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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投入开发治理小流域效益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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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以元谋干热河谷侵蚀沟谷—— 绿豆箐小流域有偿投入开发治理为例 ,分析了该

治理模式的经济、生态及社会效益 ,讨论提出了有偿投入开发治理小流域的五个条件: ( 1)效益

高 ,贷款尝还有保障 ; ( 2)群众基础好 ,社会稳定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建立 ,法律健全 ; ( 3)投入资

金来源稳定可靠 ; ( 4)科学技术有储备 ; ( 5)管理工作正规化和法律化。根据有偿投入开发治理

的高效益及条件 ,建议政府及主管部门尽快出台有偿投入开发治理小流域的政策和法规 ,以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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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aking a case study in Yuanmou hot-dry v ally, the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

cial returns of the model a nd conditio ns fo r the model hav e be analy sed as follo w s: ( 1) The

eco no mic benefi t is high , the econo mic inner return ratio ( EIRR) is 47% ～ 133% , the

eco no mic net present v alue ( EN PV ) is 300～ 700 Yuan, the eco nomic benefi t cost ratio ( E-

BCR) is 3. 74, the time of returns on inv estment is 4. 08 y ears; The density of g round cov er

increased from less tha n 15% to 91. 2% , the ra te o f ero sion reduced by 98% , f rom 16 381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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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
2
. a ) to less than 200t / ( km

2
. a) . The flo od damag e to the fa rmer w ho liv ed beside the

m outh o f Ludo uqing ero ded g ully a nd 108 highw ay eliminated; The high benfi ts of the model

increase the co nfidence of ex ploi ta tio n and contro l of small w atershed by famers a nd society.

The model is an excellent exam ple fo r refo rming the co ntro l of small w atershed. ( 2) The Ben-

efi t is high, loa ns ca n be repaid; The society is stable, the socialism m arket system and lega l

systems are being bui lt and improv ed. The initia tiv e, ex ploi ta tion and co ntrolling of eroded

g ul ly by interest-f ree loans is high; The source of loa ns fo r exploitatio n a nd co ntrol of smal l

w atershed is stable and reliable ; There a re enough scientific techniques helping the dev elop-

m ent of small wa tershed; The Administ ratio n is in order. Acco rding to the high economica l

returns of the m odel of ex ploi tation and co ntro l o f w atershed a nd above co ndi tio ns, a po lice

and law of dev elo pment and harness o f smal l w atershed by lo ans should be issu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y gov ernm ent and depa rtm ent responsible fo r the w o rk, for adaptin g the dev e -

lo pm ent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Keywords: 　 development and harness; smal l watershed; benefit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就总体而言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 ,小流域治理多数还停留在防护性

治理 ,没有完全转向开发性治理 ,水土流失区的农村经济仍很贫困 ,未走出“低谷” ,怎样发展 ,

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解放以来 ,各级政府非常重视长江上游干热河谷区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以元谋干热河谷

为例 , 60年代曾用飞机播种造林 ,期望恢复森林植被 ,但收效甚微。1972年云南省营林大队在该

区进行成片人工造林试验 , 20年后 ,成片人工林没有出现。1989年 ,该区被列为“长江上游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区” ,开始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1990年 ,元谋又被列为“长江中上游防护林

体系建设工程”。与此同时 ,云南省在此设立省农科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 ,“八五”期间

国家又设立脆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攻关项目 ,元谋开始有了大范围 ,多学科的实验基地 ,开始

推动防护性治理向开发性治理 ,传统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变 ,这期间涌现出一些治理成功的典型

和样板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从近几年来出现的治理成功样板典型看 ,关键有两点 ,一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成果

的推广应用 ;二是走高投入开发治理的道路。现以绿豆箐小流域高投入开发治理为例 ,讨论有

偿投入开发治理小流域的效益及可行性。

1　流域概况

1. 1　地理位置

元谋县位于金沙江南岸一级支流—— 龙川江的中下游 ,隶属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经

