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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的惫见

石 丁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提 要

水土保持主耍有减洪减沙效益
、

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减洪减沙效益是其它

效益的荃础
,

经济效益是各种效益的目的
。

留水保土的增产效益及 减 洪 减 沙对于水利
、

交

通
、

工矿和城乡等生产建设及人民生命财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有很大的经济意义
。

对各种效益提出了相应的计算分析方法和意见
。

减洪减沙效益主要用水土保持法和水文

法进行对比计算分析
,

并 注意新的水土流失等因素的影响
。

计算分析经济效益时必须注意与

农林收等有关效益的划分
。

各种效益计算分析前要核实各有关数据
,

做到定性准确
,

定量符

合实际
。

陕西省总土地面积 20
.

56 万平方公里
,

90 % 以上是山原
、

丘陵
、

风沙地区
,

潜在 着 很多水土

浦失自然因素
。

由于滥伐
、

油垦
、

滥牧及修路
、

开渠
、

采矿等城乡基本建设经营不合理
,

不注意

水土保持和破坏活动
,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约14 万平方公里
,

为总土地面

积的“ %
,

五十年代年平均流失泥沙 9
.

12 亿吨
,

其中黄河流域8
.

3亿吨 (约为黄 河输 沙量 的 一

半 ) ,
长江流域。

.

82 亿吨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破坏土地
,

淤积库渠
,

危害工矿
、

交通
、

城镇和村

庄
,
土族肥力减退

,

自然灾害频仍
,

生态系统严重失调
,

人民生活贫困
。

因此
,

水土流失是产生

和加重千早
、

洪涝
、

风沙等自然灾害和生态失调的主要原因
,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
,

是全省人民生活贫困的重要根源
。

同时
,

全省的水土流失还危害着黄河下游 1亿多人口的生产建

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建国以来
,

映西省的水土保持从无到有
,

从少到多
,

以点带面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进行综合

抬理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至 1 9 8 5年底
,

全省累计治理 48
,

92 5平方公里
,

为

水土流失面积的 35
.

5%
。

这些治理成果都发挥了显著效益
。

近年来
,

年平均减少河流泥沙 2亿多

吨
. 1 98 3年

,

全省黄土高原流失区实际种粮的基本农田 10 2万公顷
,

产粮34
.

13 亿公斤
,

面积为种

旅耕地的36 %
,

粮食产量却为总产的 72 %
。

同时
,

对于保证交通
、

水利
、

工矿等基本建设和下游

安全生产建设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

但过去对水土保持效益的范围
、

内容和计算方法重视不足
,

看

法不一
,

今提出以下一些意见
,

做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

一
、

水土保持效益的内容与特点

水土保持是多学科综合性的工作
,

内容繁多
,

涉及面广
。

水土保持又是长期性
、

艰巨性
、

群

众性的工作
,

同时也是地方和国家的工作
。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大多是低产贫困地区
,

水土保持

任务更为萦重
。

水土保持的特点决定了水土保持效益的范围
、

内容和特点
。

水土保持效益可 以从

以卞几个方面来研究
:



(一 ) 宜接效益和间接效益
。

由水土保持措施直接获得的效益称为直接效益
,

如拦泥效益
、

林草直接产品等
。

由水土保持措施间接得到的效益称为间接效益
,

如种草发展畜收
,

造林发展林

产品加工等取得的效益
。

我们主要计算直接效益
,

但也要计算间接效益
,

以全面反映水土保持的

作用
,
但两者不能混淆

,

应当分别计算
。

一

(二 ) 近期效益和长污效益
。

水土保持是直接为农民群众服务的
,

所以要搞好当前和近期效

益
,

否则
,

会降低群众搞水土保持的积极性
。

由于水王保持是长期性的工作
,

所以也要考虑计算

长期效益和远期效益
,

以反映水土保持的全部作用和重大意义
。

(三 ) 单项效益和缭合效益
。

水土保持是综合性的工作
,

其效益也是综合性的
,
综合效益都

是由单项效益组成的
。

因此
,

重视综合效益
,

必须同时重视单项效益
。

( 四 ) 水土保持效益与有关效益
。

水土保持效益往往与水利效益
,

与 种 植 业
、

草业
、

林 果

业的效益
,

与交通
、

工矿效益
,

与环保
、

国土整治效益等相结合和交叉
,

应合理 划 分
,

加 以 说

明
。

(五 ) 水土保持效益的种类
。

当前通用的水土保持效益有减洪减沙效益
、

经济效益
、

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4 种
。

实际上这 4 种效益都有经济效益
。

水利电力部颁发的 《水利经济计算规范》

规定的水土保持经济效益即反映了这个观点
,

具体是
:

