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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生态化治理模式探讨

江 涛
,

黄明知
(武汉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

湖北 武汉 4 3 0 0 7 0)

摘 要
:

长江流域中上游的水土流失 十分严重
,

已严重威胁到全流域的社会
、

生态
、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虽

然
“

长治
” 、 “

天保
”

、 “

退耕
”

三 大工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水土 流失的加剧
,

但其本身仍有许多局限

与不足
。

由于治理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十分重要和紧迫
,

本文 在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了开征生态税
、

发展

生态经济农业
、

实施生态移民
、

加大生态进 口 和发展生态旅游等一系列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生态化治理 的新

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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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现状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流
,

全长 6 3 0 0 k m
,

流域

面积约为 1
.

8 0 火 1 06 k m
Z ,

其水土流失面积达 5
.

62 X

1 0 6
k m

Z ,

占全流域面积的 31
.

2 %
,

土壤 侵蚀总量达

2
.

24 X l护 t a/
。

长江全流域水土流失时空分布特点

为
:

( 1) 上游水土流失面积 占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

6 2
.

6 %
,

年土壤侵蚀量 占全流域年 土壤侵蚀总量 的

70
.

1 %
,

而上游 的水土流失又主要集 中在金沙江下

游
、

嘉陵江
、

沱江流域
、

乌江上游及川东鄂西的三峡库

区 ; ( 2) 长江中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主要集 中在湘
、

资
、

沉
、

澄 4 水 中游和汉江
、

清江
、

赣江中上游及大别

山南麓的倒
、

举
、

巴
、

稀
、

薪
、

皖诸水中上游
; (3 ) 从分

省水 土流失面积看
,

四 川省 2
.

47 只 10
6

k m
Z

居第 1

a t i o n m o d e l

位 ;
湖北 6

.

1 3 又 10 5
k m

Z ;
湖南 4

.

2 9 火 1 0 `
k m

Z ; 陕西

3
.

5 6又 1 0 `
k m

Z ; 江西 3
.

4 2又 1 0 `
k m

, ; ( 4 ) 按水系统

计
,

金 沙江 流域 水土 流失 面积最 大
,

达 1
.

35 又 10
5

k m
Z ;嘉 陵江 9

.

2 5 X 1 0 4
k m

Z ,

汉江 6
.

5 5 X I O`
k m

Z ,

崛

江 4
.

9 2只 1 0 `
k m

Z ; ( 5 ) 从 2 0 世纪 5 0 年代到现在
,

长

江流域水土流失 面积约增加 了 54
.

5 %
,

长江流域坡

耕地约增加了 40 % ~ 60 %
,

水土流失存在加剧趋势
。

2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严重后果及其

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水土流失不仅使流失区土层 日趋贫痔
,

恶化了当

地农业生态环境
,

而且造成长江中游江河湖泊泥沙淤

积
,

更加剧了流域内泥石流
、

滑坡
、

洪涝等 自然灾害的

发生频率
。

2。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长江流域除 1 9 9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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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1 9 9 4
,

1 9 9 5
,

1 9 9 6 和 1 9 9 8 年都发生了较严重 的水

灾
,

直接经济损失分别高达 2
.

53 x 10
1。 ,

5
.

90 火 10 伙

8
.

0 0 又 1 0 ` o

和 1
.

6 0 义 1 0 , `
元川

,

因此加快长江 中上游

地区以治理水土流失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刻不容缓
。

它是治理长江的根本大计 (长委水保局总工史立人
,

1 99 8 )
,

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生命线和 国民经济腾

飞的保障 (长委水保局局长熊铁
,

1 99 9 )
,

它对长江 中

上游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对三峡工程效益的

发挥
、

对长江中下游地 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的安危
、

对长江全流域的开发建设 和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大开

发
,

对实现 21 世纪中华民族经济巨龙的腾飞
,

具有全

局性重大战略意义 (马述林 等
,

2 00 1 )
。

按照水利部副

部长朱登锉的说法
,

能不能加快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防

治步伐
,

尽快减少进人江河湖库 的泥沙
,

关系到长江

等大江大河的长治久安
。

林禁伐后以木材为依托的交通运输
、

加工工业
、

商业
、

餐饮旅店等产业全面萎缩
,

林区 州县 2 级财政收入锐

减
,

而且像凉山州森工这样的企业禁伐后根本无力归

还所欠国家 4
.

