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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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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着重对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的产生背景
、

特点和发展途径进行探索和研究
,

旨在

总结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活动的成功经验和理论
,

使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本世纪末实现小康 目标的需要
.

关键词
:
小 流域经济 背景 特点 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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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我国已蓬勃兴起的在几十个平方公里范围的小流域内发展产业化
、

商品化经济— 水

土保持小流域经济
,

已成为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趋势
,

引起了众多专家和水土保持工作者的高度

重视
。

为了总结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的成功经验和理论
,

使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本世纪末实现小康 目标的需要
,

探索和研究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的产生背

景
、

特点和发展途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
、

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产生的背景

小流域经济在我国的兴起
,

不仅有其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
,

而且反映了我国农村改革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

是我国农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必然趋势
。

自 19 8 0 年开展小流域治理试点 和向全国推广以 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 合治理以来
,

全国开展

试点
、

重点治理的小流域已发展到近万茶
.

睡年完成治理面积 l 万多 k m ’ ,

约占全国治理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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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左右
。

无论是试点
,

或国家重点治理
,

还是面上的小流域治理
,

在规划
、

措施布局
、

资金使用管

理
、

技术服务方面
,

都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
,

取得 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
,

为编制各级水

土保持规划和面上的小流域治理规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科学依据
。

但是
,

始终没有跳出传统的

单纯 防护型治理的圈子
。

1 9 9 2 年党的十四大后
,

经济体制改革
,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人民生

活水平处于温饱向小康转型的阶段
,

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

是人们的吃
、

穿
、

住
、

行都要有较大的

改善和提高
,

食物消费和膳食质量要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
农村经济处于由自给 自足产品经济向商

品经济转型的阶段
,

产品质量不高
、

销路不对就没有市场
;
农业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的阶段
,

发展高产
、

优质
、

高效农业
,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量多质优的农产品及其加工

产品
.

处于这一转型时期
,

小流域治理如果继续沿着传统的
、

单纯防护治理的老路走下去
,

不顾市

场要求和农民的经济利益
,

将永远跳不出低效益的圈子
.

所以
,

由单纯防护型治理转向开发型治

理
,

反映了我国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

是我国农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必然趋势
.

事实上
,

近几年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
,

生产和经营的经济收入与农民的经济利益

挂钩
,

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治理开发小流域的积极性
,

仅 1 9 9 2 年进行治理的 98 条试点小流

域
,

当年完成治理面积 2 2 k3 m
2 ,

年治理进度达 1 2
.

54 %
。

并由单纯防护型治理转向开发型治理
,

小流域内的农
、

工
、

商
、

交通运输
、

服务业等各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
。

在投入方面
,

已出现单产承

包
、

联产承包
、

专业队承包
、

股份集资治理等多种形式
;在产出方面

,

有相当一部分 已形成商 品
,

进

入社会交换
。

小流域 内的经济实体
,

乡
、

村
、

农户都成为小流域经济的组成部分
。

不少小流域
,

在

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
,

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业
、

养殖业
、

加工业
、

旅游业
,

使小流域真正成 为发展

商品生产的基地
,

促使小流域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
,

由自给 自足为主
,

变为以面向市场交换为主
,

这是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上一个历史性转变
,

带有质的飞跃
。

二
、

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的特征

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经济是在小流域由单纯防护治理转向开发型治理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产业化
、

商品化经济
,

属区域经济的一个分支
。

它所具有的特征
,

取决于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特

殊条件和小流域本身的特征
。

因此
,

探索和研究小流域经济的特征
,

必须在考虑到我国现阶段还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前提下
,

充分考虑我国农村的特殊条件
、

小流域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特

征
、

小流域经济与小流域相联系的特征
。

(一 )当前我国农村的特殊条件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
、

交通不便
,

与发达国家相 比
,

农业生产力水平
、

劳动生产率
、

商品率都很

低
,

基础脆弱 ;
农村教育基础差

,

文盲比较多
,

信息闭塞
,

自然经济观念浓厚
,

农 民文化素质
、

技术

素质都相 当低
,

商品意识不强
,

多数人不善于从事商品生产经营
;
农

、

林
、

牧业生产的对象
,

又是有

生命的动
、

植物
,

周期性长
、

季节性强
,

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

地域差别突出
。

我国小流域经济在这样

特殊的条件下运行
,

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发展
,

就必然会遇到一些暂时性的困难
。

但是
.

