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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业·

北京山区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贺东升，刘　华，张　颖，薛正旗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９２）

摘　要　该文通过分析北京山区经济发展的现状，２０１０年山区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山区整体经济水平与朝

阳、海淀等平原地区的对比，认为山区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同时分析认为，山区发展过程中应处理好

的关系：确保生态优先；充分保障农民利益；政府要加强引导、规范和监督。最后得出关于北京山区发展

的对策建议：加强并加快山区产权、林权制度改革；制定统一的土地 “绿色通道”政策；吸引社会资本，

完善基础设施；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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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山区在行政上包括怀柔、密云、平谷、延庆、门头沟、房山和昌平等 ７个山区 （县）的 ８３个山
区和半山区乡镇，面积为１０４万 ｋｍ２，占北京市总面积的 ６２％，是首都宜居城市建设的生态屏障和水源
涵养地，是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支撑，同时也是市民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重要场所，其城市功能

定位为北京生态涵养发展区。

１　北京山区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为落实北京生态涵养发展区功能定位，山区依托优越的生态、文化资源，以发展沟域经济为

契机，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推动了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

展，为 “三个北京”建设和建设世界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引导农民走出了一条有利于生态环境

和农民增收、发挥山区优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道路。据资料显示，２０１０年北京市山区农民人
均收入达到１３２６２万元［１］

，比２００９年增长约２６％，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山区经济已经有了长
足的进步，发展速度逐步增快，且部分山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平原区县，是新的经济增长极 （图１）。

表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北京市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区县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７年 ３年增速 （％）
朝阳 １９０６５６７ １６８３１９７ １４１５４７６ ３４７
海淀 １６４８０４２ １３６２１８０ １１５６７９２ ４２５
顺义 ８５２２９８ ７３７４４１ ４４０８６０ ９３３
昌平 ５１９５７９ ４２５９５２ ３２７２８３ ５８８
丰台 ３９８０４９ ３４８０９２ ３０３３０５ ３１２
通州 ６６０８６０ ３４０４３３ ２４２９７１ １７２０
大兴 ８４７５８９ ３３８９４４ ２７７５５７ ２０５４
房山 ５２７２４１ ２１０２８１ ２３２２２６ １２７０
怀柔 ２０２７０４ ２０３３６６ １３９６７６ ４５１
门头沟 １４０９９７ １５８９７６ ７５９７４ ８５６
石景山 １８１６０８ １５１２６７ １３７６２７ ３２０
密云 １４９１２０ １１９０８９ ９８４３０ ５１５
平谷 １３６５２５ ８９６２０ ９０６００ ５０７
延庆 ６９６２４ ６０１２３ ６８５２１ １６％

　　注：数据资料来源于北京农村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２４］

图 １　各区县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收入增速
　　但是，纵观全市农村的发展，山区整体经济
水平与全市还有很大差距，地方财政收入除了远

远低于朝阳区和海淀区外，与顺义区、丰台区、

通州区等平原区也有较大差距 （表１）。



　　山区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见表２。近两年，虽然山区农民总体收入有所增加，但由于工资性收入
占比例较大，且生活成本提升导致支出增加，农民的生活条件改善并不明显。与平原地区农民相比，山区

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存在不小差距。如２００９年山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市平均水平低 ９３６％；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比全市平均水平低１３７３％。

２　山区发展过程中应处理好的关系

２１　确保生态优先
山区功能定位核心是生态涵养，优良的生态是山区发展一切经济形态的基础和前提

［５］
。离开生态的

保护和生态价值的开发利用，山区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无论采取什么发展模式，无论投资

产生多大利润，无论收入如何增加，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应以保护生态和最大程度开发生态价值为核心。

２２　充分保障农民利益
农民是山区的主人，是山区开发的主体和直接参与者。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发展山区经济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山区能否顺利发展，发展中能否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关键在于农民能否最大限度的受益，

能否得到全面、持续和高标准的保障。因此，在对山区进行开发过程中，应找准资本赢利与保护农民利益

的结合点，有效避免资本侵占农民利益。政府应针对就业培训、农民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健全良好的运

行机制，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调动农民建设沟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表 ２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北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支出比较

人均纯收入 （元） 人均消费支出 （元） 消费占收入 （％）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增长率 （％）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增长率 （％）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全市 １１９８６ １０７４７ １１５３ ９１４１ ７６５６ １９４０ ７６２６ ７１２４
山区 １０８６４ ９２４８ １７４７ ７８８６ ６５５４ ２０３２ ７２５９ ７０８７

　　　　　注：数据资料来源于北京农村年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

２３　政府要加强引导、规范和监督
山区发展涉及基础设施、农民安置与保障、城乡一体化、生态建设等多个领域，面临资本的逐利性和

农民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加强引导、规范和监督作用
［６］
。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应给予财

政支持，如＂三通一平＂等；针对企业经营，应在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针对资本进入的瓶颈、
农民补偿标等问题，应在政策层面予以支持。同时，就社会资本进入山区的发展过程中的行为，政府应予

以规范并加强监督。

３　北京山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３１　加强并加快山区产权、林权制度改革
加强并加快山区产权、林权制度改革

［７］
，体现出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

现代农村产权制度的优越性。一是明晰产权，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的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明确产权主体

归属和收益归属；二是规范流转。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产权流转，产权主体决定流转与否和流转

方式。

３２　制定统一的土地 “绿色通道”政策

在山区开发的过程中，建议建立土地交易平台，加强市场协调。在产权和林权制度改革完成的前提

下，建立具有法规效应的土地交易实体，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有效调节的作用，盘活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宅

基地；整理土地并置换建设用地指标；合理开发农村集体荒地、废弃地；城市、平原支持山区开发置换建

设用地。

３３　吸引社会资本，完善基础设施
通过税收减免、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吸引有实力、有水平、讲信用的企业开发山区，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１）市财政部门对山区开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应给予一定规模的财政贴息贷款支持，以后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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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适时调整。（２）各类金融部门和投融资机构，对开发商投资山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应给予相应
的贷款支持。（３）各级有关部门对投资山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的各项税费收取，按国家规定的最低标
准征收，专款专用。（４）利用产业用地资源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将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列入一级开发的
综合成本中，从而加快完善基础设施。

３４　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１）建立一套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拆迁模式。建议明确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政府和企业尽最

大限度让利于民的拆迁模式。首先，政府根据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拆迁行动；其次，针对拆迁受阻情况，

由乡镇政府出面协调各方利益，企业尽最大限度的配合；第三，政府和企业配合，共同为农民提供技术、

金融等培训和支持。

（２）将农民的全程保障纳入产业发展体系。首先是以立法形式，明确农民的安置费用标准，甚至可
以明确农民的最低收入标准、补偿标准等。其次，农转居后，将农民就业和社保纳入产业发展体系，从源

头上保障农民权益
［８］
。

（３）完善拆迁补偿机制。根据 《北京市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规则》、《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

办法》、《北京市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规则》以及 《〈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相

关政策文件，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同时，制定出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弹性补偿标准，统一实行，防止农民互

相攀比、漫天要价，保证项目顺利施工。同时，鼓励开发商联合村或乡镇进行成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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