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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阐述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现状与特征

,

分析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机遇
。

提出在黄土高

原生态环境建设中
,

要改变工作方法
,

实现 4 个转变 ;要用产业理论指导生态环境建设 ;要发挥科技在生态环

境建设中的第一推动作用 ;要加强对各类生态工程项 目的统筹规划和监管 ;要不断增加农民收人
,

促进生态环

境建设的持续发展 ;要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

实现生态环境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要加强水资源管理
,

保障生

态用水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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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

祖国灿烂文

化的摇篮
,

为中华 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世界文

明做出过重要贡献
。

由于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

黄土高原成为当今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
、

生态

环境问题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
。

这一问题不但限

制着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

而且影响着中东部地区

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
。

因此
,

加强黄土高原生态环

境建设
,

是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和永恒主题
,

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1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现状与特征

1 水土流失与干旱缺水
、

暴雨灾害共存

该区水土流失面积 34 万 k m
“ ,

占全区面积
5 4%

o7
其流失特点主要是

:

流失面积大
,

波及范围

广
;
发展速度快 ;侵蚀模数高

,

泥沙流失量大
。

该区

土壤侵蚀强度大于 1 0 00 t/ k( m “ ·

年 )的面积约

2 9 万 km Z ,

大于 5 0 0 0 t / ( k m
Z ·

年 ) 的面积约 1 6
.

6 万 k m
“ ,

每年流失表土 21 亿 t 左右
,

其中 16 亿 t

左右流人黄河
,

1 亿多 t 流人海河水系
。

3~ 4 亿 t

傲积在水库和塘坎
。

严重的水土流失带走了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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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层
,

不仅导致植被资源衰竭破坏
,

生态环境恶

化
,

而且使大量泥沙流人河道
、

塘池
,

造成黄河
、

海

河河床 日益升高
,

泄洪能力大减
。

该区长期干旱缺水
,

降水偏少
,

全年降水量在
2 0 0一 6 0 0 m m 之间

,

全区平均为 4 2 9

urnT
,

且 6 0%

~ 70 %集中在 7
、

8
、

9 三个月
,

年季分布不均
,

由东

南 向西北递减
,

水资源十分紧缺
。

西北黄土高原

(包括河套 )土地 面积占全国的 6
.

9%
,

耕地面积

占全国的 12
.

2%
,

而水量仅占全国的 1
.

8%
。

干旱

和地表水的短缺加剧 了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
,

如

陕西关中地下水超采面积达 2 5 90 km
“ ;
甘肃民勤

盆地地下水位 已由 50 年代的 1~ 3 m 降到现在的

13 m 以下
。

地下水位下降导致了地表植被衰亡
,

据 1 9 9 1 年统计
,

甘肃民勤县 70 年代营造的 1
.

73

万 h m Z
沙枣林

,

已有 0
.

6 5 万 h m
Z
成片死亡

,

0
.

5 8

万 hm
“
衰败 ; 天然灌木林由 7

.

24 万 h m “
减少到

2
.

37 万 hm
Z ;
人造灌木林有近 1 3/ 死亡

。

该区与水土流失和干旱缺水伴生的
,

是暴雨

灾害频繁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据统计
,

山西平均年

暴雨 5~ 6 次
,

陕西 8~ 9 次
,

夏秋降水多以暴雨形

式出现
,

雨量和强度均 比较大
,

有的几场暴雨或一

场暴雨的雨量相当于多年平均值的数倍
。

暴雨多
、

强度大的这种气候特点极 易产生水土流失
。

如

1 9 6 7 年 7 月 4 日一 8 日延安发生罕见暴雨
,

暴雨

历时约 20 h
,

降雨量 2 15 m m
,

造成的侵蚀量平均

达到 5 9 88
.

4 t / km Z ;安塞县云召山 1 9 7 7 年 7 月

5 日至 6 日降暴雨 14 3
.

5 m m
,

这次暴雨侵蚀模数

达到 28 S OO t / k m , ,

是该流域多年平均侵蚀模数

的 1
.

9 4 倍
。

1
.

2 荒漠化
、

草场退化与人类垦殖
、

过度放牧并

进

该区荒漠化
、

沙化和草场退化愈演愈烈
,

面积

大
,

分布广
,

治理难度大
。

目前荒漠化面积达 20
.

5

万 k m
Z ,

其中沙化面积 1 2
.

