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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的应用还 处于探索阶段
。

从小 流域的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

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和过程出发
,

兼顾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3 大效 益
,

以可持续 发展发展度指数和协调 度指

数为基础构成了小流域可持续发展评判指标体 系
,

并将小流域 可持续 发展 程度 划分为 6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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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综合治理
,

又称 山区 流域管理
、

集水区经

营
,

其定义是
:

为了持续获取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

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以流域为单元
,

在全面

规划的基础上
,

合理安排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用地
,

因地制宜地布设综合措施
,

对水土资源及其它再生 自

然资源进行保护
、

改 良与合理利用
。

小流域经营的实

质是实现山 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经营 r ’ 〕 。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i n d e x s y s t e m

1 小流域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

1
.

1 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概念

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是反映

小流域治理过程中社会 一经济一自然这一复杂生态

系统运行过程 中的动态关系
。

由此可见
,

小流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一词中的

中国山 区 流域经营的对象是山 区流域生态经济

系统
,

主要内容是水土资源与再生 自然资源
,

而不是

泛指一般的 自然资源
。

中国流域经营的含意是保护
、

改 良与合理利用
,

而不只是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

或 山

地灾害的防治川
。

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山 区
、

丘陵区 和风沙区川
。

小流域综合治理对我国的山区脱贫致富
,

改善人民的

生活水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如何使小流域综合治理

沿着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进将是 21 世纪小流域综合治

理面临的新课题
。

“

指标体系
” ,

至少应具备以下 3 方面的功能
:
(l ) 它

应该能描述和表现任一时刻发展的各个方面的现状
,

如人群生活质量
、

经济水平
、

环境质量等
。

( 2) 小流域

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要 能够描述小流域各

个方面之间在任一时刻发展的变化趋势
,

如森林覆盖

率
、

水土流失治理率
、

经济增长率等
。

( 3) 它能够描述

和表现出发展各个方面之间的协调程度
。

由此可见
,

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

人与 自然关系的一种
“

刻画
”

和
“

模拟
” ,

是一个较为复

杂的系统
,

决不是 一 个简单的 G N P 就能取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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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小流域治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现状

自 2 0 世纪 80 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明确提出以

来
,

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重视和普遍的认同
。

在我

国
,

可持续发展也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

一
。

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理论应用十分迅速
,

在许多行

业正在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产业
,

如可持续农业
、

可

持续林业
、

可持续工业等
,

同时可持续发展在 自然
、

社

会
、

经济等领域的应用
,

形成 了一些新的概念
,

如可持

续的社会
、

可持续的经济
、

可持续的环境
、

可持续的增

长等 [’, 5
,

“
· ` 5 〕

。

在水土保持领域
,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

应用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
,

目前的工作主要是探讨水

土保持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在小流域治理可持续发

展评价这一重要问题上
,

国内外学者只在可持续发展

评价指标建立上做 了一些研究阶
` 3 3

,

但对小流域可

持续发展评价的研究不是很多
,

特别是较为系统的
、

完整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就

更少了
。

建立和完善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对我国更进一步开展小流域治理工作具有

现实的指导意义
。

1
.

3 建立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的基本原则

流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最终的服务 目的是为
“

当地政府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
” ,

并且最终要在区域

经济核算 中应用
,

因而
,

作为小流域可持续发展指标

体 系
,

它应遵循以下原则
:

( 1) 科学性
。

选择的指标

有一定的代表性
,

指标基本上能反映流域经营的内涵

和目标的实现程度
。

( 2) 可行性
。

指标一定要具有可

测性
,

同时做到数据 易于收集
,

计算方法容易掌握
。

( 3) 系统性
。

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统一整体
,

应能够反

应和测度评价的主要特征和状况
。

( 4) 独立性
。

各指

标间相对独立
,

避免重复计算和评估失误
。

( 5) 简明

性
。

各项指标意义明确易于测量
、

计算
,

各类型指标体

系间无交差
、

包裹
、

重叠
。

( 6) 可比性
。

各项指标体系

的计算结果应该具有系统 自在不 同时段 的纵向可 比

性以及不同系统相同层次在同一时间的横向可 比性
。

( 7) 层次性
。

指标体系应根据评价对象和内容分出层

次
,

并在此基础上将指标体系分类
,

这样可使指标结

构清晰
,

便于应用
。

1
.

4 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建立

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

虑
,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过程是
“

社会一经济一 自然
”

复

合生态系统运行的过程 ; 小流域治理的 目标是为了获

取 3 大效益 (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 )最佳
。

在

制定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时应

从小流域的
“

社会一经济一 自然
”

复合生态经济系统

的运行机制和过程出发
,

兼顾小流域治理的 3 大效益

(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

提出以下指标供参

考 [`
, ` O〕 :

( l ) 人均纯收人 ; ( 2 ) 恩格尔系数
; ( 3 ) 贫困

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 ; (4 ) 享受社会保障人 口 占总

人 口的比例
;
(5 ) 人均受教育的年 限

;
(6 ) 人 口 的自

然 增长率
; (7 ) 人均的 国土面积 ; (8 ) 人均耕 地面

积 ; ( 9) 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
; ( 1山 人均能源 占有量 ;

