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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与
土地资源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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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农业、环境建设、自然资源和农业生态经济“专家”系统建设等限制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建设和发展的有关

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 探讨了其存在的问题和运作设想,以求得在上述几个领域内为黄土高原生态农业、环

境保护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农业; 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 农业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 X171. 1, S159. 2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005- 3409(2000) 02- 0055- 03

Study About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Land Resource in the Loess Plateau

JIAO Feng
1
, YANG Qin-ke

1
, LEI Hui-zhu

1
, ZHANG Jin

2
, LI Guang-dong

2
, CAO Rui-zhi

2
, WANG Yu

2

( 1. I nstitute of Soil and Wa ter Conserv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Yangling　Shaanxi　712100, P RC;

2. The P roj ect Off ice of Baota distr ict in Yan ' an City, PRC)

Abstr act: Some major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eco-environment const ruct ion and land r esource, which

rest rict eco-agricultural constr uct 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oess Plateau were analyzed. It discussed

their existent quest ion and oper at ional assume in order to offer reference for eco-agr icul tural const ruct 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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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问题

黄土高原的农业问题, 确切地说,就是如何解决

62. 85 万 km
2土地上, 8 0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同

时也关系到整个黄土高原区域的脱贫致富和经济的

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只是为人类提供必要的农

产品;而农业发展到今天,不但具有了“粮食、原料、

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内涵, 而且更多地被赋予了“生

态环境”方面的内容,大大地加深了农业经济的理论

及其基础地位。

土地资源丰富和具有传统农业的黄土高原,本

应是农业发达、人民富裕, 而长期不合理的土地利

用,滥砍滥伐森林草原,以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

向大自然索取, 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粮食需求, 导

致生态环境恶化, 严重影响了区域农业和经济的发

展。要改变黄土高原农业和经济落后的面貌, 必须彻

底改变广种薄收的农作制度, 强化水土保持和生态

农业建设。

生态农业, 作为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的综合

体,在黄土高原孕育出愈来愈强的生命力,生态农业

建设本身也充分证明了农业的发展不仅仅涉及到农

业生产本身,而且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生态环境问

题。今天的农业发展和环境之间已经形成了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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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联系, 环境的优劣成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农业的发展也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一环。

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有机地协调

和发展,是与此相关的农学家、农业科技人员以及生

态经济学家共同探讨的问题。

生态农业建设确实有利于农业资源的优化配

置,有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但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

和科学技术条件下, 生态农业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

贡献却并不多,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还

主要依靠人力、物力和大量资金的投入。如果没有人

力、物力和大量财力的先期投入,单纯依靠简单的生

态农业建设, 还无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使生

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成为黄土高原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 除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先期投入以

外,还需要一系列重大技术的改革和创新。

黄土高原进行生态农业建设, 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 必须彻底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和管

理体制,这不但需要市场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还需

要政府行为的更多参与。在以家庭为主、资金集约困

难的条件下, 政府行为的更多参与,有利于充分发挥

区域资源丰富的优势, 有利于资金的集结和集中使

用,有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粗放型的农村经济

向集约型、技术型和知识型的农业经济转化。

2　环境建设问题

黄土高原的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1/ 15, 是我国

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环境的恶化成为农村经

济发展的重要限制性因子。目前的黄土高原,经济发

展缓慢,经济的增长率仅为东部地区的 1/ 3或更小,

贫穷落后的面貌变化不是很大, 这固然有各种各样

的原因,但不注重环境建设和资源保护, 急功近利、

乱垦乱伐的开发方式是造成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指导,进行生态环境建

设,对于黄土高原资源的有效开发和永续利用有着

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发展的角度看, 黄土高原的贫穷落后并不是

因为资源不足,相反,黄土高原的资源无论从总量还

是从人均数量上说,都可以称是较为丰富的,关键问

题是如何化解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促进环境的改

善和农业的发展。在生态农业建设的方式和开发类

型上,通过实践的积累和经验的总结,允许多样化形

式的存在,杜绝短期行为,加强有关农业资源开发和

经济发展的农村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黄土高原资源环境的开发和治理,首先应遵循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经营方式, 不但要制定好经济发