8 万 k m
Z 。

据 1 9 9 9 中国

可持续发展报告
,

陕西
、

甘肃
、

宁夏荒漠化率分别

是 15
.

96 %
、

50
.

62 %
、

75
.

98 %
,

草原退化率分别

为 5 8
.

5 5%
、

4 5
.

1 7%
、

9 7
.

3 7%
。

内蒙古毛乌素沙

地面积由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8 3
.

6 万 h m 坦
,

发展

到 7 0 年代的 2 3 0
.

8 万 h m
Z 、

8 0 年代的 3 0 5
.

5 万

h m
Z 、

9 0 年代的 3 8 2
.

5 万 h m
Z ,

沙地面积年扩展速

率约 为 2
.

5%
;
陕西 目前有 沙化土地 1 45

.

52 万

h m
Z ,

流动沙地 2 0 万 h m Z ,

且以每年 3 9 0 0 h m
Z
的

速度递增
。

1 9 8 6 年到 1 9 9 9 年 1 3 a 时间
,

陕西
、

甘

肃沙化耕地面积分别增加 1
.

7 万 hm
“ 和 0

.

9 万

h m
Z ,

增 幅为 19
.

2%和 6
.

5% ; 而陕西
、

甘肃
、

宁

夏
、

内蒙古沙化草地面积分别增加了 4
.

2 万 h m
“ 、

1
.

8 万 h m
Z 、

5 8
.

1 万 h m
z 、

4 2 1
.

3 万 h m
z ,

增幅分别

为 5 5
.

7%
、

1 8
.

1%
、

2 7 9
,

4 %和 8 5
.

8%
。

另一方面
,

该区人 口增长过快
。

根据水土流失

严重的 28
.

4 万 k m “
内的 10 9 个县市的统计资料

表 明
,

1 9 4 9 年人 口密度为 3 9
.

3 人 / km
Z ,

1 9 9 0 年

达到 98
.

5 人 / k m “ ,

其中 67 %的县市人 口密度达

到 1 4 2
.

7 人 / k m Z 。

人们为了获得必要的生活 口粮

和燃料
,

乱垦滥伐
,

毁林毁草
。

另外
,

土地利用不

当
,

生产结构单一
,

耕作管理粗放
,

也加剧 了荒漠

化和水土流失
。

如陕西目前有 2
.

85 万 h m
Z 固定

半固定沙地被开垦为耕地
,

还有大量固定半 固定

沙地被征占用
,

使这一部分土地面临二次沙化 的

危险 ;另外
,

陕西有 20 万 h m Z
农田

、

60 多万 h耐
草地

、

1 0 0 0 多个村庄
、

8 0 0 多 k m 水渠和 1 4 0 多万

人的生活受到风沙危害
。

在牧区
,

过度放牧有增无减
。

由于缺乏必要的

人工草地进行饲料储备
,

冬春季天然草地压力过

大
。

宁夏
、

内蒙古草地超载率分别达 到 72 %
、

6 6%
。

人类垦殖
、

过度放牧导致生态严重透支
,

草

场退化
,

森林破坏
,

风沙 区大片耕地草地被淹没
,

沙尘暴
、

浮尘暴肆虐
,

对农林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

构成了严重威胁
。

1
.

3 森林覆盖率低
、

生态系统脆弱与自然资源开

发相悖

该区森林覆盖率极低
,

仅为 7
.

1 %左右
,

远远

低于全国 1 6
.

55 %的覆盖率
,

且分布不均匀
,

质量

不高
,

功能衰退
。

陕西黄土高原沟壑区森林覆盖率

为 14
.

25 %
,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森林覆盖率为

1 3
.

3 7%
,

陕北榆林仅为 2
.

61 %
,

甘肃
、

宁夏的森

林覆盖率只有 4
.

33 %和 1
.