度 101°35′～ 102°05′E,纬度 25°25′～ 26°07′N ,海拔 900～ 2 835 m。由于这特殊的地理位置 ,焚风

效应明显 ,海拔 1 600m以下的河谷气候燥热干旱 ,生态环境脆弱。受这种气候的影响和人类长

期不合理的资源利用 ,干热河谷的森林植被破坏殆尽 ,森林覆盖率仅 0. 31% ( 1990年统计 ) ,植

被盖度仅 15% ～ 20%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特别是坝周低山丘陵区 ,占全县总面积 50%的中、强

度侵蚀地区全部集中在此区 ,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人民生活贫困 ,全县人均收入低于 400元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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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村多分布于此区。该区是“长治”和“长防”两大工程的重中之重 ,难中之难 ,绿豆箐小流域就

位于此区。

1. 2　流域概况

绿豆箐流域面积 16. 9hm
2
,海拔 1 088. 5～ 1 166. 9m ,相对高度 78m;平地占 17% ,坡度 <

5°;侵蚀沟谷地占 83% ,坡度> 25℃ ;地形极为破碎 ,沟壑密度达 21. 54km /km
2。

该地年均温 21. 9℃ ,≥ 10℃的积温 8 003℃ ;年太阳辐射总量为 6. 39× 109
J/m

2 ,年日照时

数 2 670. 4h,日照率 60% ;年均降水量 613. 8m m,其中 86. 5%集中在 6～ 10月雨季 ,干旱季节长

达 7个月 ,蒸发量为 3 911. 2m m,是降水量的 6. 4倍 ,水热矛盾突出 ,属于南亚热带干旱气候。植

被为稀树草原景观 ,以扭黄茅 ( Heteropogon contortus )和车桑子 (Dodonea anguiti fol ia )为主 ,

到 1988年 ,散生有高约 1m的小老头桉树 300多株 ,植被盖度 < 15% 。土壤为表蚀燥红土 ,长期

的水土流失 ,土壤退化十分严重 ,有机质 42g /kg ,全氮 34g /kg ,全磷 16g /kg ,土壤极为贫瘠。

绿豆箐临近元谋县城 ,交通条件好。沙地村及 108国道位于沟口 ,沙地村村民治理前在绿豆

箐沟滩地种植农作物 0. 4hm
2 ,沟内放牛 20头左右 ,年产值 6 000元。

沟内水土流失严重 ,侵蚀以沟蚀、崩塌为主 ,土壤侵蚀模数达 16 381t / ( km2 a)。位于沟口

的沙地村每年遭受洪水危害 2～ 3次 ,冲毁农田 0. 67hm
2
,受危害住户 10余家。108国道 2～ 3年遭

受一次洪水危害。

2　市场导向 ,开发治理 ,提高效益

2. 1　市场导向 ,综合开发治理

以市场为导向 ,充分利用该区丰富的光热资源 ,土地潜力和交通便利 ,走高投入高产出的

开发治理路子 ;因地制宜 ,分类进行 ,建设配套的防护体系 ,注重综合治理 ;长期效益与短期效

益 ,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相结合。

根据以上原则 ,采取: ( 1)打土坝:沟口打坝 ,防止泥沙出沟 ,避免对沟口沙地村及 108国道

的危害。坝内积水两侧全部栽植新银合欢和桉树护坡林 ,把邻近两沟的水引入本沟 ,既增加了

蓄水 ,又扩大了防护功能 ,除保证香蕉地用水外 ,还可灌溉农田 0. 67hm
2
。( 2)发展香蕉: 利用坝

下沟滩地避风可灌溉的优点 ,开发沟口滩地 0. 67hm
2
,建立防风林带 ,发展市场紧缺的热带水

果—— 香蕉 ; ( 3)发展薪炭林:利用土质较好的坡地 7. 53hm
2 ,发展薪炭林 ,供应市场紧缺的薪

柴。树种为速生的赤桉和新银欢合。( 4)发展毛叶枣: 利用地形平坦、土壤肥沃的台地 0. 47hm2 ,

发展收效快、效益高的特产林——毛叶枣。( 5)封禁恢复植被: 对地形破碎、坡度陡、土质差、利

用难度大的劣质地 5. 82hm
2 ,采取封禁措施 ,禁止放牧和人为破坏 ,让植被自然恢复 ,减少水土

流失。 ( 6)发展酸角林: 对地势高 ,地形平缓 ,灌溉条件困难的塬地 1. 85hm
2 ,发展见效慢 ,效益

长的特产经济林——酸角林。

以上从沟头到沟口 ,层层设防 ,形成了一个综合的防护体系 ,在开发治理的同时 ,节约了资

源 ,恢复了生态环境。

2. 2　高投入高产出

开发治理的资金投入采取一步到位 ,集中投入 , 1988年打坝、毛叶枣、酸角和薪炭林措施上

马 ,投入资金 2. 74万元 ; 1989年种植香蕉和利用积水灌溉农田收入 1. 33万元 ,薪炭林、酸角及毛

叶枣投入 0. 5万元 ; 1990年后投入进入稳定阶段。高投入结果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表 1) ,内

部收益率 47% ～ 133% ,远远高于 12%的社会折现率 ,净现值均为正值 ,经济效益费用比为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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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87,远远> 1,资金收回年限为 4. 29a,说明经济效益很好。高投入结果使得该沟土地利用

结构及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表 2和表 3)。
表 1　　绿豆箐效益费用统计表 103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 18

