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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西山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生态
环境建设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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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 黄土高原研究所 ,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山西西北地区是山西省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区域。分析了山西省退耕还林还草环境建设过程中的

关键性问题 ,并针对关键性问题提出了改变区域耕牧传统旧习和舍饲畜牧业等较为科学和适应发展的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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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roblems in Erosion Control by Trees and Gra-ss Planting and

Eco-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n Northwestern Shanxi Province

ZHAO Yi-xue, FAN Li, LIU Yo ng

( Institute of the Loess Plateau , Shanx i Univ ersity , Taiyuan 030006, China )

Abstract: There is the w orst regio n of the eco-environment in no rthw estern Sha nxi prov ince. Therefo re, to

find the key problem s a nd wa ys at the righ t tim e, erosio n control should be perfo rmed by planting t rees and

g rass to co nst ruct the rig ht envi ro nm ent. In the v iew of the present pro blem , a more scientific a pproach

should be put forw ard by using suitable strategies fo r envi ronmental dev elopment , changing o utda ted t radi-

tional custo ms and prom oting anim al husba ndry.

Keywords: erosion control by trees and grass planting; outdated traditional customs; f ree-range animal hus-

bandry

1　传统农牧方式凝成生态环境弊端

1. 1　自然景观迁变与定位研究概述

历史上山西省西山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

如何? 这个问题曾是历史地理学家、地理学家等共同

关心的问题 ,也是多方专家对黄土高原经济发展缓

慢 ,生态环境恶化迅速并欲从根本上改变之中心议

题。对此问题各方专家和学者均有不同的看法。历史

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 ,在西周春秋战国时代 ,“汾

涑流域西与关中平原相望 ,东南又距沁阳盆地不远 ,

而沁阳盆地之西又是伊洛河下游。自然条件相仿 ,则

草木畅茂亦当相似。” [1 ]文中虽未涉及到山西省西山

地区 ,但汾河流域已是“草木畅茂” ,山西省西山地区

多为山地所居 ,其林草茂密的程度就更不用多言。直

至明清时期 ,山西省西山地区的森林已退缩至山地 ,

“且汾州府低山森林尤多。林种仅为松、柏” [ 1]。张维邦

先生 20世纪 80年代初对山西省西山地区作过区域

经济发展方向的专题考察与研究 ,并认为 ,此地本是

林草茂密 ,山清水秀的地区 [1 ]。言之而外 ,该地区是经

过一定的时期 ,“堕落”成一个经济落后、生态环境极

端恶化的区域。通过对该地区的考证 ,历史上某一时

期 ,山西省西山地区的确是一个生态环境美好的区

域 ,直到明代中期 ,此地森林得到了摧残性的破坏。众

所周知 ,森林的发育、生长与分布是同水分条件密不

可分的 ,历史时期该区域森林茂密分布 ,理所当然反

映该区域水分条件相当丰富 ,或曰降水丰沛 ,或曰林

地面积辽阔调节局部气候的能力增强使得局部降水

充足 ,与现今黄土高原和山西省西山地区发展农业的

主要限制因素——水分条件形成一个极其鲜明的对

比。 不论历史时期古书记载的自然景观如何 ,也不管

通过对区域自然历史考证的结论如何 ,但近代 ,尤其

是明清以来 ,该地区确实是一种稀树草原、草原和灌

草自然景观。 长城是我们国家的光辉象征 ,更是历史

时期汉满民族频频交锋的地段 ,晋西北是明长城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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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地 ,由此可以看出 ,明代前后的相当长时期 ,晋西北