我国农村

蕴藏着发展小流域经济的极大积极性和 巨大的潜力
。

这些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的综合
,

就为我国

小流域经济的发展和运行带来与城市不同的特征
。

(二 )小流域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特征

小流域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特征主要表现在
:

商 品经济与 自然经济经常互相转化
、

互相制约
,

自给 部分还古 很大比 垂
.

绝大 多数农民还没有放弃对土地的要求
,

即使在外面从事商业
、

服 务业
、

建筑业
、

手工业者的农民
,

也不肯轻易放弃种植业
,

还未完全 商品化
,

一旦 有风险
,

他们就 会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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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回到 自给 自足的老路上去
。

地区之间
,

农 民之间发展也很不平衡
,

莱芜市和泰安市开展的小流

域治理试点
,

突出开发型治理
,

人均纯收入一般在 9 00 元以上
,

高者达 1 50 0 元
。

但是
,

不少深山

老林还基本上处于温饱型的 自然经济状态
。

客观环境也有不少方面跟不上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

要求
,

诸如信息不灵
、

渠道 不畅
、

技术指导跟不上
,

商品稍 多一点
,

就出现
“

卖难
” 、 “
运输难

”

的现

象
。

小流域 内分工分业的特点是一
、

二
、

三产业的分离同农业内部的专业化
、

集约化经营同时进

行
、

互相促进
,

开始步入多业化的路子
。

小流域经济以家庭经济为商品生产的主要形式
。

其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积极

性
、

创造性
,

能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
,

经营方式灵活
,

是适应市场变化
,

转产和改进技术都 比较容

易
,

并且有利于把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
。

当然
,

家庭经济细胞不可避免地会有 自

身 的弱点
,

如盲 目性较大
,

经营夫见模小
,

对有些事无能为力
,

这就要求处理好
“

统
”

与
“

分
”

的关系
,

把干家万户经营与社会化生产联系起来
,

搞好产前
、

产中
、

产后的各项服务工作
,

在流通
、

技术和

生产的某些环节上走向联合
,

使一些小规模的经营通过各种经济联系取得适度的
“

规模效益
” ,

走

向社会化
、

企业化
。

从调节的机制上看
,

市场机制在小流域 内作用更大
,

大部分农副产品主要 由市场调节生产和

交换
,

这对于小流域内各业生产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

只有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
,

放开

市场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三 )小流域经济与小流域相连系的特征

既然小流域经济是小流域治理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产业化
、

商品化经济
,

它必然带有与小流域

相连系的一些特征
,

决定着小流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及其深度和广度
。

这些特征主要是
:

小流域经济以小流域的 自然地理界限为主要经济区划
,

具有明显的水系特征
,

包括了小流域

内的 自然
、

生态
、

技术
、

经济
、

社会多种要素
.

易揭示经济与水土资源的依存关系
,

反映了按小流域

为地域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既符合 自然规律
,

又 符合经济规律
。

它与以乡政区域划界或产业门类

划界的经济类别明显不同
。

小流域经济是小流域综 合防护体系和小流域经济开发结构二者相结合的产物
。

它的特征既

与小流域特征
,

如小流域的多样性
、

差异性
、

立体性
、

综 合性特征相连系
,

又与小流域经济开发结

构
,

如小流域土地利用结构
、

农业生产结构
、

农林牧各业内部的种群结构
、

产业结构等相连系
,

既

反映了小流域综 合防护体系是否完善与合理
.

又反映了小流域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与优化
。

小流域

经济的这一特征也是有别于其它类别经济的
。

小流域经济的效益是指整个流域的综合经济效益
,

包括小流域治理开发的经济效益和流域

内的农村经济效益
。

并且
,

由于小流域治理本身的特点
,

生态效益的滞后效应和连锁效应
,

还存在

着滚动效益
。

如种草养畜
,

畜粪归田
.

