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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生态效益在水土保持中的地位

王立 民 杨振东 马吉刚

(山东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 公室 )

提 要

本文用归纳 法从理 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论述了水土保持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 之间 的

关系和地位
。

作者认为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 的前提和基础
;
经济效益是 生态效益的体现和保

障
;
而社会效益则是随前 两者的产 生而产生

。

三者之 中
,

生态效益足第
一
泣的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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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水土保持效益的产生及诸效益间的关系

生态系统是 由生物和环境组成的综合体
。

生物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的关系
。

没

有适宜的环境
,

就没有一定的生物 ; 失去了某些生物也就难 以维持某种理想的环境
。

所谓生态效

益
,

就是 改变生态系统 中生物因素或环境因素的某些因子使生态系统趋向良胜循环的 作 用 与 效

果
。

水土都是生态系统 中环境因素的重要因子
,

水上流失首先破坏 了这两个因子条件
,

进而使生

物
、

环境因素均发生变化
,

失去平衡
。

所以
,

水
_

[ 保持首先改善了生态环境
。

水土保持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
,

最终要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而且
,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在客观上具有很强的融合性
,

即二者同时产生
。

如营造各种防护林
,

不仅能够产生涵养水源
、

防风固沙
、

固土护坡
、

净化空气
、

调
一

官气候等生态效益
,

而且 “
林

”
自身生产木材与薪柴是直接

有经济价值的
,

有些林种经济价值更高
;
草场不仅能够蓄水保土

,

而且草既可作伺料 又 可 作 燃

料
,

同样具有直接经济价值
。

水土保持的社会效益是 由水 土流失危害的广泛性
、

严重性和连锁性

决定的
。

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恶化一一洪旱灾害增多—
生产能力降低一

一群众生活贫困

… … ,

由此过程导致许多社会 问题的出现
。

而防治水土流失
,

改善了生态环境
,

增加 了 经 济 收

入
,

也必然改善社会条件
,

促进社会的发展
。

就是说
,

水 土保持的社会效益也是客观存在的
。

水土保持具有生态
、

经济
、

社会三大效益
。

有必要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地位
,

以利指导具

体工作
。

我们认为
,

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
,

经济效益是生态效益的体现和保障
,

而

社会效益则是随前两者的产生而产生
。

三者之中
,

生态效益是第一位的
。

二
、

生态效益的基础地位

经济效益虽然是人们的最终所求
,

但经济效益的产生与提高依赖于生态效益
。

所以
,

把生态

敏益摆在首位是求得经济效益的战略需要
。

( 一 ) 长期与短期

没有生态效益也就没有长期的经济效益
。

长期的经济效益才是真正的
、

最需要的经济效益
,

无论是对局部还是整体都是如此
。

一个流域 自
_

L而下
,

农林牧业生产都要在光
、

温
、

水
、

气
、

热
、

土
、

肥等环境条件满足并协调 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最高的产量
。

但这种满足和协调必须长期的

维持和发展
。

在水土保持工作 中人们常说
“
破坏容易治理难

” , “
治理十年可以毁于一旦

”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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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针对生态环境的基本特点而言
。

