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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能力, 以及优化的投融资环境将成为解决/ 三农0问题, 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对环保要求的重要因素。系统分析了宁夏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环境的基本特

征:即金融环境初步改善,但金融抑制依然突出; 经济发展较快, 但市场化水平低下; 农业发展对金融支持

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但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完善; 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态环境呈干旱化发展态势; 土地荒

漠化严重, 水资源严重短缺; 农用化学品逐年增加,农产品安全形势严峻; 自然保护区建设成绩突出, 但土

壤侵蚀状况依然十分严重。研究结果表明,非持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环境已经很难适应市场经

济条件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求。进一步探讨了优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环境的机制框架,

即建立持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体系;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公私合营投融资

机制; 建立持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补偿和激励制度;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实施;解决/ 三农0问

题,推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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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ability of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in agro-eco-environment protect ion and the optimized environ-

ment for f inancing and investment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farmer, ag 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fulfill the scient ific development , and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T he basic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Ningx ia. s
environment for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in agro-eco-environment protect ion are analyzed. T he main characteris-

t ics are that f inancial environment is preliminarily improved, but financial oppression is still prot ruding; economy

develops quickly, but the deg ree of market is still low ;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elies on financial sustaining

more and more, but th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tect ion is not perfect. T he main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agro-eco-

environment are that natural disasters occur frequently, and the agro-eco-environment gradually becomes drought ;

land desertificat ion is serious, and w ater resource is absent; agrochemicals increase g radually, and security of farm

products is not good; nature reservat ion is prominent , but soil erosion is st ill serious.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 s

that th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for f inancing and investment is hard to adapt to the object ive re-

quirements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condit ions. Furthermore, the optimized mechanism framework of environ-

ment for f inancing and investment are discussed. It includes building a sustainable system for f inancing and invest-

ment , building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mechanism for f inancing and investment under market economy cond-i

t ions. Building the sustainable compensat ing and prompt ing mechanism, st reng thening and implement ing the plan-

ning of ag ro-eco-environment protect ion,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farmer,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and ad-

vanc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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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与实践起步于 20

世纪 70年代初
[ 1]

, 大体上经历了 3个发展阶段:第一

阶段,从 1970 ) 1978年, 以农业环境污染调查为主,

配合工业污染治理开展科学研究, 制订了一批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 为开展农业生态环境管理和

监测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贮备。第二阶段,从

1979 ) 1984 年, 重点进行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机构和

监测网络建设, 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打下了组织基础。第三阶段, 从 1985年至今,强调农

业生态环境保护必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重点保护

好农业自然资源,强化农业生态环境管理,保护和改

善农业生态环境。

目前,以新修订的5农业法6( 2002)为基础的农业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包括5环境保护法6( 1989)、

5水土保持法6( 1991)、5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6

( 1995)、5水污染防治法6( 1996)、5大气污染防治法6
( 2000)、5防沙治沙法6 ( 2001)、5环境影响评价法6

( 2002)、5清洁生产促进法6( 2002) ,以及新修订的5草

原法6 ( 2002)等[ 2]
。这些立法都从不同侧面为保障

农业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持。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以

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粗放经营模式,日益突出

的/三农0问题, 特别是紧缺的环境保护投资, 使得农

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农业资源浪费、农地闲置和破

坏的现象持续加重, 成为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的主要阶段。

投资总量、资金来源、资金使用方向和资金使用

效率等是政策实施和最终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目

标的基本保障
[ 3) 4]

。从中长期来看, 农业生态环境

保护投融资能力将成为解决/三农0问题,落实科学发

展观,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对环保要求的决定性因

素。但是,目前的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已经很难适应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空前需求。

系统考察民族地区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作用机

制,资本短缺和融资渠道单一是产生农业生态环境问

题最重要的经济原因
[ 5]
。宁夏属于我国典型少数民

族传统农业开发主导区域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对自然

资源与环境的高度依存和过度干预,使得农业生态环

境问题十分严重,最终形成/生态贫困 ) 经济贫困 )

