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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水土保持与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生态适宜型农村经济地域模式已在黄土高原中部丘陵区许

多村级小尺度单元获得了成功。为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大的地域范围,以位于延安的燕儿沟中尺度流域

为例, 在较为系统地分析和总结该流域“九五”期间产业基础建设和大农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工作业绩的

基础上, 对燕儿沟流域进行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性评价,结果表明生态适宜型农村经

济发展模式在中尺度条件下是有效的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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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daptation to

Eco-environment in Middle Hilly Regions of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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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 n the ideology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and eco no mic coo rdinat ion dev elo pment , it is

successful for rural eco no 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daptat ion to eco -environment to be pract iced in many v il-

lages of the middle hilly reg ions o f the lo ess plateau. In order to expand the litt le scale successful pat tern to

larger areas, it is appr opr iate for a middle scale area to be instanced in Yaner gou w atershed. T he prog ress

and achievement of the industr ial basem ent const ruct ion and ag ricultural development o f the w atershed from

1997 to 2000 are m ainly analyzed and sum marized. Af ter systemat ically ev aluate the eco-envir onmental eff ect ,

economic benef it and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of Yanergou w atershed's pat t ern, the authors think it is feas ible

to establish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 t ern adaptat ion to eco-enviro nment in the middle scale are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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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各项农村改革政

策的落实,一定数额外来资金的投入和系列科技成果

的应用,黄土高原中部丘陵区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围

绕控制水土流失、整治生态环境、开发优势资源而走

向小康、富裕之路的典型村镇,初步形成了诸如林果

型、草畜型及城郊型等为发展特色的农村经济地域范

式[ 1]。林果型范式分布最广,成熟度也较高,其发展的

基本措施是在规模性栽种苹果、杏、葡萄等经济林和

槐树、白榆等用材林的基础上,大搞退耕还林,同时依

靠科技提高粮食单产。草畜型范式起步较晚,目前仍

处于发展阶段。从空间分布、退耕还草规模和畜牧业

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比例看, 草畜型又可分为南、

北 2个亚类。南范式如南泥湾镇的桃宝峪村,饲草资

源以天然次生林为主,人工种草为辅,走的是依靠科

技和管理兴牧强村、牛羊猪禽综合发展的路子。北范

式主要分布于 550 mm 雨量线以北的半干旱地区,基

本上都是采取大面积退耕种草推动畜牧业发展的措

施。城郊型主要分布于临近延安市的川道地,多为农

林牧渔及商饮服务业混合型经济[ 2]。这些小尺度成功

范式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在黄土丘陵区建立生态适

宜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效的和可行的。本文试以

位于延安宝塔区的燕儿沟中尺度流域为例, 通过系统

分析研究进一步验证生态适宜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在中尺度条件下的可行性,以便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

府开展规模性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村经济

协调发展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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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燕儿沟流域概况

