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可一
�

回圈圈国� 

!
∀

� # ∃ 八八

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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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

以水土流失为基本特征的生态退化严 重制约着黄土高原的社会经济发展
,

重建及恢复生态系统是新时期黄土高原地区

的主要战略 目标之一
。

本文在分析以往黄土高原生态建设成果的基础上
,

从生态经济学角度解读黄土高原生态退化的社会经

济原 因
,

分析生态一经济相互作用的机理 并探讨 了该区域生态经济建设的主要 目标及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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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原 水土保持 “可持续 生态建设试验示范研究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黄土高“

⋯作者简介
2

党小虎 &。, 0 。一 1
,

男
,

博 士生
,

高级工 程 师
,

主要研 究方向为流域生态经 济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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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戍边
”

政策的推行
,

种植业开始

迅速发展
,

之后近 % ∗ ∗ 年
,

牧业和种植

业呈交替发展
,

直至 % ∗世纪/ ∗年代初
,

高原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森林已经达到

轻微破坏的程度
,

畜牧业仍占有重要

地位 &李荣生
,

∋,, , 1
。

到了 % ∗ 世纪 /∗

年代后期至 )∗ 年代
,

大跃进
、 “

以粮为

纲
” 、 “

以棉为纲
” 、 “

毁林开荒
”

和
“

陡

坡开垦
”

等盲 目扩大作物种植面积的

一系列经济政策
,

导致黄土高原经济

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
,

生态 日

趋恶化
。

深人分析
,

黄土高原生态恶化的根

源在于
2

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允许在

先天脆弱的生态系统中从事农业生产
,

这种经济活动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是适

宜的
,

但与之对应的是经济承载能力

有限
。

而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
,

原有的

与生态系统相适宜的经济活动方式无

法满足人类对土地产 出能力的要求
,

在生产技术条件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
,

人类不得不改变经济活动方式
,

即从

牧业转向种植业
。

在这种状况下
,

人 口

的持续增长与种植业的空间拓展必然

导致生态退化以及与之互为因果的经

济落后
、

人民生活贫困的结果
。

黄土高原是我国当代欠发达地区

的一 个缩影
,

历史上长期 处于封 闭

落后 的状态
,

生 态的脆 弱性又使现

代化 发展严重滞 后
,

该地区 贫困人

口 达 ∋ ∗∗ ∗ 万
,

%∗ ∗∋ 年 Ο ∀ Θ 仅占同期

全国总量的 0
(

ΡΣ
,

农民人均纯收人为

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 ). Σ � 。

这里需要

指出的是
,

贫困一生态破坏一贫困的

恶性循环受到两个次级恶性循环的支

配
�

即社会经济内部的恶性循环  低水

平的重复 !和生态过程的恶性循环
。

也

就是说
,

经济落后一文化与科技水平

低一原始
、

粗放开发 ∀ 产业层次低
、

效

益低一贫困本身是一种循环链
,

而自

然环境脆弱一 易破坏
、

难恢复一 干扰

后进一步退化一更脆弱也是一种循环

链
#
两者的交叉

、

组合
、

迭加又构成大

的循环链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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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黄土 高原贫困与生态退化恶性循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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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过去几十年黄土高原治理与

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
,

主要有以下两

方面的教训
�

一是没有把生态建设与农

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或结合不够
#

二是缺乏对不同类型区基于生态恢复

基础上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人

的研究
。

因为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
,

在

贫困状态下
,

群众根本无暇顾及生态

保护与建设
,

甚至会以破坏生态来换

取生存需要
。

只有经济发展了
,

生活水

平提高了
,

良好的生态才能作为一种

消费需求而得到重视
,

生态建设成果

才会有生命力
。

同时
,

生态科学研究与

建设实践需要大量的投人才能 实现
,

这就需要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和保障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黄土高原生态恢复

不但是技术问题
,

更是经济问题
,

而经

济占据主导地位
,

影响恢复的进程和

质量
。

因此在研究生态恢复时
,

必须重

视经济对生态建设的影响
,

尤其是产

业结构
、

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等因素

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理  Β Χ 0 6 +.