地区是汉满民族的屡进屡退的“轮居”区域 ,更可说明

此地是草地以及灌草这一自然景观的存在 ,否则“森

林茂密”之区 ,牧民族如何滞留? 如何生活? 牧业如何

发展?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手段也证实了降水 (水分 )与

植被种群分布密切相关的论断 [2 ] ,山西省西山地区属

灌草、草原地区已无可非议。

1. 2　区域人地关系的磨合与传统生产习惯的延续

古代战争时期 ,人民遭殃 ,并伴随着土地遭殃、山

地植被的遭殃 ,致使区域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恶

化。在社会安定的时期 ,人民安居乐业 ,垦殖耕种 ,人

口过频增长 ,农牧活动的方式不合理 ,再加之区域自

然本身的原因 ,加速了山西省西山地区水土流失和风

沙灾害向负的方面演化的进程。 然而时至今日 ,山西

省西山地区仍然保留着旧的、传统式的耕牧方式及其

习惯。

在作物生产上 ,区域的低降水量以及造成相应的

低农业生产潜力 ,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 ,由于历史

时期人类无节制的自身生产与再生产 ,导致区域人口

数量基数过大 ,成倍积累。 人类自身的生存需求与区

域低等级、低数量的生活品的供给极端失调 ,加剧了

区域人地关系的矛盾 ,迫使自然草地类型和自然林地

类型向人工耕地类型方面发展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原

始的轮荒制等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 ,并延续今日 ,

以至于在该区域进行的农业技术攻关研究如肥料配

比用方、塑料薄膜覆盖等技术成果难以被接受使用。

在山西省西山地区人群的思想上和行为上 ,依然固执

地保留着旧的、传统式的耕作旧习。

在牧业上 ,放牧已是低投入、低消耗、低产量的传

统方式。时至今日 ,放牧 ,尤其是放牧山羊 ,是造成黄

土物质小规模性的塌落 ,增加了区域水土流失的物质

来源的主要原因 ;草地过牧 ,草地 (场 )极度退化 ,牧群

不得不啃食树皮 ,导致林木死亡 ,减少黄土的有效保

护层 ,增加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的面积与程度 ,使得

区域生态环境趋于恶变。一旦禁牧 ,生态环境就会向

优化的方向迁变。 如中阳县城关镇附近 ,在深厚黄土

分布的丘陵上 ,封山育林 17 a,该区自然面貌已成为

郁郁葱葱的人工森林景观 ,这是对放牧业 ,尤其是过

度放牧业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警示 ,也是为区域

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建设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模式。从

上述事实上来看 ,放牧业 ,尤其是过度放牧业对区域

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的治理 ,以及对生态环境建设均

不利。 但现在山西省西山地区仍然实行旧的、传统的

放牧方式。岢岚县是山西省最大的牧业生产县 ,牧业

发展的基础条件较好 ,但是在牧业的发展上宁可花巨

资 (只 /10 000元 )从澳大利亚购回 “波尔”优种羊十

数只 ,但仍实行放牧的饲养方式 ,畜牧业发展的高科

技含量的新品种引进与传统放牧的旧饲养方式相结

合 ,形成了一种反差极其明显、极不协调的畜牧经济

发展的格调。追其根由 ,在区域发展人的意识上 ,仍然

突不破旧的传统经营模式与习惯的怪圈。

1. 3　在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 ,扭转传统习惯的对策

1. 3. 1　通过雨水收集 ,发展集约农牧业　山西省西

山地区降水是由地理位置、大气环流以及地形等多种

因子所决定的。年均 400 mm多的降水量基本上是该

区域作物、林木生产的一个水分供应的平均“恒定”