燕儿沟位于东经 109°20′00″—109°35′00″, 北纬

36°28′00″—36°32′00″。沟口距延安市 3 km, 属延河 2

级支流, 主沟长 8. 6 km , 呈东南—西北流向,流域面

积 46. 9 km 2。流域东南高、西北低, 海拔在 986～

1 425 m之间。沟壑密度 4. 8 km / km
2
, 主沟比降为

2. 41‰。地表坡度构成情况[ 3, 4]是小于 10°占 5. 24% ,

10°～15°占 24. 68%, 15°～25°占 33. 54%, 大于 25°占

36. 55%。气候具有明显的由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特

征。年平均气温 9. 8℃, 无霜期约 170 d, 大于 10℃积

温 3 268℃。多年平均降雨量 558. 4 mm, 地带性原始

植被破坏殆尽,少量人工林由刺槐、杨树以及柠条等

灌丛组成。土壤以黄绵土为主, 有机质含量多在

0. 0961% ～0. 188%, 全氮 0. 0464%, 速效磷4. 20

mg /kg。流域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42. 55 km2 ,占总面积

90. 72%。土壤侵蚀模数为 9 000 t / ( km
2
·a) ,属于强

度水土流失类型区。根据 1998年实测资料 [ 5] ,燕儿沟

河道常流水流量为 0. 002 5 m3 / s, 年径流总量为3. 78

×10
5

m
3
,其中洪水径流量占 79. 3%。1998年沟口泥

沙总量为 133 950 t ,流域输沙模数为 3 148 t / ( km
3·

a)。流域内有 14个行政村, 1997年底总人口 2 932

人, 人口密度为 63人/ km
2
。1997年底有坝地 118. 7

hm
2
,梯田 94. 8 hm

2
,坡耕地 1 617. 6 hm

2
, 果园 174. 1

hm
2
; 天然次生林地 434. 7 hm

2
, 人工乔灌林地 507. 8

hm
2
; 其余 1 739. 7 hm

2
土地为荒坡地和其它用地。农

村经济以大农业为主体,农林牧并举。1997年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不足 800元。由于大农业为主体的农村

经济受年降水量多寡及季节分配不均性影响显著,居

民人均收入年际波动幅度较大
[ 6]
。

2　产业基础建设模式

燕儿沟作为“九五”期间黄土丘陵区生态农业综

合建设示范研究中尺度流域, 经过几年的开发和示

范,其农村经济发展虽然存在诸如赵庄城郊型、庙河

林果型、杨家畔水保型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模式, 但从

总体而言,基本上都属于生态适宜型农村经济发展模

式。从模式发展阶段和产业开发层次等角度看,燕儿

沟起步阶段的工作可被视为基本结束,正处于发展阶

段初期。到 2000年底其产业基础建设的状态特征为

人均基本农田达 0. 17 hm
2/人, 其中坝地占 4. 26% ,

梯田占 95. 74%; 人均果园面积 0. 109 hm 2/人,优质

果园比例小, 除石头沟、鸡蛋卯和庙河等显现主导产

业特质外,其它村子都处于培养过程中;林草植被面

积达2 169. 7 hm
2 ,但其中仅有434. 7 hm

2 天然次生林

具有现实水保或生态价值, 其余为人工林和人工草,

尚在培育发展中。此外,燕儿沟有 984. 2 hm 2 的荒沟

坡地已被封禁。由于林草植被尚未完全恢复,与林草

有密切关系的牧业仍处于限制阶段,有限的养羊、养

猪业以圈舍为主。农村经济以种植业为主, 林果业有

一定发展,畜牧业占较小比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

1 541元,已进入温饱阶段。

基于现已初步成型的产业基础建设模式,燕儿沟

在今后 3～5 a 内定型的土地利用结构状况(图 1)是

耕地(图 2)达到基本农田面积 604. 3 hm
2
, 占土地总

面积 12. 88% , 全部由坝地和梯田组成; 果园 334

hm
2
, 占 7. 12% , 另有其它经济林地 68. 3 hm

2
; 森林

1 684. 1 hm
2
, 占 35. 91% ,其中除了保护好天然次生

林外,另将现有的 964. 1 hm
2 人工林和 285. 3 hm

2 人

工灌木林恢复成森林,以使森林起到水保和生态良性

循环骨干屏障作用(图 3) ;定型后的灌丛草地面积约

有 1 481. 8 hm
2 ,占 31. 59%, 主要由目前的人工草地、

封禁荒沟坡地和少量坡耕地构成;其它用地约 515. 7

hm
2,占 11%。相应的农业模式将以畜牧业和林果业

为主体, 并伴随自给性种植业存在。由于围绕畜牧和

林果产品深加工、商贸及配套服务业等规模性非农产

业将超越燕儿沟流域、跨越更大的地区而存在,固本

文在讨论燕儿沟生态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时重点考

虑农业模式,不对非农产业作深入的展开。

图 1　燕儿沟流域土地利用结构

图 2　燕儿沟流域农耕地及坡耕地、基本农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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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燕儿沟流域林地变化情况

