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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型生态农业循环系统中的人类行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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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是农业系统的核心,人类行为对农业系统的演变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按照人类行

为作用强度,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 3 个阶段。黄土高原地区处于第 2阶

段。在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 实现了人类行为/二元化0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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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Manps Behavior on Eco-agriculture With Commodity

WANG J-i jun

(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and Minist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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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being is the force at the core in agricultural circulating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inten-

sity of manps action,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is second stage in loess plateau region. Through con-

struct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with commodity, manps behavior duality may be solved and u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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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在农业系统中的地位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始终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是农业系统的核心。

农业系统对外界的辐射力及其向心力, 都是通过人对农业系统的作用而产生的(图 1)。

农业系统对物质和能量的投入所产生的作用强度在农业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是不均衡

的,这种不均衡性因其系统的特征而异。黄土高原地区比较贫穷和落后,所以周边生态环境对

黄土高原农业系统的作用强度似乎较弱,政府政策和周边社会环境对这一区域内的社会系统

作用强度较弱, 而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作用依次增强。周边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区域经济

系统刺激所产生的作用强度最大,超过了其它环境因子的作用强度,其次是社会系统, 最后才

是生态系统(图 2)。作为这一区域的人,一旦了解了周边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 他们总是渴

望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他们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况。这在目前情况下必须通过商品经济的发

展来实现,决策者和生产经营者对此都有较深刻地认识。所以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或者说在生

态系统的改良和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 所采取的策略、措施和手段必须使农民直观感觉是发展

商品经济,并且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也是发展商品经济。商品型生态农业首先满足了这一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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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系统循环简图

2人类行为效用与农业系统演变
2. 1 几点说明

( 1) /效用0在人们行为过程中具有决

定性作用,指人们对某种东西的满足程度。

它受两种因素影响: 一种是人们的预期目

标;另一种是人们对某种东西的认知程度

和判断准则。所以它反映的是在可预期的

经济水平和生活状况下, 人们行为主体的

主观性与客体的客观存在性的矛盾与统

一。按照微观经济学理论, 人们的行为总

期望于效用最大化。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人

因其不同经济与生活水平和判断准则, 会

具有不同的效用,因而在众多的客体中,不

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和行为。所以, 对

某人所产生的/效用最大化0的行为并不一
定是最佳行为过程。尽管如此, 别人若要强

行改变其这种行为过程, 他们就可能消极

图 2  周边环境对区域产生的影响简图

行事。最佳的选择是引导和帮助其提高对客体的

认识程度和优化其对客体的判断准则。因此, 应

注重行为结果直观性和可预期性, 并以引导为主

要手段促使其行为合理化。

( 2) 由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黄土高原农

业发展中的一对主要矛盾, 所以研究过程对其它

影响因素将不重点考虑, 且假设所涉及的生态系

统与经济系统都是可恢复与可重建的。

2. 2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演变
按人们感兴趣的程度, 即人们行为效用变化

情况,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演变过程可划为 3个

阶段: Ñ生态系统边际效用大于经济系统边际效
用; Ò 经济系统边际效用大于生态系统边际效用;

Ó生态系统边际效用等于经济系统边际效用。

在阶段Ñ , 人们主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生态系统恶化到近于危

及人类的生存或生态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强制约因子。比如泥石流冲毁生活用房, 人畜

饮水困难等。尽管(既使)其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人们的行为重心还在于对生存环境的改良。

又如工业的迅猛发展,在经济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时, 污染也日益严重,当污染危及到人类的生

活时, 消除污染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阶段 Ò , 人们主要解决的是温饱和发展问题。这一

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由于周边地区经济状况优于本区域,他们对发展经济特别感兴趣; 或在生

态系统还可以循环和可再生的情况下, 人们强化其对生态系统的利用和改造,以达到经济增长

之目的。当然生态系统潜在地存在着被改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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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各阶段生态与经济效用关系

在阶段Ó , 人们已能自觉地利用、改造、保护

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实现

了矛盾的统一(图 3)。

2. 3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系统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系统脆弱,必须

恢复或重建。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 对经济

系统施加作用力所产生的效用,远大于对生态系

统施加作用力所产生的效用。所以这一区域生态

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处于第 Ò 阶段。

3  商品型生态农业中人类行为过程
处于第 Ò 阶段的黄土高原农业循环系统中,

人们认为他们对经济系统施加作用力所产生的效

用大于对生态系统施加作用力所产生的效用, 因

而对经济系统投资具有特别的偏好。问题的关键是在不超越现实生产力情况下,能否通过引

导和帮助, 使农民在此的同时, 也能自觉地进行生态改良, 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可以实现

这一结果。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生态系统改良的行为过程, 实质上是在生态系统改良

的具体项目作为商品生产的生产条件出现时所产生的结果。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建立

把生态系统溶于经济系统之中,解决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分离和因此而产生的矛盾和不

相容。

设 y 1是原农业系统所产生的效用, y 2 是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所产生的效用, en 代表经济

系统, el 代表生态系统, 则

     y 1 = f 1( en, e l ) ,  5y1/5 en > 5y1/ 5el ( 1)

       y 2 = f 2( en, el ) ( 2)

在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过程中, e1 是 en 的一个生产条件,所以可以令 en = g ( el ) ,有

       y 2 = f 21g ( el ) , e l2 ( 3)

 令 f 3( el ) = f 21g ( el ) , el2
 则 y 2 = f 3( el ) ( 4)

(4) 式给人们的直观感觉是 el为提高总效用的重要因素, 所以, 为了实现总效用最大,必

须改良生态系统(在人们的心目中,5y2/5 el > 5y1/ 5el ) 。
在现有生产力和劳动力素质水平下,劳动力会考虑其行为效用。由于他们认为经济收入

比生态环境对他们更重要,所以对经济收入更敏感。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提出首先切

中这一要害。人们想要提高经济收入, 就得发展商品经济, 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提供发展商品

经济所需的条件,这其中一些生产条件的产生和实现正是生态系统改良的具体措施。所以人

们在自觉地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不自觉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实现了生态系统改良与发展经济

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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