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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陕西洛川县28个自然村300个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对种植户的投入-产出

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2007-2008年苹果种植户的总体投入都有所增加,但是平均劳动

生产率、资金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较大,这与苹果种植户的家庭劳动力结构、自然灾害影响、生产性资

金投资不足、基础设施条件无法满足果农的需要等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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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本质

上是要改变经济增长对投入增长的过度依赖,提高

生产率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依靠生产效率的

提高和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1]。尤其是在资

源日益稀缺背景下,加强对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探
索充分、合理和有效利用资源的机制、模式,成为理

论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我国是农业资源最稀缺

的国家之一,而且长期存在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农业

资源问题,造成资源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农村改革

以来,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业劳动力和资本等

要素流出,导致农户经营层次的投入-产出效率难

以提高,因而研究提高农户投入-产出效率,成为探

索提高我国农业投入-产出效率、农业资源配置效

率基础研究领域。

  一、数据来源

洛川县是世界最佳苹果优生区的核心地带,是
全国唯一全部符合日照、降雨量、海拔等苹果生长7
项气候指标要求的优生区,也是全国唯一的优势农

产品(苹果)产业化建设示范县,是陕西省和全国重

要的苹果生产基地。洛川苹果的发展关系着陕西苹

果产业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陕西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本
文以洛川县为例来研究苹果种植户的投入-产出效

率问题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陕西和全国的苹果生

产情况。
为深入了解洛川县苹果种植户投入-产出效率

状况,笔者于2009年7月5-31日在洛川县所辖的

10个乡镇28个自然村的苹果种植户中随机抽样调

查,获得有效问卷300份,调查内容包括苹果种植户

2007年和2008年在化肥、农药、套袋、摘袋、疏花/
疏果、采摘、修剪等方面的投入和产出的具体资料。
数据的获取采取入户问卷调查和领导访谈相结合的

方式。
本研究主要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苹果

种植户2007—2008年苹果种植规模和品种结构、物
质投入构成及其变动、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资
金利用率等变量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

影响苹果种植户投入-产出效率的主要因素,并得

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样本苹果种植户的苹果种植规
模和品种结构

  根据调查分析得知,2007-2008年洛川县300
个样本苹果种植户的苹果种植面积为198.57公顷,
其中挂果面积为154.05公顷,占苹果种植面积的

77.58%。苹果品种主要为嘎啦、红星、红富士和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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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其中嘎啦和红星属于早中熟品种,红富士和秦冠