生态贫困 ) ,,0的恶性循环。宁夏平原降水稀少,

黄河对该区域农业开发的生态支持显得格外重要;南

部山区水资源更加短缺,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异

常脆弱,存在严重的生态安全隐患。多年来, 当地采

取了多项措施以协调区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 如河套灌区农业综合开发、宁夏中部干旱带

(同心红寺堡)实施的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 / 12360
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和禁牧工程、宁夏中部干旱带实

施的种植紫花苜蓿和对牛羊的圈养政策、世界银行贷

款的中国北方灌溉项目宁夏银南新灌区项目等等。

这些项目的建设发展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从投资角度来讲, 大多数农业

开发及环境投资属于政府行为。农业开发投资及环

境保护投资的非市场性配置,不同区域采用单一的、

间断的、缺乏动态监控的投融资模式是导致农业产业

结构矛盾突出,环境保护投资条块分割, 投资效果低

下,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将进一

步推进环境战略,而建立持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

融资机制,是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 提升

区域综合竞争能力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2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环境基本
分析

2. 1  经济环境状况

2. 1. 1  金融环境初步改善, 但金融抑制依然突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特别是/ 十五0期间, 宁夏金融

市场快速发展,金融市场主体数量有一定的增加, 多

元化、多层次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

初步形成。但是,截至 2004年底,宁夏银行业金融机

构仅有 1 190 家, 且均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

银行、农村信用联社等, 业务集中, 资本配置效率很

低,金融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风险隐患

突出。县以下金融机构存款新增额仅为 22. 67%, 且

有下降趋势。当前农村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功能

弱化, 合作性金融名存实亡,商业性金融亟待加强, 证

券、保险等金融服务空缺[ 6]。

从股票市场来看, 宁夏上市公司数量非常少, 企

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非常有限,资本市场容量小, 股

票、债券的发行规模较小(表 1) [ 7] , 无论上市公司数

量还是从证券市场募集的资金额,少数民族地区都远

远落后于中部与东部, 5个民族自治区的上市公司数

量仅为沪深两市比重的 6. 10% ,而宁夏上市公司数

量仅多于青海和西藏。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 资本市

场组织机能不完善, 资本形成能力差,市场本身的融

资能力不强制约了宁夏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

说,金融抑制成为制约宁夏投融资环境持续发展的

/瓶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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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宁夏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区股票数量分布状况

地 区 内蒙古 广西 西藏 宁夏 新疆

股票数量 20 20 8 10 23

全国位次 25 26 32 30 20

占全国份额 1. 61% 1. 61% 0. 64% 0. 80% 1. 85%

2. 1. 2  经济发展较快,但市场化水平低下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宁夏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8]。从 1990

年到 2003 年, 宁夏 GDP 每年的增长率都在 8% 以

上,城市化水平从 23. 92%增加到 29. 53%, 二、三产

业比重也从 78. 2%发展到 83. 95%。

但经济总量小和市场化程度低又是宁夏经济弱

势的主要特点。据统计, 宁夏 2003年底 GDP 为3. 85

@ 10
10
元, 在各省市区中仅高于西藏, 居全国倒数第

2;人均 GDP 为 6 691 元,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

73. 5%,全国排序 23位。工业化水平低,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进展缓慢, 2003 年底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51. 8%,高于全国平均值 2. 7个百分点; 工业增加值

占GDP 比重 37. 2%, 低于全国平均值 8. 1 个百分

点,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地方财政收入仅相当于

地方财政支出的 28. 4%, 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相应

地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 530元, 为全国平均值的 77. 1% , 居各省市区倒数

第一; 农民人均纯收入 2 043 元, 为全国平均值的

77. 9%,居各省市区倒数第 7,消费规模很小。

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产值比重为 34. 5%, 低

于全国平均值 21. 3个百分点;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额中,非公有制经济占 40. 9%,低于全国平均值 12. 5

个百分点。2003年进出口额 6. 50 @ 108美元, 居全国

各省市区倒数第 3,进出口额占 GDP 比重 14% ,比全

国平均值低 46. 1个百分点;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额 1. 74 @ 107美元, 居各省市区倒数第 3,外商直接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0. 45% , 低于全国平

