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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土 保持 健态工程 径 济评价 中几个 问题 的探讨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项 目的管理现 已纳人 国

家基本建设管理程序
,

对水土保持项 目进行经济评价

以前主要 根据 《水 土保持综 合治理 效益计 算方法 》

( G B / T 1 5 7 7 4一 1 9 9 5) 中 的 规定 计算经济效益
,

列人

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后
,

经济评价还要根据《水利建设

项 目经 济评价规 范 》 ( 以下 简称 《规范 》 ) ( 5 1
一

72 一 9 4)

进行国 民经济评价
。

水土保持的经济效益有直接经济

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 2 类
,

经济效益主要计算产投比

和 回收年限
。

国民经济评价是从国家整体角度
,

采用

影子价格
,

分析计算项 目的全部费用和效益
,

考察项

目对国 民 经济所做 的净贡献
,

评价项 目的 经济合理

性
。

国民经济评价 的指标有经济内部收益率
、

经济净

现值和经济效益费用 比
。

在经济评价计算过程中
,

社

会折现率的采用
、

产出品价格的 确定等往往会 出现偏

差
,

产生偏差的原因是 《规范 》主要针对传统意义上的

水利
、

水电项 目
。

1 关于社会折现率的采用

社会折现率是项 目 国 民经济评价 的重要通用参

数
,

表示从 国家角度对资金机会成本和资金时间价值

的估量
。

按照 《规范 》的要求对属于或兼有社会公益性

质的水利建愁乏项 目
,

可同时采用 12 % 和 7 % 的社会折

现率进行评价
。

项 目是否经济合理
,

国民经济评价指
。 标的 比较均与社会折现率的采用有直接关系

。

其中经

济内部收益率当其数值大于或等于社会折现率时
,

该

项 目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经济净现值用社会折现率将

项 目计算期内各年的净效益折算到计算期初的现值

之和表示
,

当其值大于或等于 。 时
,

该项 目是合理的
。

在水利行业进行国 民 经济评价一般是在水电 站
、

防

洪
、

治涝
、

灌溉等工程中
。

水土保持工程既然 已列入国

家基本建设项 目
,

就要依照基本建设项 目 之规定
,

进

行国民经济评价
。

在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程中
,

前

几年主要在世界银行水土保持项 目中才进行国 民经

济评价
。

在黄河流域影响社会折现率采用 的一个主要 因

素是
:

拦减黄河上中游的入黄泥沙可减少下游河道治

理投资
,

一般 的计算方法是黄河下游 每增加 I t 泥沙

国家就要增加 1 元清淤费用
,

因此黄河上中游的水土

保持工程每减少 I t
人黄泥沙在计算产出效益时就增

加收益 1 元
。

建议在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国 民

经济评 价时
,

12 % 和 7写两种社会折现率都用
,

在采

用 7 % 时就不要再计算上 中游减少人黄泥沙而给下

游带来的产出效益了
。

这样做的理由是
:

(1 ) 水土保

持属公益性项 目
,

按 《规范 》的规定
,

对属于或兼有社

会公益性的项 目
,

可按 7 % 的社会折现率进行计算和

比较
。

( 2) 当考虑黄河中游每减少 I t 泥沙而给下游

减少 1 元清淤河道的费用时
,

该项工程主要着眼点是

其它的 经济效益
,

可以引 导资金 的投入导向
,

这时采

用 12 % 的社会折现率
。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对外

宣传治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不仅仅是生态效益
,

从

下游清淤的角度看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

总之
,

当社会折现率采用 7 % 时表明水 土保持是公益性 的

项 目
;
当社会折现率采用 12 % 时

,

说明 黄河流域的水

土保持有其特殊性
,

就是在治理水土流失的 同时亦能

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即减少黄河下游的清淤费用
,

在

这种情况下
,

可使更 多渠道 的资金投人黄河的治理
。

2 产出 品的价格问题

在经济评价时
,

经济效益中产出品 的价格直接决

定产投比 的大小
。

国 民经济评价指标经济内部收益

率
、

经济净现值和经济效益费用 比中的净效益都与产

出品 的价格有直接关系
,

因此产出 品价格的高低对经

济评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而水利行业中
,

水电价格

多少年以来一直是国家政府部 门定价
,

但水土保持生

态项 目的产出 品如粮食
、

农副产品等的价格市场定价

已形成多年
。

建议产出 品 的价格以产品成熟时的市场

价
,

如粮食的期货价格那样的一种模式为准
。

其理 由

是产出品 的价格反映的是真实的价值
,

由此而计算出

的效益也就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

而现行的处理办法

是
,

调查 当地的市场价格
。

其实全国是个大市场
,

一种

畅销的产 品你能种
、

我也能种
,

比如说
,

前几年
,

称猴

桃每 5 0 0 9 能卖价 8 元
,

可 2 0 01 年只能卖 。
.

80 元
,

此

类例子都说 明了 只有期货价格才能真正反映产 出 品

的价值
。

3 人均纯收入问题

人均纯收人的 多少直接反映当地人 民生活水平

的高低
。

现在大多是在生态工程规划时计算人均纯收

入 由规划前的多少元提高到规划后 的多少元
。

建议改

为对人均纯收人的贡献率更为合适
。

因为人均纯收入

是一个综合指标
,

生态工程只 是当地 的一项工程
,

当

地要发展经济等而生态工程中不可能都涉及
,

因此用

生态工程对人均纯收人的增加值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

4 其它 问题

在计算经济效益时
,

应 注意 的一个 问题是
,

一项

工程为 了能上马
,

立项时
,

经济效益计算的 总是非常

可观
,

但工程实施以后的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
。

在这

里必须注意
,

基本建设是实实在在的 东西
,

做 出来 的

东西是什么样 的可是得摆在大家眼前的
。

其实
,

作为

生态工程本身就是公益性 占主要成分
,

社会折现率采

用 7 %也符合 国家 的要求
,

我们在项 目立项时强调水

土保持生态工程 的社会公益性
,

效益是 多少就是多

少
,

投资 回收年限是多少年就是多少年
,

在计算期间

内无法 回 收的就如实写上
,

这样做 既符合 国家 的要

求
,

又能保证本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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