值 ,降水量分布的大致趋势是山地多 ,丘陵和沟谷地

区少 ,较少的降水量难以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 ,

该区域又是山西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作物生长

本来就不足的水源又大批的被流失 ,发展农业生产的

水源极度短缺 ,自然因素的限制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这

对矛盾过程 ,必然要求因地制宜 ,从根本上解决区域

水源的问题。因此 ,农业上必须调节雨水的季节利用 ,

开展集雨农业研究与开发 ,利用道路、房顶、作物种植

行间等天然的、人工的硬化集水面、配套雨水储存池

及提灌设备等 ,提高土地生产力 ;在牧业上 ,采取雨水

集流方法解决畜牧饮用水源 ,为转变传统式的放牧方

式作好准备。

1. 3. 2　提高对科技、环境的普及与认识度　山西省

西山地区旧的、传统的耕牧方式是在无科学意识、无

环境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 区域的经济要发展 ,区域

的生态环境要良变 ,区域人群的生态环境、科技的普

及与提高必须要加强。 众所周知 ,在遭到人为破坏的

区域 ,其驱动的程序是: 意识支配行为 ,行为推动区域

发展变化。因此 ,提高区域人群科技与环境意识这一

根源问题与增强对科技、环境的认识度十分关键。

1. 3. 3　开展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发展递进的意

识形态领域革命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社会每前

进一步都是意识突破和行为突破的结合。在区域发展

的过程中 ,突破一个旧的发展观念 ,形成一个新的发

展观念 ,或者吸取旧发展观念的有益之处 ,并叠加在

新的发展观念之上 ,进而支配其发展行为 ,无疑是一

次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因此 ,山西省西山地区的各

级政府 ,要从各方面创造条件 ,从人的意识这一深层

次上来积极引导 ,以加快区域内人地关系的协调。

1. 3. 4　以舍饲畜牧业代替旧式的放牧畜牧业　退耕

还林还草的首要目的是恢复生态环境 ,提高区域生产

力。而放牧是长期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因

此 ,舍饲畜牧业必然要代替放牧畜牧业是生态环境建

设的必然 ,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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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迭加 ,直接导

致区域人与粮矛盾加剧
2. 1　水土流失 ,风沙灾害严重

山西省西山地区位于黄河峡谷东侧区域 ,是山西

省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最为频繁、最为严重的地区。

该地区水土流失的主要类型 ,是以沟坡、塬地边缘的

水力、重力侵蚀和坡耕地的面蚀及细沟侵蚀并重。土

壤侵蚀模数多在 8 000～ 12 000 t /( km2· a)之间 ,水

土流失不仅流走了区域农业发展必需的水、肥条件 ,

也流走了一个较好的生态环境 ;山西省西山地区又地

处毛乌素沙地的前沿 ,冬、春季极强的蒙古干冷、频频

南下的气流与此时期地表无任何覆盖物的 2种劣势

结合 ,时时侵袭该地区裸露的土地。 风蚀的主要类型

以面蚀和条蚀为主 ,尤以迎风面上风蚀灾害最重。风

沙对区域农业的发展属于毁灭性灾害 ,它吹去了农业

发展的土壤与肥力、吹干了作物需要的水分 ,却留下

了无法耕种的粗细沙粒。山西省西山地区属于极度生

态环境脆弱区 ,该区由于长期遭受严重的水土流失和

风沙侵袭 2种大的自然 (叠加人为 )灾害 ,导致农业经

济发展十分缓慢。

山西省西山地区的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 ,严重地

影响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该地区农业的持续

发展。由此 ,便过早地引起了国家和地方的高度重视 ,

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 20世纪 80年代中

后期 ,由于国家对该区域实施了为期 15 a的攻关研

究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进展较快 ,但与严重的水土流

失面积和强度相比 ,仍有差异。所以 ,根治山西省西山

地区的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

性问题。 2000年 ,国务院关于开展退耕还林还草生态

环境建设的重大部署 [2 ] ,为彻底解决山西省西山地区

的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 ,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2. 2　水肥资源短缺 ,土地生产力低

长期的水土流失和风沙侵袭 ,使区域宝贵且有限

的降水资源和土壤中的矿物质营养成分付之东流

(飘 ) ,使得农田作物生产必要的水肥物质急剧减少 ,

使本来就不高的土地生产潜力又大大降低。根据土壤

养分状况、酸碱度、盐渍化程度、侵蚀状况等研究的土

壤有效系数 ,表明该地区土地生产潜力的大小 ,其系

数仅为 0. 1～ 0. 3;按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委员会专家的测算 [ 3] ,山西省西山地区属我国“东部

