

T镇的耕地主要分为旱地和水浇地两种。旱地

是指那些不能得到人工引水灌溉的土地,一般靠降

水补给,土壤中含沙量高,土质较差,以岭地坡地为

主。水浇地是指能够得到井水或水库蓄水灌溉的耕

地,土壤肥沃,保水性好,当地农民称之为“好地”。
同样,种树也可以分为岭地坡地种树和水浇地种树

两种。丘陵地区地势起伏不平,岭地坡地和地势较

低且相对平坦的沟地相间分布。而地势较高的岭地

坡地,因坡度较大且土质较差,不容易成片耕种农作

物,所以近年来国家为了增加丘陵地区农民收入,支
持并补贴农民在岭地坡地栽种干果,如核桃、大枣

等,一方面植树造林,进行水土保持,一方面提高岭

地坡地的产出率。
岭地坡地本来土质较差肥力不足,种植的也是

需水量和需肥量较少的作物,所以种植干果并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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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旱地农作物的生长。而水浇地则不同,地势较

低且相对平坦,在T镇所占比例较小。相比岭地坡

地,水浇地土壤沙质成分较低,每年施肥较多,肥力

充足,还可以引水灌溉,因此可以种植需水量和需肥

量较多、产量较高的小麦和玉米。但如在这些水浇

地里种植树木则会对小麦和玉米的生长产生较大影

响。笔者在调查时发现,T镇的水浇地中大面积地

栽种了速生杨等经济林木,而水浇地一旦栽种了这

种经济林木就基本丧失了粮食生产能力,造成耕地

抛荒。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这种在水浇地中种树抛荒

的问题。

  二、农地种树抛荒的形成原因

笔者试图从农地抛荒的形成原因以及农地以种

树方式代替单纯抛荒的形成原因两个层次进行探

讨。

1.农地抛荒的形成原因

(1)劳动力与土地的长期分离。人、地的长期分

离致使部分农民难以很好地经营土地,甚至一些农

民不愿意经营土地。与城市相比,农村是边缘;与工

业相比,农业是边缘;与工人相比,农民是边缘[1]。
离开农村,外出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发家致

富的一条途径。近年来T镇的青壮年尤其是中学

毕业生,大批到石家庄、北京等大城市务工经商,且
人数不断增加。这些曾经或将在农村种地的精壮劳

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无疑对当地农村土地经营是“釜
底抽薪”。农村中青年外出务工经商,一方面减少了

农村的精壮劳动力数量,另一方面这些外出务工经

商的劳动力拥有了在外生活尤其是在大都市生活的

实践后不情愿再回到农村继续农耕生活。外出务工

经商虽然背井离乡,但是却有远高于种粮的收入,这
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力

试图放弃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心理情绪。这些终

年忙碌在外的青壮年不愿也没有精力经营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这样就导致农村精壮劳动力与土地

的分离,有些人便选择了抛荒。
(2)经营土地的技术制约。T镇水利和交通状

况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第一,因水利设施不

配套无法引水灌溉耕地而抛荒。在调查中当地很多

农民提到了农业生产的大集体时代,认为虽然大集

体时代人们生产热情低,粮食产量也不高,但是却留

下了对农业生产来说丰厚的遗产———大集体时代修

建的农田水利设施。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在土地承包

到户初期曾经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包产到户

初期粮食产量飞快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大集

体时代遗留下来的农田水利设施。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些农田水利设施逐渐损坏,过去可以数十里

甚至数百里引高处水库水浇灌岭地坡地,而现在很

多水浇地却因为得不到浇灌而沦为旱地。很多农民

提到当地机井数量逐渐减少,扬水站几近消失,如果

农民要灌溉庄稼就需要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等灌溉

设施,这样就造成了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的

浪费,同时也迫使很多人放弃耕种土地而抛荒。例

如一位农民说道:

过去我们这儿有水渠,每年放几次水,连岭

上的地都可以浇上水。……后来村里打了几口

机井,有 专 门 的 人 管,我 们 每 年 能 浇 几 次

水。……这几年不行了,没人管了,水渠都坏

了。你要是想浇水,就得自己买水泵,买管子,
买电缆,成本太高了。种地才挣几个钱啊,自己

买这些东西不值。(访谈记录,C-1)

第二,部分地块交通不便,难以耕种而抛荒。交

通往往成为贫困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同样交通对

当地土地耕种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当地,耕
牛等牲畜被逐渐淘汰,机械农具成为了主要的农业

生产工具,但是机械农具对交通的要求却很高。T
镇这样的丘陵地区地势起伏不平,多有沟壑分布,部
分耕地位于边角的岭沟或河道,交通极其不便,农业

机械不易进入,粮食向外运输也极为不便,这样便造

成了农民对这些耕地的放弃。例如一位农民是这样

说的:

像我家沟里那块地,拖拉机开不进去,我家

又没有牛,每年整地很不方便。等庄稼熟了的

时候,收割机也开不进去,往外拉粮食时,大车

又开不进去,太麻烦了,这不就种了一些杨树。
(访谈记录,C-2)

(3)非农经营与农业经营的博弈。按我国农业

劳动者目前生产力状况和农资、农产品等价格水平,
经营1.33公顷土地可保本,经营2公顷土地才有钱

可赚[2]。后税费时代种子、农药、化肥价格较高,当
地农田水利设施破坏后导致灌溉费用增加,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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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均水浇地面积不足0.07公顷,单纯依靠种粮

收益甚少。种粮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口粮问

题,但是农民的日常花销和大宗消费却无法得到满

足,所以当地大部分农民便试图寻找非农就业门路。
笔者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2008年的收入来源中,
以农业为主的占27.9%,非农业为主的占62.6%,
农业和非农业两者比例差不多的占9.5%,可见当

地农民收入并不是以农业为主,而是以非农业为主。
一些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家庭经济条

件较好,一般经营工厂、办大型养殖场、从事商业运

输业等。他们本身有一定存量的耕地,不过非农工

作足以营生,甚至多有节余,没有必要再耕种自己的

全部耕地而选择抛荒。

2.农地种树代替单纯抛荒的原因分析

(1)经济动因。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之所以当

地有如此多的人选择种树而不是单纯抛荒,最主要

的在于种树可以获取经济收益。种树相对于单纯抛

荒而言可以收获木材,这些木材农民可以家用也可

以出售。这里农地中种植的大多是速生杨类经济林

木,这类林木管理简单,生长速度快,成材周期短,
几年之后便可以长成木材。而且速生杨类的经济

林木用途广泛,可广泛用于建筑、胶合板材生产、
制浆造纸、家具生产等行业,所以销路很旺,种植

速生杨的收益远高于单纯抛荒。正如一位农民

说的:

就算不种庄稼也不能让地闲着啊,是吧?
种几棵树以后还可以卖几个钱呢! (访谈记录,

C-3)

(2)外部影响。在水浇地栽种经济林木会对耕

种的粮食作物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杨树生长迅速,
对水分和养分需求量大,树干高大且树荫宽广,遮挡

了阳光。在这种情况下,小麦、玉米等需水和养分较

多的粮食作物生长受阻,植株矮小,成活率低,产量

也极低。所以栽种了杨树的水浇地便不可能再在树

下种植粮食作物,且这种影响具有持续性。农民种

树不仅影响自己的耕种同时还直接影响到了周围其

他人的粮食生产。生长茂盛的树木会使周围耕地上

生长的粮食作物的产量大幅下降,迫使周围耕地的

承包者被迫放弃对土地的耕种,也尾随其后选择种

树,这样一来便形成了连锁反应,一户农民种树最终

导致多户农民种树,因此也就看到了连片水浇地被

树林覆盖的景象。例如一位农民说的:

……你帮我反映反映吧,他们地里一种树,
我家的地就不长庄稼了,树把地里的营养都吸

走了。……村里的干部也不管管他们,你看我

们村的地一片一片的都是树……(访谈记录,

C-4)

(3)制度条件。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给树

木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农村土地承包期30年不

变,可以满足一棵树木成材的需要。如果农村土地

调整频繁,耕地栽树是没有预期的,在这种情况下种

树往往导致树苗不能成材,从而也不能获得经济收

益,更不会引起众多村民效仿。笔者在T镇的问卷

调查显示,有51.7%的人认为自己家承包土地的年

限是“30年及以上”,可见有一半多的农民了解农村

土地承包年限的长期性。可以说,土地承包关系30
年不变的政策给树木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使农

民有可能在耕地上种树。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

全会决议对农村土地有“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

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描述,新政策规定土地承包年限

不仅仅只有30年,而是更长,这样树木的生长年限

便更加充足。
以上所讨论的导致农地种树抛荒的原因并非是

孤立存在的,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当地地形条件差,所以水浇地较少,而且交通不便,
一些地方现代化机械化的生产方法不能引进;农田

水利设施失修,所以种地浇水成为问题,加重了农民

经营土地的负担;丘陵地区人均水浇地面积较小,种
植粮食作物不能增收,所以农民选择外出务工经商

或者主要在农村从事非农生产。以上任何一环都有

可能导致农地种树抛荒的产生,而土地承包期长,又
给了树木成材的时间,一旦一户选择种树往往会影

响其他村民,形成连锁效应,最后导致成片的耕地种

树抛荒。

  三、治理农地种树抛荒现象的对策

1.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防止农地非农使用

要想有效地应对农地种树抛荒,首先应该从制

度入手,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

承包关系的长期化,无疑可以刺激农民增加对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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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改善对农地的预期,但是农村土地承包的长