均值 7. 55个百分点。

2. 1. 3  农业发展对金融支持的依赖性不断增强, 但

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完善  1993 ) 2004年, 宁夏金

融机构农业贷款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即 1997年以

前农业贷款稳步增长, 年均增速 8. 5% ; 1998 ) 2000

年农业贷款增速减缓,年均增长 8. 1% ; 2001年开始

农业贷款加速增长, 年均增速高达 18. 8%。与此同

时,宁夏农民收入增长也相应呈现 3个增长区段, 即

1993 ) 199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

一个时期,农民收入由 1992年的 618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1 415元,平均年增长速度为 23%; 1997 ) 2000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逐年回落, 平均增长速度为2. 8%;

2001 ) 2004 年农民收入处于一个新的增长阶段, 连

续 4 a农民收入增长在 5%以上, 超过全国平均增长

速度[ 9]。

但是, 从农业支持系统来看,尽管国家和地方政

府对农业的投入在不断增加,财政支农项目由改革开

放前的不足 10项增加到 40余项,但其所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已由/五五0时期的 32. 4%降为/九五0时期的
18. 1%。农村信贷规模和资金投入也严重不足,近年

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农业贷款占同期宁夏各项贷款

总额的比重,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和

2000年分别为 8. 5%, 9. 6%, 4. 0%, 1. 9% 和 1%。

从总体上看,尚未形成一个与农业地位和发展需要相

适应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从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来

看,宁夏农业 R& D 支出 ( 6. 21 @ 10
6
元)低于陕西

( 1. 70 @ 107 元)、甘肃( 2. 86 @ 107 元) 2省, 更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7. 62 @ 108元) ,农业 R& D占全部 R& D

支出的比重更低。从初级农产品来看,发达国家初级

农产品进入市场消费的只占总量的 20% ,我国则占

70%, 而宁夏占 80%以上[ 9]。从农产品加工来看, 经

济发展规律表明,农产品加工后一般可增值 2~ 3倍,

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是农业总产值的 3~ 4

倍,而宁夏农产品加工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 30%。

总体来说,经济发展落后是宁夏投融资环境问题

产生的根本原因。

2. 2  农业生态环境状况
2. 2. 1  自然灾害频繁, 农业生态环境呈干旱化发展

态势  宁夏是全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省区之一, 干

旱、气象灾害频发,农、林业生物灾害及崩塌、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而且各

市、县、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表 2 ) 3) [ 10]。据统

计,宁夏自然灾害造成的绝对直接经济损失呈现增大

趋势(表 4) ,近 10 a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到了 7. 41 @ 109 元, 平均每年 7. 00 @ 108 多元, 占年

GDP 的 2. 19%~ 4. 48%,但该比例有下降趋势。

干旱灾害是宁夏南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共同障碍。

据研究
[ 11]

,宁夏干旱灾害发生的频次占总灾害频次

的 1/ 2以上,为各项灾害之首。不同时段出现旱情的

年份也是不同的,其中,春旱发生频率最高,秋旱发生

频率较低。总体来看, 宁夏气候正在向干旱化发展,

且有加剧的趋势。据统计, 20世纪 70年代, 以干旱

为主的气象灾害对宁夏地区农业造成的直接损失每

年有 3. 20 @ 108 元; 到了 80年代上升到 4. 40 @ 108

元; 90 年代增加到 5. 60 @ 10
8
元, 已占到宁夏当年

GDP 的 3. 7%。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的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制约宁夏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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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宁夏自然灾害的空间差异及综合指数