三等光温七级气候生产潜力区” ,而实际生产力属黄

土高原低产类型区
[4 ]

,生产力仅 532. 5～ 3 000kg /

hm
2 ,实际生产力仅是光温生产潜力的 7. 1%～ 20% 。

2. 3　人口与粮食生产之间的矛盾加剧

历史上 ,山西省西山地区的人口呈现无序增长状

态。 20世纪 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 ,国家实行计划生

育政策后 ,该地区人口增长率有所控制 ,据统计 ,山西

省西山地区 1994年人口数量达到 3 994 021人 ,同期

粮食总产量达 1 350 301t ,人均拥有粮食 338kg。山西

省西山地区是黄河上中游主要的退耕还林还草区域 ,

按中央对退耕还林还草的指标 (大于 15°以上的坡耕

地 )规定 ,该地区需退大量的坡耕地 (表 1)
[6 ]

,界时人

口与粮食的矛盾十分突出。 因此 ,解决好该地区人口

与粮食的关系是十分重要。

表 1　山西省西山地区坡耕地退耕量与退耕幅度

县 (市 )
耕地面积 /

104 hm2

可退耕地面积 /104 hm2

> 15° > 25° 合计

退耕率 /

%

朔州 7. 49 0. 16 0. 00 0. 16 2. 14

平鲁 9. 42 0. 74 0. 02 0. 76 8. 07

左云 5. 63 0. 16 0. 00 0. 16 2. 84

右玉 8. 16 0. 16 0. 01 0. 17 2. 08

宁武 5. 17 1. 16 0. 09 1. 25 24. 18

神池 6. 64 0. 74 0. 30 1. 04 15. 66

五寨 5. 68 0. 89 0. 20 1. 09 19. 19

岢岚 5. 23 1. 86 0. 56 2. 42 46. 27

静乐 7. 47 3. 51 1. 57 5. 08 68. 01

岚县 5. 44 0. 76 0. 19 0. 95 17. 46

汾西 3. 60 0. 86 0. 01 0. 87 24. 17

河曲 5. 05 2. 45 0. 73 3. 18 62. 97

保德 4. 65 1. 23 0. 53 1. 76 37. 85

偏关 5. 79 1. 79 0. 48 2. 27 39. 21

兴县 9. 36 2. 80 0. 36 3. 16 33. 76

临县 13. 37 3. 99 1. 40 5. 39 40. 31

柳林 5. 68 1. 68 1. 07 2. 75 48. 42

石楼 5. 43 1. 85 0. 96 2. 81 51. 75

方山 4. 18 1. 43 0. 79 2. 22 53. 11

离石 4. 21 1. 17 0. 24 1. 41 33. 49

中阳 3. 40 1. 33 0. 23 1. 56 45. 88

交口 3. 84 0. 99 0. 11 1. 10 28. 65

吉县 3. 53 1. 24 0. 04 1. 28 36. 26

乡宁 4. 90 0. 66 0. 06 0. 72 14. 69

蒲县 3. 25 0. 26 0. 03 0. 29 8. 92

大宁 2. 28 0. 31 0. 23 0. 54 23. 68

永和 3. 33 1. 56 0. 60 2. 16 64. 87

隰县 3. 53 0. 93 0. 00 0. 93 26. 35

西山合计 155. 71 36. 67 10. 81 47. 48 30. 49

山西省 523. 33 60. 48 14. 54 75. 02 14. 34

2. 4　对　策

2. 4. 1　恢复生态环境 ,提高生产潜力　生态经济学

的原理告诉我们 ,地球上所有财富均来自于生态的生

产潜力。山西省西山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必须以

生态潜力作为基础 ,因此 ,欲提高区域粮食生产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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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必须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尤其是通过生态环

