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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１０ａ调水和生态治理，黑河流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调查结果显示，黑河下游地区农业种植

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业用水增加；缺 乏 资 金 支 持 和 水 价 偏 低 制 约 节 水 灌 溉 的 推 广；生 态 治 理 成 果 维 护 风 险

大，农牧民能否脱贫致富是维护当前生态治理成果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黑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恢

复的植被在项目结束后有可能被重新开垦为农田，该项目产生的环境成果面临再次破坏的风险。因此，把

发展经济、改善教育、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修复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黑河流域农业节水和生态建设工

程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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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河流域是我国的第二大内陆河流域，水资源极

其匮乏。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

影响，黑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

不断恶化。为合理配置黑河流域水资源，国务院作出

了加强 黑 河 流 域 综 合 治 理 和 生 态 建 设 的 决 策，从

２０００年起，国务院授权水利部黄委会黑河管理局，制

定出以上游地区加强天然林保护和天然草场建设，中
游地区建立农业高效节水示范区，下游地区以生态保

护和人工绿洲建设为目标的生态治理项目，对黑河干

流正式实施水资源统一调度与管理。经过１０ａ黑河

调水和生态治理，黑河流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取

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的一些



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这项任务的完成。因此，在黑河

流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时，对已经执行了１０ａ的这

项工程进行全面、系统、科学、深入的评估就显得异常

重要。但是，在现有政府组织结构体系下［１］，针对黑河

综合治理所开展的相对封闭的“上级对下级考核式”的
各种“调研”、“评估”或“检查”在某种程度上失效，导致

诸如“政策幻影”（ｐｏｌｉｃｙ　ｍｉｒａｇｅ）等现象的出现［２］，政策

的制定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基层的客观事实。在寻求解

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现有综合治理的主

体进行重新识别，对农户在综合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进行重新认识。通过参与性农户调查的方式，研究农

户对黑河流域下游地区实施节水农业和生态治理措

施的意愿及其相互关系，掌握节水农业和生态治理措

施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公众对政策的接受程度，了
解生态修复实施效果的潜在影响，以期为黑河流域下

一步开展节水农业和生态治理提供研究案例。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及资料收集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生态问题最为突出的下游

地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进行。调查对象为不同

年龄阶段、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职业的居民，问卷内容

主要围绕着农村水环境、农村居民节水意识、农村节

水状况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展开。为了统计方

便，每个问题给出３～５个答案供选择。
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为了提高问卷调查的

效率和可靠性，采取面对面单独户内调查，避免其他

人员的影响。在额济纳旗的达来呼布镇、苏泊淖尔苏

木随机 发 放 调 查 问 卷１１０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９８份。
其中样本中不同职业中的其他人员构成主要是林场

工人和从事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实际调查样本的

构成情况见表１。

表１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调查对象 农民 牧民 其他 合计

男
数 量 ３７　 １７　 １２　 ６６
比例／％ ３７．８　 １７．３　 １２．３　 ６７．３

女
数 量 １３　 ９　 １０　 ３２
比例／％ １３．３　 ９．２　 １０．２　 ３２．７

合计
数 量 ５０　 ２６　 ２２　 ９８
比例／％ ５１．０　 ２６．５　 ２２．４　 １００．０

１．２　资料整理与分析

全部问卷资料经过检查核实后输入计算机，利用

ＳＰＳＳ分析软件，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水平，采用Ｆ
检验方法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农村居民对水环境总体状况的认可程度调查

本次被调查的居民居住地附近的水源大部分为

河流水和井水。对下游地区农村居民对水环境总体

状况的认可程度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实施综合治理后

居住区水源流量、水质以及水井数量的变化，其统计

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下游居民对实施治理后的黑河水环境状况认可程度调查结果 ％

项 目 增大（变好） 减少（变差） 基本不变 标准差

近几年附近水源流量变化 ６９．４　 １４．３　 １６．３　 ０．７６３
附近水源水质的变化　　 １４．３　 ４１．８　 ４３．９　 ０．７０７
水井数量的变化　　　　 ６２．２　 １７．３　 ２０．４　 ０．８１１