时间 (年 )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 2005

小
计

评　价
指　标

薪
炭
林

原
值
费用
效益

0. 45
0. 00

1. 92
0. 00

1. 60
0. 00

2. 40
0. 00

1. 20
0. 00

2. 76
13. 00

3. 90
10. 25

2. 40
13. 50

…
…

2. 40
13. 50

40. 63
171. 75

现
值
费用
效益

0. 40
0. 00

1. 53
0. 00

1. 14
0. 00

1. 53
0. 00

0. 68
0. 00

1. 40
6. 59

1. 76
4. 64

0. 97
5. 45

…
…

0. 31
1. 76

14. 89
47. 48

EIRR: 53%
EN PV: 32. 60

EBC R: 3. 19

T: 6. 02a

毛

叶
枣

原
值
费用
效益

4. 20
0. 00

1. 40
7. 00

1. 40
7. 00

1. 40
7. 00

1. 40
7. 00

1. 40
7. 00

1. 40
7. 00

1. 40
7. 00

…
…

1. 40
7. 00

28. 00
119. 00

现
值
费用
效益

3. 75
0. 00

1. 12
5. 58

1. 00
4. 98

0. 89
4. 45

0. 79
3. 97

0. 71
3. 55

0. 63
3. 17

0. 57
2. 83

…
…

0. 18
0. 91

12. 65
44. 50

EIRR: 133%
EN PV: 31. 85
EBC R: 3. 52
T: 1. 84a

土
坝
香
蕉

原
值
费用
效益

21. 00
0. 00

13. 30
5. 00

7. 30
25. 00

7. 30
26. 00

7. 30
26. 00

7. 30
26. 00

7. 30
26. 00

7. 30
26. 00

…
…

7. 30
26. 00

151. 10
420. 00

现
值
费用
效益

18. 75
0. 00

10. 60
3. 99

5. 20
17. 79

4. 64
16. 52

4. 14
14. 75

3. 70
13. 17

3. 30
11. 76

2. 95
10. 50

…
…

0. 95
3. 38

69. 94
147. 82

EIRR: 47%
EN PV: 77. 89
EBC R: 2. 11
T: 4. 08a

酸

角

原

值

费用

效益

3. 50

0. 00

1. 75

0. 00

1. 40

0. 00

1. 40

0. 00

1. 40

0. 00

1. 40

21. 00

1. 40

21. 00

1. 40

21. 00

…
…

1. 40

70. 00

27. 65

714. 00

现
值
费用
效益

3. 13
0. 00

1. 40
0. 00

1. 00
0. 00

0. 89
0. 00

0. 79
0. 00

0. 71
10. 64

0. 63
9. 50

0. 57
8. 48

…
…

0. 18
9. 10

12. 30
170. 69

EIRR: 80%

EN PV: 158. 39

EBC R: 13. 87

T: 5. 73a

总

计

原
值
费用
效益

27. 40
0. 00

18. 02
12. 00

11. 70
32. 00

12. 50
33. 00

11. 30
54. 00

12. 86
67. 00

14. 00
64. 25

12. 50
67. 50

…
…

12. 50
116. 50

245. 28
1494. 75

现
值
费用
效益

26. 03
0. 00

14. 64
9. 57

8. 33
22. 78

7. 94
20. 97

6. 41
18. 73

6. 52
33. 94

6. 33
29. 06

5. 05
27. 26

…
…

1. 63
15. 15

109. 78
410. 50

EIRR: 59%
EN PV: 300. 72
EBC R: 3. 74

T: 4. 29a

