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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还草中建立生态系统与经济
系统“弹性资源”初论
王继军1, 2, 权松安2, 郭满才2

(1.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 杨凌 712100;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退耕还林还草中, 建设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 对于良性生态经济系统调控机制的形成

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其概念的界定, 得出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的 3 个重要特征: (1) 具

有多种可供利用的途径, 可满足不同阶段生态环境建设和商品生产发展的需求; (2) 具有稳定的生态经济

系统结构和良好的自我调控机制; (3) 满足生态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有机统一。以县南沟示范区

为例研究了其弹性资源建设标准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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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 u ring land u se conversion from crop land to fo rest land, estab lish ing the flex ib le resou rce betw een

eco logica l system and econom ic system is impo rtan t in o rder to fo rm an in tegra ted eco2econom ic system.

H aving con sidered the po ssib ilit ies, the au tho rs p ropo se th ree characterist ics of an in tegra ted system , nam e2
ly: defined pu rpo ses and effects of estab lish ing an eco logica l system and an econom ic system , a steady eco2
econom ic system structu re and favo rab le feedback rela t ion sh ip s and in terrela ted eco logica l, econom ic and so2
cia l targets. T he au tho rs a lso discu ssed standards fo r con struct ing and in tegra ted system and analyzed the

su itab ility of these fo r X iannan V alley D emon stra t ing A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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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长期以来, 生态系统改良与经济系统建设的矛盾

一直制约着区域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物质、能量、信

息投入的短缺和农业资源的随意开发利用造成生态

经济系统调控机制的缩弱或丧失。1999 年开始实施

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物质和

政策保证。

1. 1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效果显著

1999 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为从根

本上根治水土流失, 解决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矛

盾, 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提供了政策保

证。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陕北丘陵区迅速得到实施,

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1999 年秋季陕西省吴旗县一次性退耕还林还草

为 1. 03×105 hm 2, 成为全国“退耕第一县”。至 2002

年底, 累计造林合格面积达到 8. 33×104 hm 2, 种草合

格面积为 5. 33×104 hm 2, 林草覆盖率达到 49. 6% ,

较 1997 年提高了 27. 4% ; 土壤侵蚀模数下降到每年

8. 80×103 tökm 2, 较 1997 年减少为 42. 5%。农业资

源结构的调整支撑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发展

仁用杏6 266. 7 hm 2, 山桃山杏 773 33. 3 hm 2, 各类杂

果333 3. 3 hm 2; 羊只存栏 1. 27×105 只, 其中小尾寒

羊7. 98×104 只; 第二产业也得到较大发展, 建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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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厂 1 个, 年加工苜蓿 5. 0×104 t,“百里香”牌

吴旗羊肉、“胜利山”牌荞麦香醋等产品在周边市场具

有一定知名度; 农村劳务输出和第三产业也得到了发

展。

对典型区域的抽样调查同时表明, 农民群众退耕

还林还草的积极性特别高, 在与农民交谈过程中, 许

多农民都希望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退耕指标”。

1. 2　“经济补偿”是农民积极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

程”的动力

“经济需要”是造成植被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的主

要经济社会因素之一。陕北黄土丘陵区曾经是林草茂

盛的地区, 但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 随着外地人口的

不断迁入和当地人口的增长, 为了满足生存和经济发

展的需要, 人们不断垦荒种粮, 在无外在物质和能

量补充或补充量短缺的情况下, 造成植被减少, 水土

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恶化。陕北纸坊沟流域 20 世纪

30 年代, 人口稀少, 植被茂盛, 1938 年全流域仅 94

人, 人口密度为 11. 40 人ökm 2, 耕垦指数 13. 40% , 每

劳力平均耕地 2. 60 hm 2, 人均生产粮食 163 8. 30 kgö
人, 生态经济系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自然平衡状态。

到 1958 年人口猛增到 221 人, 平均增长率 42. 74% ,

每劳力平均耕地 4. 20 hm 2, 人均生产粮食 769. 20 kgö
人, 森林植被几乎破坏殆尽, 仅存果树和灌木 3. 50

hm 2, 耕垦指数高达 51. 50%。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羊

毛价格连续几年较高, 养羊积极性提高, 但由于还停

留在依靠农业“自然循环”为中心的系统结构调整和

运转中, 超载过牧, 使山坡变秃。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

施前, 国家曾先后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植被恢复和生态

环境建设, 在取得一部分区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同时也

伴随着另一部分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所谓“靠山吃

山, 靠水吃水”, 为了获得粮食和收入, 掠夺性利用农

业资源, 造成了环境破坏。“经济补偿”不仅解决了农

民的“经济需要”, 而且提供了受损生态系统恢复的启

动资金。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过程中, 通过“以粮

代赈”形式, 每退 1 hm 2 耕地补助给农民 1 500 kg 粮

食, 还林还草种苗费 750 元, 每年管护费 300 元。目前

陕北的退耕地平均产量低于 1 500 kgöhm 2, 加上管护

费、退耕还林还草后相关产业发展使农民得到了相对

较高收入, 因而退耕还林还草积极性空前高涨。

1. 3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中的问题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面大。