00 只 1 ()s 多元 的巨额贷款川
,

长江上游

林区许多刚刚走出贫困步入温饱的县
、

乡镇的群众由

于收入大幅度减少而面临着重新陷人贫困的境地
。

另

外
,

上游林 区农民烧饭取 暖主要靠烧柴
,

不解决他们

烧柴的问题
,

则禁伐效果将在一定程度上打折扣
。

( 3) 退耕还林政策的时限性和局限性
。

现行的退

耕还林补贴只有 s a ,

s a
以后农民的吃饭

、

烧柴
、

用钱

问题如何解决没有明确规定
,

单靠农民自己解决困难

重重
。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好水土流失问题
,

首先必

须解决农民脱贫致富的问题
,

包括农民的吃饭
、

烧柴
、

用钱问题
,

这恰恰是天保
、

长治
、

退耕 3 大工程的局限

性所在
。

3 3 大常规工程治理措施的局限性

鉴于水土流失问题的严重性
,

1 9 8 8 年 国务院批

准将长江上游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 防治 区 (简称
“

长治
”
工程 )

,

并决定于 1 9 8 9 年首先在云
、

贵
、

川
、

渝
、

甘
、

陕
、

鄂等 6 省 1 市 15 2 个县
、

市
、

区 的 总面积 达

3
.

5 1火 1 0 5
k m

Z

的区域 内启动
“

长治
”

工程
。

1 9 9 8 年长

江发生特大洪水后
,

党中央国务院又果断决定在长江

上游 的 6 0 多个县 (市 )
,

总面积达 3
.

3 4 又 1 0 5
k m

Z

的

区域内全面禁止天然林采伐
,

同时关 闭林 区木材 市

场
,

这项措施 即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简称
“

天保
”

工

程 )
。

跟
“
天保

”

工程相配套的措施还有退耕还林
、

还牧

工程
,

它是指坡度在 25
。

以 上的耕地实行退耕还林
、

还牧
。

上述 3 大工程实施对遏制长江上游水土流失起

了很大的作用
,

但 同时也带来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

( 1 )
“
长治

”
工程资金投人严 重不足

、

结 构不合

理
。

据权威资料介绍
,

高标准治理 l .k m
“
水土流失 面

积
,

需开挖土石方近 3
.

00 火 1。`
m

3 ,

投工 2
.

00 又 10
“

多

个
,

总投资达 5
.

00 x 1 s0 元左右圈
,

而 目前 国家 的补助

标准仅为 3
.

0 0 又 1 0 `

一 6
.

0 0 又 1 0 `

元 / k m
Z ,

与实际资

金需求相去甚远
,

而水土流失治理区 大多是贫 困地

区
,

许多地方财政十分困难
,

故基本上靠国家投入
,

国

家对
“
长治

”
工程的年投人达到 3

.

00 火 1 0 8

元以上
,

地

方匹配 1
.

20 x 1 0s 元川
。

水 土流失治理的主要受益方

是下游
,

而下游补偿费的惟一体现就是国家的税收再

投入到治理中的那一部分
。

( 2) 天然林禁伐后上游林 区地方财政非常困难
,

农民烧柴问题非常突出
。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区大

多属贫困地区
,

长期以来其财政收人的绝大部分靠木

材
,

有 的县甚至高达 91 写川
,

号称
“

木头财政
” ,

天然

4 水土流失生态化治理新模式

4
.

1 开征生态税
,

解决天保
、

长治
、

退耕 3 大工程实

施资金长期投入的稳定来源问题

为合理而有效地 实现资源
、

生态的价值补偿
,

许

多公共财政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都开始关注能否将

税收用于生态 目的
,

并且开始敦促或建议政府运用各

种经济和政策工具
、

手段对造成生态
、

环境破坏与污

染 的企业或个人征税
,

让污染主体的外部成本 内部

化
,

因此生态税由此而生
。

所谓生态税
,

就是以保护生

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主要 目的
,

向所有因其生产和消

费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纳税人征收的税金
。

因为生态资源消费者可 以用过度消费生态资源

发展生产的办法
,

将资源产业剩余利润隐性地转移到

自己的企业收益 中来
,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投资饥渴和

消费扩张
,

造成 了生态恶化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

因此

开征生态税十分必要
。

开征生态税不仅增加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成本
,

迫使它们减少污染和浪费性地消耗公共资源
,

达到维

护生态
、

保护环境的 目的
。

更重要的是 国家可将生态

税的收人用于生态环境的治理投资上
,

从而缓解生态

投人的不足
。

这样就可 以解决上面提到的流域水土流

失治理投人不足
、

投人结构不合理问题
。

4
.