1
、

保持水土
,

减少水肥土的流失
,

从而增加当地农林牧等业的各项收益 ,

2
、

减轻泥沙对河道
、

水库和其它水利工程的危害 ,

3
、

减轻山洪
、

泥石流灾害 ,

4
、

保护或改善生态环境等
。

《规范》 内应当把保障交通
、

工矿
、

农村生产和城乡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经济效益也明确写

进去
。

蓄水拦沙效益和农林草等增产效益可以通过试验和调查等资料进行计算分析
,

但对于生态效

益和部分社会效益
,

则比较难以定量计算
。

有些人认为
,

水土保持主要考虑蓄水保土效益就行了
,

不必考虑或强调经济效 益 及 其 它效

益
。

蓄水保土是水土保持的手段
,

不是 目的
,

目的是减洪减沙
,

根治江河
,

整治国土
,

改善生态

环境
,

合理利用土地
,

发展商品经济
,

提高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
。

如果单纯考虑拦泥蓄水
,

不考

虑经济效益
,

那末治理方向和治理方法就会不同
,

同时也贬低了水土保持的作用和意义
。

五十年

代中期
,

在陕北只强调拦泥蓄水
,

号召水土保持为保卫三门峡水库和治理黄河服务
,

不考虑地方

上的经济利益
,

结果是干部和群众对水土保持工作消极应付
,

发展缓慢
,

教训是深刻的
。

因此
,

水

土保持工作不考虑经济效益就会失去生命力
。

根据多年实践经验
,

我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流

失土地上
,

因地采用不同的治理措施
,

取得相对最佳水土保持效益
,

相对最佳经济效益及其它效

益
,

从而取得总的最佳水土保持效益
。

二
、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

(一 ) 明确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的对象和范圈
。

分析水土保持效益的对象很多
,

范围不 一
。

有

的按行政区划分
,

有的按水土保持类型 区划分
,

有的按流域划分
,

一般都应全面计算分析水土保

持的效益
,

但也有一些为某项专业或某项建设需要而分析的一项或两项水土保持效益
。

如开发矿

山
,
建设水库

、

工厂
、

道路等对洪水泥沙的专项计算分析等
。

在大中流域或较大地区分析水土保持效益时
,

应先按水土保持类型区或支流 分别进行计算分



析
,
然后汇总进行综合分析

。

(二 ) 认弃分析有关资料
。

首先按水土流失类型区或不 同流域分别收集有关资料
,

将试验资

料和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

互相验证
,
去伪存真

,

提出各项治理措施
、

各种水土保持效益的软

据和定撅
。

要求各项数据和采用的定额必须有较高的真实性
、

科学性和代表性
。

所谓真实性
,

就

是取得的数据要真实 , 所谓科学性
,

这些数据是用试验
、

测验
、

调查等科学方法 计 算 分 析取得

的 , 所谓代表性
,

这些数据必须具有一定范围的代表性
。

所以要重视数据的代表性
,

是因为一项

经过试验或调查得来的数据是真实的
,

但不一定会有代表性
。

如果试验基地
、

调查对象没有代表

性
,

其数据虽然是真实的
,

也没有代表性
,

要是使用这些数据
,

就会差之毫厘
,

失之千里
,

得出

非常错误甚至相反的结果
。

我们曾看到有些计划
、

总结
、

报告或论文的结论和观点有错误
,

其原

因是应用了错误的依据
。

我们还遇到过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

如关于水土保持林草和水土保持工程

的作用等问题
,

往往是先有观点
,

根据自己的观点寻找论据
,

不考虑这些数据的 可 靠 性 和代表

性
。

1 9 7 7年
,

陕北绥德县下了一次大暴雨
,

我们做了实地调查
,

发现满堂川满红沟的林草茂密
,

该沟的淤地坝没有坏
,

但高家呛铁笼嘴沟里全是林草
,

郁闭得也很好
,

该沟的淤 地 坝 却 被冲垮

了今 郝家桥有两条沟没有林草
