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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典型代表县域陕西省安塞县，以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分析了林草资源有效利用的

路径。结果表明：安塞县自退耕还林工程实施１７年来，环境改善，资源量增加，生态效益明显，但其潜在的生态功能并

未完全转化为经济功能。从自然资源角度和 社 会 经 济 角 度 分 析，林 草 资 源 有 效 利 用 的 路 径 为：在 维 持 良 性 生 态 环 境

的前提下，通过“舍饲＋轮牧”方式，发展畜牧业；同时，将林草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显化，纳入碳汇市场进行交易。基

于此，建议围绕林草—畜牧业链网结构和碳汇产业，优化以林草资源为中心的土地利用结构，实现安塞县生态经济系

统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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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９年，安塞县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区域，目
前林木、林下草茂盛，加上封山禁牧政策的实施以及政

府和村民对林地的管护，使得安塞县拥有丰富的林草资

源。据安塞县退耕办提供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共退

耕还林９４　９２０．０５ｈｍ２，全县有林地１４６　４１４．８４ｈｍ２，草
地９４　５１０．０９ｈｍ２，林地和草地的增加提高了系统生态功

能，发挥出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然而，有学者通过计算

得出，安 塞 县２００８年 农 林 牧 土 地 资 源 生 态 功 能 实 际

产生的直接经济价值仅为自然状态下的２２．０９％，即有

７７．９１％的经济潜力没有发挥出来［１］。目 前，安 塞 县 生

态经济系统协调性降低，资源与产业呈相悖态势。究

其原因主要是林草资源未发挥其经济效益，系统内资

源利用率低、产业与资源一致性下降等负效应远大于

农业资源量积累所产生的正效应。从生态经济角度

来看，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２］。因而，研究安 塞 县 退

耕区林草资源的利用模式与途径，使林草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对于林草资源利用模式的研究，较少学者

以退耕区域的林地、草地、林下草资源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利用问题。曾艳琼等［３］概述了林草复合生态

系统对林木和土壤的影响及林草资源的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侧重于林草复合对林产品品质和产量的影

响，水土保持和土壤的改良作用及林草复合对环境生

物的影响等。孔正红等［４］以安塞县纸坊沟流域为例，
通过航片解译 和 ＧＩＳ空 间 分 析，划 分 流 域 生 态 生 产

区，讨论其功能和资源利用特点，提出流域草地资源

利用的空间结构。秦树高等［５］研究了林草复合系统

地上部分种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有牲畜参与的林草

复合系统中，牲畜对林下植被的采食，可增加林木对

土壤资源的占有率，促进林分对小气候的改善，可有

效改善牲畜生产特性和福利状况。杜娜等［６］以安塞

县纸坊沟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线性优化法，得出“舍
饲＋轮牧”是该地区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的最佳

利用方案。高亮等［７］在研究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

系统优化耦 合 模 式 时，分 析 不 同 耦 合 优 化 的 情 景 模

式，得出在政府有限管制下，发展畜牧业是农户的最

优选择，而半舍饲半放牧养羊的经济利益最为可观。
鲜有学者将退耕还林政策、禁牧和碳汇结合起来，分

析退耕区域林草资源利用路径。这一现状制约了资

源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本文以林草资源丰富的安塞县为研究对

象，通过对农户的调研以及实地考察，探讨在维持良

性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林草资源的利用路径，为实现

该区资源产业协调发展、建立林草资源可持续利用模

式提供科学依据。

１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区域概况

安塞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土地面积为２　９５０．３６
ｋｍ２，属典型的梁峁状丘陵沟壑区，地貌类型主要为黄土

梁涧、梁峁状黄土丘陵和沟谷阶地［８］，地形支离破碎，丘
陵起伏，沟壑纵横，沟壑平均密度约为４．３３ｋｍ／ｋｍ２。平

均气温８．９℃，降水量北少南多，主要集中在夏季，年平

均降水量５０５．３０ｍｍ，境内天然植被破坏殆尽，南部分布

有少量天然次生林［９－１１］；地上植被以蒿类、白草为主。退

耕林树种以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沙棘（Ｈｉｐ－
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为主，其林下草主要有 赖 草