刁Δ
( ,

Ε< < Φ ! 研究
。

Γ 黄土高原生态经济建设的

基本 目标
Γ

(

∃ 减少入黄泥沙

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大量

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
,

河床下游段

高 出地面 Γ一 ∃< /
,

是举世闻名的地上

悬河
,

成为中华民族心中的顽症
,

同时

也严重影响了农业基础设施的使用寿

命和效益发挥
,

阻碍着经济的发展
。

可

见
,

减少人黄泥沙是实现生态安全与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

Γ
(

Ε 恢复皿建黄土高原生态系统
Η

诙复重建退化的黄土高原生态系

统
,

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
,

是

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的基本战略目

标之一
。

恢复生态学为黄土高原的生

态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

退化生态系

统的恢复通常有两种模式  见图Ε!
。

需

要强调的是
,

生态恢复不仅仅是植被

的恢复
,

而是包括生物因素  包括物

种
、

种群和群落! 的恢复
、

非生物或环

境要素  包括土壤
、

水体
、

大气 ! 的恢

复以及生态系统  包括结构与功能 !的

总体规划
、

设计与组装等诸多内容
。

当

然
,

生态恢复重建应当遵循一定的程

序
,

当前的试验示范研究普遍按如下

步骤进行
�

接受恢复项 目一明确恢复对

象
,

确定系统边界  生态系统层次与级

别
、

时空尺度与规模
、

结构与功能 ! 一

退化生态系统的诊断  退化原因
、

退化

类型
、

退化过程
、

退化阶段和退化程

度 ! 一退化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  历史

自自然恢复复

退退化生态系统
··

不不可逆退化化化 排除干扰扰扰 恢复复

图 Ε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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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原生类型与现状的评价 1 一生态恢

复重建的试验
、

示范与推广一恢复重

建过程中的调整与改进一恢复重建的

后续监测
、

预测与评价
。

.
(

. 重建黄土离原生态一经济协调

黄土高原地区本身十分脆弱的 自

然条件叠加了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
,

造成了 目前生态与经济的严重失调
,

导致 了生态退化与贫困的恶性 循环
。

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
,

一个可持续发

展单元是由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

通过物质
、

能量
、

信息和价值等介质藕

合而成的生 态经济复合系统
,

两者相

互影响
、

互为因果 &见图 . 1
。

生态系统

是经济系统依存和发展的基础
,

经济

系统的生产与再生产要从生态系统中

获取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
,

用以生产

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各类物质资料
,

并

将产生的废弃物排人生态系统
,

而生

态系统 &尤其是农业生态系统 1也需要

经济物质
、

能量和信息反馈输人以及

太阳能等自然能量存在
,

才能维持其

生态生产力和各类服务功能
,

并向有

序方向演替
,

显然
,

只有两者协调发展

才是黄土高原生态恢复的前提和保障
。

% ∗ 世纪 Ρ ∗ 年代以来
,

学术界对黄

土高原生态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定

位概括起来大致存在三种观点
2

一是主

张将黄土高原建设为林业基地
−

二是认

为发展牧业更有前途
,

宜建成牧业基

地
−

第三种观点认为黄土丘陵区的发展

方向应是自给性农业
、

商品性牧业和保

护性的林业 &卢宗凡等
,

∋ ,,+
−

许炯心
,

% ∗∗ ∗ 1
。 “

七五
”

和
“

八五
”

期间以小流

域为单元
、

以试验示范区为主要形式的

定位试验研究工作旨在寻求生态建设与

发展农村经济相互结合
、

相互促进
、

相

互协调的模式
,

但实践效果常常局限于

试点小流域
,

并未呈现出推广效应
。 “

九

五
”

以来
,

随着国家政策方针的调整
,

其

建设思路才呈现出了明显的
“

寓经济发

展于水土流失控制和生态建设之中
”

的

合理趋势
。

生态子系统

图 .