属于晚熟品种。由表1显示,洛川县苹果种植结构

单一,其中99%的农户种植红富士面积占苹果挂果

面积的82.37%,29.33%的农户种植嘎啦面积占苹

果挂果面积的9.01%,10%的农户种植红星面积占

苹果挂果面积的2.25%,2.1%的农户种植秦冠的

面积占苹果挂果面积的6.2%。晚熟品种富士由于

经济效益好、耐贮藏、市场行情好等优点被88.67%
的农户选择种植,而仅有11%的苹果种植户由于授

粉和将劳动时间错开的原因而选择零星地种植早熟

品种嘎啦和红星。
表1 样本苹果种植户苹果品种结构表

苹果种
植面积

挂果
面积

早熟品种

嘎啦 红星

晚熟品种

秦冠 富士

面积(hm2) 198.57 154.05 13.88 3.46 9.55 126.89
户数 — 300 88 30 63 297

  三、年样本苹果种植户的投入-产
出效率分析

  1.2007-2008年样本苹果种植户的投入-产

出构成及其变动分析

物质、服务费用和用工费用是苹果生产投入的

基本组成部分,其变化反映了苹果生产投入的基本

结构变动。如表2所示,样本苹果种植户2007—

2008年平均每667m2 的物质投入(不包括劳动投

入)增加了5.37%,平均每667m2 的总投入(包括

劳动投入)增加了10%,其中嘎啦增加了28.31%,
红星增加了24.94%,秦冠增加了21.56%,富士增

加了7.86%。平均每667m2 的各项成本费用为用

工费用>化肥费用>果袋费用>农药费用>农家肥

费用>固定资产修理和折旧>机械费用,2007—

2008年 平 均 每 667 m2 消 耗 的 用 工 量 降 低 了

5.77%,但是由于2008年用工价格上升,由2007年

的34元/天,上升到2008年的42元/天,因此总的

用工费用增加,由2007年占总费用的35.02%上涨

到2008年的37.75%。另一方面,机械费用基本保

持不变,2007和2008年都只占总费用的1.5%左

右,这是因为苹果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中消

耗劳动力较多的施肥、套袋、疏花/疏果、采摘、修剪

等环节主要依靠传统的人工方式进行,只有打药和

耕地的环节能够部分实现机械化,劳动力投入大,
机械化程度较低。2007—2008年化肥、农家肥和农

药的投入增加,主要是由于农资的价格上涨,但是随

着总费用的增加,化肥、农家肥和农药在总费用中所

占的比例变化不大,这说明苹果种植户对化肥、农家

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投入基本稳定。果袋投入方

面,2007和2008年平均每667m2 果袋投入量分别

为10569个和9433个,下降了10.74%,平均每

667m2 的果袋投入额为423.92元和388.77元,在
总费用中的比例由2007年占总费用的18.41%下

降到2008年的15.35%,这主要是因为苹果种植户

在2008年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果树坐果率大

幅下降,果袋使用量下降,果袋投入额也随之下降。

2007—2008年虽然平均每667m2 的投入都有

所变化,但是不同的品种变化也有所不同。在用工

费用方面,秦冠每667m2 的用工费用所占比例最

高,2007 年 和 2008 年 分 别 占 总 费 用 的 比 例 为

41.97%和46.86%,这是因为秦冠品种的产量水平

高,增加了疏花疏果难度,因此用工投入多,人工费

用较大。在果袋费用方面,富士的果袋投入最大,

2007年和2008年分别占总费用的比例为20.05%
和16.56%,因为目前市场上不套袋的富士的价格

很低,苹果种植户为了提高苹果的质量,增加收益,
对富士采取全部套袋,而且采用质量好、价格高的果

袋,因此果袋费用高。嘎啦、红星、秦冠由于种植面

积小,在家庭苹果种植收入中的比例较小,而且市场

上套袋和不套袋的果子价格相差不大,因此只有部

分果农对这些品种进行套袋,但是目前苹果种植户

为了提高苹果的质量,追求每亩果园利益最大化,部
分果农开始对嘎啦和红星等早熟品种进行套袋,其
中嘎啦的果袋费用在总费用中的比例由2007年的

8.62%上升到10.86%,红星的果袋费用在总费用

中的比例由2007年的7.59%上升到8.93%,这说

明果农对苹果销售环节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产出方面,样本苹果种植户2007—2008年的平

均收益都有所下降,其中2007—2008年平均每667
m2 的产量 为7842千 克 和7002千 克,下 降 了

10.71%,667m2 产值为5150.92元和3894.48
元,下降了24.39%,667m2 纯收益(扣除劳动投入)
为2848.01元和1361.29元,下降了52.2%,主要

原因是一方面2008年是苹果种植的小年,苹果的产

量下降;另一方面苹果种植户遭受冻花、冰雹、干旱

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严重,苹果的产量和质量都受到

影响,价格下降,平均价格由2007年的2.62元/千

克下降到2008年的2.22元/千克,下降了15.27%,
因此产值和纯收益都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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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7—2008年样本苹果种植户单位面积(667m2)各项投入①构成表

投入项目
嘎啦

2007 2008

红星

2007 2008

秦冠

2007 2008

富士

2007 2008
平均②

2007 2008

物质
服务
费用
(元)