54 %
。

天然林多为次生

林
,

林分结构不合理
;
树种杂乱

,

优势种不 明显 ;幼

龄林和中龄林比例大
,

林龄结构不合理
。

人工造林

树种单一
,

稳定性差
,

病虫 害加剧
,

区域性
“

小老

树
”
集中分布

。

由于受地形
、

土壤性质
、

干旱大风等因素的影

响
,

黄土高原系统敏感性强
,

稳定度小
,

一旦遭受

破坏很难恢复
,

重建难度也非常大
。

黄土高原造林

工作常出现成活率低
、

保存率低
、

生 态效益低的
“

三低
”
现象和

“

小老树
”
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

。

据

统计
,

50 多年来
,

仅水土保持部 门在黄土高原地

区植树造林 5 12 万 h m
Z ,

但现今实际林地面积为
4 5 0 万 h m

Z ,

其中天然林就有 4 2 0 万 h m
Z ,

人工林

地只有 30 万 h m
“ ,

具有规模的林地微乎其微
。

另外
,

该区矿产资源丰富
,

开发潜力大
。

煤炭

储量 占全国的 70 % 以上
,

且煤种齐全
,

煤质优异
,

赋存条件好 ;铝土矿储量占全国 58 %
; 钥矿储量

占全国 36 % ;稀 土矿 占全国 95 % ;钥矿 占全国一

半以上
;
铜

、

铅
、

锌
、

铁
、

硫铁
、

天然碱
、

芒硝
、

沸石
、

石膏等都在全国 占重要地位
; 天然气资源也十分

丰富lj[
。

由于过去在矿产资源开发中注重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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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

忽视生态效益
,

致使地貌破坏
,

山体滑坡
,

泥石

流常有发生
,

周边环境污染
,

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

境问题
。

随着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开采
,

开发与保

护
、

治理的矛盾日益突出
。

2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机遇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迎来了
“
天时

、

地利
、

人和
” 的发展机遇

。

首先
,

中国政府将
“
生态安全

”

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
。

要求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
,

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

争取 10
a
内

取得突破性进展
。

第二
,

根据国家气象中心的气候预测结果
,

未

来 5~ 10
a
内

,

我国气候将发生重大变化
,

冬季有

转冷趋势
,

降水带也向北推移
,

北方降雨增多
,

南

方降雨减少
。

在
“

水
”
作为林草植被恢复重建的主

要限制因子的黄土高原地区
,

这种气候变化无疑

将对生态环境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

第三
, “
生态建设

、

生态安全
、

生态文明
” 已成

为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识
。

黄土高原地区的人们

已从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的怪圈中觉醒
,

自觉地投

人到生态恢复重建中去 ;东部地区通过财政转移

支付等方式积极支持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
,

国际

国内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合作交流活跃
,

一系列

生态环境工程已启动实施
。

第四
,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着生态环

境建设
。

一方面
,

我国科学家通过几十年针对黄土

高原的科技攻关
,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
。

这

一系列成果正在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起到重

要作用
。

另一方面
,

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

进
,

有力地促进着生态环境建设
。

如
“ 3 5 ”

技术是

近年发展起来的交叉科学
,

具有快速获取地面信

息 ( R S )
、

快速分析处理空间数据 ( G I)S
、

精确定位

( G SP )的特点
。

在退耕还林前
,

利用该技术可以快

速地进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

耕地适宜性评价和

退耕还林规划
;
在退耕还林后

,

利用该技术可以准

确地监测面积动态变化
、

植被覆盖变化
、

生态环境

变化和经济效益变化
。

3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对策

3
.

1 改变工作方法
,

实现 4 个转变

根据长期的经验和教训
,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

建设要改变工作方法
,

实现四个转变
。

一是转变以

破坏生态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经济增长思想的同

时
,

树立
“
既要植被又要温饱

”
的思想

,

坚持经济建

设和生态建设同步发展的方针
,

走经济效益
、

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 二是转

变片面依赖工程措施的做法
,

坚持工程措施
、

生物

措施和耕作措施三者结合 ;三是转变重造林轻管

护的做法
,

在治理的同时
,

落实管护责任和管护措

施
; 四是转变重人工治理轻自然恢复的做法

,

对大

量的荒山荒坡实行禁垦禁牧禁伐
,

使生态环境得

以自然恢复 z[]
。

3
.

2 用产业理论指导生态环境建设

一些学者提出对国内外经济学界关于
“
三大

产业
”
的理论进行改进

,

即应增加植被保护和再造

这一大产业
。

这是对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新的

理论总结
,

对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具有很好的指

导价值
。

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个重大产业
,

将生

态建设指标列人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

标
,

对引导各级政府
、

生产单位以及个人进行生态

环境保护和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

以经济规律来管

理生态建设
,

按生态需求发展经济
,

以生态经济带

动生态建设
,

是实现生态环境建设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习
。

3
.