� ∋,
(

.
2

生态经济系统要素及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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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土高原生态经济建设的

主要 途径
+

(

∋ 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
,

并加

强中尺度生态经济建设试验 示范

研究

∋, Ρ ∗ 年+ 月
,

我国水利部在 山西吉

县召开了 ∋. 省 &区 1 小流域综合治理

&Α : ≅4 ϑ 5 6 ≅ 4 Χ 7 Τ 6 ΚΚ Υ 6 ≅ 4 5 7 < 4 Χ

Τ 6
:6 ϑ4 Τ 4ΚΚ ≅1 座谈会

,

首次提出小流

域 &7Τ 6 ΚΚ Υ 6 ≅4 57 < 4 Χ 1 的概念
,

明确

了我国的水土保持要以小流域为单元进

行综合治理
,

并首先在黄士高原开展试

点
。

∋, Ρ% 年
,

国务院将黄土高原地区水

土流失严重
、

经济十分贫困的黄河支流

无定河
、

皇甫川
、

三川河流域及甘肃定

西县列为国家重点治理区
,

每年拨专款

进行水土流失研究与治理
。

至此
,

小流

域综合治理工作全面展开
,

成为我国生

态经济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
。

∋,Ρ 0年又

在黄土高原选定有代表性的 : 条不同

类型的小流域
,

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开展

定位试验示范研究 &杨文治等
,

∋, , ∋ −

李玉山
,

∋,, 01
。

这些尝试均取得了比

较好的效果
,

但常常局限于试点小流

域
,

并未呈现出推广效应
。

且试点区 设

置的区划尺度过粗和小流域治理典型尺

度过小
,

缺乏中尺度研究和不同尺度间

模式及内容转换的方法
,

是典型模式推

广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程序等
,

% ∗∗ + 1
。

为加快建设速度
,

确保工程建

设的可持续性
,

很有必要把若干个
,

甚

至十几个
、

几十个小流域连成片
,

形成

几百平方公里或以县为单元的中尺度试

验示范区
。

小流域建设的主要 目标是保护水

土资源
,

减少水土流失
−
以县为单元的

中尺度生态建设
,

则在土地利用结构

布局 中
,

与规模化
、

产业化和经济发展

相结合
−
区域的国家 目标则是大江大河

的生态安全
。

因此
,

应深人研究不同尺

度建设的 目标
、

相互关系及评价指标

体系 &刘国彬等
,

%∗ ∗ . 1
。

+
(

%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体系建设

为实现黄土高原粮食基本自给的

宏观战略 目标
,

在该地区建设
“

水土保

持型生态农业
”

仍然是今后的主攻方

向
,

卢宗凡等 &∋, , )
,

% ∗ ∗ ∗ 1提出了
“

一

个中心
、

一个前提和四项主导措施
”