　　以 上 数 据 表 明，自 实 施 黑 河 分 水 方 案 以 来，有

６９．４％的人普遍感到附近水源流量增大，地下水位上

升，河流的断流期缩短。但是，有４１．８％的人认为水

质较 前 变 差，并 且 随 着 输 入 下 游 水 量 的 增 大，有

６２．２％的人认为开挖的 水 井 数 量 相 对 于 输 水 前 有 所

增大。
结果表明，随着 对 下 游 地 区 实 施 生 态 输 水，下 游

地区的地 下 水 位 显 著 上 升，而 新 开 挖 的 水 井 数 量 增

多，说明农业用水的比重逐步增大。农业用水占用了

大量的生态用水，并且水质在 不 断 地 恶 化，其 生 态 治

理前景不容乐观。

２．２　农村节水工程状况调查

影响农村节水 工 程 的 因 素 很 多，如 灌 区 类 型、规

模、渠道状况、工程设 计 标 准、配 套 程 度、老 化 失 修 等

工程设施状况；灌区管理维护水平、作物种类、农民用

水习惯、水 价 政 策、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等 社 会 经 济 情 况。
因此，针对以上因素对黑河下游农村节水状况进行调

查，其结果见表３。
在被访者中，有８９．８％的 人 愿 意 参 与 水 资 源 管

理，希望在专业管理机构的统 一 领 导 下，实 行 民 主 管

理。在水价方面，除少数人（１６．３％）外，有７１．４％的

人对目前实施的水价持认可态度。目前，下游地区的

灌溉除在春季用河水进行一次泡田灌溉外，苗期灌溉

都是用井水，其 水 价 为 河 水０．００５元／ｍ３，抽 取 地 下

水交纳 标 准０．０２元／ｍ３，从 节 约 用 水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的观点来看，目前的水价仍然偏低［３］。在渠道工程方

面不满意６２．２％，认为修建的渠道设计不合理，没有

按照原河道地形设计，给灌溉造成一定的困难。在节

９５１第５期 　　　　　　王昱等：基于农户尺度的黑河流域下游节水农业和生态治理效果调查研究



水 管 理 方 面，有７１．５％的 人 持 认 可 态 度，但 也 有

２８．５％的人不满意，认为对渠道工程的管理存在重建

设、轻管理的思想，以至于部分干流渠道破损严重，不
能使用。

表３　黑河流域下游农村居民对节水工程状况的态度调查 ％

项 目　　　 满意 可接受 不满意 标准差

是否愿意参与水资源管理 ８９．８　 ３．１　 ７．１　 ０．５３８
对目前的水价是否满意 １２．３　 ７１．４　 １６．３　 ０．５１６
渠道工程状况满意程度 １０．２　 ２７．６　 ６２．２　 ０．６７７
对目前的节水管理满意程度 ２３．５　 ４８．０　 ２８．５　 ０．６５１
对现有的流域节水措施效果满意程度 １２．２　 ５３．１　 ３４．７　 ０．７２３

　　从 总 体 来 说，自 从 开 展 流 域 综 合 治 理 以 来，有

６５．３％的人对现有节水治理措施效果基本认可，但有

３４．７％的人不满意，认 为 自 从 开 展 流 域 治 理 以 来，收

入较以前 有 大 幅 下 降，对 脱 贫 致 富 没 有 起 到 大 的 作

用，因此，农牧民脱贫致富是黑 河 流 域 下 游 地 区 综 合

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了进一步了解对 现 有 流 域 节 水 措 施 的 满 意 程

