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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土壤侵蚀严重的情况下，运用生态服务功能的相关理论可以正确评价水土保持措施的作用，并为合理的

生态建设规划提供依据。文章在梳理国内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生态服务功能物质量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外部

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生态环境价值、土壤学、土壤地理学、水土保持学、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等基本理论为依据，

根据《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规划通则（GBT—15772—1995）》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
1995）》，借鉴蓄水拦沙指标体系经济参数，对梯田（淤地坝）蓄水与保土量、梯田（淤地坝）减洪与减沙量的生态
服务功能物质量进行计算，提出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以期实现水土保持工作的良性发展，为我国水土保持决策部门

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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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hina’s severe soil erosion into account, application the related theory of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can correctly 
evaluate the effec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asonabl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lanning.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qualit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 using the theories of economic externality, public produc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alue, soil science, soil geograph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as the basis,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lanning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General (GBT-15772-1995) and Calculation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Benefi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GB/T-15774-1995),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economic parameters of water storage and silt detention indexes 
system, 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ecosystem service quality on the quantity of water storage and soil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flood and 
sediment reduction in terrace (dam). Further, it puts forward to practical solu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in China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data supporting for decision-making branch.
Key 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measures;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content quality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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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是指在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力、风

力、重力等营力导致的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

损失。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土壤侵蚀总面积 356×

104km2，其中水蚀面积 165×104km2，风蚀面积 191×

104km2。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在

平原区和沿海地区也局部存在。侵蚀形式多样，类型复杂，

治理难度大。水蚀、风蚀、冻融侵蚀及滑坡、泥石流等重

力侵蚀相互交错，成因复杂。我国是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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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国家之一 [1]。土壤侵蚀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防

洪安全、粮食安全和饮水安全。《水土保持法》于 1991年

颁布以后，水土保持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水土保持

工作力度的加大，对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促进

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多年以来，中央政府对水土

保持工作日益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

家水利部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国水土流失遥感普查，基本摸

清了全国水土流失情况和动态趋势。2005年国家水利部、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开展了“中国水土流失与生

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2]。为加快植被恢复和水土流失治

理步伐，国家水利部在总结多年来水土流失治理经验的基

础上创新性的提出了“生态恢复”这一水土保持理念。“生

态恢复”强调遵循生态系统的演进规律，依据整体、协调、

循环再生的原理，合理利用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对已损

害或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重建，以达到恢复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和功能。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严

重的水土流失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

头号环境问题 [3]。加快土壤侵蚀治理进程，改善生态环境，

是我国 21世纪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中央 2011

年 3月 1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中提出要完善生态补

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防止土壤侵蚀 [4]。因此，

研究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生态服务功能的物质量化，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及评价内容

尽管国际学术界对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还没有一个

统一而明确的定义，且研究不多，但还是做出了一些与水

土保持补偿相关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与探讨。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之前，国内对水土流失经济损失评估的研究较

为鲜见，其计量的方法亦均十分简单，基本上采用损失总

量乘以单位损失价来估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是近

几年才发展起来的生态学研究领域 [5]。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指人类从生态系统

获得的所有惠益，包括供给服务（如提供食物和水）、调节

服务（如控制洪水和疾病）、文化服务（如精神、娱乐和文

化收益）以及支持服务（如维持地球生命生存环境的养分循

环）[6]。它不仅给人类提供生存必需的食物、医药及工农

业生产的原料，而且维持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

系统 [6]。生态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

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它不仅为

人类提供了食品、医药及其他生产生活原料，更重要的是

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

地化循环与水文循环，维持生物物种与遗传多样性，净化

环境，维持大气化学的平衡与稳定，生态系统服务对于地

球的持续使用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6]。

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评价要求：（1）生态服务功

能重要性评价主要针对区域的典型生态系统，对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综合特征评价。（2）生态服务功能评价主要

根据评价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分析生态服务功

能区域分异规律，明确划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区域。

生态系统服务保护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压力，那些当地

的，眼前的，能够直接受益且对实际生活有重大影响的生

态系统服务，往往容易被人们理解和重视，其生态系统服

务在缺失时才会倍受瞩目 [7]。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的

评价内容：（1）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评价；（2）水源涵养和

水文调蓄功能评价；（3）土壤保持功能；（4）沙漠化控制功

能评价；（5）营养物质保持功能评价；（6）海岸带防护功能评价。

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生态服务功能物质量计
算研究进展

水土保持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所采

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其目的在于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改

