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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修复与聚落建设两者相互渗透 , 相互联系 , 必须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基础上发展农村聚

落 ,逐步减轻区域生态环境压力 , 这对于扭转农村聚落“生态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 , 恢复区域生态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地调研 、文献研究与理论分析 , 在研究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及其修复途径

与制约因素的基础上 ,提出了有利于生态修复的农村聚落发展模式。研究结果表明 ,农村聚落应调整土地

利用结构并采取有利于水土保持的生产耕作方式 ,调整散乱的聚落生活空间结构 , 以便转移人口 , 解决环

境人口超载问题 ,并进一步做好农村聚落的迁村并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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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lly-gully Region of North Shaanxi Province

HUI Yi-an1 , XU Ming2 , 3

(1.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 Northwest University , X i' an , Shaanx i 710127 , China;

2.I 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Chinese Academy of S ciences and Ministry o f Water Resources , Yangling ,

Shaan xi 712100 , China;3.Graduate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 ciences , Beij ing 100049 , China)

Abstract:Ecological resto ration and set t lement const ruction connect and interpenet rate w ith each othe r.De-

velopment o f rural se tt lement must b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 tection and restorat ion , gradu-

ally reduce the pressure on regional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 and reverse the vicious circle o f “ecolo gical deg-

radation—pove rty” in rural set tlement.Through field research , literature study , and theo ret ical analy sis

methods , the paper puts forw ard a rural set t lement development pat te rn benefit to ecolo gical resto ration in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of N orth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know ledge o f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 it s

repair pathw ays , and its restrictive factors.It i s concluded that the rural set tlement should adjust i ts landuse

st ructure to favo r soi l and w ate r conserva tion in the production t illage management , adjust the scat tered set-

tlement living space structure , shif t populat ion to reso lve the question of o verloaded population ,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w orks on village relocat ion and combination in rural set 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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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脆弱 ,农民生活贫

苦 ,研究该区农村聚落发展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对指导全国建设生态型农村 ,促进农村建设与生态环

境和谐发展具有典型意义 。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农村聚落地理 、农村聚落的生

态学及生态农村做过大量研究 ,但从生态学角度研究

农村聚落建设的研究却比较少。发达国家的聚落生

态学主要是研究生态人类学[ 1] ,如对非洲 、拉丁美洲 、

南亚 、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研究[ 2] 。面对现代农业

技术和外来文化的冲击 ,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社会的聚

落景观正在遭受着剧烈变化 ,一些学者为应对此种情

况 ,采用景观生态学中的文化景观理论对其进行了研

究[ 3] 。还有些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许多山区的聚落

或部落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等问题 ,应用能量生态学

进行了研究[ 4] 。在我国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渗

透 ,农村聚落研究中融入了生态学思想 ,出现了生态



村 、乡村聚落生态系统。具有代表性的是云正明[ 5] 的

《农村庭院生态学概论》 ,安萍 、陈勇等学者也曾对农

村聚落生态系统的概念 、特征 、类型和研究内容等方

面进行过研究[ 6-7] 。众多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研究

都未涉及到农村聚落内产生的土壤侵蚀 ,只有少数学

者从不同侧面提出过农村聚落里产生的部分土壤侵

蚀 ,比如向立 、石丁[ 8-9] 等。因此 ,对于陕北黄土丘陵

区这一特殊地域 ,需要在深入调查和理论探究的基础

上 ,将生态修复与聚落建设相结合 , 相互渗透进行

研究 。

1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修复

1.1　生态环境状况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是黄土高原的重要组成部

分 ,总土地面积为 4.47×104 km2 ,生态环境极为脆

弱 ,水土流失严重[ 10] ,植被覆盖率很低。在水土流失

严重的地方 ,沟谷密度达 3 ～ 6 km/km
2
;区域地形坡

地面积大 ,坡度大于 25°的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20%左右 。水土流失还造成土壤中大量有机质与氮

素的流失 ,使土壤肥力严重下降。

该区流失的泥沙大量的涌入黄河 ,致使黄河面临

断流的危机。20世纪 70年代以前 ,黄河断流一般几

十年一次 ,但到了 20世纪 70年代 ,逐步发展成 2 ～ 3

年 1次 ,80年代以后 ,黄河几乎年年断流!