2 发展生态经济农业

发展生态农业是解决退耕还林后长江上游地区

农民脱贫致富
、

实现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

而发展生态农业最主要的内

容和最 紧迫的任务是利用好 占退耕还林总面积 20 %

左右的经济林
,

来发展高效抗侵蚀的饲草
、

饲料种植

基地 及其加工业
、

畜牧业
,

发展新 型天然药物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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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地及其加工业
,

发展新型饮料植物种植基地及其

加工业
,

发展新型 中药材种植基地及其加工业
,

以绿

色食品为重点的土特产品
,

发展 以花卉为主的天然植

物资源基地种植及加工
、

运输 ;发展 以特色优质水果

为主的水果
、

干果基地及其加工
。

4
.

3 实施生态移民

从水土流失的成因分析可以发现
,

水土流失恶化

加剧在很大程度是
“

人为
”
的

。

许多专家都认为生态环

境的破坏包括水土流失的加剧都是
“

人祸重于天灾
” 。

因此要治理好水土流失
,

人为因素必须考虑
。

而现在

长江上游许多地 区人口 数量已超过了当地的人 口 承

载力
,

使得生态失衡
,

如一些生态脆弱地区 的人 口数

量虽然不多
,

但已经超过了它的环境容量
。

如果将原

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 口
,

通过移民的方

式集中起来
,

在合适的地区形成新 的村 (镇 )
,

不仅可

以使得迁出地区 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
,

同时由

于集中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可以解决移民人 口

的温饱问题
。

许多地区的实例证明
,

生态移民对迁入
、

迁 出地

产生明显的生态效益
。

如甘肃定西
、

挑临 2 县 2
.

00 只

1 0 5

移 民按人均 1 1 4
.

4 O m
Z

计算
,

如果耕地 的 1 / 2 还

牧还林
,

将减少 5 0 %的土壤侵蚀量
,

每年可减少流失

1
.

38 x l护 t
。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严重的许多地区都很

贫困
,

人 口分散但生态环境脆弱
,

因此在其它措施难

以从根本上解决水土流失问题的时候
,

就必须对这些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实施生态移民
。

4
.

4 解决
“

天保
”
工程实施后木材供应短缺问题

生态进 口包括
:

大量进 口木材纸浆 ; 大量进 口 粮

食
。

据统计进口 2
.

00 又 1 07 t 粮食相当于进 口 5
.

00 义

10 6
h m

Z

耕地和 2
.

0 0 火 1 0 , 0
m

3

水资源 〔 6刁
,

这对减少耕

地压力
、

控制水土流失非常重要
。

进 口石油天然气
、

矿

产资源等
,

以增加我国的资源战略储备
,

实现社会
、

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

4
.

5 尽可能开发利用水电能源

水 电属于清洁可再生能源
,

因此应大力发展水

利
、

水电设施
。

这不仅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理水土流

失
,

还可以解决上述的农 民烧柴问题
。

同时应坚决关

闭小火电
,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
,

如天然气电力生产
。

4
.

6 发展生态旅游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
、

发展势头最

强劲的新兴产业之一
,

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

现在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 5 旅游大国
,

旅游市场

前景十分广阔
。

截至 2 0 0 1 年底
,

全国已建立不同类型

的森林公园 1 2 1 7 处 (其中国家森林公 园 38 0 处 )
,

年

吸引游客达 8
.

00 又 1以 人次
,

年直接旅游收人达 2
.

80

x l护 多元川
,

旅游业已成为支柱产业
。

长江流域 自然风光秀美
、

名胜古迹众多
,

拥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
。

目前区内有省级以上名胜景区 40 多

处
,

国家文物重点保护点数万处
,

国家 自然保护 区占

全国 1 3/ 以上
。

但传统的旅游方式
,

已对旅游资源
、

生

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

制约 了旅游业的持续

稳定发展
。

而生态旅游作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全新的

旅游形式
,

对流域 内的经济发展有 巨大的推进作用
。

因此要解决许多地区 的脱贫致富问题就必须大力发

展生态旅游
。

要综合治理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问题
,

必须以生

态效益为中心
,

并与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相结合
。

在治

理水土流失时
,

要运用适当的经济
、

行政手段
,

将农民

的脱贫致富
、

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水土流失有机地结合

起来
。

这样才能长远地保证水土流失的治理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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