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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生态脆弱，经济水平低下，面临着

生态环境恶化和经济贫困的双重压力。为了根治生

态环境恶化，解决农民生产、生活问题，中国政府先

后采取多项综合治理措施，如小流域治理、“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等，取得了显著效益。王东沟小流域作

为黄土高原沟壑区的一个典型试验示范区，经过 20

多年的综合治理研究与实践，基本解决了沟坡土地

资源利用问题、果品产业发展问题，初步建立起了高

产高效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1]，成为黄土高原沟壑区

的试验示范样板。

1 王东沟小流域概况

1.1 自然地理环境[2]

王东沟小流域距长武县城 12km，北纬 35°12′

~35°16′，东经 107°40′30″~107°42′30″,总

面积 8.3km2。地貌可分为塬面和沟坡 2 大单元，塬面

位于北部，海拔 1215~1226m，现已建成方田林网，塬

边长漫坡、梁顶已修成宽条梯田，梁坡已修成梯田。该

区土壤类型主要为黑垆土，其土层深厚，物理性质良

好，适合植物生长。气候为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

年日照时数 2226.5h，年平均气温 9.1℃，热量供作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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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熟有余，复种指数一般达 116%，年均降水量

578.5mm，多集中在 7—9 月且年变率大。

1.2 社会经济状况

王东沟小流域有王东、丈六两个行政村，下辖 11

个村民组，2005 年总人口 2304 人，是试区建立初期的

1.30 倍，1736 个劳动力，是试区建立初期的 2.95 倍。

在 2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重

要变化，跨越了 3 个台阶：由起初的单一种植业为主，

经过以种植业、工副业为主，到现在种植业、果业、工副

业三大产业并存的状况[1]。目前种植业主要解决基本

粮食需求，成为生活保障性产业，果业和工副业成为现

在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农民收入的稳步增加，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

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 王东沟小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对比分析

2.1 土地利用状况

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它的利用状况直接影响

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同时黄土高原作为生态脆弱地

区之一，其土地利用状况也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的生态

环境及可持续发展道路[3]。

王东沟小流域综合治理初期(1985 年)的生产用地

(表 1)中，农用地最多，比例达到 49.46%，草地、林地面

积次之。造成这种态势是因为在 70 年代中期大规模造

林，其主要作用是水土保持，果园面积很小，此外还有

大量弃耕地和荒草坡未加合理利用。这一时期以种植

业为主，产业结构趋于单一化，由于广种薄收，农民所

收获的粮食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其生活贫困可想而知。

2005 年生产用地(表 1)中，农业用地占 14.65%，林

地占 39.79%，果园用地占 34.23%，草地占 11.33%。通

表 1 1985 年与 2005 年王东沟小流域生产用地情况及其比较(单位: hm2、% )

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土地利用结构已经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与 1985 年相比较，2005 年农业用地减少，

果树用地迅猛增加，农业用地在试区初期的主导地位，

经过 20 多年的治理，逐渐被果树用地所替代。小流域

最初所制定的切合实际的治理发展规划在其中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因地制宜的开发治理，示范果园的建

立，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尝

到了甜头，自发地不断扩大果树种植面积，减少耕地面

积，于是形成了现在的土地利用格局。林业用地增长了

将近一倍，这与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的建设思路有

关，长期以来，一方面植树种草，另一方面实行荒山封

禁、加速自然恢复，促使林地面积迅速增加。与此同时，

由于沟坡土地的高效开发利用，加上果树用地面积不

断增加，使荒山坡地面积不断减少，大量荒草地被果树

表 2 王东沟小流域各业收入结构及人均纯收入情况简表(单位: % 、元)

地所替代，使得 2005 年草地面积比 1985 年时的面积

减少了几乎 1/2。生产用地总面积变化很小，说明土地

面积变化是在各业土地利用面积之间进行调整。

2.2 农民经济收入变化

王东沟小流域土地利用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得产业

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促使整个小流域农业生态经济

系统不断完善，日趋稳定，农民的经济收入变化可以直

接反映土地结构调整的效果，进而可以反映出现有的

产业结构是否合理。

1985 年的农业收入结构(表 2)中种植业收入占总

收入的 74%，林果业占 4.0%，工副业占 13%，牧业占

9%，人均纯收入是 251.5 元，可以看出在各业中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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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中种植业最大，它除了需要解决必要的温饱问题

外还承担着经济收入来源的重任，通常很难满足实际

需要。副业和畜牧业所占比重较少，果业最少，人均收

入很低。

2005 年 农 业 收 入 结 构 中 种 植 业 占 总 收 入 的

8.55%，果业占 46.45%，工副业占 36.81%，畜牧业占

8.2%，人均纯收入达到 3595.5 元。可以看出，果业和副

业所占比重明显上升，畜牧业保持稳定，种植业所占比

重急剧下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原来的 14.3 倍。

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促使产业结构的转变，果业

成为王东沟小流域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成为了农民经

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农业用地大量减少，现代化农

业科技的投入使用，果园管理过程中的用工集中而短

暂，使得更多农民开始在农闲时发展工副业，以增加经

济收入，促进了工副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小流域的另一

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农民人均纯收入直线上升，说明

土地利用结构日趋合理，产业结构调整适合当地的经

济发展。

2.3 启示

通过对王东沟小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过程

的对比分析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1)在科技人员的正确引导下，农民的经营意识逐

步地发生转变

在对王东沟小流域自然和社会状况进行详细考察

的基础上，科技人员为王东沟流域制定了切合实际的

规划，其中作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是大力

推广果树种植，利用果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起初，农民害怕承担风险，没人愿意栽植果树，在科技