,

沟里的坝都被冲垮了
,

可是米家睑寺沟里也没有林草
,

两个坝都

安全无恙
。

这些都是事实
,

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果
,

可以被不 同观点的人分别任意选用
。

但这些

坝坏与不坏的关键是标准质量问题
。

正确的结论应当是林草
、

工程密切结合
,

因地制宜
,

各有侧

重
,

进行综合治理
。

因此
,

在计算分析水土保持计划和效益的时候
,

要有全面观点
,

或叫综合观

点
,

掌握足够的资料
,

采用科学的计算分析方法
,

分析出来的水土保持效益和结论
,

应当是定性

准确
,

定量符合实际
。

.

(三 ) 认弃核实各类土地面积和各项治理措施橄 t
。

我国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浮夸风等流毒
,

至今还未彻底肃清
,

从正规渠道报上来的统计数字
,

象各种土地面积
、

治理措施及其效益等都情

况不同
、

程度不等的有浮夸和隐瞒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现象
。

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计划
、

规划的制

订
,

有的使一些决策发生失误
,

同时也影响了水土保持效益的计算和分析
。

如果计算分析的流域或地区已经认真进行了水土保持区划和土壤普查
,

各项数字已经核实
,

则这些数据就可以直接应用
。

但各县之间的核实工作很不平衡
,

有的县核实工作不够认真负责
。

凡未核实或核实不够彻底的地方
,

其数字不可靠
,

应通过成数抽样
、

调绘或多点调查等办法进行

核实
。

经验证明
,

采用这些方法得出的结果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

陕西省通过区划和土壤普查
,

以

1 9 8 3年为基数
,

初步将耕地面积由 3 6 4
.

7万公顷核实增至 54 6
.

7万公顷
,

增加 4 9
.

9% ; 水土保持治

理面积由42
,
784 平方公里核减至 3 7

,
5 5 7平方公里

,

减少 12
.

2%
。

虽然 已取得了很大 成 绩
,

但经专

家们共同分析
,

核实得仍不十分彻底
。

我们分析
、

评价
、

论证水土保持效益的时候
,

要有均值
,

也要有高值和低值
。

均值代表了现在的一般水平
,

是认识现在的
。

高值和低值可 以全面认识事物

的本质
,

可做计划和规划工作的参考
,

是研究潜力
,

预见未来的
。

除了正面调查现有的治理面积

外
,
还要注意掌握开荒

、

修路
、

开渠
、

采矿等其它基本建设和崩塌
、

滑坡
、

泥石流等造成新的水

土流失
。

( 四 ) 区分水土保持效益和其它效益
。

水土保持效益往往与其它农业
、

水利
、

交通
、

工矿等

其它效益结合在一起
,

必须合理区分
,

避免重复计算
。

一般采用对比方法
,

消去其它效益
,

保留

水土保持效益
。

如分析种植业的水土保持效益
,

可 以在同样条件的土地上
,

种植同样作物
,

采用

同样农业技术
,

只是有的采用基本农 田
、

`

水土保持耕作法等水土保持措施
,

有的没有采用水土保

持措施
,
两者相互对比

,

重复试验
,

多产的部分
,

就是水土保持效益
。

另外
,

由于兴修基本农田



或采用水土持耕作法等水土保持技术措施
,

为其它农业技术提供了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

以增施

肥料为例
,

有的耕地有水土保持措施
,

有的耕地没有水土保持措施
,

在原有产量的基础上
,

增施

同样同等的肥料
,

其增加产量不 同
,

由此而多出的产量也是水土保持效益
。

三
、

减洪减沙效益计算分析

蓄水保土
、

减洪减沙
,

是水土保持的基本效益
,

是其它水土保持效益的基础
,

是许多生产建

设事业的前提和保证
。

在计算水土保持减洪减沙效益的时候
,

多采用水土保持法和水文法
。

一般

之 水土保持法需要用水文法校核
,

水文法需要用水土保持法验证
。

只要有条件
,

两法应同时采用
,

.

