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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使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方案得 以顺利实施
,

笔者重点研究 了 4 个问题
:

1
.

规划设计

的基本思 想
; 2

.

规划设计中水土保持启动问题
; 3

.

规划 设计中对资源利用情况的确定
; 4

.

规划

设计方案实施中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机制问题
。

关键词 水土保持规划 基本思想 资源利用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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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水土保持规划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水土保持过 程的一种管理手段
.

因而水保持规划设计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在长期的水土保持实践过程中
.

水土保持总是遇到J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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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使水土保持难以达到其应有的效果
,

造成这一现实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呢 ? 笔者认为是水土

保持规划设计过程 中的基本思路及由此而产生的其它问题
,

或超越于生产 力发展水平
,

或与生

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

关于这一点
,

笔者有这样的看法
:

水土保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成正相

关
,

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未达到临界点前
,

经济增长是其追求的 目标
,

超过了这 一临

界点
,

改善环境则为其追求的主要 目标
.

但在系统循环演替过程 中
,

经济问题始终是其决 定因

素
。

本文的研究就 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
。

2 问题研究

2
.

1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的基本思想

在现有的生产 力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下
,

水土保持规划的基本思想是
: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

中心
,

以经济持续
、

稳定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

寓水土保持于经济发展过程中
,

规范人们的经

济行 为
,

引导
、

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实现水土流失逐步减少和生态环境的逐步改

良
,

最终形成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

这一基本思想体现了如下辩证关系
:

(l) 经济发展贯穿

于整个生产活动的始终
,

易于被实施者接受和应用
; (2) 把水土保持变成 人们生产过程中的投

入需要
,

使水土保持成为人们 自觉的
、

有 目的的行为过程
.

达到 了水土保持之 目的
,

并减少了原

水土保持过程中的内耗
。

2
.

1
.

1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 的本质
。

水土保持实质上是区域农业资源合理组合和配置的生

产活动
。

因而水土保持规划设计 即是农业资源如何利用问题 的设计
。

水土流失的根源是地面植被覆盖遭到严重破坏而引起的
,

而这种破坏除了战争和特大 自

然灾 害外
,

更多的则是人们为了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 以破坏生态资源与环境为代价
,

或为了满

足生存的需要毁林开荒种粮
。

研究表明
:

生态系统有其 自恢复范围和支撑范围
,

人类的经济活

动结果一旦超过生态系统的调控范围
,

就造成了环境恶化和水土流失
。

现在为了减少水土流失

和防止新的水土流失的产生
.

就要重新调整 已被破坏了的资源结构
,

使其逐步进入生态系统的

自然调控范围
。

说明了水土保持实质上就是 区域农业资源的合理组 合和配置
。

2
.

1
.

2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 对象结构与功能效应
。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对象的 内容主 要通过

其系统结构与功能效应得以说明
。

}水 土保持规划设计 对象系统t

子系统
:

i水土保持系统

主要对象
:

}区域自然资源

需要
:

贾履西澹丽i手1
植被度 提高

,

减 }
少水土流失 {
公布1于经济发展 } l

黝鱼渔车鱼资哩机会利益均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

图 l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对象系统框 图

图 1 是水土保持规划设计对象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效应关系框 图
。

可以看出
,

经济发展贯穿

于系统循环的始终
.

而系统的核心和基础则是 自然资源
、

经济资源
、

社会资源的组 合
。

可以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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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说
,

经济发展是以 自然资源
、

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为支撑点
,

或者说
,

这样的 自然资源
、

经济

资源和社会资源构成了这样的经济发展点
。

如果把图 1 反过来
,

就可以看出一定的经济发展需

要一定的资源组合
,

这样看来
,

在规划设计程 中
,

通过对经济增长形式和速度进行调控
,

即可实

现一定的资源组合和配置
,

也可实现水土保持之 目的
。

同时
,

这种调控形式
、

手段和方法
,

实施

者易于接受
,

因而水土保持之 目的即可变为现实
。

综上所述
,

证明了规划设计遵循这种基本思想是可行的
。

另外还可通过陕北群众 自觉地栽

植果树而实现了水土保持这一 目的的实践得到说明
。

2
.

2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 中水土保持启动方法的考虑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基本思路中已提出了水土保持的启动点和动 力是经济发展
,

所以本问

题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和深入
。

2
.

2
.

1 问题提 出的现实意义
。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的目的是实现水土保持
,

所以重要的不

在于规划设计本身
,

而在于规划设计方案的实施
。

所以
,

我们认为
,

在水土保持规划设计过程

中
,

应把规划实施的手段和有效途径做为一个重要内容进行研究
,

否则
,

纸上的东西永远是纸

上的东西
,

难以放射到大地上
。

这就是本 问一题提 出的现实意义
。

2
.

2
.