1.2　生态环境修复的制约因素

1.2.1　自然条件差　陕北黄土丘陵区降水量少 ,蒸

发量大。降水多集中在 7-9 月 ,且多以暴雨形式出

现 ,蓄水工程建设薄弱 ,径流调节能力低下 ,植物生长

所需水分长期亏缺 ,人工造林种草成活率低。地形破

碎使地块零散 ,影响了林草地规模经济效益发挥。

1.2.2　缺乏利益驱动机制　退耕还林还草投入大 ,

生产周期长 ,与粮食生产相比 ,效益不直接 ,不明显 ,

农民退耕还林还草后劲不足。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期

经济林 5 a ,生态林 8 a 。在退耕后的前几年 ,尽管林

草的经济效益难以发挥 ,但农民种植业收入的减少由

国家予以补贴 ,能弥补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而后期

的生态治理缺乏长期的利益驱动机制。

1.2.3　投入不足　陕北黄土丘陵区农民虽然摆脱了

贫困 ,实现了温饱有余 ,但经济实力仍很弱。农民自

身用于生态修复的投入很有限 ,国家补助资金缺口

大 ,地方政府又无力弥补 ,势必会直接影响生态修复

工程的进程与效果。

1.2.4　传统习惯的约束　陕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特别

是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强烈控制 ,产量不稳定 。在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建立之前 ,尽管可能家家有余

粮 ,但粮食储备意识依然对退耕和生态修复的形成

约束。

2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聚落现状

陕北黄土丘陵区由于其生态脆弱性 ,农村经济发

展缓慢 ,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

求相距甚远 。

2.1　聚落规模小 ,分散分布 ,生态环境建设难度大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聚落因地形破碎 ,被丘

陵和沟壑间隔 ,多选址于河流阶地 、丘陵缓坡等部位 ,

呈零星状分布。农村聚落布局分散 ,使农村聚落各项

用地发展无序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在 69 550 km2

的土地面积上共有 3.11×10
4
个自然村 ,平均每 2 ～

3 km
2
就有一个自然村 ,空间布局非常散乱 。并且聚

落规模也很小 ,在 3.11×104 个自然村里有 4.15×

106 的农业人口 ,平均每个自然村只有 133个人 ,况

且该数字还是加上在外打工的农业人口数量 ,否则规

模更小[ 11] 。

农村聚落布局分散 ,还使各聚落较为封闭 ,聚落

间缺乏联系 ,给农村聚落管理带来不便。由于缺乏对

农房建设活动的督导 ,导致无序建设和违法建设屡禁

不止 ,这些不合理的窑洞建设都不利于聚落的水土保

持 。一方面村中废弃的窑洞 、宅基地占用了大量土地

资源;另一方面居民点却在无序扩张 ,不断蚕食周围

稀少的可建设用地 ,致使聚落土地使用日趋紧张。

2.2　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备 ,生态环境维护改善困难

农村聚落的公共设施主要包括:文化教育设施 、

医疗卫生设施 、商业服务设施和公共活动设施。(1)

在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聚落中 ,学校的数量不

少 ,但距离都很远 。学龄儿童很多都在镇中心小学上

学 ,离家较远致使很多小学生不得不住宿学校。(2)

医疗卫生设施方面 ,该区平均每个行政村仅有一个医

生 ,医疗所多是与医生的住所结合布置 ,设备简陋 。

(3)区域农村聚落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匮乏 ,每个自然

村仅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卖部 ,小卖部中商品的种类

很少 ,新鲜程度很低。理发店 、餐馆 、浴池等几乎没

有 。(4)除了寺庙 、祠堂以外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农村基本没有公共活动场所和休闲娱乐设施 ,村民的

日常娱乐等文化生活贫乏 。

农村聚落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道路 、给排水 、环

卫设施及电力电讯。(1)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

聚落一般只有一条对外联系的“村村通”道路实现了

路面硬化 ,但聚落内部的道路依旧是砂石土路 ,雨雪

天难以通行 ,田间耕作性道路也到处弯曲狭窄 ,极不

利于农用机动车辆的使用 。(2)多数家庭在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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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打井取水 ,给水管道材料多选用简单 、不合标准