先分别计算
,

然后再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

找出原因
,

修正误差
。

由于全省试验场和测站等不足
,

。
.

而且时断时续
,

两法都有一定的难度
。

(一 ) 水土保持法
。

应用水土保持单项措施蓄水保土的效益
,

综合计算分析减洪减沙效益的

方法
,

称 为水 土 保持计算分析法
。

方法是以流域或地区为单元
,

先调查统计各项核实的土地面

积和治理面积
,

再应用试验或调查得来的各治理措施的拦泥蓄水定额加以计算
。

定额应与实测的

小流域资料作平衡计算
,

如果发现试验调查的数据代表性不够
,

有些偏高或偏低
,

应采用合理的计

算系数予以修正
。

一个流域或地方总的拦沙量或减洪量
,

是各项措施面积分别乘以平均定额的和
。

今以拦沙效益为例
,

计算公式如下
:

Q = F
: S : + F

:
S

: + F
: S : + … …

式中
:

Q一总减沙量
,

单位是吨 ,

F一各项治理措施面积
,

单位是公顷或平方公里 ,

S一各单项治理措施的拦沙定额
,

单位是吨 /公顷或吨 /平方公里
。

拦沙盈单位多用立方米
,

可折成吨
。

如果一个流域或地区内有几种水土流失类型区而且差异较大
,

计算拦沙量时
,

应先分别计算分

析各类型区的拦沙量
,

然后再汇总出总的拦沙量
,

公式如下
:

Q == Q
: + Q

Z + Q
3 + … …

Q
: = F

一

5
. + F

b
S

b + F
e

S
。

+ … …

Q
: 二 F

^
S

^ + F
B S 。 + F

。 S c + … …

Q
: == F

.

S
。
+ F

。
S

。 + F
,

S
,
+ … …

Q
: 、

Q
: 、

Q
3

是各类型区的拦沙量
。

黄土高原地区
,

介坡
、

沟坡上的水平梯田及源面上的水平捻地质量标准好的
,

保土达 90 % 以

上 , 工程质量差的
,

只能保 50 一 60 %
。

每淤成 1公顷坝地可拦沙泥
:
小型坝 4

.

5一 7
.

5万吨
,

大型

峪 坝 12 一 15 万吨
。

一般天然林区或次生林区的林木已经郁闭
,

且有较好的草灌或枯枝落叶层
,

土壤流

失轻傲
,

但人工水土保持林的保土效益 随林种
、

树种
、

树龄
、

立地条件
、

整地方法以及抚育管理
、

采伐
t 利用等情况不同而差异很大

,

郁闭度高
、

抚育管理好的
,

下面还有枯枝落叶层
,

土壤流失很少 ,反之
,

少 有些幼林不整地
,

抚育管理差
,

成活率和保存率低
,

有的甚至还在林地里耕种农作物
,

美其名日林

粮间作
,
保土效益很差

。

一般人工林地可保土幻一 50 %
。

茂密的夭然草原和质量较好的人工草地
,

豆科
、

禾本科草混播
,

保土效益也能达 90 % 以上
。

但坡地上的草地
,

大多管理不善
,

保土作用较

小
。

草田轮作草地
,

特别是播种草木梅
,

轮作频繁
,

实质上是一面种草
,

一面垦种
,

轮作地变成

了轮垦地
,

保土作用更差
。

水 土保持耕作法的保土作用
,

大的坑田
,

正规的垄作区田等蓄水多
,

保

护 孰
.

:
.

