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土整治与环境保护的战略问题

郭 方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 )

环境保护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耍内容
,

国土整治又是经济建设的基础
。

这两大

伺题互相联系
,

关系密切
,

研究
、

探讨其 中有关的战略问题
,

将有助于拟订国家社会经
·

济
、

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
。

以下仅就有关的战略问题
,

提 出一点看法
:

1
、

研究国土整治战略
,

要十分盆视环境保护问题
。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解决环境问题
,

这是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应 当注意的战略思想
,

也是国土整治的一项战略任务
。

防治污染
,

保护环境
,

合理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
,

促进生态

良性循环
,

创造适宜
、

优质的生产与生活环境
,

应当作为国土整治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

2
、

研究国土整治的战略方针
,

要从国情出发
,

综合分析人 口
、

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墓

本情况
。

目前我国还缺少完整 的国土资源
、

环境质量
、

人 口现状以及生态调查的科学资料和

数据
。

有关部门和地区虽有一些资料
,

但综合分析与整理不够
,

要对生态环境进行科学

地判断和预测还有困难
。

这几年
,

环境
、

农
、

林
、

水利
、

地质等有关部门以及中国科学

院
、

有关高等院校提供的情况看
,

我国人 口密度大
、

地区分布很不 平 衡
; 环 境 污染严

重
,

10 年来一面治理
,

一面发展
,

控制不住
; 自然资源破坏

、

浪费
、

损失严重
,

水土流

失
,

水资源相对不足
,

粮食生产不稳定
; 能源紧张

,

又是以煤和柴草为主
; 农药长期以

有机氯为主
,

化肥中氮的比例高
,

农村社队企业大量发展
,

污染由点到面
。

因此
,

生态

环境日趋恶化
,

己影响人 民生活
,

妨碍生产建设
,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 的一个突出问题
。

而治理环境污染和恢复生态平衡均非短期所能奏效
。

就发达国家经验而论
,

一般都在一

定阶段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 目标
,

集 中全国力量去解决
,

至少要花一二 十 年 功 夫
,

才

能控制住污染 ; 而恢复 自然生态的平衡则更难
。

大面积的造林绿化
,

水土保持
,

往往数

十年
,

上百年见效
。

我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
,

如能列

为战略重点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

有可能快些
。

但在近期经济处于调整阶段
,

资金不足 (美国控制污染费用约 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 2
。

5% )
,

科学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又

差
,

困难更大
。

看来
,

国土整治的战略方针
,

在近期应侧重治理国土
、

保 护 环 境
、

恢

复生态平衡
,

不宜进行大规模的开发项 目
。

后 10 年 ( 199 1一 2 。。 0年 ) 逐步转向开发与保

护并重
,

把创造优质人工生态系统
,

建设美好的生活环境
,

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

化的一个长期战略目标
。

3
、

在国土整洽的战略措施上
,

1

要孟视科学研究
。

首先通过科学研究
,

提出环境
“
容量

” 。

对超负荷地区要进行合理调整 , 对环境污染



和 自然破坏严重的地区
,

要逐步治理恢复
;
对生态基本稳定的地区

,

要全力保护
,

合理经

营
,

进一步建设 良好的生态环境
,

不断增强 自然净化能力和抗灾能力
,

大力发展经济
。

影响

纂器竿默纂摆鹭篇瓢悬产~
学

脚哒” 生态环境

4
、

环境整治的战略步骤
:

环境整治的战略步骤
,

可采取先重点后均衡
,

由小区到大区
,

由小流域到大流域的

原则
,

先选择几个地 区进行综合整治
,

集中力量取得经验
,

然后有计划
、

有步骤地全面

展开
。

近期可优先考虑把京
、

津
、

唐地
.

区和太湖流域列为国土整治的重点
,

同时着手进

行全国经济生态区划
,

拟订环境规划和国土整治规划
。

`
、

根据上述环境挂洽战略的一些设想
,

对中近翔计姗中科掌研究
“ 攻关

”
砚目提出

细下盆彼
:

( 1 ) 开展京
、

津
、

唐 ( 包括渤海湾 ) 区域环境整治 的研 完
。

根据中属科学院与有关单

位两年来对京
、

津
、

渤区域环境质量研究的初步结果来看
,

一

这个地区产业构成和布局不合

理
,

土地资源紧张 , 水资源短缺
,

水质下降
,

污水量大
,

风沙废气为害
,

空气质量恶化
;

固体废物增多
,

交通噪声扰民 , 绿地减少 , 上游水土流失
,

下游土壤污 染
、

盐 碱 化
;

渤海湾发生过石油污染和赤潮
。

首都人口膨胀
,

水源
、

能源
、

交通紧张
,

布局零葡
,

环

境恶北
,

与环境有关的疾病明显增加
。

要落奥中央书记处的四项指示
,

根本解决北京的

环境问题
,

必须从大区域的整治着手
。

渤海湾的石油开发
,

对海洋生态系统将产生
一

什么

影响 ?如何保护 `建设这个海洋农牧化的基地
,

发挥对虾等名产优势
,

都是很重要的科学

研究课题
。

需勇组织一个长期稳定的多学科缘合研究的科学技术队伍
,

进行攻关
。

( 2 ) 开展太湖流域环吮整治研 究
。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
,

最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

与江苏省科委
、

科协召开了太湖地区科学讨论会
。

大家认为
,

太湖流域 (包 括 上 海 和

浙江
、

安徽一部分 )
,

工农业总产值近 9 , 0 00 亿元
,

占全国 1 / 7
,

是商品粮基地
,

经济上举

足轻重
,

文化科学发达
,
风景资源丰富

。

但目前面临着人 口
、

土地和粮食的三大挑哉
。

城镇建设杂乱
,

工业布局不合理
,

耕地面积减少
,

土壤肥力下降
,

部分湖泊失去原有生

态平衡
,

有的水体正面临衰亡和消失的危险
,
工业三废和大量施用化肥

、

农药
, _

造成城

乡大气
、
水体

、

土绷污染侣趋严重
,

风景区和文物古迹受到很大威胁
。

如何把这个区城

整治好
,

是关系到四化建设的重大间题
。

需要开展太湖流城环境一生态系统 区划与整治

的研究
,

建议列为重点谬题
,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
,

进行攻关
。

( 3 ) 开展经济生态
一

区琪研 究
。

这是制订国土整治长期规划的基础工作
。

要全面规

划
、

合理布局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建设
,
必须运用经济生态学原则与系统论的方法

,

把我

国国土划分海若干大区
,

区域及小区
,

以便发挥自然社会综合体的优势
。

第一阶段进行

自然资振仄划
、

土地区划及环墉区姗
,

约两年完成 f 第二阶段进行经济生态区划
,

约 5

年完成
。

中国科学院
、

社会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可率头组织
。

从长远考虑
,

还应该及早建

立国土环境资料信息中心
,

定期调查观测白然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
,

发布自然环境的变

化情况
。

中国科学院正在组织全院力量开展
“
遥感技术应用

” 的攻关课题
,

可以在这方

面贡献力量
,

为国土整治服务
。

建议醚翔拟姗织` 劝投 国童婪渝脚辞华裤究方盈
,

作为

一个重要的战路描施来抓
,

逐步落实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