（Ｌｅｙｍｕｓ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Ｇｅｏｒｇｉ）Ｔｚｖｅｌ．）、胡枝子（Ｌｅｓｐｅ－
ｄｅｚ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Ｔｕｒｃｚ．）、铁杆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ａｃｒｏｒｕｍ）、
狗娃花（Ｓｅｔａｉｒａ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Ｂｅａｕｖ）［１２］。天然草地的

主要优势种白羊草（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是一种

优良牧草，适口性好，且有较高的蛋白质含量。安塞

县下辖８个镇，１个街道办，２１１个行政村，１　０１８个村

民小组［１３］，其南 中 北 区 位 差 异 明 显，南 部 海 拔 较 高，
气温居中，天然森林分布面积大，植被覆盖度高，是水

果、蔬菜、药材等的高产优质区；中部海拔低，气温高，
雨水较多，其延河—杏子河川道以川台地为主，水资

源比较丰富，作物产量较高，是玉米、谷子、洋芋、豆类

等耐旱喜温粮食作物的高产稳产区，而其丘陵地区为

沟壑纵横的旱地，作物产量低而不稳，缓坡杂粮牧草

轮作，陡坡种植经济林；北部海拔高，风沙大，干旱缺

水，但光照充 足，昼 夜 温 差 大，适 合 种 植 耐 寒 耐 瘠 作

物，且其丰富的牧草资源和温暖的气候为草畜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条件［１４－１５］。
安塞县畜牧业历史悠久，畜牧又以游牧在先。安

塞县地椒羊肉具有肉质美、无膻味、益健康、无公害、
耐储存等特定品质，已成为发展安塞县域畜牧经济的

一大品牌。

１．２　数据来源

分析 过 程 中，所 涉 及 农 户 数 据 来 源 于２０１６年

７—８月农户调查问卷，县域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安塞

县志》、安塞县统计局、安塞县退耕办以及课题组积累

的安塞县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资料。此次农户调查抽取范

围涉及安塞县８个乡镇的５１个行政村，重点调查农

户退耕还林（草）、收入与支出、农业生产、土地利用、
产业经营和 对 畜 牧 业 的 看 法 等；调 查 过 程 持 续１个

月，平均每个农户耗时１．５～２ｈ，采访对象为家庭中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员（男性居多）。共抽取调查

户１３８户农户，获得有效样本量１２０户，每个乡镇１５
户，基本情况见表１。

４４２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２４卷



表１　调研户基本情况

区域 乡镇
调研有效

户数

平均家庭

人口

平均劳动力

人口

人均纯

收入／元

镰刀湾 １５　 ３．９　 ３　 １００６８

北部
建华镇 １５　 ３．６　 ２．９　 ７９００
坪桥镇 １５　 ４．４　 ３　 ９９８０
化子坪 １５　 ５　 ３．８　 １０８８８

中部
沿河湾镇 １５　 ３．９　 ３．３　 １１２７４

招安镇 １５　 ３．８　 ３．１　 １０７２６

南部
高桥镇 １５　 ３．９　 ２．９　 ９０００

砖窑湾镇 １５　 ３．７　 ３．１　 １０４４８

２　林草资源利用现状

２．１　生态环境改善，资源量增加

安塞县１９９９年成为退耕还林试点区域，２０００年

开始正式退耕，截至目前退耕还林工程已推进１７ａ，
涉及全县２１１个行政村，３．１万户退耕农户。工程实

施以来，退耕林地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据安塞县

统计局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 土 地 利 用 数 据，林 地 占 比 由

１９９９年的２０．５７％增长为２０１５年的５１．８５％（图１）。
全县自然植被快速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据

《２０１５年安塞县志》有关资料，森林覆盖率由１９９８年

的１８％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４％，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