土达 80 % 以上
。

但一般的沟垄种植 (包括一般的水平沟种植 )
,

沟垄小
,

不水平
,

保 土效 益较

少 6 1



差
,

有的承受一次暴雨后就失去了蓄水保土作用
。

选用计算定额时要特别慎重
。

(二 ) * 文法
。

水文法是以水文恻站和径流站等实测资料为依据
,

进行水土保特减洪 减沙 效 益

的计算分析方法
。

水文 法测出数据是实际的
,

但用以分析大面积内水土保持措施效益仍有很多困

难
。

最好是以流域为单元进行分析
。

由于各年降水情况不同
,

水文法必须注意各年降水的频率变

化
,

如雨量
、

强度
、

分布
、

降水时期等
,

对水土保持效益有较大的影响
。

用治理前后尽可能长系

列的观测资料平均数作比较
,

或选降水量和强度相似的年份或几次暴雨作比较
,

或应用降水与径

流泥沙的关系加以改正
,

同时还要调查新的滑坡体和新的开荒地等情况
,

然后计算分析
,

才有较

高的对比性和科学性
。

但也要注意
,

有时两个水文年的降水量虽然不 同
,

可是暴雨情况相同
,

就

可 以进行对比分析
,

因为决定水土流失量的主要是暴雨量和暴雨强度
。

计算分析水土保持效益时
,

还要照顾到左邻右舍
,

查阅邻区资料
,

可进一步提高本区计算分

析的精度
。

二
! .口

四
、

水土保持经济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是水土保持效益的核心
。

水土保持经济效益可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
。

通常多指狭

义的经济效益
,

如粮食
、

经济作物
、

林特果药草等产品钓直接经济收入
。

广义的经济效益
,

除上

述内容外
,

还应包括拦泥
、

防洪对各项生产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

生态等方面产生 的 经 济 效

益
。

我们应当计算分析广义的
,

即全面的经济效益
。

经济效益的计算公式为
:

M = M
: + M : + M

3 + … …

M
: 二 N

.

Y
. + N b y b 十 N

。

Y
。 十 … …

M
: = N ^ Y ^ + N B Y B + N e y e + … …

M
: = N

.

Y
。
十 N , Y 。 + N

,

Y
, 十 … …

M为水土保持总经济效益
,

M
: 、

M
: 、

M
: … …为各项措施的经济效益

,

单位为元 ,

N
。 、

N
人 、

N
。

… … 为各项措施的数量
,

单位为公顷
、

万公顷或万个 ,

Y
: 、

Y
人 、

Y
.