的材料 ,而饮用的地下水大多在未经勘测和处理的情

况下直接饮用 ,安全保障率差 。聚落内几乎没有排水

和污水处理系统 ,直接排入沟谷和河流 ,雨雪天气下

很容易产生积水 ,并给地表水和土壤造成了一定的污

染。(3)聚落内的电力电讯设施基本完备 ,但缺乏规

划 ,线路复杂凌乱 ,不仅使聚落存在用电隐患 ,还影响

了村容村貌。(4)由于散布的农村居民点不利于基础

设施 ,诸如生活废水和垃圾的集中处理 ,易使污染范

围由点扩大到面 ,严重影响了聚落内部及周边地区的

生态环境;生活废水与垃圾的随意排泄 、倾倒和堆积 ,

不仅污染河水和地下水 ,造成水资源短缺 ,还将给农

民赖以生存的土壤带来了潜在的危害。

2.3　聚落空废化现象严重 ,严重影响水土保持工作

的顺利开展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聚落的空废化现象非

常普遍。由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剩余劳动力

多 ,劳务输出数量庞大 ,因此主要造成空废化的情况

有两种。(1)由部分农村劳动力的两栖性和“候鸟

式”转移造成的 。这些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一年大部分

时间在外打工 ,只留父母在家 ,聚落住宅一年大部分

时间基本闲置 ,很多家庭都出现了有地不种的现象 ,

农业用地开始荒芜。(2)家庭子女已全部在外地工

作 ,并将父母也接至城镇居住 ,但因为感情与文化等

因素仍保留着原有宅院 ,平时委托邻里或亲属看管 ,

休假时回“家”“度假” ,父母离世之后 ,为了上坟扫墓

也会偶尔回“家” 。

农村聚落居民废弃的屋舍 、窑洞 、宅基地的无人

管理和不复垦 ,易引起废弃旧窑洞坍塌和土壤侵蚀。

这些都不利于陕北黄土丘陵区的生态环境修复和农

村聚落的建设。

3　生态修复与农村聚落的耦合发展模式

生态环境恶化与农村聚落建设落后是陕北黄土

丘陵沟壑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同时面对的两大问题 ,

统筹兼顾 ,综合治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也就是说 ,农

村聚落的发展必须围绕生态修复的内容来进行 ,并应

着重处理好以下 3个方面的关系。

3.1　生态修复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关系

农村聚落的生产生活方式实质上是人地关系的

一种体现 ,它直接反映着自然对人类的作用及人类利

用自然的能力。一方面生态环境为聚落发展提供着

物质与能量来源 ,另一方面 ,农村聚落的发展方式也

对生态系统的改变不断产生着影响 。具体来说 ,农村

聚落扩散时对土地的不断开垦与农村聚落中产生的

生产生活废弃物 ,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然生态系

统格局 ,而生态环境系统又可通过物质与能量的供应

水平 、自然灾害等将这种影响反馈给农村聚落的生产

和生活系统 。可见 ,生态系统与农村聚落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辨证和谐的。

然而 ,由于长期对生态资源过度开发 ,草场超载

放牧 、滥伐林草与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 ,加上生产生

活污水肆意排放 ,生活垃圾随意乱倒 ,致使陕北黄土

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

严重失谐 ,人居环境日趋恶化 ,人地矛盾突出。

这种人地关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农

村聚落的功能理解不够。政府与聚落居民往往只重

视聚落的生产功能。他们为了生产经济的需要 ,不断

地开垦并破坏森林植被 ,对于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 、

农村聚落的生态功能却缺乏考虑。

对此 ,很多学者都对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聚

落的生产活动提出了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建议 。如

李锐在综合考虑生态建设和农民增收的条件下 ,提出

陕北黄土高原 15°以上的坡耕地在 5 ～ 10 a 内应全部

退耕 , 7°以上的耕地在 10 a 内应全部退耕
[ 12]

