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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山区开发上有法律法规导向
,

政府是资金投入的主体
,

政府在发展专业化生产
、

健全社会化服

务体系
、

培育山区建设人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验
。

这对我国黄土高原在政策
、

资金
、

人才
、

市场
、

服务等方面开展综合治理开发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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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多山
、

多丘陵的国家
。

山地和丘陵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75 % 左右
。

二次世界大战

后
,

随着工业的高度发展和都市生活的日益丰富
,

农村青壮年大批涌入城市
,

以至农村人 口 出现老

龄化
、

过疏化等问题
,

农业后继乏人
,

此现象在山区丘陵地区更为严重
,

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

为此
,

日本政府规定了一整套法律法规
,

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
,

取得 了极为明显的效果
。

山

区农民生活和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

山区交通
、

教育
、

文化
、

卫生等福利设施基本齐全
,

农民生活

水准与城市居民持平
,

甚至超过 ;森林覆盖率达 68 %
,

通过森林抑制的水土流失约 60 亿 m
3 , ,

森林

土壤蓄水量每年达 2 300 亿 t
。

在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防风固沙
、

净化空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在山区开发上的成功经验主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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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根据农业生产实际情况
,

及时制定法律法规
,

指导山区开发

二次大战后
,

政府制定 了《国土综合开发法 》及全国性综合开发计划
,

进行全 国性综合开发治

理
,

以防治水土流失和完善保护林为主要内容的国土整治工作
。

1 9 6 9 年
、

1 9 7 7 年制定了第二
、

第三

次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

1 9 6 5 年制定了《山村振兴法》
,

1 9 7 5 年
、

1 9 8 5 年两次重新修订
。

其目的是培

养山村的经济实力
,

改善山区人 民生活居住条件
,

提高居民生活福利水平
,

发展国民经济
。

在过疏地

区实行《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
,

实行极其优惠政策
,

强化资金投入
,

改善基础设施
,

重视开发人

才资源
,

对经营者进行技术培训
,

促进过疏地区与国内外广泛合作交流
。

积极创造条件
,

解决山区居

民的具体困难
,

诸如山村年青人婚姻等问题
。

鼓励山区人 民安居乐业
,

发展山区农业经济
。

(二)开发资金投人的主体是政府投人

开发 山区是项公益事业
,

受益的不只是山区农户
。

其资金来源于国库
、

地方财政
、

企业财 团
、

金

融机构和农户
。

国家投入是开发投资的主体
。

1 9 6 5 ~ 1 9 7 2 年第一期投资超过预算 11 %
,

达12 87 2亿

日元
。

1 9 7 2 一 1979 年投入达 31 384 亿日元
,

1 9 7 9 一198 7年第三期投人为 51710 亿日元
。

对于国家

项 目
,

国库投入 75 %
,

地方 (县市)投入 12
.
5 %

,

村及农户投入 12
.
5 %

。

地方立项的项 目
,

国库投入

65 肠
, ,

地方投入 20 写
,

村及农户投入 15 %
。

对一些未列入国家和地方项 目的开发
,

政府给予一定的

补贴
,

由地方及村
、

农户向企业财团集资或向金融机构贷款进行
。

农户承担部分 向金融机构贷款
,

金

融机构也给予一定的优惠
。

对一些有特殊资源地区的开发
,

除国家和地方投资外
,

国家 另外给予一

定的特别补助金用于开发
。

另外旧 本政府采取免税
、

优惠贷款
、

价格保护等政策
,

刺激农业生产
,

千方百计保护农民利益
。

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名目繁多
,

如农田基建补贴
,

农机设备补贴等
,

几乎 80 % 的农产品都得到某种形

式的补贴
,

每年约达 8 000 亿日元
。

对主要粮食种类实行保护价格
, “

高价买进
,

低价卖出
” ,

主要粮

食种类商品率为 100 纬
,

农户食用部分甚至也在市场上购买
。

由于政府的保护
,

农民的实际收入超

过薪职人员的收入
。

(三)利用地方优势
,

发展专业化生产
,

扩大经营规模
,

提高商品率

在 日本普遍推广的
“

一村一品
”