良与促进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

利于充分发挥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

环境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生物措施、

工程措施和农耕措施 [8]。水土保持工程是一门应用工程学原

理，研究山区、丘陵区水土流失防治，水土资源的保护、改

良、合理利用，以充分实现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坡

面与沟道中的水土流失机理，即研究在水力、重力、风力、

冰川等多种外营力和各种侵蚀形式的作用下，水和土的损失

过程及采取防治的工程措施。就是通过各种措施改变小地形，

达到改变径流流态，减少和防止土壤侵蚀，拦蓄利用径流泥

沙的目的 [9]。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是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措施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与水土保持生物措施及其他措

施同等重要，不能互相代替。水土保持工程研究的对象是斜

坡及沟道中的水土流失治理，即在水力，风力，重力等外营

力作用下，水土资源损失和破坏过程及工程防治措施。水土

保持工程是在小流域内修建工程设施防治水土流失，是综合

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土保持工程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类型：（1）山坡防护工程；（2）山沟治理工程；（3）山洪气压

层工程；（4）小型蓄水用水工程。但开发建设项目一般分为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工程措施 [10]。

价值计算方法和蓄水拦沙指标体系作为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生态服务功能物质量计算的关键，也是水土保持学科

的重要研究内容。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一些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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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 [11]。从 20世纪 50年代起有关科研部门陆续在

黄土高原几个主要侵蚀类型区建立了径流小区和小流域径

流泥沙观测站，对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沙效益进行了研究 [12]。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相继成立了天水、绥德、西峰水土

保持科学试验站，三个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开展的类型区

水土流失规律和单项与综合治理技术专项试验研究，逐渐

形成一定的规模，为我国的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研究起到了

奠基和导向作用，流域内有关部委科研机构及地方站所也

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相继开展了一些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沙

试验工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依托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

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生态服务功能的物质量化工

作。先后建立农业科技试验示范站 14个、示范基地 59个。

70年代后，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内蒙古自

治区水利科学研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山西省水土保持

研究所等及大专院校，陆续在黄土高原乾县、淳化、长武、

隰县、安塞、米脂、离石、固原、西吉、定西和准格尔旗

等有代表性的侵蚀类型区，建立了径流小区和径流泥沙观

测站，以土壤侵蚀和资源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以遥感信

息技术为支撑，利用全数字化方式研究多种分辨率的区域

水土保持及其环境时空格局，建立比较完善的区域水土流

失评价理论与技术方法和数据支撑体系。对水各类土保持

措施的拦水、拦沙效益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区域水土保持

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实时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如

陕北安塞试区建立的丘陵沟壑区纸坊沟“水土保持型生态

农业”实体模型，形成了农田水肥有效转化、土地果园补

水灌溉及优质丰产栽培、林草植被恢复建造等三大技术体

系，提出了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持续发展诊断评价指标。

20世纪 8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显谟就提出黄土高原

国土整治 28字方针，20世纪 80年代初提出了“黄土高原

国土整治 28字方略”。其内容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论述了

黄土高原区域治理模式和水土保持措施优化配置与优化设

计 [13]。20世纪 80年代起我国科研人员针对水土保持措施

的蓄水拦沙指标体系展开大量研究，且多数围绕黄河水沙

变化及水土保持措施对减少入黄水沙量。20世纪 90年代，

中国农业大学曾采用市场价值法和影子工程法对水土流失

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了研究。把水土流失的经济损失分为

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两部分。北京林业大学王礼

先教授从水土流失蚕食农田而导致土地废弃方面，估算全

国每年的经济损失为 20亿元；因水土流失导致水库、山

塘淤积的经济损失全国年达 100亿元 [14]。进入 21世纪，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土地科学中心提出，不同类型生

态系统生态资产评估工作应从环境与生态系统资源的地域

空间差异性、生态服务功能资本价值的空间流转和异地实

现、生态系统资源和生态服务功能稀缺性与需求性的区域

差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性四个方面考虑。提

出有必要建立一种基于空间格局的环境与生态系统生态资

产评估的区域范式，首先对评估区域进行生态地域划分，

并以此作为控制性框架指导具体工作；然后分别用生态功

能分区、域外价值评估、生态资产稀有性评估、生态资产

需求性评估分别校正以上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最终划定

评估区域环境与生态系统生态资产空间格局 [15]。

3  水土保持工程(梯田)措施生态服务功能物
质量计算

我国历代人民在水土保持实践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

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雏形“梯

田”。陂塘的利用和兴建早在《禹贡》和《诗经》中已有记述。

黄河中游的山区农民在 18世纪开始打坝淤地 [16]。水土保

持措施重要功能就是保持水土。主要表现在林草措施具有

截留降水、抑制蒸发、缓和地表径流、增强土壤下渗、增

加降水等功能。

3.1  梯田蓄水、保土量计算

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有梯田。梯田是在坡地上分

段沿等高线建造的阶梯式农田。是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的

有效措施，蓄存一定的水量、保护土壤、提高作物养分利

用效率，增加产量的作用十分显著 [17]。根据《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1995）要求，对梯田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成果做了效益分析，并计算出各项