注:计算范围为 1988～ 1994年间实施的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各项治理措施 ,价格以当地当时的综合价 ,基准点 1988— 01—

01,期限 18年 ;社会折现率 12% [1];评价指标 [1 ]为经济内部收益率 ( EIRR)、经济净现值 ( EN PV)、经济效益费用比

( EBCR)和投资回收期 ( T)。

表 2　　绿豆箐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

年份 (年 ) 项目 农业 林业 牧业 其他 合计

1987
面积 (h m2)

%

0. 4

2. 4

14. 3

84. 4

1. 9

10. 9

0. 4

2. 3

16. 9

1000

1995
面积 (h m2)

%

3. 0

17. 7

7. 5

44. 6

5. 8

34. 4

0. 6

3. 3

16. 9

100. 0

表 3　　绿豆箐经济结构及商品生产变化表

年份 (年 ) 项　　目 粮　食 经济林 薪炭林 牧　业 其　它 合　计

1987
产值 (千元 )

商品率 (% )

3. 0

0

0. 0

0

1. 0

0

2. 0

50

0. 0

0

6. 0

17

1995
产值 (千元 )

商品率 (% )

2. 0*

100

19. 8

100

5. 5

100

0. 0

0

0. 0

0

27. 3

100

　　注: * 为承包数 ,投入部分没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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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投入开发治理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生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及商品转化率 ,为以后

深度开发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2. 3　强化管理 ,提高效益

绿豆箐在高投入治理的开始就设专人管理 ,责、权和利到位 ,层层落实 ,以经济效益为主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其挂钩街接 ,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得各项措施得到

圆满完成 ,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同时治理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亦大幅度提高。

生态效益表现之一是植被盖度大幅度提高 ,治理前植被盖度不足 15% ,治理 5年后到 1994

年底除沟内小路、水面及个别陡坡、陡坎无植被覆盖外 ,其余全部被覆盖 ,总植被盖度为

91. 2% ;其二是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 1988年 11月沟口打坝 , 1989年底土坝拦截泥沙 2 391

m
3 ,侵蚀模数为 16 381t / ( km

2 a ) ,依此 ,作为治理前的土壤侵蚀模数 ,到 1994年底土坝内淤泥 2

653m
3 ,其中 1990年至 1994年淤泥 262m

3 ,平均侵蚀模数为 420t / ( km
2 a) ,较治理前减少 97% ,

除去邻近两沟流入的泥沙 ,实际该沟土壤侵蚀量小于 200t /( km2 a)。

社会效益之一是危害消除 ,治理前位于沟口的沙地村及 108国道经常遭受洪水危害 ,治理

后没有一次洪水危害 ,沟口居民安居乐业 , 108国道畅通无阻。其二是巨大的社会效益 ,干热河

谷侵蚀烂沟的开发治理及效益使人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样板和希望 ,使当地群众增强了开发

