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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建设商品型生态农业
,

既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

又能促使农民自觉地进行水土保持和改善

生态环境
.

为此
,

笔者从理论上分析了商品型生态农业的机制及黄土高原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

阶段和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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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商品型生态农业
,

即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生产经营 目的
,

并通过农业商品生产对环境的需求
,

促使人们 自觉的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
,

最终达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

形

成优质
、

高产
、

高效农业生产系统
。

建设商品型生态农业
,

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

经济发展
,

提高

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
改善生态环境

,

促进农业生态系统 良性化
。

在农 民生产经营过程中
,

这两个

结果的产生过程是融为一体的
。

因而
,

农民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这一 目的
,

就必须改良环境
,

解决长

期以来黄土高原综 合治理过程中
,

农 民被动地
、

消极地接受治理措施的局面
。

黄土高原在我国的农业生产 中占有重要地位
,

但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是建立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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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不合理利用和不同程度的被破坏上
。

广种薄收
,

依靠低层次的平面垦殖
,

获得生产总量的增

长
,

破坏了扩大再生产的环境条件
;超度利用

,

虽取得了经济的缓慢增长
,

但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

条件逐步消失
。

有效劳动率的不断减少
,

沙漠化的扩大足以说明这一点
。

作为一种补偿
,

或者说

作为需要
,

人们实施改善生态环境
,

恢复生态系统结构
,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

试图使外延扩大再生

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结合起来
,

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系统 良性化同步
,

但并未达到预期 目的
,

形成

了农 民
“
二元化

”
经营意识

,

即积极追求经济增长
,

消极实施水保措施和改良环境
。

因为
“
需要

”

决

定
“
动机

” ,

产生
“

行为
” ,

主要问题是没有把水土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变成人们的 自觉行动
。

综上所述
,

农业系统本身存在着环境改 良与经济增长的需求
,

农业要持续发展
,

必须使经济

增长与环境改良都成为人们的
“
需要

” ,

如果能够建设商品型生态农业
,

便能解决此 问题
,

实现农

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

二
、

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循环机制

(一 ) 商品型生态农业使农民经营意识
、

经营动机与经营行为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一般讲
,

经营意识决定经营动机
,

产生经营行为
。

但是
,

由于人类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诸多方面

的影响
,

在无法消除外界制约力时
,

经营行为就会偏离经营意识和经营动机
,

产生生产经营活动

的
“

摩擦力
” 。

笔者认为
,

当经营行为与经营意识和经营动机相一致时
,

经营效果最大
,

反之
,

则最

小
。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
,

就需要食物
,

为了显示 自己的存在和能力
,

就需要获得 比他人多的食

物
,

在温饱问题未解决时
,

粮食需要是第一位的
。

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
, “

钱
”
的问题便突出出来

,

因而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粮食或粮食和现金
,

这就是农民的经营意识
,

而动机也就是

得到这些物质财富
,

因而农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生产粮食和获得现金
。

商品型生态农业首先

实现了农民经营意识
、

经营动机与经营行为的一致
。

回顾水土保持工作已走过 的道路
,

无论决策

者的愿望多么美好
、

多么必要
,

甚至某种水土保持措施还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

但只要农民的

直观和印象不是获得他所需要的经济利益或
“

机会利益
”

为负
,

他就没有主观积极性
。

笔者提出的
“
商品型生态农业

”

肯定也需要有关的水土保持措施
,

但它注重的是
“
经济利益

”
的直观化

。

(二 ) 商品型生态农业把
“
水土保持

”

视为生产要素的必要投人过程
,

因而会变成人们 自觉的行动

农业发展史实际上显示了人类征服 自然的历史
。

就近代农业来说
,

由于人 口增长和人类改造

和征服 自然能力的提高
, “

移耕农业
”
被

“
精耕细作农业

”

代替
, “

精耕细作农业
”
逐步被

“
集约农业

”

所代替
。

在这个过程中
,

人类从利用简单的
、

现成的农业 自然资源
,

发展到利用农业 自然力对农业

自然资源的作用
,

再发展到利用工业能源等对农业 自然资源的作用
,

形成各个 阶段不同的农业循

环系统
。

下一步将是开发利用农业自然力与工业能源等的共同作用力作用于农业 自然资源
,

形成

更高阶段的农业循环系统
。 “

移耕农业
” 、 “
精耕细作农业

” 、 “
集约农业

”

的内涵与特点决定了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它们都不可能实现开发利用农业 自然 力与工业能源等的共 同作用力
,

而只有商品

型生态农业才能实现
。

在商品型生态农业阶段
,

要开发利用产生农业 自然 力的农业 自然资源循环

系统
,

按照黄土高原现状
,

就要恢复和建设农业 自然资源系统
,

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水土保持措施
。

例如
,

在一个以 畜产品为主要商品输出的商品型生态农业 中
,

畜牧业的规模与饲草的满足量相一

致
,

为了发展畜牧业
,

人们除了利用作物桔秆等农副产品外
,

最简易的满足方法就是种草
,

并 自觉

的保护草场资源
,

自然而然的形成 了生态环境的改 良
。

(三 )商品型生态农业增强了系统内部的相依性
,

扩大了系统循环时空
,

在现有资源条件下系统功

能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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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品型生态农业使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民与其它较发达地区的农民经济环境差异缩小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他著的《第三次浪潮 》一书中说到
: “

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
,

穷国与富

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 。

现实未必如此乐观
,

但笔者认为应尽力缩短穷国与富国起跑线的差距
。

我

国古代四 大发 明能对欧洲近代经济兴起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

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一定能为我

所用
。

同样道理
,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发展也应走
“

捷径
” 。

在经济迅速发展
,

人们追求目标不断

提高的情况下
,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民应尽量与全 国农 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

并要为之奋斗
。

否则
,

就会失去
“

机会
” 。

商品型生态农业能够增加人们的科技信息等容量
,

增强生产经营 中的
“
经济环

境
”
投入

,

改变因此而造成的
“
投入

、

生产
、

产出物处理
”
的落后状况

,

提高经济效益
。

三
、

黄土高原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建设

(一 )总体思考

1
.