度，对不同职业和收入的人群 做 交 互 分 析 并 作 检 验。
调查结果显示，发现牧民对现有的节水治理措施最不

满意（ｐ＝０．００１，图１），主要原因是退耕还林以后，牧
民获得政府补偿和少量农副用地外，基本没有其它收

入来源，收入较以前大幅下降；但 是 随 着 被 访 者 收 入

的增高，对现 有 节 水 措 施 的 满 意 度 也 逐 渐 提 高（ｐ＝
０．０００，图２）。

图１　不同职业的人对现有节水效果的态度

另外，调查显示当地农户认为最好的节水方式是

沟灌（３２．９％）和滴灌（３０．６％），这主要是与当地种植

的作物有关。自从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后，额济纳种植

作物以哈密瓜为主，适合沟灌和滴灌。部分地方已经

开展实施滴管工程，并取得较 好 的 效 益，为 周 边 地 区

作出了示范。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制约开展节水灌溉

的主 要 因 素 是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投 资 大，难 以 承 担

（３６％）；农副产品价格 低 廉，不 愿 意 花 钱 在 节 水 灌 溉

投资上（２０．２％）；土地 面 积 过 于 分 散，不 便 于 开 展 节

水灌溉（２２．７％）等方面。

图２　不同收入的人对现有节水效果的态度

２．３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调查

经过１０ａ黑河调水和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建

设项目，不断加大搬迁转移力 度，额 济 纳 绿 洲 整 体 恶

化 趋 势 得 到 有 效 缓 解，局 部 地 区 生 态 开 始 出 现 好

转［４］，但是如何巩 固 这 一 成 果，是 大 家 目 前 所 关 心 的

问题。问卷调查主要集中在农 户 是 否 支 持 退 耕 还 林

项目、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 认 识 程 度、退 耕 还 林 对

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当退耕还林项目 结 束 后 是 否 再

次开荒等方面，调查结果见表４。

表４　黑河流域下游农村居民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态度调查 ％

项 目　　　　 是 否 不知道 标准差

是否支持退耕还林（草）政策 ８９．８　 ６．１　 ４．１　 ０．４５４
政府开展退耕还林（草）项目是否值得 ８８．８　 ５．１　 ６．１　 ０．５１８
退耕还林（草）项目是否影响正常生计 ５１．１　 ４６．９　 ２．０　 ０．５４２
退耕还林（草）补偿能否弥补经济损失 ４５．９　 ５０．０　 ４．１　 ０．５７３
退耕还林（草）项目结束后是否会再次垦荒种粮 ４３．９　 ４５．９　 １０．２　 ０．６５７

　　统 计 资 料 表 明，有８８．８％的 人 认 为 国 家 投 入 巨

资治理 黑 河 生 态 是 值 得 的，同 时 有８９．８％的 人 明 确

表示支持这一项目，这是该项目能迅速履行的主要原

因之一。同时，调 查 中 发 现 有５１．１％的 人 认 为 黑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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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 态 治 理 影 响 其 正 常 生 计，并 且 有５０％的 人 认

为退耕还林不 能 补 偿 经 济 损 失。有４３．９％的 人 甚 至

明确表示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结束后会再次垦荒种粮，
表明该项目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同时，调查结 果 显 示 有４６．９％的 人 希 望 开 展 政

府援助 节 水 灌 溉，有３１．６％的 人 希 望 继 续 援 助 退 耕

还林项目，有９．２％的人希望援助养殖业，有７．１％的

人希望援 助 果 园 经 济，还 有５．１％的 人 希 望 援 助 种

菜。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黑河下游农村居民仍然希

望政府优先援助节水灌溉和退耕还林。
为了进一步了解退耕还林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

以及退耕还林项目结束后是 否 会 开 荒，对 不 同 职 业、
年龄和收入人群做交互分析，并用Ｆ检验。调查结果

显示，退耕还林对牧民的生计影响最大（ｐ＝０．００９），
（图３），这是 因 为 退 耕 还 林 以 后，部 分 牧 民 被 安 置 在

移民村，并采取压缩畜群数量、舍畜半舍畜饲养，从以

往的大量养畜转变到深加工方面来［５］。
但是，实际情 况 是 牧 民 认 为 舍 畜 饲 养 成 本 太 高，

而深加工在当地还没有形成龙头企业，所以牧民生活

仅靠政府补偿和少量农副用 地 外，再 无 生 活 来 源；农

民退耕还林的土地基本上是产量较少的贫瘠耕地，所
以对其生计影响不大；随着农 牧 民 收 入 的 增 加，再 次

毁林、毁草开 荒 种 地 的 愿 望 呈 减 少 趋 势（ｐ＝０．０１１，
图４）。

调查结果 还 表 明，随 着 农 牧 民 受 教 育 水 平 的 提

高，再次毁林、毁草开荒种地的愿望呈减少趋势（ｐ＝
０．０４７）。这主要因 为 受 教 育 水 平 低 的 居 民 收 入 较 低，
对政策调整的适应能力较弱，而受教育水平高的居民

对政策的持续性认识较为清楚，对未来的期望值相对

较高。

　　　　　　　图３　退耕还林对不同职业的影响　　　　　　　　　　　图４　不同收入居民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态度