运动是以地方自然资源条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活动
。

集地方特

色
、

民俗
、

民间工艺于一身
,

生产出千姿百态的民间工艺品
、

地方食品
、

名优特产的农副产品及生活

用品
。

以某一产品为龙头
,

带动其它各业发展
。

山区丘陵地 区森林面积大
,

一般在 80 % 左右
,

普遍存

在生态效益高
,

而经济效益差的问题
。

林业产值占总产值 2写左右
,

有些地方甚至更低
。

其原因是政

府对水土保持林的采伐有严格的规定
,

通过政府补贴减少农民的损失
。

其它林地因劳务费昂贵
,

采

伐效益低
,

甚至无效益而很少采伐
。

山区农民主要是利用森林资源及地方特色发展旅游资源
。

如建

立 自然公 园
、

森林公园
、

滑雪场
、

高尔夫球场
、

温泉旅馆等旅游服务设施
,

有些地方旅游收入占总收

入 1/3 到 1/2
,

即保护了自然资源
,

又提高经济效益
。

(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撑山区开发

日本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有政府
、

民间两个体系
。

一是政府领导下的农政
、

农林水产
、

农村

事务
、

各种试验研究所
、

试验场等管理服务网络
。

无偿为农户提供信息
、

技术
、

品种
、

对农业经营者进

行培训
,

指导农业生产
。

另一是农业协同组合(农协)
,

由农民在 自愿
、

平等
、

互利的基础上形成服务

网络
。

有专业农协和综合农协
;
有村级

、

县级和全国性的农协联合会
。

它是一个庞大的群众团体
,

有

一套严密的组织程序
,

管理制度
,

实行经济自决
、

自治
、

自主
、

自营
。

实行农工商贸
、

产供销一体化生

产经营服务
。

如农协利用信息网络掌握市场销售情况
,

确定每日上市的农产品种类和采集量
,

有计

划地组织生产销售
。

农协的业务几乎涉及了农事活动的各个环节
,

真正做到了产前计划
、

产中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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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
。

( 五 )培养山区建设人材
,

稳定农业发展

在实施基础教育的基础上
,

国立
、

公立及农协建立的农林科研
、

普及推广机构对各类农业生产

者
、

经营者定期组织培训
。

从基础理论
、

生产实践上进行系统培训
。

政府出资举办短期技术学校
,

提

供设施齐全的校舍
、

教学设备和师资
,

推广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品种
。

被培训者只承担资料费及伙食

费
。

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给山区开发建设留下年青人
。

如组织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交流
,

组织留学

生到 山村旅游观光
,

组织 山村青年海外旅行
,

鼓励 山村青年人参加国际交流等措施
,

提高山村知名

度
。

政府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

鼓励山村青年人扎根山村
、

建设山村
。

另外
,

规定教师和科技人员在

山区的服务年限
。

想方设法给山区留下建设人才
。

日本在山区开发上的具体办法是
:

1
.
建立 山区与外部及 山区内部的交通

、

通讯网
,

促使山区与其它地区及山村 内部的交流
。

2

.

兴建学校
、

医院
、

幼儿园
、

养老院
、

文化活动中心等文化卫生福利设施
,

提高山区居民的文化
、

生活水平
。

3

.

开发山区资源
,

利用与保护并举
。
.

开发山地
、

丘陵地区
,

常会导致水土流失
,

日本在此方面做

了许多工作
。

如分层次建立网状防风林
,

为防止峭壁陡坡的滑坡
,

利用尼龙网
、

金属网罩住坡面
,

将

水土流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

为防止农田施肥造成河水污染
,

在排水渠边建立沉积层和沉淀坑等措

施
。

4. 加强 山区经营的现代化
,

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

在具体实施上
,

实行 目标责任制
。

如在

森林覆盖率
、

人 口密度
、

生活环境设施
、

经营现代化程度方面分类指导和管理
。

当然
,

日本山区农业发展上仍存在着许多难于克服的困难
。

一是农业后继乏人
,

农村劳动力极

为缺乏
。

年青人 向往都市生活
,

不安心务农
,

农村青年人婚姻难于解决
;二是土地资源有限

,

难于扩

大经营规模
;三是对农业及农产品的高额补贴

,

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

也使农业成为一个没有竞争

的产业
;四是森林面积大

,

经济效益差
。

.