2 水土保持启动的方法
。

水土保持启动的方法实际上是水土保持与人类生产活动的

协调统一问题
。

关于这一点
,

笔者曾提出了《商品型生态农业 》的概念和设想
,

现在看来
,

它仍然

是水土保持与人类生产活动协调统一的有效途径
,

是水土保持启动和顺利循环的有效方法之

所谓商品型生态农业
,

即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生产经营 目的
,

并通过农业商品生产对环境的

需求
,

促使人们自觉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
,

最终达到农业生态经济 系统的 良性循

环
,

形成优质
、

高产
、

高效农业生产系统
。 “

商 品型生态农业
”

有关问题的研究先后发表在《水土

保持通报》1 9 9 4 年 4 期和 1 9 9 5 年 4 期上
。

这里不再重复
。

2
.

2
.

3 对
“

方法
”

的 思考和分析
。

商 品型生态农业包含有两层含义
:

农业生产系统的外部

表现形式是商品生产
.

即为了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而进行的生产活动
,

满足了生产经营者直观

目的的需要
; 农业生产系统的基础是生态经济系统

,

体现了决策者实现水土保持的意愿
。

同时
,

商品生产是以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为基础
,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循环则以商品生产为动力
,

二者之

间形成了一种
‘.

需要~ 供给
’,

关系
。

就是说
,

商品型生态农业实现了发展生产与水土保持的双重

目标
,

并且经济发展与水土保持通过
“

需要~ 供给
”

关系相联结
。

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
,

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

此时经济增长通过生产活

动对生产的投入要素有了较大量的需要
,

而各要素需要的增加又引起了对提供这些要素部门

产品量的增加
,

这些部门根据其可能依次满足其需求
,

形成增加了的新的供给
。

具体讲就是
,

农

业生产的发展对
“

自然资源
”

产生了新的需求
,

而现有的自然资源量难 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

由于
“

价格和市场
”

的激励作用
,

人们就想办法要
“

生产
”

所需的
“

自然资源量
” ,

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

水土保持
。

这就是商品型生态农业所 包含的水土保持与经济增长相统一
、

相协调的 内在机制
。

2
.

3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中对资源利用情况的确定

在分析水土流失区农业生态经济学特征的基础上
,

我们 认为水土保持规划设计 中对资源

利用情况要做如下规定
:

(1 )对生产用地实行高度集约化经营
。

这里提出的
“

生产用地
”

系指符合
‘

水土保持法
”

要求

的生产用地
。

对这部分土地实行劳动力与资金集约化经营
,

使其解决农民温饱及部分经济增长

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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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理地实施高度保护和适度开发利用策略
。

(3) 对 于部分土地的治理
,

使其治理与农业生产发展相统一
,

即在治理过程中要产生一定

的经济效益
。

(4) 商 品生产项 目的确定
:

对于连续多年可再生的作物或植物和周期较长的生产经营项

目
,

按照区域立地条件尽量布设价格弹性小的生产经营项目
。

周期短的生产经营项 目以生产需

求量大而市场供给量小的项 目为主
。

以上规定体现了这样的思想
:

充分利用与合理利用相结 合
,

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

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

经济增长与持续发展相结合
。

这符合决策者
、

经营者和实施者的动机和行

为过程
。

2
.

4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方案实施中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机制问题

在建立了以上几个问题所阐述思想的基础上
,

下面就可以研究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机制间

题
.

即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方案实施的保障问题
。

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机制 已在国家
“

八五
”

攻关课题
:

黄土丘陵区提高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

系统总体功能研究课题中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
.

该 内容 已于 1 9 9 4 年 8 月通过 了陕西省科学院

组织和主持的鉴定
,

现把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机制研究的基本框架用图 2 表示出来
。

} 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机制 }

工
第一层次

:

生产方式
究

,

旨在解决自然资
的配置与组合问题

土
指 明了自然力和物化劳动的合理投 向

第第二层次
:

经营形式研研研 第三层次
:

劳动力研研
究究

,

旨在解决人和 人之之之 究
,

旨在解决
“

人
”

的的
间间与资源利用的协调调调 合理利用问题题

问问题
。。。。

叱叱劳动的合理投 向向

实实现人们自觉地进行 自然力和物化劳动合理组合合

人们有计划有 目的地自觉进行自然力 和物化劳动的合理 组合

图 2
“

农业资源 合理利用机制
”

构成体系框图

3 结 论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过程包括
:

基本思想的确定
,

规划的具体设计
.

规划方案实施措施等内

容
。

显而易见
,

本文仅研究了前后两个问题
,

而对规划的具体设计未做专门分析
,

这是因为人们

对规划的具体设计已有了较多的研究
,

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已严重置后于生产实践
,

并且这

两个问题的研究在水土保持规划设计 中显得尤为重要
,

这就是笔者避开中间过程而研究前后

问题 的原因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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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

我之所求
; 环境改 良

,

我之所求
; 而经济增长为我必求之

。

通过水土保持规划设

计基本思想
、

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机制等四个问题的分析
,

按照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方案必能实现

经济增长与环境改良双需求
,

实现决策者水土保持之欲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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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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