措施的基础效益和经济效益，梯田的蓄水保土效益用梯田

的减蚀、减流有效面积 Fe与相应的减蚀、减流模数相乘

得出，其关系式如式（1）和式（2）[18]：

                                                            （1）

                                                             （2）

式中，ΔW为某项措施的减流总量，m3；ΔS为某项措施

的减蚀总量，t；Fe为某项措施的有效面积，hm2；ΔWm

为减少径流模数，m3/hm2；ΔSm为减少侵蚀模数，t/hm2；

ΔWm与ΔSm的计算公式用有梯田坡面的径流模数、

侵蚀模数与无措施（坡耕地、荒坡）坡面的相应模数对比而

得，其关系式如（3）和式（4）：

                                                          （3）

                                                         （4）

式中，ΔWmb为治理前（无措施）径流模数，m3/hm2；ΔWma

为治理后（有措施）径流模数，m3/hm2；ΔSmb为治理前（无措施）

侵蚀模数，t/hm2；ΔSma为治理后（有措施）侵蚀模数，t/hm2。

3.2  梯田减洪、减沙量计算

3.2.1  减洪量

梯田减洪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实质是如何把代表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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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减洪指标应用于流域的过程， 即小区推大区的问题， 

亦即改善或消除影响小区与大区梯田减洪指标因素的差

异。洪量即一场洪水产生了多少立方米的水。注意这个洪

量和流量的区别，洪量是一个体积单位，一般单位是 m3；

流量是通量单位，一般单位是 m3/s，流量乘以时间即是水

量 [19]。根据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总工程师

冉大川对黄河中游地区梯田减洪减沙作用分析，可将梯田

减洪量的计算公式归结为：

                                                          （5）

式中，ΔW1为梯田的减洪量，×104m3；fe为计算年梯田

的有效面积，km2；Wi为计算年流域天然状况下的产洪模数，

可以根据流域水量平衡原理通过试算确定，m3/km2。 

3.2.2  减沙量
减沙量用以洪算沙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6）

式中，ΔS1 为梯田的减沙量，t ；K 为流域梯田拦洪时

的洪沙比 ；γ s 为淤泥干容重，取 γ s=1.35t/m3。通过计

算 1970～ 1996年，河龙区间梯田年均减洪减沙量分别为

3 290×104m3和 1 180×104t，分别占水土保持措施（梯、林、

草、坝）减洪减沙总量的 9.2%和 7.9%[20]。

3.3  淤地坝减沙量计算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

史时期，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工程已于 2003年 11月正式

启动。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综合治理是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工作的基本思路。根据冉大川、罗全华《黄河中游地区