作

为在本区建设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

指导思想
,

即以强化降水就地人渗防

治水土流失为中心
,

以水土资源的合

理利用为前提
,

以恢复植被
,

建设基本

农 田
,

发展经济林果和养殖业为主导

措施
。

同时指出建设水土保持型农业

可分三个阶段
,

即生态系统逐步恢复

阶段
、

生态系统稳定发展阶段和生态

系统良性循环阶段
。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积累
,

黄土高原

以水土保持 为中心的生态农业定点试

验示范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

围绕基

本农 田构成与种植业结构特征
、

园地

规模与经济林果业发展前景分析
、

牧

草地合理利用方式与畜牧业发展对策
、

农业用地结构及空间配置特点
、

农业

生产及产 出结构特征
、

不同农业地域

模式在不 同生活标准 &如温饱
、

小康

等 1 条件下的人 口承载力等研究内容
,

成功地探索出了适应于黄土高原不同

生态类型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系列复

合型农业发展模式
,

如 以坝系建设为

中
ς

合的绥德韭园 沟模式
,

坡沟兼治
、

治

坡为主的米脂高西沟模式
,

以生态农

% 0 Μ Ε  Ν Ο ?Ε Γ Ν Μ Ε Π  Η Ι



业建设为中心的安塞纸坊沟模式
,

生

态经济同步发展的长武王东沟模式
,

集水型生态农业的定西高泉沟模式等
。

这类探索为在整个黄土高原地区推广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

为寻求该区域农业发展出路提供

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

+
(

. 植被恢复

+
(

.
(

∋ 自我恢复

现代生态学理论表明
,

生态系统的

自组织和 自调控能力能够 自身维持一

定的外界干扰而达到自然适应和 自控

制
,

并重建退化植被系统
。

生态系统恢复
,

很大程度是以植被
ς

队复为基础的
。

植被系统是生态系统

的一个子系统
,

自我恢复 &部分学者主

张用自我修复这个提法 1 就是利用系

统的自组织和自调控特性
,

按自身规

律演替达到其休养生息的过程
。

当然
,

自我恢复不是完全摒弃人工干预
,

为

了加速已被破坏植被系统的恢复和优

化群落结构
,

必须进行适度的人为干

预
。

自我恢复是大面积治理水土流失
、

重建黄土高原植被的有效途径 &刘震
,

%∗ ∗ ∋ 1
。

近年来黄土高原部分地区实行

的封 山禁牧
、

建立 自然保护区
、

围栏轮

牧等措施从侧面已经证明
,

自我恢复

在增加地表覆盖
、

控制水土流失方面

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

例如
,

中

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安塞生态试

验站的长期定位观测发现
,

经过近 % ∗

年的封禁
,

纸坊沟流域植被已达到了

亚顶极水平
,

植被覆盖率大幅度增加
−

生物多样性在恢复
,

还出现了黄土高

原濒危植物
−

物种数量增加 &包括植

物
、

鸟类
、

昆虫 1
,

形成了 良好的生态

演替趋势
,

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 &王

志意等
,

% ∗ ∗ . −

梁宗锁等
,

% ∗ ∗ . 1
。

+
(

.
(

% 人工重建植被系统

植被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演替
,

出现一些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并相

对稳定的森林植被系统
。

过度的人为

干扰介人后
,

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
,

比

如出现较严重的水土流失
、

生物多样

性丧失
、

食物链中断
、

土壤理化性质改

变和肥力下降等现象时
,

原有植被与

其周 围环境的平衡关系不复存在
,

这

时要想再恢复到原生状态是极其困难

的
。

必须选择新的植被类型以适应变

化了的环境条件
,

重建与现实环境状

况相适应的植被 系统
,

这时的最佳选

择应该是人工重建植被类型 &李俊清

等
,

%∗ ∗ ∗ 1
。

人工重建是在植被系统经历了各种

退化阶段
,

或者超越了一个或多个不可

逆阂值
,

已全部或大部分转变为裸地或

接近裸地时所采取的一种恢复途径
。

对

于 自然植被已不复存在的立地类型
,

人

工重建是一种植被建设的最佳选择
。

显

然
,

重建的植被系统可以与原来历史资

料记载或推测的自然植被有很大差别
,

但可借鉴国内外类似地区的植被类型
。

与恢复和保护相比
,

在初期阶段
,

重建

要求有高强度的物流
、

能流供给
,

通过

模拟相应自然群落
,

以物种选择
、

小生

境人工改造和利用等为主要技术手段
,

开展人工设计和建造
。

+
(

.
(

. 植被保护

植被保护是对植被 系统进行人为

管理
,

使其避免进一步遭受破坏和继

续退化的一种人为手段或措施
。

需要

采取保护措施的对象
,

既包括完全没

有受到干扰或者干扰很轻的原始植被
,

也包括受到干扰但所形成的群落相对

稳定
、

自然演替速率很慢的原生或次

生植被
,

还包括 已建成的结构 良好的

人工植被
。

+
(

+ 庭院经济和人居环境改善
+

(

+
(

∋ 以
“

四位一体
”

温棚为纽带的庭

院立体经济模式

在黄土高原
,

可通过发展
“

四位一

体
”