地 区
水旱

灾害

气象

灾害

地震

灾害

地质

灾害

生物

灾害

自然灾害

综合指数

银 川 5. 0 6. 2 ) 0. 2 1. 2 12. 6

大武口 5. 0 5. 6 1. 2 1. 2 0. 9 13. 6

惠 农 6. 0 6. 6 ) 2. 0 0. 6 15. 2

平 罗 5. 4 5. 0 ) 0. 2 1. 2 11. 8

陶 乐 6. 0 5. 4 ) ) 0. 6 12. 0

贺 兰 5. 0 5. 0 ) 0. 2 1. 2 11. 4

永 宁 5. 0 3. 8 ) ) 1. 8 10. 6

灵 武 5. 6 3. 4 4. 8 0. 2 1. 8 15. 8

吴 忠 5. 6 4. 2 1. 2 ) 1. 2 12. 2

青铜峡 6. 6 4. 6 ) 0. 2 1. 8 13. 2

中 卫 3. 6 2. 0 ) ) 2. 4 11. 0

中 宁 3. 4 3. 6 ) ) 1. 2 12. 0

盐 池 4. 0 7. 6 ) 0. 3 0. 6 17. 1

同 心 3. 0 5. 2 1. 2 ) 1. 2 14. 0

固 原 3. 6 2. 8 3. 6 0. 3 2. 4 21. 7

海 原 3. 6 5. 6 1. 2 2. 0 1. 2 20. 4

西 吉 3. 6 2. 0 ) 0. 6 1. 8 14. 2

隆 德 3. 0 2. 0 ) ) 1. 2 15. 0

2. 2. 2  土地荒漠化严重, 水资源严重短缺  宁夏属

全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省区之一, 森林覆盖率只有

8. 3%, 是全国森林覆盖率的 1/ 2, 森林调节气候、防

治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功能很弱, 全区荒漠化土地(包

括土壤风蚀沙化、水土流失和土壤盐渍化)面积占全

区总面积的 65%, 包括全区 18个县、市, 532万人受

到荒漠化的严重威胁。引黄灌区盐渍化面积占灌区

耕地面积的 26. 6%。宁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

国人均水平的 1/ 10,同时也低于西北地区其它省区。

日益紧缺的水资源给发展农业生态安全带来了巨大

压力。

2. 2. 3  农用化学品逐年增加, 农产品安全形势严峻

 农用化学品逐年增加, 农业生态环境面源污染严

重,水稻环境质量达警戒级。大量的化肥随着农业退

水排入地表水体, 成为影响水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残留地膜使土壤透水等物理性状恶化, 肥力降低, 导

致农作物减产。大量农用化学物质的增加严重影响

着农产品质量安全(表 5)
[ 12]
。未来一段时间, 化肥

施用和农药用量还会进一步增加,这无疑会对黄河水

质和饮用水源的安全带来巨大的潜在负面影响。

表 3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宁夏沙尘暴天气变化情况

年代
沙尘暴

次数/次 天数/ d 主要发生地

强沙尘暴

次数/次 天数/ d 主要发生地

50 612 633 中宁、同心、灵武、海原、贺兰、银川、平罗、固原、陶乐、盐池 ) ) )

60 587 601
中卫、中宁、青铜峡、灵武、同心、盐池、银川、永宁、贺兰、平

罗、石嘴山、利通区、海原、固原、隆德、西吉、泾源、陶乐
) ) )

70 554 568
中卫、中宁、青铜峡、灵武、同心、盐池、银川、永宁、贺兰、平

罗、石嘴山、利通区、海原、隆德、固原、西吉、陶乐
11 51

石嘴山区、

惠农

80 369 385
中宁、中卫、青铜峡、灵武、同心、盐池、银川、永宁、贺兰、平

罗、石嘴山、惠农、海原、隆德、固原、西吉、陶乐
5 17

石嘴山、惠

农、固原

90 166 198
中宁、中卫、青铜峡、灵武、同心、盐池、银川、永宁、贺兰、海

原、彭阳、隆德、固原
8 35

石嘴山、惠

农、陶乐

表 4  宁夏自然灾害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 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比重/ % 4. 48 3. 77 2. 58 2. 51 2. 50 2. 19 2. 67 2. 98 2. 40 4. 23

2. 2. 4  自然保护区建设成绩突出, 但土壤侵蚀状况

依然十分严重  目前, 宁夏共建立了 13个自然保护

区,面积为 5. 54 @ 105 hm2,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个,面积为 4. 03 @ 105 hm 2。截至 2003年末,宁夏森

