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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分析了近年农业进入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固有的庭院经济模式受到较大冲

击的现实，进而探讨了今后新型的高效庭院经济的发展趋势和重点形式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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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传统的庭院经济在政策不断宽松的背景下得到了复苏和发展。八十年代中期

以后，全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大潮带来了大田粮食作物的大幅增产，使我国首次出现了“卖粮难”。此后，作为农户

收入和多种经营农产品市场供给的新增长点，农村庭院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为农村

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俗的贡献。然而，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宏观经济呈现出与此前不同

的新背景，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庭院经济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对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

对新形势下庭院经济的特点变化试作简要分析，并探讨新的发展趋势。  

一、固有的发展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势头低落  

多年形成的诸多从传统发展而来的庭院经济模式受到如下制约，发展受阻，趋势回落，发挥的作用也明显受

限。  

1、农产品的供应全面充足和过剩，制约了农户从事庭院经济的积极性。农业发展新阶段不仅体现在粮食供

应缓和上，而且体现在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呈供求平衡甚至过剩，以至价格起落不定，总体下跌；而生资价格并不

同步下滑，农产品的利润空间普遍下降，有的甚至收不抵支，严重挫伤了庭院经济中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 

2、国民经济的多年快速发展，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抽空了农户庭院经济的劳务投入。上世纪90年

代的经济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加之务农收入过低，大量农村劳动力多年持续地离开农村。目前外出劳动力普遍

占农村劳动力的20-30%，有的达50%以上，至使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孺；而且出走的不仅是精壮劳力，多是文化

素质较高的人才。因而，不仅农业主业生产受到影响，农村庭院经济的开发更呈现无劳力、无技术投入的状态。 



3、畜牧业规模养殖及环卫要求的发展趋势，制约了庭院养殖。以往调查，养殖业的比重居庭院经济的首

位，普及率高，是既往农村庭院经济的重要内容。但随着畜禽新品种、养殖新技术的推广、普及，规模养殖逐渐取

代家庭分散养殖，成为市场供应的主角。由于2003年的“非典”传播及2004年“禽流感”肆虐，畜禽品价格剧烈波

动，更打击了庭院养殖业。今后对畜禽产品养殖环境的严格卫生防疫要求和越来越高的市场准入标准，更使庭院分

散养殖难有大的发展。 

4、集约化、生态化、高效益的庭院经济受制于技术、资金及市场等，发展缓慢。近年一些投入较大的庭院

经济（包括种、养、加及能源和家庭三产）却在一些地方得到稳步发展，效益尤为突出。但是，这些新型高效庭院

经济都需资金、技术密集投入，数千元乃至数万元的资金对许多一般农户，不啻巨额投入，无从筹措，更何谈再多

的投入；较专精的技术也非一般农户所能掌握，再加上信息和销售渠道皆需相当的营销网络方能承担，因而广大农

户庭院经济向这个方向的发展，必然步履艰难。 

二、试论今后农村庭院经济发展趋势  

前述可见，固有的庭院经济模式发展步伐明显受阻，继续发展的空间有限，而新型的高效庭院经济一时虽难

较快发展，但前途光明，是今后的发展主要内容。可以想见，农村的庭院经济只有从传统的低水平的分散经营向高

效益的新式庭院经济发展，才能重获新生，在未来的新式农村占有一席之地。其发展路径和趋势，试论如下：  

1、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相对投入较多技术、资金、设施，提高投入产出比，在小范围内取得丰厚收

益。 

2、副业型向主业型转变：即从附带、零散、无足轻重的副业跃升为举足轻重的家庭主业或主业之一，以主

要精力经营，成为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支柱。 

3、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即所需资金、劳力、技术及产前供应、产后销售等都更将借助于社会力量，广

为吸纳，融为整个产业中的一环。 

4、由点状型向片状型转变：即在一村、一庄、一乡乃至数乡发展成片的同产业同品种的庭院经济，形成气

候和气势，总体形成规模优势，降低与外界的交易成本，获取规模效益。 



5、由生产型向生态型转变：即更加注重庭院这一人们聚集生活场所的特点，强调人居环境建设，突出以人

为本，围绕健康的生活环境，从事庭院开发。 

三、新型高效庭院经济的发展重点内容探讨  

根据上述庭院经济发展趋势分析，总结现实庭院经济的新增长点，新型高效庭院经济的发展主要内容仍应围

绕一、二、三产业，同时，生态农业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各领域都出现一些具有发展潜力、可长远发展的亮

点。试析之。  

1、庭院能源：以沼气、太阳能为主要内容，属生态型。庭院能源多年发展不快，复盖面不大，数千元的投

资和技术是主要制约因素。但该项有望较快发展，其一，这与农民的生产特别是生活密切联系，不仅方便、卫生，

而且每个沼气池可增收千元左右，农户有积极性；其二，近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沼气的扶持（每个沼气池补助800-

1000元），而且今后还要加大力度；其三，沼气池的技术也得到不断改进。 

2、园艺精品：主要为花卉、珍稀蔬菜、盆景等，属一产中的精细农业。近年有一定发展。主要制约在资金

和技术及市场。园艺产品有相当的发展前途，其一，属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内外市场广阔；其二，又属资金密集型

产品，可高投入，高产出，效益可观。既可较多吸纳农民参与，又有利于发展生态环境。 

3、庭院加工：该项开发有别于以往手工艺为主的个体作坊，或是加工企业在农户庭院建立的、适宜分散加

工的车间，或是农户独自建立的小型加工企业，可获取较高的加工费和工业利润。这一开发形式既可降低加工企业

的成本，也有利于农户充分利用庭院设施增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种形式。但该项开发的关键是要与龙头企业

挂钩，宜成片发展成加工基地；同时，需一定的设备投资，掌握一定的技术。 

4、庭院三产开发：该项开发内容主要在一些较集中的庄村，围绕本村农户的生产、生活新的需求，在庭院

发展一些技术咨询、通讯、娱乐、饮食、供销、幼儿园、托老所等服务，有较好的前景。特别是围绕旅游的娱乐、

饮食、住宿等服务尤值得关注，该项开发投资多少不限，技术难度不大。关键是该村要有较好的旅游条件，或处于

较大的旅游景点佐近；或是本村开发的农家旅游等；一些城市近郊农村也可打出品牌，吸引节假日城市居民前来。

以上分析，是笔者的一点粗浅认识，仅供同行参考指正。 

  



（作者单位：安徽省农业委员会   合肥   230001） 

注：本文已发表于《立体农业与庭院经济》——全国立体农业与庭院经济学术讨论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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