化肥投入 441.52 513.40 487.42 585.14 497.95 564.49 570.97 638.66 553.26 621.54
农家肥投入 87.53 80.56 192.08 187.65 69.09 58.29 113.08 116.18 109.90 110.98
农药投入 177.02 199.83 188.36 207.07 206.37 230.64 204.28 226.76 201.68 224.13
农膜投入 10.82 18.03 12.29 12.99 1.05 1.31 23.07 22.77 20.39 20.79
果袋投入 137.40 222.29 143.35 210.79 91.06 99.51 486.75 433.59 423.92 388.77
机械和燃料动力费用 38.64 40.81 43.49 49.09 44.32 46.65 39.16 41.73 39.53 42.12
材料物资费 16.31 17.15 16.38 18.09 17.17 17.60 16.69 17.78 16.68 17.72
土地承包费用 16.22 17.51 8.44 8.44 7.62 9.15 11.06 11.64 11.24 11.94
资产折旧和修理费用 36.85 42.13 41.52 50.16 43.56 48.39 45.16 50.65 44.26 49.73
保险费用 9.49 11.13 5.55 8.25 4.34 10.68 10.79 14.84 10.16 14.10
财务费用 7.76 15.99 17.20 27.30 11.49 26.87 15.53 27.51 14.64 26.42
其他费用 37.34 34.60 39.52 45.43 44.27 42.14 52.99 50.65 50.78 48.56
合计 1016.89 1213.41 1195.60 1410.40 1038.28 1155.72 1589.54 1652.75 1496.431576.79

用工
用工量(天) 17.45 19.65 20.92 22.34 22.75 24.41 24.57 22.54 23.76 22.39
用工费用(元) 577.98 832.94 692.78 948.96 750.97 1019.24 837.78 965.38 806.47 956.40

  总投入(元) 1594.87 2046.35 1888.38 2359.36 1789.25 2174.97 2427.32 2618.13 2302.902533.19
  总产出(元) 2505.08 3110.96 3433.35 3617.40 4832.94 2188.69 5499.96 4116.07 5150.923894.48
  纯收益(元) 910.21 1064.60 1544.97 1258.04 3043.69 13.73 3072.64 1497.94 2848.011361.29
 注:①用工费用包括施肥、打药、铺膜、套袋、摘袋、疏花/疏果、采摘、灌溉、修剪、拉枝、除草、清园等雇佣用工费用和自家用工折价费

用总和;机械和燃料动力费用包括打药机械费用、机耕费用、灌溉费用;材料物资费包括修剪、拉枝、除草、清园等所用的物资费,

其他费用为不包含在上述费用中的费用;②平均为嘎啦、红星、秦冠、富士四个品种的平均投入和产出。

  2.2007—2008年苹果种植户的投入-产出效

率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是进行任何生产活动

的基本条件,苹果的投入-产出效率集中体现在苹

果种植户的土地生产率、资金生产率和劳动生产

率[2]等方面。苹果的投入-产出效率直接反映着苹

果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果农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本部分通过对苹果种植户的土地生产率、资金生产

率和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计算和分析,以反映苹果种

植户的总体投入-产出效率的状况。
(1)土地生产率。土地是苹果种植不可替代的

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一切生产资源和劳动资源的利

用效率基本取决于土地生产率,土地生产率是指单

位土地面积上所取得的产量和产值。如表3所示,

2007—2008年苹果种植户的平均土地生产率为

5150.92元/667m2 和3894.48元/667m2,下降了

24.39%,土地净产值率为3654.48元/667m2 和

2317.69元/667m2,下降了36.58%,土地盈利率

为2848.01元/667m2 和1361.29元/667m2,下
降了52.20%。如果按品种来测算土地的生产效

率,不同的品种的土地盈利率变动存在较大差异,

2007—2008嘎啦的土地盈利率增加了16.96%,
而红星、秦冠、富士的土地盈利率都下降,其中秦

冠的2008年 的 土 地 盈 利 率 仅 有13.73元/667
m2,下降了99.55%,在所有的品种中下降幅度最

大。
表3 2007—2008年单位面积(667m2)土地生产率变化表

品种
土地生产率①

2007(元) 2008(元) 变化率(%)
土地净产值率②

2007(元) 2008(元) 变化率(%)
土地盈利率③

2007(元) 2008(元) 变化率(%)
嘎啦 2505.08 3110.96 24.19 1488.19 1897.54 27.51 910.22 1064.60 16.96
红星 3433.35 3617.40 5.36 2237.75 2206.99 -1.37 1544.98 1258.04 -18.57
秦冠 4832.94 2188.69 -54.71 3794.66 1032.97 -72.78 3043.68 13.73 -99.55
富士 5499.96 4116.07 -25.16 3910.42 2463.32 -37.01 3072.63 1497.94 -51.25
平均 5150.92 3894.48 -24.39 3654.48 2317.69 -36.58 2848.01 1361.29 -52.20
 注:①土地生产率=苹果总产值/挂果园面积;②土地净值率=(苹果总产值-物质服务费用)/挂果园面积;③土地盈利率=(苹果总