到４６％，土壤侵蚀模数由１９９８年１４　０００ｔ／ｋｍ２ 降到

５　４００ｔ／ｋｍ２ 以下，山川由黄变绿，洪水、滑塌和扬沙

天气明显减少，生物多样性提高。
本次调研对象大多居于４０～７０岁之间，经历了

退耕还林整个过程，明显感受到退耕前后生态环境

的变化，谈及退耕还林对其生活的影响，９８％的农户

反映，２０００年以前只要刮风下大雨，就会伴有黄风和

山洪，现在山上满目青翠，树木葱郁，林下草繁盛，自

然灾害明显减少。

图１　安塞县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２．２　产业现状及资源利用方式

自２０００年以后，为防止草地的严重退化、保护退

耕还林的成效，消除因放牧对植被产生的压力，改善

植物 的 生 存 环 境，促 进 其（恢 复）生 长，封 山 禁 牧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作为一项生态保护政策开始在

全国实施。安塞县自１９９９年退耕还林起就开始执行

全面禁牧政策，对林草资源开发利用强制保护，使林

草资源搁置，根据调研情况，农户有较强的养羊意愿

（表２），而８６％养 羊 的 家 庭 都 有 在 退 耕 地 放 牧 的 经

历，为了避免 退 耕 办 和 林 业 局 的 检 查，部 分 在 偷 牧。
充足的自然资源与养殖业发展滞后这一现状严重阻

碍了林草资源发挥其经济效益。
表２　农户养羊情况

乡镇 镰刀湾镇 建华镇 坪桥镇 化子坪镇 沿河湾镇 招安镇 高桥镇 砖窑湾镇

现状养羊户数 ２　 ２　 ４　 １　 ２　 １　 １　 １
意愿养羊户数 １４　 １２　 １４　 １３　 １３　 １５　 １２　 １４
意愿养羊百分比／％ ９３．３３　 ８０　 ９３．３３　 ８６．６７　 ８６．６７　 １００　 ８０　 ９３．３３
户均意愿养羊数／只 ９２　 ６７　 ７５　 １６５　 ６２　 ６７　 １２６　 ９４

２．３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林草生态系统作为自然生态系统，可提供多种生态

服务（供给、调节、支持、社会服务）［１６］，具体包括林产品、
栖息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维持、气候调节和大气质量调

节、碳汇、水质和水量调节等。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

生态系统过程中，只片面强调其市场价值或直接使用价

值，忽略了自然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其他生态效用或生态

价值，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效用被低估［１７］。退耕

区域林草资源作为林草生态系统，其生态系统服务的总

经济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使用价值

包括直接使用价值（直接实物价值和直接服务价值），间
接使用价值（即生态功能价值）［１８］。

目前，安塞县丰富的林草资源被闲置，不论是直

接经济价值还是间接经济价值都未被发掘，这是资源

功能利用的严重缺失。

３　林草资源高效利用途径及可行性分析

为了保住国家要“被子”、满足农民要“票子”，达

到“双赢”目的，发挥出林草资源的经济价值，促进农

业产业—资源耦合系统关系合理化，安塞县林草资源

有效利用的可能路径是建立以林草及其相关产业为

中心的耦合结构，一是通过“舍饲＋轮牧”方式，完善

“林草—畜牧业链”，实现林草资源的直接利用；二是

发展碳汇产业，促进碳汇经济价值显化。

３．１　完善“林草－畜牧业链”的可行性

安塞县自１９９９年起实施全面的封山禁牧政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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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草地被强制保护，未实现对林草资源的有效利用。