农业系统诊断
,

确定商品型生态农业输出的主要 内容
。

2
.

寻找突破 口
,

逐步形成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循环体
。

3
.

加强系统链
、

网结构建设
,

提高系统总体功能
。

(二 )建设阶段

黄土高原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分为三个阶段
,

下面 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为例
,

论述商品型

生态农业建设的三个阶段
:

1
.

基本结构建造
。

依据黄土丘陵沟壑区的主要特点
:

( 1) 土地面积大 (荒山坡面积也大 )
、

地形

复杂
、

类型多样 ; ( 2) 过去曾
“

林草茂密
” ,

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先后成为
“

牧区
”
和今夭的

“

农牧复

合
”
区 ; ( 3) 历史上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习惯

,

农 民具有这方面经验
; ( 4) 改变环境恶化必须植树种

草
。

基本结构建造应为
“
种植业笃养殖业

”
循环模式建造

.

即种植业为养殖业提供大部分饲草
,

对

玉米作物秸秆进行适量青贮处理
,

发展养殖业
,

以舍饲为主
,

养殖业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与资金
,

促进种植业的发展
。

这个 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

( 1 )对现有资源的利用和挖潜
,

在 自然资源量不变的情 况下增加商

品输 出 ; ( 2) 林草资源基本上处于休养生息阶段
,

除了自然形成的产出外
,

一般不会 人为影响
,

如

果从农业生态系统角度看
,

这个阶段也可称为生态系统逐步恢 复阶段
; ( 3) 系统的突破点是

“

单

产
”

与
“
畜群品种

” ,

关键措施是实用技术的引进与消化
; ( 4) 以

“
舍饲

”

为主
,

切忌过去
“

老太婆式
”

的饲养和生产经营方式
,

因而必须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素质
。

2
.

完善农业系统循环
。

基本结构建造主要发生在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
,

在这同时
,

进行植被

建设
,

即植树种草
,

并结 合有关的工程措施
,

只要基本结构内部协调循环
,

植被 的建设过程应该是

比较顺利的
,

待形成一定质量和规模后
,

便进入系统循环
,

即第二阶段
,

变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农

业生态经济系统
。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

( l)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向同一方向发展
,

商品生产的发展建立在

生态系统逐步 良性化的基础上
,

二者相依关系密切
,

达到了矛盾的协调发展 ; ( 2) 随着系统的不断

完善
,

除了畜产 品输出大量增加外
,

还会有林果产品等商品输 出 ; ( 3) 从单纯的农业生态系统来

看
,

这个阶段则是由生态系统逐步恢 复过渡到生态系统相对稳定
.

再过渡到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阶

段
。

这个阶段是一个相对时间较长的阶段
,

也是生态结构变化从大的一个阶段 ; ( 4 ) 科技与信息成

为必不可少的生产经营管理因素
.

环境改良也成 为生产经背必不可少的投入 因索
.

即保持水土
、

维持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成为人们 自觉的行动
: ( 5 )劳动 力索质提

;

岛
、

浏余幼 多
.

劳 芳输出步仁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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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

3
.

农业系统
“
加环

” 。

随着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结构的不断复杂和完善
,

系统产 出物不断增

加
,

为了进一步增加系统的产出效益
,

可 以进行 系统产 出物加工
,

形成商品型生态农业高级发展

阶段
。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

( l) 形成农工商一体化循环体系
,

扩大了系统循环空间
,

乡村与城镇

的联系加强
,

经济社会资源量增加
; ( 2) 水土流失 已控制在人们允许范围内

,

生态经济系统 良性循

环
,

投入的有效利用率达到最高
; ( 3) 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达到 了有机统一

; ( 4) 信息与科技

在诸多影响因子中将上升为首位
; ( 5) 这一阶段会出现多种类型的专业生产联合体

,

即系统 中的

分系统专业化
、

社会化
、

商品化
。

(三 )几点说明

1
.

这里主要分析了黄土高原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建设过程
,

具体到某一相对独立的区域
,

尚需

研究不同阶段的结构与规模
,

各阶段的技术措施等
。

2
.

商品型生态农业输出内容
、

突破 口 的选择至关重要
,

它将影响到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过程

的成败
。

黄土高原各地区 自然资源条件与经济社会环境差异较大
,

对于商品输出的内容等不可强

求一致
,

要因地制宜
。

3
.

商品型生态农业虽未曾提 出过
,

但有些地方的建设 思路和指导思想与此接近
,

曾有人提

出
:

建设生态农业
,

发展商品经济
。

取得了较大成效
。

这里仅举一例
:

山西省河曲县建设生态农业
,

发展商品经济
,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

粮食产量突破亿斤大关
,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

建成了

具有地方特色的六大商品基地
,

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
,

因此黄土高原定能建成商品型生态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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