林覆盖率为 8. 4%, 林木年均生长率 6. 75% ,消耗率

为 12. 76%。处于东部盐池、中部和西部生态脆弱区

的荒漠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地带。退化面积占荒漠草

原、典型草原和草原化荒漠总面积的 90%以上。宁

夏湿地共划分为 2大类 8 种类型 31个湿地分类单

元,占全区总面积的 4. 9%。全区水土流失面积 3. 69

@ 104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71. 2% (表 6) [ 12]。其中,

轻度侵蚀面积占 39. 3%、中度侵蚀面积占 34. 7%、强

度侵蚀面积占 20. 6% , 极强度侵蚀面积占 4. 3%, 剧

烈侵蚀面积占 1. 1%。共建立自然保护区 12个, 其

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个,省级 7个。自然保护区占

全区国土面积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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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宁夏化肥、农药和农用塑膜使用量

 种 类 2002 年 2003 年 2004年
2003 年比 2002 年

增( + )减( - )量

2004 年比 2003 年

增( + )减( - )量

化肥使用量/ 104t 24. 96 25. 38 27. 61 + 0. 42 2. 23

氮肥使用量 14. 42 13. 96 14. 25 - 0. 46 0. 29

磷肥使用量 3. 02 3. 27 3. 26 + 0. 25 - 0. 01

钾肥使用量 0. 56 0. 73 1. 00 + 0. 17 0. 27

复合肥使用量 6. 96 7. 42 9. 10 + 0. 46 1. 68

农药施用量/ t 1 723 1 632 1 761 - 91 129

农用塑膜使用量/ t 5 289 5 919 5 979 + 630 60

地膜使用量 3 554 3 430 3 863 - 124 433

地膜覆盖面积/ hm2 76 007 74 171 76 622 - 1 836 2 451

表 6 宁夏土壤侵蚀(水蚀)重点区域分布情况

地 区
总面积/

km2

水土流失

面积/ km2

水土流失

面积占总

面积比例/ %

全区 51 800 20 906 40. 36

固原市 16 783 12 624 75. 22

 原州区 3 922 2 598 66. 24

 彭阳县 2 492 2 122 85. 15

 西吉县 3 144 2 746 87. 34

 海原县 5 489 4 239 77. 23

 隆德县 985 620 62. 94

 泾源县 751 298 39. 68

吴忠市 23 383 9 541 40. 80

 同心县 7 018 5 492 78. 26

 盐池县 6 655 1 436 21. 58

中卫市 6 840 2 613 57. 00

其它县(市) 11 630 529 4. 55

  注: 为了说明的方便,仍将海原县列入了固原市。

综上所述, 非持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环

境已经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的空前需求,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重要障碍。

3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环境优化
途径

3. 1  建立持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体系
( 1) 建立 30~ 50 a 期的长期债务机制。发放专

项用于地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天然林保护工程、退

耕还林还草工程、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

程、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工程、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与治

理工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企业的兼并、收购、重

组等项目的长期国债和银行贷款(主要争取国家开发

银行贷款) ,相应降低利率和延长回收期限,形成农业

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期稳定机制和投融资环境,从根本

上解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在体制和机制上的

短期化行为。( 2) 积极争取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和

全球环境基金( GEF)用于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划的农

业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3) 争取政策试点

融资。主要包括尝试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金融风

险补偿基金;逐步扩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

围,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重点应逐步转向为农业资源

的综合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

商业银行应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在防范风险的

前提下, 重点支持农村龙头企业, 逐步提高涉农贷款

的总量和占比,考虑以国有商业银行分支行为单位,

吸收民营和外资成分; 发行绿色债券和环保彩票等,

对林业、生态农业、畜牧业、治沙治草业以及其它生态

环保产业要给予重点支持。( 4)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适当放开环境资源经营权, 改革投融资体制, 创新生