如果不把生态效益摆在首位
,

就会只求急功近利而导致破坏

生态环境
,

经济效益也只能是短期的
。

比如毁掉山上的林草种植当年可有收入的经济作物
,

一年

或几年内是有一些经济效益
,

但不久就会因水土流失肥力降低
,

甚至剥去表土层
,

破坏或失去了

植物生长必需的水
、

土条件
,

而且下游也因水冲沙压致使生产力下降
。

要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
,

即使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
,

也是非常缓慢的
。

因此说那种做法短期内虽有经济效益
,

但长期内总

的经济效益却大大减少了
。

要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
,

必须以生态效益为基础
。

(二 ) 总体与局部

总体经济效益由总体生态效 益 所 支 配
,

总体生态效益由局部 (或个体 ) 生态效益所组成
。

因此
,

局部的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生态效益的需要
,

否则必将损害总体经济效益
。

农
、

林
、

牧等单项生产土地的利用方式以及生产过程 中是否破坏了生态环境不仅是衡量 自身

经济效益长短 的客观准则
,

也是总体经济效益发展变化的测针
。

各业生产如果只追求单项
、

局部

的经济效益
,

就往往造成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总体经济效益减低
。

如 田间隙地常常不 为 人 们 重

视
,

似乎在生态上和经济上都无关紧要
,

因此既不治理也不管护
,

久而久之使其沦为水 土流失的

主要分布区和策源地
。

这种局部地带没有生物防护当然没有经济效益
,

而且 由于水土流失导致地

堰坍塌
,

田块失稳
,

淤积排灌沟渠 和 蓄 水 工程
,

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

也等于降低了总体经济效

益
。

再如陡坡种植和破堰种植农物物
,

对一个流域来说也属于局部现象
,

但它产生的后果却不是

局部的
。

由于水土流失
,

很快破坏 了 生 态 环境
,

对全流域总体来说
,

失去的远大于所得到的
。

其原因
:

一是局部经济效益是短期 的
,

长 期内产值的总和不是增大而是减小
; 二是不仅局部很

快丧失了生物生 长的环境条件
,

而且殃及其他更多更大范围的生产项 目
。 “

_

上游 开 荒
,

下 游 遭

殃
” 就是这个意思

。

可见
,

要想得到总体经济效益
,

局部的经济效益必须以生态效益为前提
。

( 三 ) 稳定与沉浮

稳定的生物产量依赖于稳定的生态环境
,

环境条件的变迁必然影响生物 稳定性并牵 动经济效

益的沉浮
。

所谓稳定是指发展中的相对稳定
,

而不是某一水平的徘徊
。

水土流失的强弱
,

标志着环境条件变化的急缓
。

流失趋向轻微
,

环境趋 向稳定 ; 流失趋向严

重
,

环境趋向变劣
。

一个流域如果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要求
,

而且发挥了应有的效益
,

那么这里

的环境条件一定是相对稳定的
。

这是指水分
、

土壤养分等植物生长发育最敏感的要素可以及时地

得到抑制和人为调控
。 “ 天旱地不旱

” , “ 暴雨不成灾
”
是由于水源得到涵养而表现的

,

自然抑

制 ; “
早能浇

,

涝能排
”

则说明可以人为调控
。

山东省龙 口市下丁家地处山区
,

从五十年代就大搞

水土保持
,

在
“
水环

”
方面上涵下蓄

,

达到了良险循环
。

19 8 8年总降水量仅为 34 om m
,

粮 食 亩

产仍达 1 o l o k g ,

人均收入 1 30 0多元
,

这种稳定的经济效益所依赖的正是水土保持产生的生态效

益
。

相反
,

那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

洪旱灾害交替发生
,

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时沉时浮
。

在全国第四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
,

国务院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总结为
, “

水上保持是改

变山区面貌
,

发展 山区生产的生命线
,

治理江河的根本措施
,

国土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 。

田纪

云副总理 1 9 8 9年 1 月在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 “

一 个 是

水
,

一个是土
,

这是立国生存之本
,

是最基本的 自然资源
,

加强水土资源的管理
,

保 护 水 土 资

源
,

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 。

以上所强调的都是水
、

土两个生态要素的保

护与合理利用
。

应是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根据
。

三
、

只有体现生态效益为主才能搞好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在山地丘陵区和平原风沙区开发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已为人们确认
,

生态效益在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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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工作 中的战略地位其道理是基本相 同的
。