( 1 1 ) 自然灾害受灾人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 ; ( 1 2 ) 水土

流失治理率
; ( 1 3 ) 森林 覆盖率

; ( 1 4) 水环境质量 ;

( 1 5) 大气环境质量
。

2 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评价

可持续发展 的最终 目标是在资源和环境容量允

许的前提下
,

实现经济
、

社会
、

人 口
、

资源与环境 的协

调发展
。

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协调度是以发展

度
、

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协同发展为基础
。

在小

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评价 中选用 了发展度
、

环境

容量综合指数和协调度等 3个指标来进行评价
,

各指

标计算公式如下
:

( l) 发展度
。

发展度是指小流域经济
、

社会和人

口综合发展状况
。

其计算方法采用加权平均法对发展

度进行评价
,

计算公式如式 ( l) 所示
:

D 一 艺不 w ( 1 )

式中
:
D

— 发展度指数 ; 舌

— 构成经济发展综合

指数
、

社会发展综合指数以及人 口状况综合指数的数

值
; w

;

— 各综合指数的权重
。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
,

以某一年 (通常建议为治理开始年 )为基准年
,

采用定

基发展速度指数对发展度
,

以及组成发展度的经济
、

社会
、

人 口综合指数进行评定
。

定基发展速度也叫总

速度
。

评价期水平与某一固定时期之比说明评价期对

某一 固定时期水平已发展到 (或增加到 )若干倍
,

用于

表达在较长时期内总的发展速度
,

用 ( 2) 式来计算
:

。 一

客熟
+

黔
2
+ “

黔
·

( 2 )

式 中
:

Q
l

— 第 i 个指标的现状数值
;
Q

,。

— 第 i个

指标的基准年数值
; W

:

— 第 i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

( 2) 环境容量综合指数
。

环境容量综合指数的评

价采用指数法进行
,

用式 ( 3) 计算
:

E
, 二

一 艺 S 二
,

( 3 )

式中
:
S

,

— 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

用下式求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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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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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个指标的实测值
;氏 第

,

项指标

的环境标准
。

对于具体 的数值指标 所组成 的数值指

标的分析
.

主要分析各数值指标在 可持续发展中的变

化趋势
。

因此
,

对指标层的分析
,

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

中的定基发展速度和平均发展速度进行分析
。

定基发

展速度 y 的计算公式如 ( 4) 式所示
:

发展 ; 易
,

一 。一 3 0 写时
,

为基本 可持续发 展 ; S
D
一

3 1抓 一 6 0 %时
,

为可持续发展
; S

, ,
一 61 % 一 100 %时

,

为强可持续发展 ; S
, ,

> 1 00 %时
,

为最可持续发展
。

3 结 论

4)基
y 一 生

.

业 A 生
倪 。 倪 。 “ 一〕

式中
:

a(}
-

一 某指标的基准年的数值
; a l

aA

准年次年起各年的数值
。

平均发展速度用式 ( 5) 表示
:

二 一 孤
1二 2

沂
,

一

撅 (5)

( 3) 协调度
。

协调度反映了 3 个系统之间的协调

关系
。

这种协调度是一种相对的协调
,

而并不是一种

绝对的协调
。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

理想的协调发展是在经济
、

社会发展和人 口素质提高

的同时
,

实现资源承载能力不断地增强和环境容量的

不断改善
。

但在实际的小流域综合治理 中
,

特别是在

我国的山区
,

在其脱贫致富过程中如何做到对资源的

最大利用和对环境的最大保护
。

如果发展搞不 上去
,

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是不可能实现的
。

在客观实际中衡量可持续发展总体状况的协调

度不可能达到发展度
、

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同向

发展状态
。

因此
,

相对协调度是指在加快发展 的同时
,

在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 的前提下努力做到净增

长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

即发展度是在资源承载

力和环境容量范围内的协调发展
,

协调度不是由发展

度和环境容量
、

资源承载力三者的乘积关 系构成
,

而

是由三者之间的加和关系构成
。

这种关系可以用公式

( 6) 表达
:

C 一 艺 (二 一 1) ( 6 )

式中
: C
一 可持续发展协调度

; 二 -

一 第
Z

个综合

评价指标的指数值
。

( 4) 可持续发展评判标准
。

可持续发展用协调度

与发展度的比值来作为评判标准
。

即用扣除环境
、

资

源损耗的有效发展 占总发展的比例来作为评价标准
,

用式 ( 7) 计算
。

5
2。

C
一 石 入

I 少

1 0 0 % ( 7 )

式中
:

凡 一 可持续发展评判数值
; C 协 调度

:

D
-

一 发展度
。

对各综合指标分别进行计算
,

并按 6

级评判标准进行划分
,

评判标准
:

凡
,

< 一 3。% 时
,

为

不可持续发展 ; 凡
,

- 一 30 % 一 。 时
,

为基本不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小流域综合治理 中的应用处

于探索阶段
,

如何使小流域综合治理能够沿着可持续

发展方 向
,

则是未来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中的重点
;

对于不同地区 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

标的选择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的调整 ; 可持续发

展评判的分级也仅供参考
,

究竟适合与否还有待实践

之检验
。

总而言之
,

能够反映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发

展趋势 (方向 )则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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