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对调动群众及社会共同自觉地进行小流域开发治理的投入起到了很大的

带动作用 ;其三是为我国流域治理资金投向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

3　有偿投入开发治理小流域的可行性

3. 1　贷款偿还

绿豆箐流域开发治理的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47% ～ 133% ,远远高于 12%的社会折现率 ,净

现值为 30. 07万元 ,经济效益费用比为 2. 11～ 13. 87,远远> 1,资金收回年限为 4. 29a,说明经济

效益很好 ,偿还贷款不成问题。

3. 2　社会环境

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 ,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但大部分荒山烂箐的使用权

仍归集体所有 ,因此对荒山烂箐的治理和管理上群众积极性不高 ,一面治理水土流失 ,一面新

的水土流失增加。目前 ,社会稳定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初步建立 ,相关法律亦正在逐步

健全和完善 ,这就要求小流域治理必需走开发治理的路子 ,近几年来 ,拍卖“五荒”使用权在全

国各地迅速掀起 ,使用权可以转让、继承 ,因此使用者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开发治理“五荒” ,同

时亦迫切需要国家给予一定贷款支持 ,这为开展有偿投入开发治理小流域奠定了群众基础。

3. 3　资金来源

目前国家开展综合治理的小流域达 10 000多条
[ 1]

,加上省上投入资金治理的流域则更多 ,

每个列入治理县的治理经费在 100万至几百万元之间不等 ,治理投入强度为 1. 5万元 /km
2。基

层很多省、地、县已开始实行类似有偿投入治理的办法 ,如“水保基金”、“防护林基金”等等 ,因

此客观上允许将每年治理的一部分 ( 20%～ 50% )作为流域开发治理的贴息贷款 ,用于滚动发

展。

3. 4　科学技术储备

以元谋干热河谷为例 ,“七五”、“八五”中央、省、地及县都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进行该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试验示范研究 ,取得的成果完全可服务于开发治理工作中 ,同时中

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所及云南省农科院都在此设立试验站和研究所进行长期研究 ,并有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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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队伍和较先进的设备 ,这为后期大面积开展有偿投入开发治理小流域提供了科学技术储备。
3. 5　管理工作

目前的职能主管部门是水保办、治理办等 ,他们的观念正在转变过程中 ,在农村有点网分

布的农业银行系统则完全有管理资金使用的功能 ,水保、林业等部门同银行联合管理有偿投入
开发治理小流域的资金则是现实和可行的 , 目前国内行业部门的科技贷款及水利部的节水农

业灌溉工程贷款都采用此办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水保、林业等部门的职能同市
场经济的接轨 ,有偿开发治理小流域服务的管理亦逐渐进入正规化、程序化和法律化 ,最终成

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4　结　语

( 1)元谋干热河谷侵蚀沟——绿豆箐小流域的高投入开发治理经济、生态及社会效益极为

显著 ,该沟总面积 16. 9hm
2
,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47% ～ 133% ,净现值为 30. 07万元 ,经济效益费

用比 2. 11 ～ 13. 87,资金收回年限为 4. 29a。植被盖度由治理前的不足 15% ,提高到现在的

91. 2% ,土壤侵蚀模数从治理前 16 381t /( km2 . a) ,减少到现在的不足 200t /( km2 . a) .流域的开

发治理使得住在沟口的居民安居乐业 , 108国道畅通无阻 ,同时使当地群众增强了治理的信心

和决心 ,对增加流域治理的投入具有巨大的带动意义。

( 2)有偿投入开发治理小流域的五个条件是①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高 ,贷款偿还有保障 ;

②群众基础好 ,社会稳定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建立 ,法律健全 ;③投入资金来源有保障 ;④科学
技术有储备 ; ⑤管理工作正规化、程序化和法律化。这些条件都已基本满足 ,建议政府及主管

部门尽快制定出台政策及条例 ,以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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