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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的故事：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易家河村调研之行所感所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15班  屠毓琳
 
这个寒假我在江西省永修县进行了社会调研，吃住在基层一个多星期，第一次真正零距离地与农民们在一

起，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带给我很深刻的感触。
在我走访的这么多村落中，柘林镇易家河村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通过和该村致富带头人——副村长郑

根水及其他一些村干部与村民的交谈，我逐渐摸清了易家河村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并对他们的致富经历进行了
一番思考。
 
 
 
一、           发展的原因

 
总结下来，易家河村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原因有五：
首先，应该感谢政府的两个政策。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行此制度之前，村民们劳动积极性很低。

再加上人多地少，土地肥力又不够，粮食产量很低，人民生活水平上不去。在分田到户以后，村民们发展生产的
积极性空前高涨，并通过多种渠道寻找致富道路。二是关于允许农民在耕地中种植经济作物的政策。易家河村的
土地不适宜粮食作物的生长，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村民无法发展其它产业，只能苦守着连每人“一亩二分”都不
到的水稻田。直到获得种植柑橘的批准后，村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让他们真正致富的门路，而且可以放心大胆地
投入与发展。

其次，走集体致富的道路。大家都不盲目单干，而是在他们信服的村委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不仅在柑橘
规划和种植过程中如此，在柑橘销售时，也是以村为主体，由村里统一对外销售，统一定价，避免了自己人压自
己人的不利竞争。这说明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提高个人生产积极性有重要意义，但在市场经济的大舞
台上，只靠个人或家庭式的单干，是缺乏竞争力的。农民们只有团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才能少走弯
路，最大程度实现每个人的利益。

第三，注重品质。易家河人的目标是要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非常重视自身的信誉。例如，村
里规定，只有直径在75—80毫米之间的柑橘才可以对外销售，外形过大过小的都不允许售出。除此以外，他们还
通过许多其他方式严格控制出售柑橘的质量。为了进一步巩固“易家河”这个品牌，村里选择优良品种，走生态农
业道路。总而言之，是要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第四，重视科技。易家河村长期以来都十分重视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他们主动与江西县农贸局、省植保
局、省农科院、农业大学联系，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定期请专家到当地指导实际种植，引进优良品
种，农科院、农大还一直准时向他们提供病、虫害信息，并指导防治措施。村里不少种植大户也都在省城或是县
里参加过关于柑橘种植的培训班，各个都称得上是柑橘种植的行家。这充分应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是浙江移民在易家河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村中的浙江移民一直是该村致富的领头
羊。江西自古是农业大省，受传统以农为本（只种植粮食）的小农思想影响很深，当地农民一方面缺乏商品意
识，观念落后；另一方面由于还可以“靠山吃山”，基本生活没有太大的困难，不少人安于现状、固步自封。而浙
江人传统上经商意识就很浓，把握市场能力强，且富于创新意识、冒险意识。浙江移民的到来为村里带来了这些
先进开放的思想，使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进步。另外，浙江移民也从他们的原住地带来了柑橘种植技术，试种柑
橘便是由他们的生产小组最先发起，最终为易家河村找到了致富道路。直到现在，浙江人依然是该村中的致富中
坚力量。在抓生产、跑推销中他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村里浙江移民的平均收入也远高于全村平均收入。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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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要让农业有突破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关键是改变原有的落后观念，使他们拥有商品市场
意识，敢于创新，特别是在一些观念相对落后，信息相对封闭的地区。
 
二、           面临的问题

 
易家河村虽然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但是面临的问题依然很多，排在首位的便是严重的增产不增收情况。

就郑村长家的情况而言，从1989年时年产量只有不到3万斤，收入就达到了两万余元；而2001年产量已达到6万多
斤，该项收入却毫无增加。原因何在？我的分析是：

一方面，柑橘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其一，化肥、农药价格持续提高。其二，农业税、费不
断提高。特别是不合理的农业特产税，该村1995年以前全村上缴农业特产税仅1万余元，而2001年则达
到98000元，相比较，柑橘总产量只增加了一倍。由于课税对象是土地的总收入而不是纯收益，意味着农民为生
产而进行的各种农业物质投入、支出也成为了税赋的计征对象，无疑增加了农民的税收负担。另外，我国的农业
税设立初就没有考虑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没有照顾到自然灾害的情况。即使在灾害歉收年，很多种税、费也得
不到减免，使农民在本已颗粒无收的情况下负担更加沉重。究其原因，我个人的看法，这一方面是传统的平均主
义思想在作怪，一些地区农民负担的农业税、费采取平摊的方法收取，忽视了各农户在同一阶段的收入水平的差
异。另一方面基层政权组织过于庞大，人员开支巨大，而各种农业税收在乡镇财政收入中占极大比重，为养活各
级“吃财政饭”的人，致使一些基层政府只以能完成上级布置的税收任务为最终目的，忽视了农民的实际困难。同
时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也导致了农民有难处却无处诉。