展的一般性原则和指导方针, 而且要建立多层次、多

渠道、多元化的投资体系, 加快生态环境建设进程,

集中投入劳力、科技和资金,以取得良好的生态和经

济效益;其二, 引入市场机制, 充分调动群众治理开

发的积极性, 形成治理环境的高潮,促进环境的改

善;其三, 加大政府行为, 对土地资源全面规划,综合

整治,依法进行预防监督和管理, 加大投资力度, 工

程措施、生物措施、生态建设及技术措施相结合, 使

土地生产力得到稳步提高。

黄土高原的生态农业与环境建设, 中心在于强

化雨水的就地入渗, 防治水土流失,而防治水土流

失,必须以土地的合理利用为前提。强烈的水土流失

是黄土高原区域环境的主要特征,而强烈的水土流

失又是土地不合理利用的必然结果。所以,黄土高原

的综合开发,实际上应该重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调

整生产布局, 从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综合发展经

济,走治理水土、富民之路,纠正“乱垦乱伐”的错误,

走出“越垦越穷”的怪圈。

生态农业和环境建设开展后,许多困扰我们的

环境和经济发展问题就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如水土

流失问题、水旱灾害不断加剧问题、贫穷地区的经济

发展问题等等。生态农业和环境建设,系统地协调和

解决上述问题, 说它是黄土高原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是完全合适的。

当然,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和环境建设,需要人们

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也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质的飞跃

和重大变革,其意义也是极其伟大和深远的。

3　自然资源问题

自然资源作为生态农业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之一,有许多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深

入讨论和研究, 其中资源的管理和配置,解决灾害对

资源的影响等成为解决资源合理利用问题的关键。

3. 1　土地资源利用问题

耕地是农业的根基, 黄土高原的耕地面积约

1 860. 36万hm
2 ,占总土地面积的 29. 6%。耕地资源

的利用和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 1)耕地管理的制度、

保护和组织约束意识不强,陡坡耕作现象严重,据统

计,有的区域内> 25°的陡坡耕地竟达到总土地面积

的 25%左右; ( 2)耕作短期化行为, 重用轻养, 导致

耕地质量不断下降; ( 3)部分耕地“体质”较弱, 极易

遭受灾害损失。耕地的不合理开发和过度利用,是植

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及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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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黄土高原的耕地要加强宏观管理, > 25°(部分地

区> 15°)的陡坡耕地坚决还林还草;加大投资力度,

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农业生态经济

发展“专家”系统, 以便有效利用资源, 减少灾害损

失,促进农业持续发展。

当然,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不只要重视占总土

地面积 30%左右的耕地,更要重视 70%的非耕地资

源,全面合理地开发利用。62. 85万km
2
土地是黄土

高原 8 000多万人民生活生产的基地, 耕地、丘陵、

沟壑、荒漠等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并蕴

藏着丰富的能源和地下宝藏, 成为黄土高原生态农

业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和财富。此

外,传统的林牧业也是黄土高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苹果等优势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土

地利用概念。因此,重视林草植被建设,重视和扶持

优势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一种黄土高原自然经

济与社会经济因素紧密结合的土地利用评价体系,

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土地利用新概念、新的利用模式

的需要,对于指导干旱半干旱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 2　灾害与资源破坏问题

灾害问题一直是困扰和阻滞黄土高原农业经济

发展的自然因素,最突出而亟待解决的是干旱和水

土流失问题。

黄土高原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资源贫乏

且分布不均, 人均占有径流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8%,农业用水主要来源于降水,成为雨养型的旱作

农业区;而年均降水仅 300～500 mm, 降水量的分

配不均及较大的变化率,导致干旱加剧,作物普遍常

因缺水受旱而使农业减产, 减产幅度一般都在 30%

～50%,特别干旱年份甚至绝产绝收。

近年来,开展了许多水分利用及土壤水动态、作

物抗旱机理、旱地保墒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推广工

作, 例如说:窑窖灌溉、节水灌溉、大垄沟技术、地膜

覆盖技术等等, 对黄土高原水分的高效利用和农业

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取得了明显的

效益。但长期以来,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区经济处于封

闭半封闭状态, 资金短缺、人们对新技术的认识等原

因, 财力、物力投入少,旱作农业现代化技术的推广

应用举步维艰,黄土高原的农业, 旱作农业的发展,

特别是生产力的提高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仍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