… …为各项措施单位数量的经济收入定额
,

单位为元
。

今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

(一 ) 水土保持工理的经济效益
。

水土保持工程分基本农田工程和其它工程两类
。

陕西省的水

土保持农田工程包括坡地上的各种梯田
,

源面上的水平捻地
,

沟道里的淤地坝
、

闸沟地
,

涧滩上

的引洪漫地
,

风沙区的引水拉沙造地等
,

还有流失区的梯级小型水地
。

这些工程为农业增产创造

了基本条件
,

增产作用非常显著
。

一般梯田
、

捻地增产 1 倍左右
,

高的可达两倍
。

坝地
、

闸沟地

和流失区水地增产 2一 3 倍
,

高的可达 4一 5 倍
。

引水拉沙地及部分坝地
、

引洪漫地是在没有产

盘的荒沙
、

荒沟
、

荒滩上修建的
,

这些产量全部是新增的
。

水土保持耕作法可增产 20 一 50 %
,

高

的可达 l 倍左右
,

产互如果再要提高
,

就要依靠其它农业技术措施
。

基本农田除了本身的增产
,

还为其它农业措施更大幅度增产创造了条件
。

各地增产 的幅度很不一致
,

也应按前面论述的对比方

法
,

进行分析研究
,

求出本地区的数据和定额
,

从而计算出基本农田的经济效益
。

其它
,

如破塘
、

涝池
、

水窖等水土保持工程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

数量较多的地 方 不 应 忽

视
,
但不要重复计算

。

(二 ) 水土保持林草的经济效益
。

有的林业 部 门造 了 林 就 按 投入定了产值
,

这样做是否

妥当
,

怎样做比较合理
,

须要进一步研究
。

水土保持林虽然以防护效益为主
,

但也 必须考虑经济

效益
,

当然防护效益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

水土保持林的经济效益
,

主要考虑其直接效益
,

其中经



济林
、

特产林
、

用材林的经济效益较高
。

北部干早丘陵地区和干早沙漠地区主要生长灌草
,

一般

效益较低
,

但如沙棘
、

沙柳
、

祀柳
、

桑条等灌木经济效益较高
,

应该分别计算
。

当前水土保持草

的经济效益是产草量及草籽量
,

并计算发展畜牧
、

草业加工等间接效益
,

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有

重复
,

应分别计算
,

予以说明
。

另外轮作草地的草还有改良土壤的效益
。

(三 ) 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经济效益
。

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 种类 较 多
,

有沟垄种

植
`
坑田等改变小地形增加蓄水保土作用的 ; 有混播

、

间作
、

套种等增加或延长地面覆盖度以减

轻土壤流失作用的 ; 还有免耕
,

保留残茬
,

增施有机肥料等增加 团粒结构
,

提高土壤渗透率和抗

护 蚀性能作用的
,

由这些作用增加的产量
,

即水土保持经济效益
。

(四 ) 蓄水保土的经济效益
。

水和土都有价值
。

河北省沙石峪搞的
“
千里万担一亩田

” ,

这

些土造价非常惊人 , 陕南客土造田
,

其土壤的价格也很昂贵
。

反之
,

水库
、

渠道
、

河道里的泥沙

却要用货币把它清除出去
,

这些土的造价也相当可观
。

因此
,

蓄水保土的经济效益是显著的
,

也

是不难计算的
。

众所周知
,

平均每年淤积黄河下游河道的泥沙约 4 亿吨
,

为全河总输沙量的 1/ 4
。

也就是中上游每拦 1 吨泥沙的价值等于黄河河道清淤 1 吨淤沙投资的 1/ 4
。

淤积河床的 多是大于
0

.

0 25 毫米以上的粗砂
,

所 以陕北等地的拦沙价值应当更高一些
。

实际上
,

在流失区拦 1 吨泥沙用不

了下游河道清淤 1 / 4的费用
。

(五 ) 防洪等社会效益与其它效益的经济效益
。

水土保持效益非常广泛
,

我们可以从社会效

益
、

生态效益等其它方面分析其经济效益或经济意义
。

1
、

水土保持可以减洪
,

防洪
,

保障交通
、

工矿
、

水利
、

电力
、

旅游以及其它城乡建设的安

全
。

如公路和铁路建设
,

不注意搞水土保持的
,

每年都要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
,
而且因常年整修

造 成 巨 大 负担
。

在 同 样 条 件下的两条或两段等长的公路 (或铁路 )
,

一条 (或段 ) 沿线搞了

很好的水土保持
,

另一条 (或段 ) 没有搞水土保持
,

通过二三年或三五年的对比
,

以未治理道路和

已治理道路损失的差
,

并考虑其治理程度
,

可以计算出每年每公里公路 (或铁路 ) 搞水土保持的

经济效益
二
洪水泥沙对工矿的危害也很大

。

如陕北一些煤矿被洪水冲坏或淤废
,

陕南有的工厂被

泥石流所摧毁
,

遇到较大山洪
,

村庄
、

房屋
、

工厂
、

学校
、

农田也会被破坏或毁灭
。

我们也可以

选两条中小流域
,

用以上方法进行对比计算分析
,

求出水土保持的经济效益
。

2
、

中上游水土保持减洪缓洪对下游生产建设和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也很大
。

通过水土保持

法和水文法的计算
,

黄河 中上游治理到怎样程度才可以保证下游在什么洪水频率下安全度汛
,

下

游开滞洪区或决 口 造成的损失与上游的治理投资之差
,

可以分析计算出水土保持对下游的经济效

益
。

根据河南省的资料
,

如花园 口洪峰超过 1
.

