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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研究体系中经济问题研究

的意义与理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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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经济问题研究在水土得
.

诗研究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为此
,

笔者分析了水土保持经济问

题研究的理论构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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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经济问题研究的意义

(一 )经济问题研究是水土保持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土保持的发生有两个必要条件
:

水土流失和人类经济社会活动
。

实质上水土流失与人类经

济社会活动强度有密切的关系
。

在产生水土流失的历史中
,

除了自然 环境巨变引起的水土流失

外
,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水土流失的产生起 了巨大的作用
,

特别在近代
,

由于人类经济发展的需

要
,

人类经济活动强度加强
,

改变了自然植被结构类型和植被度
,

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
,

水土流

失强度加剧
。

黄土高原大部分地 区由
“

茂密的植被一 ~ 牧区一~ 牧农区一~ 农牧区
”
的发展过程

,

预示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强度的加强
,

而同时出现的却是
“

水土流失产生一 ~ 轻微 ( 小范围 )水土

流失一 ~ 中度水土流失一
, 大面积大强度水土流失

” 。

从许多人的论述中也可以得到这一结论
。

如果没有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
.

产生的水土流失不足于让人们进行水土保持
,

实际上
,

如果没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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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经济社会活动
.

植被会逐步 自然恢复起来
,

水土流失会降到人们的允许范围
。 “
七五

”

期间
,

安塞

试区对纸坊沟流域的一个小沟道进行了自然封育
,

植被恢复很快
,

还有黄龙山等次生林区的形成

也说明了这一点
。

所以
,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研究即经济问题研究是水土保持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

(二 ) 目前水土保持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

总结国内外水土保持研究结果
,

笔者认为
,

目前人们基本研究清楚了
“

防止水土流失产生的

经济问题的技术措施问题
” ,

例如安塞试区
“ 七五

”

期间
“

水土保持增产体系
” 、 “

水土保持措施优化

配置
”

等的研究结果促进了农业生产 力的发展
,

有效地防治了水土流失
。

但对
“

防止水土流失产生

的经济问题的经济措施和技术措施实施的经济手段
”
尚未研究清楚

,

因而技术措施应用成效未达

到其应有的效果
。

特别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下
,

经济社会环境和相邻区域的

经济发展状况对水土保持 已产生了巨大冲击
。

水土保持同时受到这些经济问题的制约
,

因此一个

新的问题
,

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情况下的水土保持系统或水土保持与经济社会环境相依存的现

实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

所以
,

目前情况下
,

水土保持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
。

综上所述
,

进行水土保持必须研究经济问题
。

只有经济问题的研究
,

才能消除水土保持研究

体系中的
“
瓶颈

”

制约
,

才有可能有效地推广应用 已取得的水土保持成果
,

也只有研究清楚了经济

问题
,

才能较好地进行水土保持
,

达到水土保持与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

二
、

水土保持经济问题研究的理论构思

(一 )研究
“

自然— 经济— 社会
”

系统关系
,

构造
“
自然— 经济— 社会

”

协调发展机制

首先必须树立这样一种思想
:

水土保持并不 只是水土流失区域农民的事情
,

而是每一个人都

应关心的事情
。

水土流失可能产生于这一区域
,

但它的影响远非这一区域
。

基于这种认识
,

必须

研究区域 自然改良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

研究区域 内农民为改良自然环境
、

减少水土流失所付

出代价
,

建立 区域自然环境改良
、

区域经济增长与社会给该 区域的的经济补偿相协调的宏观管理

机制
,

从理论上实现全社会
“

机会劳动
”

与
“

机会收入
”

的一致
,

从实践过程 中提高水土流失区域农

民付出劳动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

缩小水土保持与非水土保持区域劳动效益的差异
。

(二 )研究区域农业系统关系
,

构造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机制

在水土流失区域
,

生态 系统恶性循环
,

严重制约了
“
双高一优

”

农业生产体系的形成
,

形成了
“
水土保持行为

”

与
“
发展经济行为

’ ,“
二元化

”
趋势的加强

,

人们直观几乎都是
“

自我感觉的经济增

长手段
”
优于

“

水土保持基础上的经济增长
” ,

因而
, “
广种薄收

”
和

“
过度利用

”
是土地资源开发利

用实践中两个重要特点
,

主观上对水土保持没有积极性
。

在水土保持研究与实践中
,

研究人员试

图通过宣传和示范达到农业资源 合理利用研究成果的推广
,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但由于示范区域

与推广区域 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
,

除了行政命令推广之处
,

更重要的是农民
“

认为有用
”

情况

下对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成果的应用
,

除此两种情况外
,

科研成果推广 比较困难
。

对资源的合理利

用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

作为水土流失区域
,

首要的任务是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的扩大
,

其次

才是防治水土流失
,

因此
,

迫切要求研究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机制
,

实现人们 自觉地 合理利用农业

资源
。

(三 )分析水土保持技术措施
,

构建水土保持技术措施应用机制

水土保持技术措施— 水土保持研究成果之一
,

它首先能够实现保持水土之 目的
。

但作为水

土保持经济问题的研究
,

其重点应是研究某水土保持措施的经济社会效果
,

包括产生的直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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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的分析
,

应用该项 目的成本和机会收入的分析
,

更重要的是农民对该项 目
“

直观意识
”

的分

析
,

以作出对该项 目推广应用所需条件的论断
,

然后通过一定的经济社会手段 (包括经济补偿 )实

现水土保持技术措施的应用
。

(四 )研究水土保持效果
,

建立水土保持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这方面研究比较多
,

这里不再繁述
。

通过以上分析
,

可以形成水土保持经济问题研究框图 (附图 )
.

} 水土保持经济间题研究 }

宏观管理与调控研究
:

“

研究自然一经济一社

会
”

关系

区域管理与调控研究
:

研究区域
“

自然一经济

一社会
”

关系

水上保持措 施经济问

题研究
:

研究水土保持

措施的经济过程

““

自然一经济一 社会
”””

农业资源合合合 水土保持经济效益益

协协调发展机制制制 理利用机制制制 评价指标体系系

水水土保持发展过程的经济规律律律 水土保持经济效果评价价

形形成水土保持经济手段
、

经济环境与水土保持过程一致致

(上接 第 8 页 )

利于建立多级多层次的小生态系统
,

其成本低
、

见效快
,

在群众 中很具有说服 力
,

能收到 良好的经

济和生态效益
。

(四 )提高生态— 经济— 社会效益

目前
,

区内有些地区抓经济
、

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时
,

基本上是依据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这一格式
。

许多地区和生产部门在经济建设中
,

往往只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而忽

视生态效益
。

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
,

三大效益均不易提高
,

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损失
,

落后的经济面貌也不易改变
。

根据亚热带 山丘区实际
,

在处理三大效益关系

时
,

可由目前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
,

过渡到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

最后

转变成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

如果没有这样的过渡和转变
,

亚热带山丘区的经济
、

社

会和生态落后面貌将不易改变
,

所影响的是几亿人 口
,

历时达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生态环境的改

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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