水既是造成干旱的重要原因,又是造成土壤侵

蚀和环境恶化的主要动力因素。黄土高原土层深厚

而疏松,地形地势相对高差较大,降雨集中,多暴雨,

水土流失异常严重,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水土流失面积 43 万 km2, 占总土地面积的

68. 42%, 其中严重流失区 27万 km
2
, 土壤侵蚀模数

平均达 5 000 t / ( km
2·a)以上。严重的水土流失破

坏了土地的生态平衡,表土中的大量养分随天然降

水流失,导致土壤贫瘠,年直接经济损失达 24亿元,

间接损失达 100多亿元;平坦的塬面变得沟壑纵横,

沟壑面积占到了土地面积的 30%～50%。此外, 土

地的破坏、耕地的减少、肥力的流失,导致土层变薄,

抗旱性差,植被不易生长,造成不良的土壤环境及生

态环境,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并使人民

生活更加贫困。黄土高原现代水土流失加剧, 是乱砍

滥伐、不合理耕作和资源盲目开发利用的必然结果。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 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

工程的重中之重,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对

图1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技术流程

跟踪监控系统

对策库

信息输出

系统更新与对策更新

信息综合分析系统

农业生态经济信息处理系统

农业生态经济信息采集系统

监测指标
于实现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

义。

3. 3　资源管理与存在问题

黄土高原资源环境的管理和有效经营要以有助

于提高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实现脱贫致富和

终止资源破坏为目标。在宏观决策上,要始终摆好治

理和开发的关系,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资源及环境的管理, 是生态农业建设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它不但涉及到生态、生物、社会经济等

领域,也涉及到制度和法令的制定、资源的开发、建

设规划等领域, 所以,资源环境的管理必须由专业人

员和管理人员相结合,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

术和组织水平, 以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生态、综合

效益,实现脱贫致富和终止资源破坏为目标, 统一规

(下转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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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科学预测,防患于未然。宏观的科学管理,包括对

现有成果的评议推广、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等,当前, 生态农业建设已发展到新的阶段, 在黄土

高原重点流域的整治、资源环境的管理、流域健康诊

断指标的确定等在运行机理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

果,有待普及和推广;对资源环境整治过程中的一些

科学概念、名词、计量单位、计算方法、设计规范等也

需要必要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从黄土高原整个治理工作来看,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 ( 1)规划不完善, 对当前与长远、局部和整体、

流域与地区缺乏通盘考虑; ( 2)措施单一,论证很少,

选择方案欠客观,长官意志色彩浓厚; ( 3)忽视工程

质量标准,盲目追求大型性和观赏性,其后果是留下

隐患或造成浪费; ( 4)没有统一的设计规范和判别标

准,因而常发生人为因素的设计混乱和判别失误;

( 5)管理不善,人为破坏严重, 对资源环境整治缺乏

统一管理,地方部门各自为政, 互相关照很少,造成

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和浪费。

因此,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进行农业生态经

济理论研究及其“专家”系统的构建,建立科学管理

体系, 将有利于黄土高原资源环境的管理和开发及

生态农业建设的顺利进行。

4　农业生态经济专家系统理论和构建

长期以来, 农、林、牧用地比例失调,农业生态系

统层次拟序关系错乱,是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经济系

统总体功能低下的主要原因, 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

化和资源环境管理不利局面。把握农业生态经济发

展的理论和及“专家”系统建立的方法, 对于农业经

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管理和建设至关重要。

农业生态经济“专家”系统, 是综合资源管理及

地理信息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利用 GIS 的基本原

理、方法以及计算机软件系统,完成对资源空间数据

和属性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 研究资源环

境的综合特性、影响因子的空间特征,为管理部门合

理利用自然资源提供决策服务。

根据农业生态经济“专家”系统运行机制与针对

对象,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整治的角度出发, 建

立资源评价模型, 与地理信息系统强大的数据库及

管理功能相结合,在规范化的指标体系下,通过大量

数据采集和处理, 借助专家经验, 进行数据分析, 直

接为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建设提供规划和治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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