淤地坝减洪减沙及减蚀作用研究》一文 [21]，对淤地坝减沙

减洪效益的分析，进行分析计算。淤地坝减沙量包括淤地

坝的拦泥量、减轻沟蚀量，以及由于坝地滞洪和流速减小

对坝下游沟道侵蚀量的影响减少量。目前拦泥量、减蚀量

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进行计算，消峰滞洪对下游沟道的

影响减少量还无法计算，因此仅计算前两部分量。

3.3.1  拦泥量计算
淤地坝是黄土丘陵沟壑区和残源沟壑区的重要治沟措

施，具有滞洪、拦泥和淤地等多项功能。建坝初期，其主

要任务是拦泥，同时也可起到滞洪作用，实现流域泥沙基

本全拦全蓄。随着淤地坝拦泥量的增加和淤地面积的逐步

扩大，淤地坝的任务则由拦泥、滞洪转为拦泥与生产 [22]，

其总拦泥量的计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已淤成坝地

部分的拦泥量 [23]。计算公式为：

                                                 （7）

式中，Wsg1为已淤成坝地的拦泥量，×104t；f为坝地的累

积面积，hm2；MS为不同流域内坝地拦泥定额，即单位面

积坝地的拦泥量，×104t/hm2；a1为人工填垫及坝地两岸

坍塌所形成的坝地面积占坝地总面积的比例，黄河中游地

区取 a1=0.1~0.2；a2为推移质在坝地拦泥量中所占的比例

系数，黄河中游地区取 a2=0.1。

第二部分是未淤成坝地部分的拦泥量。相关研究表明，

淤地坝的拦泥年限一般在 13a左右，因而采用了淤积年限

n(n=13)这一指标，并根据历年坝地累积面积的变化趋势，

对未淤满的坝地按“淤成”预测，从而求出未淤成坝地部分

的拦泥量。计算公式为：

                 （8）

式中，Wsg2为未淤成坝地部分的拦泥量；fi为测年每年“淤

成”的坝地面积，hm2。由此可得淤地坝总拦泥量为：

                                                     （9）
3.3.2  减蚀量计算

淤地坝的减蚀作用在沟道建坝后即行开始。其减蚀量

一般与沟壑密度、沟道比降及沟谷侵蚀模数等因素有关，

其数量包括被坝内泥沙淤积物覆盖下的原沟谷侵蚀量和波

及影响的淤泥面以上沟道侵蚀的减少量。后一部分的数量

较难确定，通常是在计算前一部分的基础上乘一扩大系数。

减蚀量的计算公式：

                                              （10）

式中，ΔWsj为计算年淤地坝减蚀量，×104t；F为计算年

淤地坝的面积；Wsj为计算年内流域的侵蚀模数，t/km2；

k1为沟谷侵蚀量与流域平均侵蚀量之比。根据水利部黄河

水土保持西峰治理监督局南小河沟流域多年小区及小流域

的观测资料 [24]，多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6 870t/km2•a。沟谷

地侵蚀模数为 15 200t/km2•a，按此推算，黄土高原沟壑区

的 k1值为 2.20，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壑区取 k1=1.75；k2为

坝地以上沟谷侵蚀的影响系数。在淤地坝中还有一部分是修

建在沟道比较平缓、沟床已不再继续下切、沟坡多年来比较

稳定、沟谷侵蚀已达到相对稳定程度的流域内，当坝建成后

基本无减蚀作用，在计算减蚀量时还应扣除这一部分 [25]。由

于对这一部分不减蚀坝地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分割，但

又确实存在，研究中可假设这一部分未扣除的减蚀量和对坝

地以上沟谷侵蚀的减少量相互抵消，即取 k2=1.0。

3.3.3  淤地坝的总减沙量
依据上述公式可以求出淤地坝的减沙量ΔWS坝 ：

                                                  （11）

通过计算 1970～ 1996年，泾河流域淤地坝年均拦

泥 595×104t，其中未淤成坝地年均拦泥 53.6×104t，占年

均拦泥量的 9%；减蚀 39.6×104t；年均减沙总量 634.6×

104t，减蚀量占减沙总量的 6.2%。

3.4  淤地坝减洪量计算

淤地坝是指在水土流失地区各级沟道中，以拦泥淤地

为目的而修建的坝工建筑物，其拦泥淤成的地叫坝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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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沟道中，用于淤地生产的坝叫淤地坝或生产坝 [23]。截

至 2002年年底，黄土高原地区建成淤地坝其中骨干坝 1 

480座，中小型坝 11.2万座，合计 11.35万座，淤地 32

×104hm2，保护川台地 1.87×104hm2。其中，陕西、山

西、内蒙古 3省（自治区）共有淤地坝 9万余座，占总数的

79.1%。多沙区分布 10.6万座、占总数的 93.4%，多沙粗

沙区分布 8.52万座，占总数的 75.1%[26]。同时，建成的数

十条小流域坝系，在各地都起到示范作用，促进了坝系建

设的快速发展 [27]。黄土高原地区土层深厚，黄土广布，具

有质地均匀、结构疏松、透水性强、易崩解、脱水固结快

等特点，是良好的筑坝材料，可以就地取材。同时，随着

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深入贯彻执行，为淤地坝建设提供了

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市场。淤地坝的减洪量计算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计算已经淤平后作为农地利用的坝地减洪量；另