产值-生产总投入)/挂果园面积。

  (2)资金生产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是获

取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资金生产率指标反应的是

农业生产投入的资金与生产成果的比值,能够综合

反映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之间的关系,是衡量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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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3]。如表4所示,2007年平

均成本利润率为1.237,说明资金得到了充分的利

用,所以如果扣除自然灾害的影响,正常年份下洛川

县的苹果种植户投入的资金得到了有效利用,能够

获得净利润。2007—2008年苹果种植户的平均成

本产品率为2.237和1.537,下降了31.27%,物质

成本利润率为1.903和0.863,下降了54.64%,总
成本利润率为1.237和0.537,下降56.55%。按品

种来测算资金的利用效率,2008年嘎啦、红星、秦
冠、富士的资金生产率分别为0.52,0.533,0.006,

0.572,与2007年相比总成本利润率分别下降了

8.84%,34.83%,99.63%和54.80%,下降幅度较大。
表4 2007—2008年资金生产率变化表 %

品种
成本产品率①

2007 2008 变化率

物质成本利润率②

2007 2008 变化率

总成本利润率③

2007 2008 变化率

嘎啦 1.571 1.520 -3.21 0.895 0.877 -1.98 0.571 0.520 -8.84
红星 1.818 1.533 -15.67 1.292 0.892 -30.97 0.818 0.533 -34.83
秦冠 2.701 1.006 -62.74 2.931 0.012 -99.59 1.701 0.006 -99.63
富士 2.266 1.572 -30.62 1.933 0.906 -53.11 1.266 0.572 -54.80
平均 2.237 1.537 -31.27 1.903 0.863 -54.64 1.237 0.537 -56.55

 注:①成本产品率=苹果总产值/生产总投入;②物质成本利润率=苹果纯收益/物质投入;③总成本利润率=苹果纯收益/生产总

投入。

  (3)劳动生产率。劳动时间的节约和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是提高资源利用效果的基础,劳动生产率

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评价劳动投入效率的指标[4]。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直
接影响着果农的苹果生产经营决策。如表5所示,

2007—2008年苹果种植户的平均毛劳动生产率为

216.81元/天和173.91元/天,下降了19.79%,劳
动净产值率为153.83元/天和103.50元/天,下降

了32.72%,劳动盈利率为119.88元/天和60.79
元/天,下降49.29%。结合表2可知,由于2008年

是苹果种植的小年,产量有所下降,生产环节中的套

袋、摘袋、疏花/疏果、采摘环节用工量有所下降,

2007-2008年平均每667m2 投入的用工量下降了

5.77%,这说明每667m2 的收益下降的幅度大大高

于用工量下降的幅度,因此劳动生产率整体下降。
此外,2008年平均劳动盈利率为60.79元/天,高于

劳动力的平均市场价格34元/天,说明劳动力的

投入增加对产出影响是正的,苹果种植户可以通

过增加劳动投入,实现精细化生产,提高苹果种植

收益。
表5 2007-2008年劳动生产率变化表

品种
劳动生产率①

2007(元/天) 2008(元/天)变化率(%)
劳动净产值率②

2007(元/天) 2008(元/天)变化率(%)
劳动盈利率③

2007(元/天) 2008(元/天)变化率(%)
嘎啦 143.52 158.35 10.33 85.26 96.58 13.28 52.15 54.19 3.91
红星 164.13 161.90 -1.36 106.98 98.78 -7.66 73.86 56.31 -23.76
秦冠 212.48 89.66 -57.81 166.83 42.31 -74.64 133.82 0.56 -99.58
富士 223.81 182.58 -18.42 159.13 109.27 -31.33 125.04 66.45 -46.86
平均 216.81 173.91 -19.79 153.83 103.50 -32.72 119.88 60.79 -49.29
 注:①劳动生产率=苹果总产值/用工总量;②劳动净值率=(苹果总产值-物质服务费用)/用工总量;③劳动盈利率=(苹果总产