３．１．１　从自然资源角度分析

（１）禁牧时 间 并 非 越 长 越 好。有 学 者 通 过 对 禁

牧后４ａ的遥感影像进行分析，得出相比较于非禁牧

草场，禁牧草 场 恢 复 最 好 的 年 份 ＮＤＶＩ平 均 值 仅 高

２．８４５％，禁牧后４ａ草 场 的 ＮＤＶＩ平 均 值 相 较 于 禁

牧前４ａ仅增长６．９３％［１９］。禁牧使得草场得到了恢

复，但草场植被的改善程度不高。草场的生物量呈现

年际波动的特征。禁牧时间过长，由于打破了原有草

地生态系统中“草–畜”的关联关系，反而有可能不利

于草场的健康恢复。程积民［２０］在研究封育刈割放牧

对草地植被的影响时发现，封育时间过长，不但不利

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反而枯草覆盖地面，土壤

通气不良，幼苗生长得不到充足的阳光，同时，土壤中

的有机质分解及微生物活动减慢，会抑制植物的再生

及幼苗的形成。
（２）放牧有 利 于 增 加 土 壤 活 性。安 塞 县 属 于 黄

土丘陵地区，该地区中、低产田面积较大，主要障碍因

素是旱、黏、酸和水土流失。有研究表明，黄土丘陵地

区的耕地中几 乎 全 部 都 缺 乏 氮 素，约 有６０％的 水 田

和１００％的旱地缺磷，５８％的耕地缺钾，４９％的缺锌，

１８％的缺镁但畜禽粪尿等可提供较丰富的氮、磷、钾、
镁肥［２１－２２］。另有研究表明草食动物粪便中含有大量

纤维素、木质素及氮、磷、钾等多种营养元素，能增加

土壤中水溶性团聚体和有机胶体的含量，协调土壤中

的水、肥、气、热等因素，提高土壤的缓冲性和自净能

力，改善土壤的环境容量［２３］。因此，黄土丘陵地区具

有较强的畜禽粪尿消纳能力，用动物“过腹还田”方式

对其改造，可使黄土得到有效改良，从而促进黄土丘

陵地区的生态农业进入良性循环。
（３）放牧有 利 于 增 加 草 地 营 养。放 牧 家 畜 可 使

其所摄取养分 的８０％～９０％以 粪 便 形 式 返 还 草 地，
而刈割使养分大量被带走。为使其平衡则要人为施

肥补充，从而增加饲养成本，否则就会造成草地养分

的流失［２４］。Ｈｏｂｂｓ和 Ｈｕｅｎｎｅｋｅ研 究 表 明［２５］，在 高

强度或 无 放 牧 情 况 下，物 种 丰 富 度 和 多 样 性 下 降。

Ｄｕｍｏｎｔ等［２６］发现，与 高 载 畜 量 相 比，低 载 畜 量 样 地

具有更高的物种丰富度。在黄土高原地区，适度放牧

不但不会给草地造成较大的伤害，反而能改良草地质

量，刺激牧草分蘖，促进其再生。合理的放牧可以使

家畜的粪便均匀分布，以增加土壤肥力，促进生草土

块的形成和土壤有机质的分解［２１］。土地是具有一定

弹性的脆弱 生 态 系 统，只 有 土、草、畜 做 到 最 好 的 结

合，才能使草地畜牧业做到低耗高效，在维护生态环

境的同时，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安塞县到目前为止，封育接近１７ａ，根据课题组

资料，树龄１７ａ的刺槐平均胸径１０．０９４　５ｃｍ，树高

约８．０９５　３ｍ，已接近其生长的中期［２７］，进入自然演

替阶段。经过以上分析，对安塞县而言，适当放牧不

仅不会对退耕成果造成威胁，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生态系统的循环。

３．１．２　从社会经济角度分析

（１）全舍饲养畜投资成本高。禁牧后，政府鼓励

农户舍饲养殖，并给予一定的补偿，包括围栏建设、舍
饲棚圈建设、补播改良等［２８］。尽管当地有９２％的 农

户认可禁牧政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但养殖方式

的改变使农户难以接受，同时，由于全舍饲养殖成本

较高，禁牧补偿较少，影响到农户的经济利益，为降低

收入损失，农户不惜选择偷牧，据调研８６％的农户有

过偷牧行为。
对农户进行更深层次的调研，得知偷牧主要原因

是全舍饲养畜成本高。由于禁牧前后养殖方式的转

变，畜牧养殖成本发生了极大变化。劳动力用工投入

升高，变化最明显的是饲喂用工，其次是饲草料加工、
打草用工，均 较 禁 牧 前 增 加 了 一 倍 多［２９］。据 有 关 资

料，西北地区 羊 群 放 牧 饲 养 比 舍 饲 可 减 少２／３的 成

本。据马来西亚对羊肉生产测定，在天然草地放牧，