期化同样可能带来农地用途改变的后果。农村土地

承包的长期化意味着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土地可

以进行一项长期的非农投入,农地单纯意义上的抛

荒便转化为农地种树抛荒。所以,要减少农地种树

抛荒的可能性,应该对土地承包年限进行弹性管理,
可以在大稳定之下实行小调整,严防农地的非法非

农使用,并尝试建立农地抛荒责任追究制和督察制

度,创新农地管理制度,建立农地利用绩效考核评价

体系[3],防止农地非农使用。

2.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机制,鼓励农地有序流

转

前文分析到当地很多农民因外出务工经商人地

分离而不能有效地经营土地,还有一些人主要在农

村从事非农工作,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觉得没必要耕

种土地。以上情况,如果农民进行有序的农地流转,
则种树抛荒现象的发生率应该会大幅度降低。因此

应对农地种树抛荒,需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机制,鼓
励农地有序流转,只有农地真正流转起来才有利于

农村耕地资源的整合,实现规模经营。首先,应加快

农村土地流转的立法进程,健全土地法规,尽快把农

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轨道,使土地流转合法、规范。
其次,大力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建立土地

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实行土地流转委托管理,是优化

土地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土地的资源优势,实现土地

有序流转的有效措施。再次,积极探索土地流转的

新模式[4]。

3.充分发挥集体力量,重建、修缮农田水利设施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于粮食产区来说,农
田水利及农业用水是最为重要的生产性公共物品,

对于农民收入和农业收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5]。

虽然T镇丘陵地区主要种植旱作物,而并非水稻等

需水量很大的作物,但小麦、玉米等大宗粮食作物相

对于花生、芝麻等作物需水量要大的多,农田水利设

施不可或缺。而丘陵地区因为地形原因修建农田水

利工程要比平原地区困难,个体农户无法承担,所以

大集体时代才能够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因此,要减少华北丘陵地区种树抛荒的问题,

就需要为农民提供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使小麦、玉
米能够及时足量地得到灌溉,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而这就需要村集体甚至是乡镇政府出面组织农田水

利设施的建设,只有发挥村集体或政府进行大规模

工程建设的优势,才能够重建、修缮已经废弃或遭到

毁坏的农田水利设施。

4.积极发挥村干部作用,制止和疏导农地种树

抛荒

农村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又是一个

“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6]。同村的村民

彼此相互认识了解,农村中信息也具有公开性,农民

种树抛荒会很快为人知晓,因此,对农地种树抛荒进

行预防和制止最需要的是土生土长的、能够在第一

时间了解到农村情况和农民行动状态的村干部发挥

主要作用。村干部是农村基层干部,在目前宗族长

老权力式微的情况下,村干部的地位作用逐渐提高,
只有他们才能成为应对农地种树抛荒的主要负责

人。作为农村领袖的村干部应该摆正姿态,提高认

识,积极主动地制止和疏导农地种树抛荒状况的蔓

延。

  四、结 语

农地种树抛荒违反了我国保护耕地的政策,也
影响了正常的粮食生产。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发

现,导致农地种树抛荒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针对

性地提出应对农地种树抛荒的对策是必要的。应对

农地种树抛荒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了国家政策的支

持,并且提供了灌溉农田的硬件保障,再加上处于农

村领袖地位的村干部的积极配合,农地种树抛荒的

情况一定会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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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usedfieldobservationmethod,interviewmethodandquestionnairemethodto
investigateplantingtreesonabandonedfarmlandinTtownofHebeiprovinceinordertoexplorethe
causesofplantingtreesonabandonedfarmland.Theresultsshowedthatabandonedfarmlandwascaused
byseparationoflabourforceandland,technologicalrestrictionoflandmanagementandthegamebe-
tweennon-agriculturalmanagementandagriculturalmanagement.Andthecausesofplantingtreesona-
bandonedfarmlandareeconomicmotivation,externalinfluenceandsystematicconditions.Thispaperput
forwardsuchcountermeasuresofdealingwithplantingtreesonabandonedfarmlandasimprovingthe
householdcontractmanagementsystemtopreventnon-agriculturaluseoffarmland,establishinganef-
fectivemechanismfortransferofagriculturallandtoencouragetheorderlyflowofagriculturalland,giv-
ingfullplaytocollectivepowertoreconstructandrepairirrigationandwaterconservancyfacilities,atta-
chingtheimportancetovillageofficialstorestrainanddredgeplantingtreesonabandonedfarmland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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