人员的开导下，村干部、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户带头，进

行果园示范，随着果树经济效益的显现，农民改变了经

营意识，逐步投入果树种植，大面积果园开始出现，经

济效益不断提高，经济收入不断增加。

(2)工副业发展潜力较大

从王东沟小流域发展变化来看，工副业增长速度

较快，在农业产值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除果业

外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另一大重要来源。

随着农业用地不断减少，闲散劳动力必然会大量

出现，他们需要向非农方向过度，很多农民工已经开始

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在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这些农民

工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农民自身意识的转

变和政府的正确引导，工副业发展潜力无限，农民可以

通过土地外的其它方式获得经济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3 王东沟小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阶段

3.1 阶段划分依据

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

制约，相互依赖而形成的高级复杂系统，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它主要是被人们的行为活动所支配，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都直接与人们的行为活动相关联，并且深

受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人们的行为活动在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选取与人的需求变化相关的

一些经济指标作为阶段划分依据，例如：人口变化、土

地利用变化、粮食产量变化等。

3.2 阶段划分

选择人口、农业用地、果业用地、林地、草地、粮食

单产 6 个指标来描述王东沟小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的变化过程，并进行阶段划分。

由图 1 可以看出，在整个小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

统发展过程中，人口、果业用地、林地、粮食单产呈上升

趋势，农地、草地面积呈下降趋势，这些变化与土地利

用结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分析将整个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过程划分

图 1 王东沟小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主要指标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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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个阶段，1985 年—1991 年为第Ⅰ发展阶段；1992

年—1995 年为第Ⅱ发展阶段；1996 年—2005 年为第

Ⅲ发展阶段。

3.3 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阶段Ⅰ (1985 年—1991

年)中，人口显著增加，农业用地也随着增加，果业用地

面积缓慢增长，草地面积减少迅猛，粮食单产提高。这

一发展阶段主要解决的粮食问题，即农民的温饱问题。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阶段Ⅱ (1992 年—1995

年)中，人口开始逐渐下降，农业用地开始减少，随之而

来的是果业用地的快速增长，林地面积在这一阶段也

有所上升。这一阶段在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基础上开始

解决农民经济问题，大力发展果树种植，普及果树知

识，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阶段Ⅲ (1996 年—2005)

中，农业用地持续下降，果业用地不断增加，与此同时，

草地面积有所回升，林地面积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保

持稳定。这一阶段解决的是持续稳定的发展问题，土地

利用结构调整合理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并且不断

地促进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整个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保持良好运转状态。

4 发展趋势

4.1 存在的问题

4.1.1 土地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出现部分果园荒弃现象

在王东沟流域调查时发现仍然存在有一定面积的坡

地、山地没有被有效的利用，当地农民亦表示可惜，说

明农民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土地资源的宝贵性，如果能

够合理开发利用则可以创造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在

调查时发现部分老果园出现荒弃现象，这主要表现在

试区建立初开垦并承包给当地农民的一些果园，果树

树龄偏高，加上长时间无人管理，很多已被荒草树木所

替代，只有少数挂果，少数果园主人也只是适时的收集

地上的落果出售，大部分果园已无人问津，完全荒弃。

4.1.2 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 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加上进入劳动力年龄人数的增加，促使

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这些劳动力的闲置造成大量人

力资源的浪费。

4.1.3 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根据 2005 年定点农户调查

数据(表 3)，农民中大学、中专、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

很少，大部分集中于初中和小学和文盲，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4.1.4 果业发展问题 果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王东沟

流域一大支柱性产业，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试

区中 34.23%(2005 年)的生产用地用于果树种植，果业

收入所占总收入比重也达到 46.45%，虽然从种、收到

销售，产业链条逐步完善，但是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急

待解决，一方面农民远离销售市场，信息十分闭塞，不

能够尽快的得知市场动态，出现大规模种植经营与无

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指导相矛盾的局面，这样就会造

成盲目生产，导致大量的投入反而没有获得应有的收

入；另一方面农民均以自己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出现

个体与合作化、团队化的市场潮流之间的不协调，这样

势必影响农民自身的经济利益，削弱了他们的市场竞

争力，降低了其市场份额的占有率。

4.2 发展趋势

4.2.1 土地资源将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 小流域土地

利用结构趋于合理，一方面加强土地管理，对可利用荒

地进行实地考察，竭力开发利用，不造成有限土地资源

的浪费，另一方面部分利用结构内部将发生细微的变

化，如农业用地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的相互调整，粮食作物种类间调整，果业用地中新

品种的选择，对老果园的翻新或者做其它用途，以恢复

其过去的繁荣景象。

4.2.2 劳务输出增加 在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政策支持

下，工副业发展脚步将不断加快，部分农民将开始离开

土地从事其它工作，如经商、进城务工等等，这样一方

面解决了大量的闲散劳动力，另一方面促进了大、中城

市建设，加快了城市的发展。

4.2.3 政府职能发挥 , 果农自身经营意识提高 , 促进果

业发展 地方政府将发挥其职能作用，利用现在化的网

络资源，帮助果农了解市场动态，并及时准确地反馈给

他们，指导他们的生产活动。

果农将在政府的帮助下成立果业协会或股份有限

责任公司，使其经营组织化、团队化，加强市场竞争力，

提高市场份额占有率，增加经济收入。

5 结论

经过 20 多年的治理恢复，王东沟小流域土壤侵蚀

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沟坡土地得到治

表 3 人口文化程度构成(单位: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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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利用，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农民经济收入稳步提高，

整个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运转也呈现出良好状态。黄

土高原沟壑区王东沟小流域“高效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的建立”对于同类型区域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示范和

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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