山、绵羊肉饲料 开 发 占 总 开 支 的 比 例 均 为２．５％，而

改用栽培牧草舍饲喂养，山、绵羊饲料费占总开支的

比例分别为２３％和２１％。饲养成本的增加，将 直 接

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
（２）缺乏全舍饲养畜的生态基础。调研了安塞县８

个乡镇，未发现大型的草场，农民如果进行全舍饲养羊，
只能刈割退耕还林地的林下草，一是刺槐林生长旺盛，
不便于收割林下草，二是羊对草的需求量太大，收割的

数量不足以供应羊食 用，而 且 刈 割 所 需 劳 动 力 较 多，

９１．６７％的农户不接受全年舍饲养羊的方式。
据农户调研结果，黄土高原地区山羊对气味不正

或者已践踏过的饲草虽饥饿也不肯入口。全舍饲养

畜使羊不能根据喜好进食，饲草品种单一，羊的品质

不好。放牧饲草多样性好、肉产品质量高，基础母畜

生产能力高。安塞县境内沟壑纵横，川道狭长，丘陵

绵延，海拔最高１　７３１ｍ，最低１　０１２ｍ，山羊攀登采

食，运动量大，羊在放牧中可以得到适当的运动，并利

用日光和各种自然环境的锻炼，为机体的健康和良好

的发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肉质鲜美，瘦肉率高。
（３）农民是 理 性 经 济 人。农 民 根 据 自 身 多 年 的

经验，认为禁牧时间过长后，草地缺乏牲畜啃食、种子

传播以及牲畜粪便肥料作用，其生长会受到影响，必

须有牲畜在草地上踩踏、啃食，才能保持草场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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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健康稳定。
当环境保护与农户的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农户作

为理性经济人会忽略保护环境而选 择 发 展 经 济。如

６６％的农户认为禁牧政策合理且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但 由 于 农 户 养 羊 的 意 愿 强 烈，接 受 全 年 禁 牧 的 仅 有

５．８３％（表３），农户认为退耕林地已成年，草地封育时间

也足够长，现在放牧对林草地不会造成威胁，不利用林

草地反而是一种浪费。由此可见，安塞县全年禁牧的

群众基础和可行性比较薄弱。
表３　安塞县农户对禁牧政策的态度

对禁牧的态度 户数 百分比／％
赞成全年禁牧 ７　 ５．８３
赞成季节禁牧 ７６　 ６３．３３
赞成全年放牧 ３４　 ２８．３４

无所谓 ３　 ２．５
总计 １２０　 １００

　　综上，安塞县全年禁牧不仅对林木的生长不利，

而且缺乏群众基础。有学者通过多年研究得出黄土

区退化草地封育１０～１５ａ后可以开始进行合理的利

用，放牧强度为２只羊／ｈｍ２［３０］。安塞县现有草地（包

括天然牧草 地、人 工 牧 草 地 和 其 他 草 地）９４　５１０．０９
ｈｍ２，仅草地放羊潜力量约为１８９　０２０只，作物秸秆以

及退耕还林所产生的大量林下草等可刈割作为饲草，

夏秋放牧、冬春舍饲，通过“舍饲＋轮牧”方式，不仅可

以使林下草得到充分利用，还可以完善“林草—畜牧

业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３．２　发展碳汇产业的可行性

碳汇指的是自然界中碳的寄存体，从空气中清除

ＣＯ２ 的过程、活 动 和 机 制。碳 汇 对 降 低 大 气 中 温 室

气体浓 度、减 缓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作

用［３１］。１９９７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三次缔约

国大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提出清洁发

展机制（ＣＤＭ），促 使 林 业 碳 汇 项 目 快 速 发 展，目 前，
碳汇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唯一能够进行市场交