一部分是计算仍在拦洪时期的淤地坝减洪量。淤地坝淤平

后，坝地已经利用，其减洪作用就与有埂的水平梯田一样。

仍在拦洪时期的淤地坝，其拦泥和拦洪是同时进行的，拦

洪的目的是拦泥，泥中有水。淤泥中所含的水分，有一大

部分将耗于蒸发，另有一小部分渗入地下后又流入河中。

据此分析计算这部分减洪量时，不能考虑其蓄水量，只能

计算淤泥中所含的水量。

3.4.1  淤平坝地减洪量计算

已淤平坝地减洪量的计算公式为：

                                                        （12）

式中，ΔW1为已淤平坝地的减洪量，×104m3；fi为计算

年流域坝地的面积，km2；Wi为计算年流域天然状况下

的产洪模数，可以根据流域水量平衡原理通过试算确定，

m3/km2；η为减洪系数，以有埂水平梯田看待，取 η=1.0。

3.4.2  拦洪时期坝地减洪量计算公式
仍在拦洪时期的淤地坝，其减洪量可根据淤地坝的总

拦泥量ΔWsg反推。计算公式为：

                                                （13）

式中，ΔW2为仍在拦洪时期淤地坝的减洪量，×104m3；

K为流域淤地坝拦洪时的洪沙比；γs为淤泥干容重，取 γs 

=1.35t/m3。对于 K值，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

保持科学试验站对陕西绥德韭园沟实测资料的分析 [28]，黄土

丘陵区淤地坝拦洪时的洪沙体积重量比为 1.977:1，即 1.977m3

的洪水携带 1m3的淤泥；1991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绥

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对 3次洪水后的 10座淤地坝进行了

典型调查，得出淤地坝拦泥后的洪沙体积重量比为 1.797:1[29]。

根据上述资料，最后综合确定河龙区间 K=1.433～ 2.4；

泾河、北洛河流域 K值分别为 2.462和 2.652；渭河流域

K=1.5～ 2.0。由此可以求出淤地坝的总减洪量ΔW坝为：

ΔW坝=ΔW1+ΔW2                                               （14）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借鉴水土保持科学关于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水土

保持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在减少径流量、减少侵蚀、蓄

存一定的水量、保护土壤、提高作物养分利用效率，增加

产量方面的相关研究，将生态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方面——水土保持纳入研究视野，试图建立起科学的分析

框架和理论模型，确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宜的补偿机

制以及合理的补偿标准，为打破利益格局长期不平衡寻找

突破口。从水土保持的生态系统功能的角度构建计算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生态服务功能物质量的计算公式及计算步

骤，对于实践工作中衡量水土保持工程生态服务效益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30]。如果在计算中考虑到水合泥沙的经济

价值，本公式也可以用来计算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生态服务

功能的经济价值，对于计算水土保持措施补偿费标准有一

定的意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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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力量分散，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少，组织起来一致

行动的成本较大，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

的地位。

政府与公民利益群体同时出现在协议保护项目中，在

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下，代表政府一方的利益群体处于支配

地位，而公民利益群体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不能维护自身

利益，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代表政府一方的利益群体

不能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挫伤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利益群

体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影响其群体利益，所以，在协议保

护项目中，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参与、共同

协调、合理角色扮演是关键。那么，如何制订措施保障关

键利益群体的角色扮演准确到位，则显得更加重要。

第一，政府应该为协议保护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

境。协议保护，这种新型的生态多样性保护机制，其发展

需要我国政府的倡导和扶持。首先是政策支持。协议保护

作为一种与人类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生态保护措施，在

政策上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但我国政府目前只关注经

济发展而相对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为了实现可持

续发展，政府有必要加快推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适

合协议保护机制发展的政策体制，为其发展和推广提供一

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其次，资金支持。协议保护是一种持

续高投入、缓慢见效的生态多样性保护机制，投资金额大，

周期长，仅仅依靠 NGO的力量是不够的。一方面加大对

协议保护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积极引导

社会、企业、个人对协议保护项目进行投资，扩大资金来

源。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快完善协议保护的资金管理机制，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后是法律支持。政府应尽快制定和

完善与协议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为协议保护的发展提供

法律保障。

第二，提高协议保护区的社区村民综合素质。首先，

提高协议保护区村民的就业技能。在社区村民特别是青年

村民中进行有针对性、有计划的专业技术培训，使其掌握

一两门专业技术以拓宽村民的就业门路，拓展村民的收入

来源，逐渐改变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观念。其次，

在协议保护区内要普及协议保护机制的相关知识。针对社

区村民、领导干部进行协议保护的重要性、基本理论、实

施过程及经验教训等方面的宣传和培训，通过各种社区活

动的开展，有目的、循序渐进地培育村民协议保护理念，

提高村民协议保护相关知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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