境质量中的主要因子 (对农业生产有效用的 )的富集 ,

包括人工因子富集和自然因子的富集 ,达到与各种农

业措施的优化组合 ,提高土地的生产潜力 ,进而提高

农作物的生产量。

2. 4. 2　控制人口增长、减缓人地矛盾　山西省西山

地区生态环境问题 ,追其根源是区域人地关系发展激

化问题 ,应当是人类自身的问题。人在生态系统中的

自然属性是消费者 ,山西省西山地区人口的基数高 ,

生态生产潜力又低 ,为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 ,又不得

不以牺牲林地和草地为代价 ,大肆地垦荒种粮 ,凝成

“人口—粮食—环境”发展过程的恶性循环 ;人在社会

系统中的社会属性是生产者 ,可以在生产活动的过程

中 ,改变其本身的活动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 现实

的区域人口数量与土地供应悬殊差异的问题 ,是一个

迫切的问题。 因此 ,控制人口发展是山西省西山地区

区域发展的一项根本性和长期性的措施。

2. 4. 3　实行“小步快跑”式和规模性结合的生态移民

政策　所谓“小步”是指小规模的 ,“快跑”是渐进、连

续不断的。山西省西山地区陡坡耕地多 ,人口分布比

较分散。据典型区域调查 ,几乎所有深山地区的耕地

均是需按规定应当退掉的坡耕地 ,可采取按计划分区

域进行微量迁移 ,这样可以防止骤然大规模移民对政

府的财政和迁入区形成压力 ,有利于使长期生活在该

地区的农民在思想观念上实现平稳渐进的变革过程。

“小步快跑”式生态移民可以使政府有限的资金满足

农民迁移的补贴需要 ,又不会对政府财政产生压力。

规模性的生态移民是指区域生态环境极度恶化 ,退耕

还林还草任务重大的区域 ,可采取规模性的生态移民

方式与政策 ,可在短期内恢复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 ,

但部分人的思想观念难以接受 ,且政府的财政压力也

较大 ,能使二者达到有机的结合 ,是实现生态移民的

最佳选择。

2. 4. 4　利用区域优势 ,寻找新的粮食增长源——耕

地资源　山西省西山地区属黄土丘陵沟壑区 ,水土流

失是其劣势。但是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 ,我们

可以将其劣势变为区域发展的优势。坝 (地 )系农业正

是利用区域坡耕地水、肥流失的这一劣势特征来创建

的区域粮食的增长源。 据研究 ,坝 (地 )系农业的粮食

生产幅度是梯田的 4. 4倍 ,坡耕地的 10倍
[5 ]

,且在黄

土高原“十年九旱”区域农业发展的关键症结上 ,基本

上达到了旱涝保收 ,尤其在干旱年份 ,更体现了其“保

命田”巨大优势。

3　山川秀美 ,农林牧协调发展

3. 1　退耕还林还草 ,区域生态恢复迅速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及安排 ,山西省西山

地区由退近期耕 4. 75× 10
5

hm
2
(其中大于 25°坡耕地

1. 08× 10
5

hm
2
,大于 15°坡耕地 3. 67× 10

5
hm

2
)

[6 ]
,林

草覆盖度递增 10. 62% ,与其相应的生态环境质量也

相对提高 , 5～ 8 a以后 ,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山川

秀丽和生态优美的高质量的自然景观。

3. 2　陡坡耕地退耕与集约化农业

退耕还林还草以及坡耕地的减少 ,必然推动区域

农业 (粮食 )生产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这也是对山西省

西山地区农业集约进程的极大促进 ;同时 ,林、果、牧

业迅速增长 ,可大力发展集约型的林业、果业和舍饲

畜牧业 ,实现区域农林果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 ,

推进区域持续发展的进程。

3. 3　农林牧协调互促

退耕还林还草必然促进林牧业的大力发展 ,带动

农业集约化经营。林草的增加 ,雨水得以大量截留 ,畜

牧业发展 ,畜牧业的副产品—— 粪肥的增加 ,必然增

加土壤肥力继而提高土地的生产潜力 ,促进粮食作物

的生产 ,使区域农林果牧之间形成了一个协调互促的

物质、能量与信息循环的大过程 ,带动区域向更高的

层次上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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