3　农业发展模式

农业模式中的自给性种植业基础是由 118. 7

hm
2 坝地和 485. 6 hm

2 梯田构成的基本农田。燕儿沟

种植于梯田和坝地的主要农作物为玉米、马铃薯、谷

子和大豆等。据邓西平等调查,若燕儿沟基本农田中,

坝地全种植玉米,梯田种植结构为谷子、马铃薯和玉

米各占 1/ 3, 各种作物单产取 1998年实际平均单产,

则燕儿沟粮食总产量可达2 794. 2 t , 其中玉米约占

54. 6% ,马铃薯占 29. 1% ,谷子占 16. 3%; 按 2000年

人口规模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可达 911. 4 kg /人, 将

远远超过人均 400 kg 的标准。在同一年度里,由刘普

灵等进行的梯田、坝地种植玉米、谷子、大豆和马铃薯

等作物丰产试验表明, 通过引进新品种,采取适当的

耕作方法和新技术措施,梯田或坝地农作物单产量能

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显示出燕儿沟基本农田仍有较大

的现实生产潜力可以挖掘。总面积 334 hm
2
、人均约

0. 01 hm
2 的果园应是燕儿沟林果业培育和发展的主

体,也是近年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燕

儿沟果园建设在各村乃至各户之间参差不齐,从总体

上看处于发展初期。其基本特点是挂果率低,技术和

管理水平不高, 初果期果园单产间于 3 000～7 500

kg / hm
2
之间, 有待进一步集约化和提高果园等级。按

照果园等级划分标准, 燕儿沟的果园一般只要水、肥

补给及管理措施等得当,可以达到 3级果园标准,单

产量为 15 000～30 000 kg/ hm 2, 预计年总产量可达

5. 01×10
6
～1. 00×10

7
kg。

建立在未来流域 3 165. 9 hm
2 森林、灌丛和草地

基础之上的畜牧业应该是燕儿沟农业模式中另一主

导型产业,也是构成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燕儿

沟传统畜牧业以养羊为主, 1997年羊只存栏总数约

4 800只, 主要以天然林灌地和荒草坡地放养方式为

主。1998年开始为恢复植被、封山育林,养羊受到限

制, 预计羊只限牧封育期将持续 5～7 a。开封后, 在不

使林草植被发生退化、劣化的条件下,燕儿沟的畜牧

业能发展到多大规模将直接取决于林草植被的载畜

能力。若按 4级草场估算[ 7] ,燕儿沟的载畜能力可达

7 500只羊单位,如通过改变饲养方式和扩大人工草

地种植面积比重,载畜能力将会高于这个数值。

4　效益及可持续发展分析

生态环境效益是燕儿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首先

追求的目标。从产业基础建设模式和土地利用结构可

知, 燕儿沟定型的土地利用结构中林草用地比例完全

符合“山川秀美”所要求的景观外貌, 森林覆盖率

35. 91% ,林草植被覆盖率近 68% ,若再加上果园面

积, 植被覆盖率77%。由梯田、果园、森林和灌丛草地

等工程和生物措施控制下的地表土壤侵蚀量也会得

到较大幅度的减少。梯田减沙效益 95%以上。据“七

五”期间小流域示范研究成果
[ 8]

,森林地表层土壤抗

冲刷力比农地高 93～850倍,减沙效益可达 98% ;草

地表土抗冲刷力比农地高 32～83倍,减沙效益超过

70%。总体而言, 燕儿沟坡地的减沙效益在 80%以

上。沟谷治理方面,理论上燕儿沟可淤地面积高达

534. 47 hm
2 , 从经验角度分析, 可淤地面积大约为

246. 32 hm2 , 由此推算得燕儿沟理论坝地系数为

0. 209,经验坝地系数为 0. 454, 表明其沟谷治理已达

中等程度。

对燕儿沟由大农业产出构成的经济效益的合理

估计应该等大农业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恢复到相对稳

定之后, 预计应该在 2010年前后,在此之后燕儿沟的

大农业发展已步入稳定成熟阶段,农业发展模式部分

所讨论的粮食生产、果园发展以及养羊等潜力都将变

成现实。粮食总产可达 4 000t 余,苹果总产量可达到

5. 01×106
kg 以上的规模, 放养畜牧业可实现7 500

只羊单位的规模,仅大农业收入即可使燕儿沟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至少达到 3 000元。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因既定的农村经济发展