易的“生态产品”。碳汇贸易的国际市场潜力巨大，在
封山禁牧和禁止砍伐的政策下，退耕林地与退耕草地

碳汇产品自然存在，可以作为碳汇产品实现商品化。

３．２．１　实践 基 础　国内碳交易平台的建立和多种形

式的碳汇交易尝试为我国退耕林草地资源实现碳汇价

值化奠定了实践基础。２００３年广西与世界银行合作，开
发森林碳汇先导试验项目———中国广西珠江流域治理

再造林项目，世界银行购买此项目８ａ产生的４６万吨碳

汇。２００８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

放权交易所建立，中国初步构建国内碳交易市场体系。

２０１０年４月，国内首个自愿碳减排交易平台———上海环

境能源交易所网上交易平台正式开通，第１个月共成交

５２６例。２０１０年８月，我国第１个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

要目标的全国公募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成

立，鼓励企业捐款造碳汇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全国林业碳

汇交易试点平台———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在浙江省杭

州市正式挂牌成立。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中国绿色碳汇基金

会与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合作开展全国林业碳汇交易

试点，１０家企业签约认购了首批１４．８万吨林业碳汇，每
吨价格为１８元，拉开了我国“林业碳汇指标认购”的序

幕［１７］。２０１３年６月，河南省许昌市勇盛豆制品有限公司

向伊春市汤旺河林业局购买了６　０００ｔ森林碳汇，总价值

１８万元。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国内首例农户森林经营碳汇成

功交易，浙江省临安市４２户农户成功售出森林碳汇，总
计交易４　２８５ｔ碳汇，交易金额１２８　５５０元。２０１６年９月

底，中国广西珠江流域治理再造林项目与广西西北部地

区退化土地再造林项目累计清除３７．９２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获得碳汇交易款１４０．９４万美金。

３．２．２　现实基础　随着退耕的实施和深化，退耕地

林草表现 出 较 大 的 固 碳 潜 力［３２－３３］，林 草 碳 汇 显 著 增

加，发展碳汇产业可能成为安塞县退耕还林新的经济

增长点。众多学者以安塞县各典型流域为研究对象，
计算林草碳汇的增加。王正淑等基于碳汇市场交易

的构想，根据野外和室内试验所得数据，并结合刺槐

生物生长模型、草的根冠比及每年林草地面积数据，
计算得到安塞县县南沟流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退耕林草

资源的碳汇生产量，其年碳汇增量从２　５２３．１７Ｍｇ增

加至４　５６２．０６Ｍｇ，２０１４与１９９８年相比，碳汇年产量

的增幅达８０．８％［３４］。顾文等基于碳汇生产理 念，对

县南沟流域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得出退

耕林地是主要的碳汇产地，林地固碳量随林地面积增

加增长迅速［３５］。２０１４年，县南沟流域农用地年 均 净

碳汇量为９　８３８．２４５ｔ，其中林地碳汇量和草地 碳 汇

量分别为４　３７７．４８８ｔ和４　６０１．１７１ｔ，占流域总固碳

量的９１．２６％，由 此 说 明，林 地 和 草 地 是 该 流 域 农 用

地碳汇效益的主要载体，农户在退耕过程中逐渐成为

碳汇的实际生产者。
根据课题 组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８—９月 的 实 地 采

样及室内 试 验 所 得 数 据，以 县 南 沟 流 域 为 例，计 算

２０１４林草地碳汇 经 济 价 值，得 出：林 地、草 地 固 碳 年

增量分别为１　５５８．５３Ｍｇ，３　００３．５３Ｍｇ［３４］，若存在退

耕林草碳汇交易市场，仅安塞县县南沟流域林草地可

挖掘的碳汇经济价值约为４７２．０１万元，推及整个安

塞县则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这不仅可以使农户成

为真正的退 耕 受 益 者，而 且 使 农 户 自 愿 保 护 退 耕 林

木，促进退耕林草地的可持续发展。

７４２第６期 　　　　　　成思敏等：退耕区域林草资源有效利用的思考



４　结论与建议

在对安塞县退耕林草资源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有效利用林草资源的两条路径：完善“林草—
畜牧业”链以及发展碳汇产业，对其可行性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退耕后所形成丰富的林草资源仅产生了生