３　讨 论

绿洲农业是西北内 陆 河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支 柱 产

业，通过推广节水农业技术和 模 式，提 高 流 域 水 效 益

是农村经济发 展 和 农 民 脱 贫 致 富 的 根 本 出 路［６］。当

前，黑河下游地区农业发展的特点是以棉花和瓜果等

高耗水的经济作物为主，而饲草种植比例较低［７］。经

济作物是农户提高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同时也是

农业灌溉用水量较多的作物，所以表现出虽然退耕了

部分农田，但是新开挖的机井 数 量 却 增 多 了，农 业 用

水占用了生态用水。

当前制约 农 民 发 展 节 水 农 业 的 因 素 很 多［８］。在

黑河下游地区，滴灌技术已经 建 成 示 范，但 其 建 设 成

本高，如果由农户完全承担技 术 改 造 成 本，在 现 行 的

种植结构和较低的农产品价格的条件下，节水灌溉技

术带来的收益不能补偿技术改造导致 的 农 业 生 产 成

本的增加。因此，在没 有 政 府 扶 持 的 情 况 下，农 户 对

所种植的 作 物 采 用 先 进 节 水 技 术 的 内 在 动 力 不 足。

因此，政府扶持是决定农户采用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的

关键因素［９］。

灌溉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当前仍然沿袭原有

的灌溉管理办法，从而导致渠 系 维 护 不 及 时，各 级 管

理者的积极性不高；农民用水不规范和节水意识不强

等问题也普遍存在。导致上述 现 象 的 原 因 与 当 前 黑

河流域农业灌溉水价偏低有关，由于计量困难和计量

设施的限制，农田灌溉水费大 部 分 还 以 面 积 计 费，农

民节水与节费不联系，进而使得价格的杠杆作用难以

得到实质性发挥，阻碍了节水灌溉的推广。
发展节水农业如果不能使农民从中得到实惠，就

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正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１０］，
同样生态治理如果不能解决农牧民的生计问题，黑河

下游地区生态治理的成果就不能巩固。因此，下游地

区的综合治理必须与农业结构调整、节水技术推广紧

密结合起来，要与农业增收、农 牧 民 致 富 紧 密 结 合 起

来，只有这样，农牧民 才 会 有 内 在 动 力，才 会 自 觉 地、
积极地投身到发展和维护生态治理中来。

政策的实施 离 不 开 公 众 的 大 力 支 持。农 村 居 民

生计的改善不仅受环境的影 响，同 时 受 文 化、社 会 与

政治条件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经济收入低的农户

更容易受到退耕还林项目的影响，弱势 群 体（受 教 育

水平低、收入少的老弱病残、生态移民）认为他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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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受到项目负面影响的人群 比 例 最 高。良 好 的 教 育

有利于居民就业和收入增加，表示项目结束后再次开

荒种田的人群比例随居民受教育水平 和 经 济 收 入 的

提高显著下降，这一结果证明 普 及 教 育、发 展 经 济 是

巩固生态修复成果的重要保障。

４　结 论

研究结果证实，黑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在黑河下

游地区取得了巨大成果的同 时，也 存 在 一 定 的 问 题：
下游地区农业种植结构不合理，农业用水占用生态用

水，开展节水灌溉推广难度大，灌溉管理亟待加强，生
态治理成果维护风险大。因此，政府在产业结构引导

中，要坚持“市场导向、资源依 托、环 境 友 好”的 原 则。
既要立足于本 地 区 的 资 源 比 较 优 势，还 要 立 足 于 发

展节水型 特 色 产 业，保 护 和 恢 复 脆 弱 的 生 态 环 境。
节水技术由于初期投资大，加 上 农 产 品 价 格 低 廉，土

地面积过于分散，很多人不愿 意 花 钱 投 入，所 以 政 府

扶持是决定农户采用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的关键因素。
同时，加强对水资源的商品化 管 理，使 水 价 能 够 反 映

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利用经

济杠杆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黑河流域农业节水和生态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

在进行治理的同时，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和提高文化

素质结合起来。开展基本农田建设，提高区域农业生

产能力，提供岗位培训与信息服务，为农牧民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保障等等。建立环

境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环境政策，把发展经济、改善

教育、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修复有机地结合起来

是黑河流域农业节水和生态建设工程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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