值-生产总投入)/用工总量。

  通过对苹果种植户土地生产率、资金利用率和

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指标的计算,可以得知,2007—

2008年苹果种植户的平均土地生产率、资金利用率

和劳动生产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

为资金利用率>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主要原

因是一方面2008年是苹果种植的小年,另一方面苹

果种植户遭受冻花、冰雹、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严

重,苹果的产量和质量都受到影响,劳动投入量降

低,苹果的市场价格下降,每667m2 的收益也随之

下降;而苹果种植户种植规模保持不变,随着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每667m2 的物质投入增加,因此

土地生产率、资金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所下降。
按品种结构衡量,富士投入-产出效率最高,富士的

土地生产率、资金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2007和

2008年都位于前列,主要原因是富士的质量高,市
场行情好,效益高。2007—2008年不同品种的投入

-产出效率下降的幅度为秦冠>富士>红星>嘎

啦,这主要由于2007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秦冠国

外市场需求锐减,出口量下降,市场价格下降,秦冠

苹果平均价格由2007年的1.66元/千克降到2008
年0.66元/千克,因此2008年虽然产量最高,但是

667m2 收益却是最低,土地盈利率、劳动盈利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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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利润率在所有的品种中最低。通过分析说明

2007年和2008年苹果种植遭受了严重的自然风险

和市场风险的影响,苹果种植户土地生产率、资金利

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所下降,因此果农在生产过

程中要做好风险防御的准备,降低风险带来的经济

收益损失。

  四、苹果种植户投入-产出效率的
影响因素

  1.劳动力紧缺且结构断层严重

劳动力紧缺已成为制约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如表6所示,在300个样本苹果种植

户中,种植苹果的劳动力数为1~2人的占71.33%,

3~4人的占26.33%,5~6人的仅有7%,平均每户

只有2.46个种植苹果的劳动力。随着果园面积的

扩大,尤其是在苹果生产中的套袋、摘袋、疏花/疏

果、采摘等环节劳动力投入大,紧缺现象特别严重,
这不仅导致雇工费用随之日益增高,出现雇工难的

问题,同时也限制果园的精细化管理,增加果农的投

资,降低果子的质量。目前洛川苹果种植户的家庭

劳动力 平 均 年 龄 段 在20~30岁 之 间 的 比 例 有

1.33%,劳动力平均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有

40%,劳 动 力 平 均 年 龄 在 40~60 岁 之 间 的 有

58.67%,而且平均文化程度为初中的的劳动力占

58%,高中及以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5.67%,劳
动力断层现象也很明显,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果园劳

动力的投入强度,同时也限制了对新技术的认识、接
受和采用程度。

表6 样本苹果种植户家庭特征

家庭种植苹果劳动力平均年龄

A B C D

家庭种植苹果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

A B C D

种植苹果的劳动力数

A B C
户数 4 120 136 40 10 99 174 17 214 79 7
比例(%) 1.33 40 45.33 13.34 3.33 33 58 5.67 71.33 26.33 2.34
 注:劳动力平均年龄A为20~30岁,B为31~40岁,C为41~50岁,D为50岁以上;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A为没上学,B为小学毕

业,C为初中毕业,D为 高中/中专及以上毕业;家庭种植苹果劳动力数A为1~2人,B为3~4人,C为5~6人。

  2.自然灾害严重

调查的苹果种植户中2008年有42.67%的苹

果种植户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中59.87%的苹

果种植户影响严重,16.57%的苹果种植户影响一

般。调查的苹果种植户反映目前自然灾害是影响投

入-产出的最主要原因,其中31.33%的果农认为

影响苹果产量的原因是气候的问题,13.33%的果农

认为影响苹果质量的原因是气候的问题,因为在果

农遭受冻花、淋花、冰雹等灾害的影响严重时,苹果

的产量和收益会大幅度下降,果农的投入-产出比

严重失调,此时不论化肥、农药投入有多高,管理技

术水平再好,果农只有接受现实,对自然灾害根本无

能为力。

3.自然资源缺乏

调查的苹果种植户中64%的苹果种植户认为

自然资源缺乏(主要是水资源)是苹果生产中的最大

困难。一方面水资源的缺乏导致水肥配合差,肥料

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效果,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