。唐克

丽认为 ,在能保证人均 0.133 ～ 0.167 hm
2
基本农田

的条件下 ,剩下的土地应该完全退耕还林还草[ 13] 。

本研究认为 ,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下的农村聚落生

产 ,应配合水土保持与生态绿化的要求 ,调整土地利

用结构并采取有利于水土保持的生产耕作方式 。具

体来讲 ,应大量减少耕地面积 ,对陡坡地与部分缓坡

地应实行“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的措施 ,只对耕

作条件较好的川道地与水坝地进行耕种。对天然林

进行封育保护 ,以防水固土 ,保持土壤肥力 ,并根据植

被特点与地带性分布规律 ,选择适宜的人工林草类

型 、结构 、规模与布局方式。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下的

农村聚落生活 ,应调整散乱的聚落生活空间结构 ,改

善聚落环卫与给排水设施状况 ,发展聚落生态住宅 。

3.2　生态修复与农村人口规模的关系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是环

境人口超载问题 ,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农村聚落减少

占用耕地面积 ,对陡坡地与部分缓坡地进行退耕还

林 ,这样一来 ,农民的增收必须依靠大量农业人口的

非农化与城镇化来保障 ,如果不解决农业人口的转移

问题 ,复垦不可避免 ,这就很难保障生态建设所取得

的成果 。也就是说要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

农民增收 ,就必须大力促进农业人口规模的不断减

少 ,为农业人口在城镇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有利条件 ,

使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使农民自觉的投入到生

态环境建设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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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人口密度很大 ,长期

的农耕文化使土地过早地承载了过多的人口 。2006

年 ,人口密度就达到了 60 人/km
2
,远远超过联合国

粮农组织规定的半干旱地区 20人/ km 2 的人口承载

量上限。大量农村人口依赖贫瘠土地上进行的农业

生产勉强生存 ,这不仅使生态环境承受了巨大的人口

压力 ,也加剧了生态脆弱区中“贫困 —生态持续恶化”

的恶性循环。

3.3　生态修复与农村聚落集中建设的关系

由于地形因素 ,陕北黄土丘陵区农村聚落多选址

于河流阶地及平缓的坡地 ,住宅多集中建设在墚峁坡

地下部 ,形成分散的布局 ,致使配置一定规模的聚落

功能设施无法达到“规模经济”的门槛要求 ,即使配置

了相应的设施 ,最终也因为无法取得相应的效益而被

放弃 。

所谓集聚效应就是指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

集中 ,使得经济活动更加节约成本费用 ,提高效率 ,增

加效益[ 14] ,以及由于集中而产生的外在经济效益[ 15] 。

聚落内部 ,若将一定范围内的几个村子合并 ,可

以产生相应的集聚效应。(1)规模效益。集聚地内

某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设施 ,在原有的基础上 ,可以

进一步投资取得规模效益 ,从而降低投入成本;同样 ,

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必需在一定的规模基础上 ,才能

更好地布置工程设施 ,发挥规模效应;同时 ,规模集

聚 ,更有利于进行各项设施的统一管理。(2)市政设

施。在集聚地 ,由于聚落分布相对集中 ,使政府有可

能在这个区域投入较多资金发展交通 、电力 、通讯 、给

排水 、垃圾填埋等基础设施。(3)社会保障体系。聚

落居民居住相对集中 ,有利于政府集中资金与力量 ,

改善该区域养老 、教育 、居住环境 、卫生条件等问题。

(4)就业状况。居民居住集中 ,市政设施 、服务设施

的完善 ,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与管理 ,也会

给聚落居民增加许多就业机会与渠道 。(5)农业生

产。聚落的集聚 ,使农田有可能统一管理 ,有利于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生产 ,及更好地调整区域内适合

生态建设的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

4　结 论

(1)生态修复与农村聚落发展相互影响 ,相互制

约 ,因此农村聚落生产 ,应配合水土保持与生态绿化

的要求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采取有利于水土保持的生

产耕作方式 ,并调整散乱的聚落生活空间结构 ,改善

聚落环卫与给排水设施状况 ,发展聚落生态住宅。

(2)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农民增收 ,解

决农业人口的转移问题 ,并努力降低生态环境人口承

载量;根据当地经济 、资源等实际情况实现村落合并 ,

以促进生态修复与农村聚落更好地和谐发展。

(3)为了进一步解决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修复

与农村聚落耦合发展的问题 ,笔者认为需要加强以下

两方面的研究工作。

①聚落类型有各种分类 ,包括聚落规模 、形态及

聚落经济性质等划分 ,不同类型的聚落 ,其发展对生

态修复的影响不同 ,因此应根据各种聚落类型进行分

类研究;

②生态系统与聚落发展 ,两者的承载力有限 ,相

关影响因素不同 ,适宜的聚落规模也不一 ,因此需要

结合考虑各种因素探讨适宜两者共同发展的聚落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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