另一方面，柑橘种植普及，市场竞争加剧。由于前几年柑橘种植利润较高，许多地方农民转产种植柑橘，导
致“柑橘种植热”。大量柑橘上市，柑橘市场供过于求，价格降低趋势日益明显。可见农产品的生产收入受市场需
求及价格波动影响制约因素较大，如不能有效的开拓新兴市场及引导解决农民生产上盲目的“羊群心理”，产品价
格无法保持相对的稳定。

另外，由于柑橘品种改良，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耕作技术的进步等因素，柑橘单产大幅度增长，也导致
了市场价格的下跌。

在以上种种因素影响下，易家河村种植柑橘的成本不断上升。95年时种植一棵桔树的成本只需5元，而现在
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7元，与此同时，柑橘的市场价格基本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种植柑橘的收益率已经非常低
了。

增收是一个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要提高收入的方法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无非有以下几种：一是减少花
费，即降本。但是在日益上升的农业税、费和不断提高的农药、化肥价格面前，这条路几乎是行不通的。二是提
高农产品单产水平或扩大种植面积，即增产。首先，易家河村一直都非常重视先进技术的引进与运用，可以说在
提高单产这方面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了。其次，易家河村地处山区，可耕地面积十分有限，在本村内扩大种
植规模几乎不可能。再者，由于种植柑橘的收益率已经越来越低，即使扩大规模，收益也无法得到很大提高，反
而有可能因疏于管理导致柑橘品质下降。三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例加工鲜果。但是加工业一次性投入很大，对
于一个目前人均年纯收入只千余元的村庄来说是没有能力承担的。如果不顾后果的将现有资金全部投入甚至贷
款，一方面保守的村民们不会答应；另一方面，村里缺乏管理人才、科技人员，工厂即使上了，其产品也可能缺
乏市场竞争力。“小而全”的经济模式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桔农更应在该种产品的市场分工突出自己的
优势，或者可以与外地较有实力的加工厂合作，负责提供鲜果，在市场分工中争得属于自己的利益。
 
三、           今后的方向

 
根据易家河村的现实情况，以上种种方法基本上都已经被否决了。那么到底易家河村的发展方向何在呢？我

非常同意村委会制定的发展目标：
一．发展绿色环保农业、生态农业。选择优良品种，在种植过程中，少打农药，使用生态肥料；与县农贸

局、省植保局、省农科院挂钩，及时掌握最新技术及病虫害，自然灾害等信息，通过种种手段确保“易家河”柑橘
的品质。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商品的质量才是最有说服力和竞争力的。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须树立品质
第一的观念。

二．注重宣传，比如参加大型展销会、农产品质量评比，通过种种方式推销自己的品牌。进一步扩大市场占
有量，并争取依靠品牌的力量和优异的品质来提高自身的销售价格，达到增加收益率的效果。

这些举措应该是切实可行的。但是我心中还存在一个疑虑：易家河村现在收入来源基本上完全依赖柑橘种植
业，根据现在柑橘市场的不景气形势，可以推断即使以上两个方案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效力，能够获得的增收空
间也是有限的。另外单纯的农业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很大，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可以说农民的收入将完全没有保
障。就像1993、1994两年，由于气候寒冷，不仅没有收成，还冻死了80%的桔树。如何抵御自然灾害的影响，最
大程度地减少损失？除了技术方面，是否可以采取保险等手段呢？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提到的是一件与经济并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在我采访村干部与村民的过程中，他们总
是再三地提到，希望我多写他们的困难，千万不要夸大村里的成绩。由于是一个致富模范村，已经有太多的媒体
对他们添油加醋的大肆渲染，这虽然对于宣传品牌有一定作用，但是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因此增加的摊派和许
多财政负担，亦是极其严重的。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先富起来的群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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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由于他们先富起来了甚至是还没有完全富起来，只是比一般的好，就一味让他们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
还是应该为他们创造更有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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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作者参加清华大学小林实经济学研究基金“转轨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此处发表的是作者在案例调研成果之外的当

地调研报告，反映了案例主人公所处当地农村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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