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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种植适度规模经营研究*

———以陕西省白水县为例

马遇伯，李全新※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目的］ 分析苹果种植户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适合苹果种植的农地规模，提高白水县果农

苹果种植的经济效益，探索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丰富以果蔬为主的集约型经济作物适度规模经

营研究范围。［方法］ 采用实地调研法，对陕西省白水县 230 户苹果种植户进行问卷调查，从收益最大化

角度，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苹果生产的投入产出进行经济分析，构建收益最大化模型，测算白水

县苹果种植的最适规模，分析苹果产量的影响因素，探讨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有效面积和果农参加技

术培训对苹果产出的影响和贡献程度，并用钱克明等对农地的适度经营规模定义进行结果验证，最后提出

合理的政策建议。［结果］ 经过分析，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有效种植面积、果农

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对苹果的产出具有显著影响。以农户收益最大化模型测算的劳均经营规模面积在

0. 363 ～ 0. 447hm2 ( 5. 44 ～ 6. 70 亩) 的可视为适度规模，根据钱克明等的适度经营规模目标值的计算，其

函数解为 5. 50，在适度规模范围之内。即户均农地适度经营规模 0. 751 ～ 0. 966hm2 ( 11. 27 ～ 14. 49 亩) 。
目前白水县苹果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农资市场环境和劳动力投入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结论］ 建

议扩大白水县户均苹果种植面积，提升土地经营效益，从而增加果农收入，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创新发展模式; 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促进苹果种植户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非农收入; 从法

律上规范农村地区农资市场环境; 规范农户绿色生产经营行为，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和开发新的高效肥料;

政府引导农地的适度规模集中，整合资源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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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苹果是世界性果品，由于其生态适应性较强，果品营养价值高，耐贮性好，供应周期长，世界上许多

国家都将其列为主要消费果品而大力推荐［1］。我国是苹果种植大国，有着生产苹果的多种优势条件，但

是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严峻挑战。苹果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产业，多数苹果种植大省仍然保留

着小规模、分散化的家庭经营方式，导致苹果生产的劳动效率低下，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和自身抗风

险能力不足等因素，苹果价格经常大幅度波动。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小规模、分散化的经营方式已经

不能满足现代果业发展的需求，以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适度规模经营

是在一定的适合的环境和适合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各生产要素 ( 土地、劳动力、资金、设备、经营管理、
信息等) 的最优组合和有效运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因土地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故，

农业规模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指土地规模经营［2-4］。通过多次调研白水县发现，许多农民已经进城就业或定

居，农村土地流转现象非常普遍，与之相应，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也成为提高当地苹果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