模式不对所依赖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构成威胁, 故不

存在生态环境破坏或劣化问题。需要具体衡量的是随

着人口的增长,在人口达到高峰值时,燕儿沟居民人

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状况。据燕儿沟实际情

况, 若将其人口高峰值年定为 2040年, 且 2040年前

人口自然增长率取值情况为 2000—2010年取 12‰,

2010—2020年取 8‰, 2020—2030 年取 4‰, 2030—

2040年取 2‰, 2040年后为零增长或负增长, 那么到

2040年燕儿沟人口将达到 3 971人, 较 2010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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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相应的人均基本农田面积较 2010 年下降

13%,人均果园面积下降 13. 1%, 人均羊单位占有量

下降 12. 9%(表 1)。由此可知, 即使不考虑人口城镇

化以及非农产业发展等引起人口的流动,燕儿沟生态

适宜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也能维持人口峰值时农村

居民生活达到较高的水平。

表 1　燕儿沟人口、人均基本农田等随时间变化情况

指　标 2010 年 2020 年 2030年 2040 年

人口/人 3 454 3 740 3 892 3 971

人均基本农田( hm2/人) 0. 175 0. 161 0. 155 0. 152

人均果园( hm2/人) 0. 097 0. 089 0. 086 0. 084

人均羊单位(只/人) 2. 17 2. 01 1. 93 1. 89

5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在燕儿沟中尺度流域采取集生态环境

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于一体的生态适宜型农村

经济地域模式是成功的,同时也证明该模式适用于黄

土丘陵区大部分与燕儿沟流域条件相似的区域。从国

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方针和燕儿沟中尺度流域案例所

展示的成功经验看,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村

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十分乐观的。首先,国家西部大开

发行动不仅为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政策

保证,也为发展农村经济提供了产业基础建设资金投

入保证;其次,当地农民也深刻认识到了恶化的生态

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性, 有投身参与生态环境

建设进而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 第三,大量科学研

究和长期定点试验示范研究提出的有效措施和对策

为黄土丘陵区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

长足发展提供了科学保证。未来,黄土丘陵区只要抓

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契机, 配合黄土高原生态环

境建设,加大科技投入和合理使用有限资金, 坚持走

生态适宜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子,农村经济水平

将会得到快速、稳步的提高。基于燕儿沟中尺度流域

的成功经验, 黄土丘陵区在建设生态适宜型农村经济

发展模式时应注意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1) 以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退耕还林还草,走

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选择一、

二个主导产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主攻方向,在通过

发展主导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 调整农业用地结

构,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兴建经济林、用材林和人工

草地,提高植被覆盖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发展资源

环境适宜型林果业和草畜业。

( 2) 依靠科学技术,强化科学种田,提高土地生

产力。由于大面积退耕, 原有的粮食种植面积锐减,为

能做到减地不减产,应破除农民广种薄收传统耕作观

念, 大力推广农业实用科学技术, 如采用良种化、大垄

沟耕作和早播等农业抗旱措施,使农作物单产成倍增

长, 人均产粮不仅不会减少, 反而应高于过去,且稳定

在较高的水平上。

( 3) 制定科学管理方案, 强化产前、产中和产后

服务。如成立了果农协会和林果生产技术咨询服务小

组, 并通过聘请专家和科技人员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

方案,定期举办果树管理学习班和现场指导拉枝、揉

枝、修剪等措施以提高农民果树管理的技术水平。在

产销服务方面, 果农协会可负责协调果农的各项事

宜, 从育苗、栽种、修剪到收获、储藏、销售进行系列化

服务。

( 4) 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全面推进农村社会

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积极发展农村经济的

同时,应注意改善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和解决农村

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各项事业发展的问题。如进行村

民住宅规划、打井灌溉和饮用自来水、补修翻修校舍、

修路架桥、建电视差转台、办书报阅览室、医务所和养

老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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