生态型温棚 &农村微生物能源生产

生活偶合
2

牲畜一厕所一沼气一蔬菜 1
,

实行立体种养
,

实现物质多级循环利

用
。

该流域气候温凉
,

无霜期短
,

冬季

干燥少雪
,

日照充足
,

发展
“

四位一体
”

温棚蔬菜栽培
,

既能充分利用 自然光

能和冬闲时节
,

还能就地消化剩余劳

力
,

改善农村环境
,

促进农村种植业结

构的调整
,

增加农民收人
。

+
(

+
(

% 人居环境治理

居住区的治理主要以美化环境为宗

旨
,

包括合理规划人口聚居区域
,

使其

既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和有效利用
,

又有利于防止滑坡
、

泥石流
−

合理规划
、

建设乡村道路
,

既利于生产生活
,

又利

于本区域的产品输人输出和与外界的交

流
−

合理布局学校
、

医疗机构
、

商业场

所
,

以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

/ 几点建议

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黄土高原生

态经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

涉及 自

然
、

社会
、

经济等学 科领域和体制问

题
,

因而 仅靠只言片语不能阐述 清楚

涵盖的所有科学问题
。

在未来的生态

经济建设中
,

需要深人研究的科学问

题很多
,

比如
2

&∋1 针对新时期黄土

高原生态经济新特 点
,

调整生态经济

建设综合区划和分区方案
−

&% 1 生态

经济建设的区域环境效应评价研究
−

&.1 黄土高原生态建设与全球变化影

响的研究
−

&+ 1 生 态系统健康 评价
−

&劝 生态经济
、

社会
、

人文学研究
,

包

括生态退化的社会经济学分析
、

生态

建设的经济评价
、

社会效应的趋势与

对策等
。

另外
,

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涉及

的一些所有制
、

投 &融 1 资机制和生态

补偿等问题
,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

态环境建设的成败和生命力
,

这诸多问

题仍需要我们从事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

的科技工作者进一步研究解决
。

旧

注
2

� 黄河上 中游管理局编
,

《黄河流域水

土保持基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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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1和生活资料 &主要是粮食 1在内的

资源出现短缺问题
。

一方面
,

人 口 在

急剧增长
,

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

另一方面
,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
,

如

果单纯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

对 自

然资源掠夺性索取必然会造成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
。

我国已面临十分严重

的环境污染
,

不 仅出现 了空气污染
、

水污染
、

海洋污染
、

危险废物污染
,

还

出现了酸雨污染
、

气候变异等 问题
,

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

并

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 “

资源

短缺
,

特别是水
、

石油资源短缺
,

是

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另一集中表现
,

它

对社会和谐 的影响尤为突出
,

已经威

胁到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Ω’%〕。 ”

可见
,

只有加强环境保护
,

合利开发利用 自

然资源
,

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持

续的资源保障
。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促进和谐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

可持续发展需要 自然

生态系统可持续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

源
,

否则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

话
。

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就必

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

逐步减少能耗

大的各类产业
,

扶持发展高效利用
、

循

环利用资源的新型产业
,

推进资源利

用率技术的创新
,

从根本上减轻环境

污染的压力
,

解决环境和 资源的矛盾

问题 Ξ ’. 〕。 以科学发展观的为指导
,

选

择好发展的道路和发展模式
,

做到城

乡协调发展
、

区域协调发展
、

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
、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坚持走

生产发展
、

生活富裕
、

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
。

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是人与 自然

不和谐的突 出表现
。

这种不和谐实际

上是通过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
、

经济

和生存利益来获取少数人的不法利益
,

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

正如

胡锦涛同志所说
, “

大量事实表明
,

人

与 自然关系不和谐
,

往往会影响人与

人的关系
、

人与社会的关系
。

如果生态

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

人们的生产生活

环境恶化
,

如果资源供应高度紧张
,

经

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
,

人与人

的和谐
、

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 以实现

的 〔‘+ 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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