态效益，而通过完善林草—畜牧产业链，发展碳汇产

业，建立以林草及其相关产业为中心的耦合体，不仅

能使林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可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可实现资源与产业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可持

续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１）适度禁牧，加强监督。从畜牧业生产的基本

特点来看，放牧作为一种低成本生产的有效方式，在

未来很长时间内是无法取缔的。适宜的载畜量既能

使草地良性循环，又能得到较高的收入，草地生产不

能搞头数畜 牧 业，要 搞 生 态 畜 牧 业，效 益 畜 牧 业［３６］。
农牧结合的生态畜牧业是黄土丘陵地区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禁牧政策可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毋庸置疑，但安塞县经过了１７ａ的禁牧，已拥有十分

丰富的林草资源，如果仍继续执行刚性的禁牧政策，
强化了生态功能，而弱化了林草资源的经济功能，从

生态经济系统角度，未实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良

性互动，同时也是林草资源的严重浪费。在保证生态

建设的情况 下，合 理 放 牧 是 维 持 草 地 生 态 平 衡 及 稳

定、优质、高产的关键。
在全年禁牧使植被覆盖度达到生态环境质量基

本要求的地区实施有弹性的禁牧政策。针对有放牧

意愿的农户，根据自家的退耕林地，科学确定合理的

放牧数量，并对农民进行教育指导。在农民对自家退

耕林进行管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监管。
（２）开拓碳汇市场。在国际碳交易的大背景下，

林业碳汇一方面能够改善全球大气，是未来林业发展

的又一新方向；另一方面，在碳市场环境下，碳汇作为

商品可使其生态效益价值得到补偿。将碳汇与清洁

发展机制（ＣＤＭ）相结合，通过建立碳交易机制，将碳

汇商品化、市场化，可为农户带来较高经济效益。虽

然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市场，能够进行交易，如初

级产品，但是大部分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是发育不良

的、扭曲的或完全空缺的，因此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

估价非常困难而又充满不确定性［３７－３８］。退耕林草资

源是碳增汇的重要来源，但退耕林草资源碳汇市场仍

然是一个松散的、不完善的市场，它只是一个具有巨

大潜力的市 场 雏 形，还 远 未 具 有 完 备 市 场 的 各 种 功

能。因此，在全球碳汇经济的发展趋势下，应从技术、
政策、管理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完善碳汇市

场，促进退耕林草地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安塞县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程度较高，应开拓碳

汇市场，进一步实现资源潜在经济价值的显化，有效利

用林草资源，实现退耕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融合［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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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张长庆，张文辉．黄土高原不同立地条件下刺槐人工林

种群的无性繁 殖 与 更 新［Ｊ］．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７（１）：１３５－１４４．
［２８］　周立华，朱艳玲，黄 玉 邦．禁 牧 政 策 对 北 方 农 牧 交 错 区

草地沙漠化逆 转 过 程 影 响 的 定 量 评 价［Ｊ］．中 国 沙 漠，

２０１２，３２（２）：３０８－３１３．
［２９］　刘艳华，王磊，王彦庚，等．禁牧前后宁夏盐池县农民主体

收益结构对比［Ｊ］．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０７，１４（３）：３５５－３５７．
［３０］　程积民，井赵斌，金晶炜，等．黄土高原半干旱区退化草

地恢 复 与 利 用 过 程 研 究［Ｊ］．中 国 科 学：生 命 科 学，

２０１４，４４（３）：２６７－２７９．
［３１］　张颖，吴丽莉，苏帆，等．森林碳汇研究与碳汇经济［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２０（３）：２８８－２９１．
［３２］　邓蕾．黄土高原 生 态 系 统 碳 固 持 对 植 被 恢 复 的 响 应 机