内容丰富, 影响因素比较多。比如生态林补助 8 a 后,

林草产业还未发展起来, 该如何办? 如果出现较大的

自然灾害, 粮食得不倒满足时, 该如何办? 黄河流域,

特别是降雨量低于 400mm 左右典型草原区, 包括长

城沿线黄土丘陵区和沙盖黄土丘陵区, 8 a 时间生态

林难以达到稳定恢复阶段, 在一些落后和偏远地区,

受启动资金和市场容量等的影响, 也难以形成一个稳

定的产业。这样在满足最基本需要的条件下如何使已

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不发生逆向演替, 成为人们探讨

的焦点。

1. 4　基本思路

“经济补偿”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的关键, 经

济需要得到满足是恢复受损生态经济系统的基础。通

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 (1

hm 2 生态林 8 a 补助 12 000 kg 粮食、2 400 元管护费、

50 元种苗费) , 力求使生态系统恢复起来, 不再出现

植被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所以作为区域农业

结构调整, 必须在生态系统不发生逆向演替, 生态经

济系统良性循环的前提下进行。退耕还林还草中建立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和要求下提出的。

2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的

概念和特征
所谓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 系指按照

生态经济学原理, 依据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要求

而建立的既可满足粮食生产需求又可满足林草及其

相关产业发展需求的农业资源。它主要以 15°(人口

密度较小区域) 或 20°(人口密度较大区域) 以下可利

用土地为对象, 通过科技、物质和能量的投入, 采用生

物措施、工程措施建设而成。其中土地是生态系统与

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的载体, 良好的生态经济系统循

环调控机制是其重要的功能表现。相反, 为了实现生

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或在系统循环过程中不发生逆

向演替情况下而只能用作惟一用途的农业资源称为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非弹性资源”。生态系统与经济

系统“弹性资源”具有如下特点:

(1) 具有多种可供利用的途径, 可满足不同阶段

生态环境建设和商品生产发展的需求。建设生态系统

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的目的在于根据区域经济发

展、农民生活方式改变和生活水平变化的要求, 适时

适地地满足于产业结构调整需求。比如, 近年来国家

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提供了经济补贴, 农民粮食等基

本生存条件得到满足后, 主要矛盾就是提高收入, 此

时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部分梯田和缓坡地退耕

还林还草, 发展养殖业; 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 或者

国家 8 a 后停止粮食补贴, 就是说调入粮食出现短缺

而尚未形成稳定的粮食安全系统时, 此部分地即可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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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粮, 满足急需。

(2) 具有稳定的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和良好的自我

调控机制。黄土丘陵区生态恶化十分严重, 曾出现“植被

恢复—植被破坏—植被恢复—植被破坏”的过程, 其根

源是还没有建立稳定的生态经济系统和良好的自我调

控机制。过去, 水土流失严重时, 国家利用行政和法律手

段强制人们退耕, 进行水土保持建设, 而一旦粮食紧缺,

人们又开垦种粮, 广种薄收,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使生态

环境改善过程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建设生态系统与经济

系统“弹性资源”, 抓住国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这一历史

机遇, 按照生态经济学原理, 在适宜土地上(梯田和缓坡

地) 进行科技、物质投入, 使这部分土地建立在生态经济

系统良性循环基础上, 形成稳定的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和

功能, 使这部分资源具有自我恢复和调控能力。

(3) 满足生态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有机统

一。建设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 主要解决的

就是生态、经济社会目标的不一致性问题。一方面生态

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本身具有较强的满足生态

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能力, 实现三者的有机统

一; 另一方面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可缓冲其

它生态资源和经济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压力, 促使其形成

稳定的生态系统或生态经济系统结构, 实现其良性循

环。所以通过建设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 能

够保住国家要“被子”、满足农民要“票子”, 达到“双赢”