畜产品加工 出售的一系列初级效益和次级效益均可以在小

流域经济中反映出来
。

上述所有这些小流域经济特征都会对小流域经济的发展趋势产生影响
。

三
、

发展小流域经济的途径

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
.

经济体制的改 革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目际
。

为 j
一

使小流域经济

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
.

我们要紧
’

紧抓住这 一历 史机
.

1且
.

从
:

il\ 略的高度
I

E视发展小流域经济
.

采

取对策
,

不断推进小流域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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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

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降水资源和光热资源
,

建立高效人工生态系

统
,

主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改进产品质量
,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在种植业上
,

开发利用地埂资源
,

搞好林粮间作
,

采用覆膜
、

地膜增温保墒措施
,

种植经济效

益高 的瓜果
、

油料
、

蔬菜和经济作物
,

发展名
、

优
、

特产品
;在养殖业上

,

因地制宜
,

发展以食草畜为

主
,

引进 良种畜
、

禽
,

提高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
。

如甘肃省白银市何级沟小流域
,

地处干旱地区
,

1 9 8 8 年开发沟坝地 53
.

h3 m
, ,

栽植名优苹果
、

葡萄
,

并在果树间种西瓜
、

蔬菜及各类经济作物
,

4

年共收入 22
.

93 万元
,

人均 1 5 00 元
。

还建起一个千头养猪场
,

新增产值 16
.

9 万元
,

提供果园用

肥 1 5 00 m
, ,

为干旱地区小流域治理创出一条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
、

长远利益 和近期 利益相结

合
,

农林牧副协调发展的开发型新路子
。

(二 )要以市场为导向
,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

适应市场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在这方面
,

可采取的措施很多
,

如甘肃 省陇西县冯河流域
,

根据市场需求
,

将农
、

林
、

草
、

荒非

生产用地 比例 由治理前的 60 %
、

6
.

7 %
、

1
.

1 %
、

25
.

0写
、

7
.

2 %调整为 40
.

8 %
、

25
.

4 %
、

20
.

3 %
、

6
.

2 %
、

7
.

5 %
,

林草面积大幅度上升
,

荒山面积大幅度下降
,

土地利用率提高 1 8
.

7 %
,

人均占有粮

食由治理前的 26 k8 g
,

增加到 63 k9 g
,

人均纯收入由治理前的 53 元
,

提高到 34 0 元
。

(三 )要组建以农业为依托
,

以企业为龙头
,

以商业为纽带的贸工农
、

产供销相结合的生产经营综

合体
,

搞好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的加工利用
,

提高商品率
,

使产品有批量
、

有质量
、

有规格
,

从而有竞

争能力
。

从 目前情况看
,

作为小流域商品流出的多为直接农产 品及农副产品
,

带走的物质能量多
,

换

回的货币量少
。

通过对这些产品的多次循环利用或深度加工
,

可生产出更多
、

价值更高的产品
。

如

把作物秸秆
、

树枝树叶沤制沼气
,

再利用沼气做燃料
,

利用废液和发酵后的剩余物质为肥料
,

既可

解决燃料
,

又能提高肥效
,

增加作物产量
。

又如将直接出售马铃薯
,

变为用马铃薯加工淀粉
,

用淀

粉加工粉条
,

并利用残渣喂猪
,

可收到多重效益
。

实际上各种农产品和农副产品都存在着深度加

工和高度增值的潜势
,

只是大都在城镇加工
,

流域内农 民搞加工的很少
。

因此
,

在流域内组建以农

业为依托
,

以企业为龙头
,

以商业为纽带的贸工农
、

产供销相结合的生产经营综合体是一条重要

的生财之道
。

实践证明
,

小流域经济在振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本世纪末实现小康 目标方面 已显示 出重

要作用
,

使水土保持工作进入一个良性运行的新阶段
。

只有大力发展小流域经济
,

才能推动和加

快小流域治理步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