制［Ｄ］．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４．
［３３］　陈先刚，张一平，詹 卉．云 南 退 耕 还 林 工 程 林 木 生 物 质

碳汇潜力［Ｊ］．林业科学，２００８，４４（５）：２４－３０．
［３４］　王正淑，王继军，刘 佳．退 耕 地 林 草 植 被 碳 汇 及 与 农 业

生态经济系统 的 关 系：以 陕 西 省 县 南 沟 流 域 为 例［Ｊ］．
草地学报，２０１６，２４（２）：２６３－２６９．

［３５］　顾文，赵阿丽，徐健，等．基于碳汇生产理念下的县南沟

流域退耕还林 工 程 实 施 效 果 评 价［Ｊ］．水 土 保 持 研 究，

２０１４，２１（２）：１４４－１５１．
［３６］　谭广潮，宋维龙．关于在黄土丘陵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思

考［Ｊ］．草食家畜，２００８（１）：７－９．
［３７］　谢高地，肖玉，鲁 春 霞．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研 究：进 展、局 限

和基本范式［Ｊ］．植物生态学报，２００６，３０（２）：１９１－１９９．
［３８］　王磊．不完全产 权 视 角 下 的 退 耕 还 林 补 偿 标 准 及 期 限

研究［Ｊ］．生态经济，２００９（９）：１５９－１６２．
［３９］　何念鹏，王秋凤，刘颖慧，等．区域尺度陆地生态系统碳

增汇途径及其可行性分析［Ｊ］．地 理 科 学 进 展，２０１１，３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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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张勇，庞学勇，包维楷，等．土壤有机质及其研究方法综

述［Ｊ］．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２００５，２７（５）：７２－７８．
［２２］　中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土 壤 研 究 所．土 壤 理 化 分 析［Ｍ］．上

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７８．
［２３］　陈廷贵，张金屯．山西关帝山神尾沟植物群落物种多样

性与环境关系的研究．Ｉ：丰富度、均匀度和物种多样性

指数［Ｊ］．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２０００，６（５）：４０６－４１１．
［２４］　李裕元，邵明安，陈洪松，等．水蚀风蚀交错带植被恢复

对土壤物理性质 的 影 响［Ｊ］．生 态 学 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６）：

４３０６－４３１６．
［２５］　李建兴，何丙辉，谌芸，等．不同护坡草本植物的根系分

布特征及 其 对 土 壤 抗 剪 强 度 的 影 响［Ｊ］．农 业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０）：１４４－１５２．
［２６］　党晓宏，高永，汪季，等．砒砂岩沟坡沙棘根系分布特征

及其对林下土 壤 的 改 良 作 用［Ｊ］．中 国 水 土 保 持 科 学，

２０１２，１０（４）：４５－５０．

［２７］　牛健植．长江上 游 暗 针 叶 林 生 态 系 统 优 先 流 机 理 研 究

［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０３．
［２８］　Ｇｅｒｍａｎｎ　Ｐ，Ｂｅｖｅｎ　Ｋ．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ｉｎ　ｓｏｉｌ　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ｅｓ．Ｉ：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１，３２（１）：１－１３．
［２９］　刘效东，乔玉娜，周 国 逸．土 壤 有 机 质 对 土 壤 水 分 保 持

及其有 效 性 的 控 制 作 用［Ｊ］．植 物 生 态 学 报，２０１１，３５
（１２）：１２０９－１２１８．

［３０］　张玉岱．生草对渭北 苹 果 园 土 壤 有 机 碳 的 影 响［Ｄ］．陕

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４．
［３１］　魏天兴，赵健，朱文德，等．退耕还林区水土保持植被恢

复及物 种 多 样 性 特 征［Ｊ］．西 北 林 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３，２８
（１）：１－６．

［３２］　李鹏，李占斌，鲁 克 新．黄 土 区 草 本 植 被 根 系 与 土 壤 垂

直侵蚀产沙关系研究［Ｊ］．植物生 态 学 报，２００６，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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