之目的。

3　县南沟示范区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

“弹性资源”分析
县南沟示范区, 隶属于陕西省安塞县沿河湾镇, 包

括县南沟流域和纸坊沟流域, 流域面积 59 km 2, 2003 年

人口 2 723 人, 人均纯收入 205 8. 21 元。要形成稳定的

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和功能, 就不能再出现生态系统

的“破坏—建设—恢复—破坏—再建设”过程, 应该对区

域生态经济资源进行定位, 确定其属性和功能, 通过外

部管理机制和系统内部自我调控机制, 使其按照各自的

内在规律演替, 形成良性态势。针对县南沟示范区土地

坡度和生态经济运行特点, 确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

“弹性资源”载体范围为 15°以下可利用土地约 1 368

hm 2, 利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其它投资机遇, 通过对 1

368 hm 2 可利用土地的建设, 形成县南沟流域生态与经

济系统“弹性资源”, 建成稳定的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和功

能, 实现可持续发展。

3. 1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的建设标准

依据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的概念和特

征, 建设标准为: (1) 稳定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在一

般逆向作用力作用下可实现自我恢复, 总体上处于正向

演替或相对稳定状态; (2) 良性的生态经济系统循环机

制。即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的开发利用, 不

会出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不会出

现超出其“阈值”运行的态势; (3) 开发利用过程中经营

管理成本较低。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生态系统

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利用用途选择和转化过程中, 生

态资源和经济资源耗损量较小。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

程中始终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 保证稳定的生态经济系

统结构和功能。

3. 2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建设的进度

3. 2. 1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对于 15°以下可利用土地

进行高强度投资, 即进行工程和生物措施建设, 利用国

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经济补偿和其它投资机遇, 按照

“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建设的要求, 进行高效设施农

业、经济林、人工草地建设, 使系统在恢复、重建和发展

中建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目前在示范区

的小南沟建淤地坝 1 座, 坝高 19m , 淤地、蓄水、道路兼

用, 可淤地 4 hm 2, 淤积年限 15 a; 寨子湾王畔山(淤地和

蓄水兼用)坝 1 座。已建设梯田 303. 1 hm 2, 累计还林还

草面积 129 3. 7 hm 2 (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 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

国家补贴粮食不断增加, 农民对粮食生产的需求减少,

粮田面积减少。在农业资源的配置上更注重于经济效益

高的生产项目, 大棚规模不断扩大, 2003 年大棚面积

10. 70 hm 2; 在川地、坝地大棚蔬菜试验示范的基础上,

2003 年在山坡地梯田建设大棚 400 棚。同时生态经济

系统结构向稳定化方向发展: 农林牧用地结构由 1∶1.

42∶7. 06 演变成 1∶4. 89∶8. 13。

表 1　县南沟示范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hm 2

年份
耕　地

小计 基本农田
粮 田
面 积

林　地

小计 经济林
人 工
草 地

还 林
还 草

2000 533. 7 266. 5 427. 0 758. 8 130. 1 83. 3 360. 3

2001 432. 6 275. 8 379. 4 137 5. 2 249. 7 279. 5 587. 1

2002 401. 5 275. 4 344. 4 152 2. 3 313. 1 274. 2 177. 8

2003 360. 9 303. 1 305. 6 176 3. 4 280. 6 100. 6 16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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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功能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功能通过农村收入结构 (表 2) 和几个主要经济指标

变化情况 (表 3)来说明。表 2 显示种植业和工副业构

成目前农民收入的主体, 表 2、表 3 说明生态经济系

统总体功能提高。

表 2　农村经济收入情况表 104元

年 份
农　业

种植业 林果业 养殖业 小 计
工副业 合 计

2001 247. 83 41. 00 35. 03 323. 85 289. 89 613. 74

2002 261. 12 57. 29 51. 19 369. 60 277. 66 647. 26

2003 325. 39 40. 44 50. 76 416. 59 272. 51 689. 10

　　在种植业收入中, 高效设施农业收入分别为:

5. 81×105 元、3. 39×105 元和 7. 27×105 元, 随着高

效设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预计高效设施农业为农民

提供的收入将不断增加。

表 3　几个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单产ö(kg·hm - 2) 241 0. 50 2 681. 90 3 451. 50 3 553. 60

生产粮 (kgö人) 477. 00 376. 60 440. 50 398. 80

纯收入 (元ö人) 1 368. 00 1 874. 82 1 927. 60 2 058. 21

3. 3　对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建设的评价

县南沟示范区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

正处于初建过程中, 系统结构不断调整, 系统功能也

在增强, 但还需要经过不断调整和建设才能达到生态

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的建设标准。就目前的建

设过程来看, 林草资源效应滞后表现明显。随着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的不断深化, 随着投入的不断增加, 当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建成后, 县南沟示范

区生态经济必将进入协调、稳定、持续发展时期。

4　结　语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弹性资源”是针对生态系

统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依据生态经济系统内部

运行机制而提出和建设, 因而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系

统“弹性资源”的建设, 对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成果的

巩固、区域粮食安全、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经济可持续

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为此, 今后需要强化生态系统与

经济系统“弹性资源”的建设过程研究和实践。

致谢: 本文承蒙刘国彬研究员、邹厚远研究员、卢

宗凡研究员、梁一民研究员审阅,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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