由于缺水,不能满足果树生长所需要的水分,果个

小,影响果子的质量。在调查的300个苹果种植户

中,只有秦关乡的范家塬和南月和村的11户果农的

果园具有灌溉的条件,因为这两个村毗邻水站,可以

通过管道将水引到自己的果园。

4.基础设施条件不能满足果农的需要

果农反映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根本不能满足实

际的需要,灌溉的设施和渠道不便,交通差,缺乏储

藏条件都严重影响果农的投入-产出效率。在调查

的300个苹果种植户中,90%的苹果种植户反映需

要改进基础设施条件,其中83.70%的果农需要改

进水利设施,方便果农将水引到果园,解决水资源短

缺的问题;55.19%的果农需要果库设施,46.30%的

果农需要改善道路设施。果农反映没有储藏地点是

限制苹果销售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调查的苹果

种植户中只有18.67%的果农家里建有果库,而果

农自家修建的果库一般都是土窖,成本低,但是通风

透光差,储藏时间短;因为修建好的果库投入高,单
个的果农负担不起,而去专业的果库(冷库、气调库)
储藏果子成本太高,果农都不愿意。由于洛川苹果

种植规模大,带果子成熟的时候,苹果大量供应,果
商故意压低价格,再加上每年果子成熟时都处于雨

季,缺乏储藏条件的果农不顾价格的高低,不得不及

时地将果子销售掉,这对果农的收益影响很大。因

此果农都需要政府出面修建果库,降低储藏的价格,
给果农提高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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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策建议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进水利设施,将管道修到果园,方便果园灌

溉,解决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改善交通设施,为果农

销售和获取信息提供便利;修建果库,创造储藏条

件,利于苹果种植户储存苹果,避开苹果销售高峰,
赶上市场的好行情,提高苹果的收益。

2.健全自然灾害防御体系

为了降低苹果生产的风险,农业局和相关部门

应该及时地获取关于天气的信息,组织果农有效地

预防自然灾害,例如在开花期温度过低的情况下,为
了避免冻花,组织果农统一采用“烟熏”的办法,改变

果园的温度,降低影响程度。另外加强宣传和推广

防雹网的使用,建立良好的防雹网体系,为预防冰雹

做好准备,减低气候带来的风险。

3.加强农资市场的整顿与规范

在政府出面组织成立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农资服

务机构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农资质量的监

管力度,使果农能够买到货真价实的农业生产资料,
降低果农的投资成本。

4.引进新技术

为了提高苹果生产中各个环节的机械化程度,
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建议政府和科研机构联合,研究

新技术和新机械。例如不套袋的技术,采摘果子的

机械等,提高果园的机械化程度,降低劳动力的投

入,解决劳动力短缺、雇工难的问题,同时增加果农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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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ontheInput-outputEfficiencyofAppleFarmerHouseholds

———ACaseStudyfrom300AppleFarmerHouseholdsof
LuochuanCountyinShaanxiProvince

LIXia,WANGJing,HUOXue-xi
(CenterforWesternRuralDevelop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Byusingtheresearchdatafrom300applefarmerhouseholdsin28majorvillagesofLuo-
chuanCountyinShaanxiProvince,thispaperadoptsthestatisticalmeasuretoanalyzetheinput-output
efficiencyoffarmerhouseholdsandtheinfluencingfactorsrelated.Theresearchindicatedthatfrom2007
to2008,thoughapplefarmerhouseholds’overallinputincreased,thereisalargedeclineintheaverage
earthproductivity,laborproductivityandthefundusingefficiency.Theresulthasmuchtodowithfac-
torsofappleplanters’homelaborstructure,theinfluenceofnaturaldisaster,thedeficiencyoffundfor
productinvestment,relativebackwardinfrastructureconditions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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