不重视水土保持
,

开发建设往往事倍功半
;
不重视生

态效益
,

水土保持常常失其内函
,

甚至前功尽弃
。

确立以生态效益为主是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需要
。

(一 ) 生态效益是水土保持工作的出发点

没有水
、

土两大资源的流失
,

也就无所谓水土保持
。

水上流失的实质是生态破 坏 问 题
。

因

此
,

追求生态效益是水土保持工作 的出发点
。

诚然
,

世界与国内贫困地区大都是严重的水土流失 区
,

如我国的赣南
、

贵西
、

陕北
、

川西以及

沂蒙山区
、

大别山区等等
。

全国有 27 1个贫困县
,

87 % 属于水土流失严重区 ; 山东省 10 个山区 贫 困

县
,

全部属于水土流失严重 区
。

贫穷的根本原因是水土流失严重
,

是生态环境恶化
。

只有对症下

药才能有效地治病除病
。

所以这些地区虽然发展经济具有紧迫性
,

但绝不能单纯以经济观点指导

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

水土流失的加剧是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
,

若再单纯用经济观

点指导水土流失的防治
,

不仅一时难 以奏效
,

而且有时事与愿违
,

导致新的流失及恶性循环
。

(二 ) 以生态效益为主对预防
、

管护工作的指导意义

1 9 8 9年 1 月召开了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

杨振怀部长在汇报

中指出 “
今后水土保持工作方针转到预防为主上来

,

开发利用各种资源要与水土保持同步进行
,

不能再走
`

先破坏后治理
,

的老路 ” 。

田纪云副总理强调
: “

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
,

预防
、

管

护是第一位的
” 。

这些指示精神是多年的经验总结
,

是符合水土保持工作实际的
。

强调水土保持

以生态效益为主
,

是贯彻
“ 预防为主

”
方针的一把钥匙

。

第一
, “ 预防为主

” 的本义所强调的就是生态效益
。

预 防水土流失的对象是生产项 目或生产

基地
,

其直接 目的是避免人为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 “ 预防” 的实施对单个项目或基地来说

,

短期

内可能增加了支出或减少了收入
,

降低了经济效益
,

实际上这是为了整体的
、

长期的经济效益服

从了生态效益的需要
。

第二
,

以生态效益为主有利于水土流失预防政策
、

法规的制定和贯彻
。

法规的制定首先要遵

循客观法则
,

其次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

这才能保证它的实施性和有效性
。

制定水土保

持法规必须按照水土流失规律
,

有的放矢
,

既要制止造成水土流失的人为因素
,

又要满足人们生

产
、

生活要求
。

做到这些
,

必须明确生态效益与其他效益之间的关系
,

并分清主次
,

否 则 就 缺

少制定法规具体条款的依据
,

而发生生产与生产 (如林与牧等 )
,

习惯与科学
,

建设与破坏之间

的矛盾
。

明确生态效益为主
,

以生态环境是否 向良性发展这个准则去解决矛盾
,

事情就容易解决

了
。

制定法规是这样
,

贯彻执行法规也是这样
。

通过学习
、

贯彻法规让大家提高科学素质
,

进行

自我约束
,

逐步提高遵法守法的 自觉性
。

第三
,

以生态效益为主有利于预防管护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

治理需要技术
,

预防 也 需 要 技

术
。

但多年来 由于人们对预防水土流失
,

管护水土保持设施认识重视不够
,

对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地位和关系认识模糊
,

致使预防
、

管护技术发展缓慢
,

推行不开的被动局面
。

比如
,

提出禁

止陡坡开垦
,

就要相应提出陡坡的科学开发利用技术 ; 提 出禁止放牧
,

就应有保持水土的饲草利用

技术方案 ; 提出开发矿山就应有尾沙
、

矿碴的处置技术和开采迹地的复垦利用技术等等
,
每项预

防管护内容都要求具有相应的技术
,

缺少这些技术
,

预防管护工作就难 以深入开展
。

预防管护技

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以生态效益作为主要根据
,

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 的生态 效 益
。

因

此
,

水土保持以生态效益为主能够促进预防管护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
。

(三 ) 生态效益为主对小流域综合洽理的指导意义

水土保持工作必须在实行预防为主的同时
,

坚持不懈地治理现存的水土流失
。

多年来
,

各地

在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 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探索了新路子
,

成效显著
。

但是有些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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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片面强调经济效益
,

在山丘区的治理中出现了该先治的未治
,

可缓治的反而先治 ; 流失严重

的地方不治
,

流失轻微的反而成了主要治理对象 ; 不是先急后缓
,

先易后难
,

而是只要眼前有经

济效益
,

难也硬干
,

没有经济效益
,

易也不治
。

其结果 自然偏离水土保持这个主题
。

提出以生态

效益为主
,

对于扭转或避免不合理的倾向
,

真正按照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的要求
,

扎扎实实地开

展小流域治理工作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以生态效益为主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小流域自上而下主要治理措施的结构布局
。