态建设机制,建设生态环保公司。主要以小流域或县

乡为单位建立专业化的生态环境保护公司,从事水源

地、沙地、草地等的保护和治理。

3. 2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公私
合营投融资机制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合经营, 即公私合营

(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或私营部门参与农

业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就是通常所指的基础设施

运营的企业化或市场化。目前,国内进行公私合营环

保基础设施绝大多数是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

厂,而且主要采取的是服务合同或管理合同的方式。

建立严格的预算约束和风险分担机制,积极试点租赁

经营、BOT 和特许经营等模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

观要求。公私合营的主要领域是生态农业示范区建

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区建设、村庄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农村饮用水源与水质改善工程、规模化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工程、农地整理示范工程和农村环境保

护能力建设工程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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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建立持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补偿和激励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进程

中,应给予相关市场主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并保护农

业生态环境的制度激励, 保持其从事环保工作的持续

性。为了发展生态农业、节水农业,降低农药、肥料等

投入品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制度安排上, 应注

重在水利基础设施、调整种植结构等方面给予农户长

期的财政补贴政策以提高农户进行农业生态环境保

护所必需的收益。同时,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后续

的关键问题在于在明确规定林地、草场权属和保持林

地、草场经营权长期不变的基础上, 规范农村地区私

下交易土地和破坏农业资源环境的行为,以合同来规

范其经营行为, 尽量避免干预企业和农户正常的经营

活动。另外,要切实实施农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补救

责任中政府责任主体的代位履行制度, 以真正维护农

业生态环境所承载的社会公共利益。

3. 4  加强和实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1) 科学规划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原则、

内容和重点领域,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生态型农村工

业。联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循环经济优惠政策, 鼓

励、引导乡镇企业向节能、降耗、减污、废物再利用方

向发展。对重点排污企业依法强制实施清洁生产审

核,鼓励企业开展 ISO140000认证, 促进产业、产品、

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开展能量梯级利用、/零排放0、

中水回用等循环经济技术研发,试点示范、以点带面

和逐步推广。

( 2) 在现有基础上, 再规划建设 1~ 2个国家级

生态功能保护区, 建设若干个县、镇生态示范区。争

取国内外技术、资金支持,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进一

步提高管理质量。开展宁夏生物物种资源调查,做好

重点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 巩固禁采发菜、禁挖甘

草、麻黄草成果。

( 3) 规划建设农村人居环境。要做好集镇绿化、

美化、净化,全面开展全县集镇建设及园林绿化建设,

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建设一批精品工程,彻底改变集

镇/脏、乱、差0现象; 积极推广集镇生态型住宅小区建

设,推广应用综合成套住宅建设技术和节能、节材、节

地建筑新技术, 利用清洁能源,推广太阳能资源;积极

发展农村生态型村庄, 结合农村居民点改造, 加大改

水、改厕力度,提倡家畜和家禽圈养,推行生活垃圾集

中堆放,生活污水定点排放,改善农村居住卫生环境,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绿化、美化居住环境,加快农村电

网的建设与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液化气、沼气、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逐步减少薪柴的使用。

3. 5  解决/三农0问题,推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是区域人口、资

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结合宁夏实际, 结

合区域特色,多层次、多元化发展/避灾农业0, 推进农
业经济发展,优化区域环境质量。发展高效集约产业

化经营/避灾农业0, 其技术体系是集高效节能温室、

暖棚、喷灌、滴灌、青贮、林果和药材栽培及高效牧业

技术为一体, 以及工厂化生产等关键技术, 进一步把

有助于光、热、水、土等旱区资源开发利用的各种技术

加以拼装、组合, 具体包括资源集约、资金集约、技术

集约和劳动集约等 4 个方面。南部山区尤其应突出

压夏扩秋、地面灌溉、种养结合、生态保护、经济高效、

保证粮食自给的特点。/避灾农业0经营的最显著特

征是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 以突出区域特

征,其核心是趋利避害,压夏扩秋,产业化适度规模经

营。乡镇企业要走集团化道路,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 发展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后续产业(包括生

态旅游、草畜产业、劳务产业等) ,建设生态村镇,不断

减轻生态压力,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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