这需要 日本政府和各界长期共同努力
,

或许能得到解决
。

日本山区开发的成功经验对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的几点启示是
:

(一)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开发的资金投人应以政府和国际社会为主体 黄土高原地区是世界上

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
。

对该区综合治理开发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不只是中国的黄

河流域受益
,

对世界的环境改善也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

作为一项巨大的公益事业
,

政府和国际社会

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

(二)尽快制定区域综合治理开发法规 对大区域综合治理开发
,

必须在资源保护
、

开发利用上
,

在资金
、

物资投入上
,

在近期与长远利益兼顾上
,

以及受益分成上
,

应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所保护
,

用政策导向
,

依法治理开发
。

( 三 )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积极鼓励民间兴办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

与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

部门一齐担负起农业科技的推广
、

普及工作
,

逐步建立起集资金
、

技术
、

互助及保险的产供销的服务

体系
,

完善产前
、

产中及产后的服务项 目
,

为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提供服务
。

( 四 )培育市场
,

发展专业生产
,

提高现代化经营能力 政府应有计划地建立一批专业市场或综

合流通市场
,

引导该区的商品经济进入 良性循环体系
。

(五 )培育人才
,

保持经济建设的活力 该区的基础教育薄弱
,

就学儿童失学严重
,

文盲率回升
,

将成为该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
。

政府应花大气力抓基础教育
。

在此基础上
,

利用现有科技推广技

术力量
,

对农业生产者及经营者有计划的进行轮流培训
,

建立一批各类专业的示范户
,

促进科技转

化
;有计划地建立一批专业技术学校

,

培养一大批农村建设人材
,

利用现有的新闻传播媒介
,

推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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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业技术
,

政府应尽快出台优惠政策
,

创造条件
,

鼓励科技人员在山区开展工作
;对立志务农的青

年人
,

创造适宜的小环境
,

为该区综合治理开发培养建设人才
,

使该区经济建设永葆活力
。

中国科学院长武农业生态试验站简介

中国科学院长武农业生态试验站简称
“

长武生态站
” ,

属于
“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
( C E R N )

设在黄土高原沟壑区的一个基本站
。

依托于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

长武生态站

位于陕西省长武县洪家乡(312 国道西兰线 20 Ik m
,

与甘肃省径川县毗邻)
。

生态站中心任务是研究

黄土高原沟壑 区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
、

功能
、

物质能量循环及其环境效应
,

为区域建立高效农

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理论研究
,

提出开发利用资源
、

改善生态环境
、

全面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对策
。

研

究内容包括
: 1一大气—

土壤
—植物连续体中水循环 ; 2

.
农田水分

、

养分平衡和农 田肥 力演变
;

3
.
水土流失过程和土

、

水
、

肥
、

气
、

热的调控机理和手段
; 4
.
沟壑土地诸环境因子与经济植物生态经

济属性的关系
。

长武生态站将依靠先进的观测实验手段和信息系统
,

设置 自动气象监测
、

水循环和平衡
、

水土

流失过程
、

养分循环与平衡
、

生物量和能量五个野外观测场及相应的分析实验室
,

对 区域气候
、

水

文
、

土壤
、

生物进行长期定位观测和试验
,

对区域内的社会
、

经济状况进行长期统计和分析
。

生态站

将执行 C E R N 规定的数据质量控制和管理
。 ‘

对科学数据系统整编和积累
,

建立数据库
;
除供生态站

进行各项研究外
,

还用电传通讯传输给 CE R N 的各个层次的信息系统
,

进入综合数据库
,

达到站网

之间数据共享
,

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大尺度生态系统研究提供数据服务
。

目前
’

,

长武生态站正在筹建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