如 “ 山上松
、

山腰果
、

山脚田
、

沟中塘
、

地边花 ”
被称为某山区的治理模式

。

不同类型区应具有不同的治理结

构模式 , 相同类型区也由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在治理结构模式上也应各具特点
。

但各种治理模

式都应以生态系统的 良性循环去构筑
,

体现出科学性和适应性
。

前几年有的小流域治理
,

在经济

效益为主观点的影响下
, “ 山顶帽子 ”

是疏密不均的
“ 一撮毛

” ,

果树
“
带子

”
挂到了

“
脖子

”

上
,

不仅果树本身由于生态条件如水分
、

养分的欠缺
,

不能发挥正常经济效益
,

而且由于整地粗

放
,

无配套的水土保持措施
,

果树根系发育不良
,

树冠郁 闭度低等原因
,

水上流失照 旧发生
,

或

者 虽能减轻但不能达到控制要求
,

水土流失继续危害
。

可见
,

要创造合理的小流域治理模式
,

达

到控制水土流失
,

促进生态
、

经济的 良性循环之 目的
,

必须明确生态效益为主这个基本观点
。

四
、

经济效益是生态效益的体现和保障

( 一 ) 经济效益既体现生态效益
,

又有其内在规律

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
,

经济效益与之成正相关
。

这种相关关系不是局部的
、

短期 的 或 单 项

的
,

而是总体的
、

长期的
、

综合的
。

所以
,

生态效益可用来预测经济效益
,

经济效益又可作为衡

量生态效益的尺度
。

生态效益越大
,

获得的经济效益越高
,

二者是统一的
。

强调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
,

并非忽视经济效益
,

水土流失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
,

而防治水土流失的过程就是消除或减少这种制约因素的过程
,

也是防治措施的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融合性
。

生态效益是水土保持最直接的 目的
,

但最终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

生态

效益对经济发展来说又是水土保持这个手段的主要内容
。

水土保持经济效益在客观 上是生态效益

的体现
。

在主观 上又必须充分重视它的内在规律性
,

尤其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条件下
,

各种水

土保持措施的经济性 (包括投入和产出 ) 都有可能实现良性发展
。

如
:

同样是兴建果园
,

新老树

种所产生的生态效益虽然基本相同
,

但它们的产 品价值往往不大相同
; 同样固坡性能 的 生 物 地

堰
,

由于草种或灌木树种的不同
,

产生的经济效益差别也较大
。

总之
,

在生态 效 益一 定 的前提

下
,

提高经济效益是大有可能和十分必要的
。

(二 ) 经济效益是生态效益的保障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农业生产水平低
,

经济文化落后
,

群众生活困难
,

四料 (燃料
、

饲料
、

肥

料
、

木料 ) 俱缺
。

为 了增加粮食生产
,

获得燃料
、

饲料
,

就到处滥垦
、

滥牧
、

滥樵
、

乱砍滥伐
,

一

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
,

形成恶性循环
。

强调生态效益为主
,

并非是治
“ 流 ”

不治穷
,

而是要在保证

生态效益的前提下
,

尽快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
,

使群众摆脱贫困面貌
。

否则
,

去搞脱离现实的治

理
,

群众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
,

恶性循环的主要因素依然存在
,

其结果防不胜防
,

治不胜治
。

有

些地方
,

年年造林不成林
,

你封山他偏上山
,

你让圈养他偏要放牧
,

你要禁垦他偏要开荒
。

其主

要原因是群众生产
、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未能解决
。

因此
,

只有狠抓经济效益才可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

山东省潍坊市一

批水土保持治理试点小流域都成了脱贫致富的典型
,

市上在总结经验时指出
,

经济效益是小流域

治理的内在动力
,

一

早干的 己经得到了经济效益
,

有了富裕底子多 晚干的尝到了 甜 头
,

干 劲 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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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没干的眼红了
,