5万立方米
,

就要开金堤滞洪区
,

开一次滞 洪区损 失

40 亿元
,

比上游治理投资大很多倍
。

要是 不 幸 黄河决 口
,

将损失数千亿元
,

这个帐更是不堪设

、 想的
。

陕西省汉中地区 1 9 81 年一次洪水损失 10 亿元
, 1 9 8 3年安康城一次洪水就损失 5 亿元

。

防洪

减洪效益还有水库等其它工程的作用
,

不能全部用这些事例推算水土保持效益
。

但是可以作为计

算水土保持经济效益的依据之一
。

在此基础上
,

分别算出水土保持经济效益
。

3
、

水土保持对生态方面的效益
。

由于水土保持的发展
,

促进了土地的合理利用
,

调整了农村

产业结构
,

发展了乡镇企业
、

旅游业等第三产业
,

农村经济以较合理较高速地向前发展
,

从而提高

了环境容量
,

提高了人们的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

环境美化
,

气候改善
,

自然灾害和地方病等相对

减少
,

达到了以人类为中心较合理的生态环境
。

水土保持是环境保护和 国土整治的基础
,

由此而

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其它效益的重大意义应予以肯定
。

由于过去注意不够
,

资料不足
,

还不容易定

量计算
,

难以用货币表示
。

但是只要有效益
,

并且加强有关科研和调查等工作
,

难计算的效益我



们仍有方法把它计算出来
。

五
、

关于水土保持建设的投入
、

产出和效益

水土保持是一项综合性
、

长期性的建设事业
,

应当根据 《水利经济计算规范》
,

应用效益费

用比
、

净效益
、

投资回收年限及内部 回收率等指标
、

方法和规定
,

参照本文提出的各注意事项
,

计算分析其收入
、

产出和效益
。

没有效益的水土保持工作我们不做
,

但对水土保持的投入
、

产出

和效益应有正确的理解
。

关于投入
,

也可称为投资
,

包括投工
、

投货币和投物资等
,

原则上应该是谁受益
,

谁投资
。

既然水土保持是综合性的工作
,

涉及的面较广
,

因此受益也是多方面的
,

可以大体分 做 三 个 方

面
,
一是直接受益的集体或个体农 民群众 ; 二是本地或本省 ; 三是外地或外省

。

二和三有直接效

益
,

也有间接效益
,
大多为社会效益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受益者也可分为群众
、

地方和国家三个方

面
。

第一
,

直接受益的是农民群众
,

因而水土保持投资应主要依靠农 民群众 自己的力量
,

农民投

资的重点是投工
,

经济条件好的地方
,

还可 以投入一些物资或资金
。

但一方治理
,

多方受益
,

单

纯依靠中上游群众一方治理达到其它社会效益的 目的
,

就不够合理 ; 第二
,

地方 上 的 交 通
、

水

利
、

工业
、

矿业等许多事 企 业 单 位也是受益者
,

这些单位应根据受益情况
,

合理承担部分资金

或物资
。

如果地方财政许可
,

也可以由地方财政统一拨款承担 , 第三
,

外地
、

外省也是受益者
,

受益的面更宽
。

有关省或地方应合理承担中上游省或地方的治理费用
。

如果国家财政有条件
,

也可

以由国家财政统一拨款承担治理费用
。 ,

美国为了制止黑风暴和水土流失为害
,

联邦政府每年用于

水土保持治理的投资达 2亿美元
,

一般国家投资占总治理费用的 50 %
,

个别重点地区
,

如依阿华

州
,

国家投资占75 %
,

连续几十年的治理
,

美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已经做出重大的成效
。

日本
,

对

水土保持工作也极重视
,

治理投资更为充足
。

他们重视计算水土保持的整体帐
,

全国森林覆盖率

达 68 %
,

但全国应用木材却要到 巴西等国去购买
。

我国各地对水土保持工作也投了一些资金
,

并

做出了一定成绩
,

但是还不够
,

治理经费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

国家和地方都应当加强水土保持

机构和人员培训工作
,

增加投资
,

既是对下面的支持
,

也是应当承担的份额
。

至于投资多少
,

则

要看各地水土流失严重程度
,

水土保持任务大小
、

难易以及群众的经济力量等应有所区别
。

流失严

重地区
,

一般群众生活艰苦
,

国家和地方投入的比重应当加大
。

任务较轻
,

而且群众经济条件较

好地区
,

可以主要由群众 自己治理
。

关于产出和效益
,

水土保持是长期性的工作
,

计算产出和净效益的时候要全面考虑
,

综合分

析
。

如陕北修建的坝地
、

小块水地和陕南修建的石坎梯田等造价很高
,

每公顷达 7 ,

50 0元左右
,

但这

是山区农民的保命田
,

受益快
,

是基本大业
,

即使收回成本的时间较长
,

如 20 年或 30 年
,

也应当

修建
,

群众认为是合算的
,

我们也认为是合理的
。

因此
,

水土保持工作应当尽量使局部效益与整体
一

效益
、

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密切结合起来
,

投入较多的资金
,

做出更大成绩
,

取得较高的经济效

益
,

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

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
、

美好幸福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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