准备大干
。

市委
、

市政府十分重视
,

市委书记亲 自对调查报告签 署 贯 彻 意

见
,

并从财力
、

物力上增加了水土保持投入
。

地处沂蒙山区的费县
,

搞小流域治理不仅取得了突

出的生态效益
,

而且经济上收到了实效
,

那里的群众说
,

真是
“
越干越愿干

,

越干越会干
,

越干

越敢干
” 。

总之
,

提高水土保持的经济效益是巩固治理成果的需要
,

是水土流失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需

要
,

也是调动广大干群防治水土流失积极性的需要
。

为此
,

我们既要避免只重视经济效益
,

忽视

生态效益的倾向
,

又要克服只求生态指标
,

忽视经济效益的思想
。

要在明确生态与经济效益两者

关系的基础上
,

充分认 识生态效益是水土保持的根本所求
,

经济效益是水土保持的意中之果
。

所

以必须在提高生态效益的同时
,

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

五
、

结 语

自然界中水
、

土
、

光
、

气
、

热等非生物因素和动物
、

植物
、

微生物等生物因素不是孤立存在

的
。

它们彼此之间由于相互联系
、

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
,

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
、

统一 的综 合体

—
生态系统

。

水土保持是对这个系统中水
、

土两个重要且又易遭破坏因素的控制和调节
,

从而

使其正常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
,

使其生物量和生产量不断增长
。

正是这一功能
,

决定了水土

保持的基本追求—
生态效益

。

水土保持的诸种效益
,

既有直接的
,

又有间接的
; 既有自生的

,

也有衍生的
。

彼此之间的依赖或制约关系错综复杂
。

但无论怎样
,

生态效益都明显地表现出它的

基础地位
,

这是 自然规律决定的
。

因此
,

提出水土保持以生态效益为主
,

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

识
,

是水土保持 自身概念产生 的根据
,

也是水土保持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所在
。

水土保持 (预防与治理 ) 措施的实施
,

产生多方面
、

多层次的效益
,

把它们归纳为生态的
、

经济的
、

社会的三类是较为科学的概括
,

有利于分析理顺相互间的关系
。

运用有关学科的基本观

点和综合归纳方法
,

可以认为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
,

经济效益是生态效益的体现和

保障
,

而只有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提高
,

才有社会效益的发展
。

以生态效益为主的基本观点
,

对预防管护
、

小流域治理及相应的政策
、

法规制定都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

本 文提 出 以 生态效益为主
,

并非借用生态学理论解释水土保持 学科的主要问 题
,

更 不 是 代

替
。
而 旨在通过分析水土保持诸类效益的意义 : 明确关 系

,

分清主次
,

期助于水土保持工作的开

展
。

不妥之处
,

望惠于批评指 出
。

o n th e P o s i t io n o f E c o lo g ic a l B e n e f it in 5 0 11 a n d 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 t io n

W a n g l坛饥艺n Y a n g 名 h e n d o n g M
a J 艺g a 忍 g

( 少h e o f f 艺
c e o

f 5 0 葱l a , 岔 W
a t e ,

C o 几 s e , 。 a t葱0 0 C o m 仍石5 5云。 。 ,
刀 h

a ,
d

o n g P , o o m e e )

A b s t r a e t

T h i s P a P e r a n a l y s e d a n d d i s u s s e d 七h e r e l a 七i o n s a n d P o s i t i o n s a m o n g e e o l o g -

i e a l
, e e o n o m i e a n d s o e i a l b e n e f i七 i n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f r o m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e t i e e b y i n d u e t i v e m e t h o d
.

T h e a u 七h o r t h i n k 七h a 七 e e o l o g i e a l b e n e f i七 18

七h e b匕 s e a n d p r e m i s e f o r e e o n o m i e b e n e f i t
, a n d t h e l a t t e r 15 t h e r e f l e e t i o n a n d

S e e u r i七y f o r f o r m e r .

T h e s o e i a l b e n e f l t
,

七h u s , p r o d u e e d f r o m b o t h o f 七h e m
。

A m o n g t h e t h r e e P a r t s ,

七h e f i r s t o n e 15 七h e m o s七 im P o r t a m t
-

k e y w o r d s :
E e o l o g i e a l b e n e f i t e e o n o m i e b e n e f i t 5 0 11 a n d 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