3 发挥科技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第一推动作

用

黄土高原地域宽广
,

地形复杂
,

自然条件恶

劣
,

生态环境建设难度很大
,

迫切需要科技的强力

介人和支撑
。

因此
,

要加大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投

人
,

在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
,

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吸

引社会资金
,

形成多渠道
、

多层次的科技投人格

局
,

认真落实从工程经费投资总额中安排不少于

3写的经费用于科技支撑工作的政策
。

要在不同区

域建设一批国家级永久性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监

测 台站和 网络信息系统
,

不断完善黄土高原生态

环境数据库建设
,

逐步形成完善的生态环境建设

一监测一决策一科学评价体系
。

要建立起黄土高

原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创新体系
,

通过实施项目

带动战略
,

加强国内与国外
、

中央与地方
、

东部与

西部科技力量的合作
,

共同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

建设做出贡献
。

要加强对国内外生态环境建设新

技术
、

新成果的引进
、

组装
、

配套和集成
,

在不同区

域
,

建立一批适度超前的科技示范基地
,

为生态环

境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

3
.

4 加强对各类生态工程项 目的统筹规划和监

管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和《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纲要 》颁布之后
,

各有关部委加强或新启动了

一批生态环境建设工程
,

部分省市也启动实施了

一批生态环境建设工程
。

由于这些工程隶属不同

的部门管理
,

部分项 目之间缺乏相互沟通和统筹

规划
,

难以发挥总体效益的最大化
。

因此要成立专

门机构
,

对这一系列工程或项 目统筹规划
,

统一协

调
,

加强工程之间的衔接和分工
,

实现工程效益的

最大化
。

要加快健全生态工程标准体系
、

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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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体系
,

强化工程质量技术监督工作
,

促使生

态工程建设真正做到按标准设计
、

按标准实施
、

按

标准验收
。

3
.

5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

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持

续发展

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地区
,

农村基础设施差
,

生

产手段落后
,

经济结构单一
,

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

广大群众收人水平很低
。

在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

程期间
,

国家采取
“
以粮代贩

”

的方式
,

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

但从长远来看
,

要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的持

续发展
,

就必须把生态环境建设和增加农民收人

结合起来
,

在建设生态环境的同时
,

使农民群众的

经济收人有相应增加
,

这样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持

久
,

生态环境建设才能收到广泛的实实在在效果
。

3
.

6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

实现生态环境外部

性成本内部化

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恶化
,

不只对本区域人

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影响
,

而且影响着黄

河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

多年来
,

黄土高原不少农民把荒山
、

沙漠绿化造林当作
“

绿

色银行
”
进行投资

,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

但是
,

他们

所持的是难以兑换的
“
生态存折

” 。

如陕西榆林市

造林模范石光银
,

带领 10 0 余户贫困农民成立治

沙公司
,

使沙地变绿
,

树木成林
。

经测算
,

林木价值

超千万
。

然而
,

由于所造的生态林不能采伐
,

300

万元贷款也无法偿还
,

使治沙英雄陷人困境
。

生态

环境脆弱地区进行水土流失治理和植被恢复重

建
,

投资成本无法收回
,

但享受生态成果的不仅是

当地
,

更重要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
,

因此
,

严重影

响了当地承包绿化的积极性
。

因此
,

要建立生态效

益补偿机制
,

由治理 (保护 ) 区域以外享受生态成

果的地方负担一部分生态成本
,

返还一定的受益

资金
,

将生态环境的经济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

从而

调动林草植被建设的积极性和资金投人
。

目前
,

我国政府虽然将生态效益补偿纳人财

政预算
,

但补偿机制还不完善
。

建议加大中央转移

支付的力度 ;增收生态补偿税
,

特别是增加保护区

外享受生态成果人的生态税收 ;建立生态林收购

制度
,

解决农民
“

生态存折
”
无法兑换的问题 ;积极

研究补偿对象
、

补偿标准
、

补偿年限等问题
,

尽快

完善补偿机制
。

3
.

7 加强水资源管理
,

保障生态用水安全

受社会经济发展和认识水平的制约
,

黄土高

原传统的水资源开发模式注重对水体资源功能的

开发
,

以满足社会经济需求
,

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

的
,

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用水
。

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

和利用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

迫

切需要保证生态用水以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趋

势
。

水资源开发
、

利用
、

治理
、

配置
、

节约和保护的

有机结合是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有力保障
。

当前尤其应将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节约
、

保护放

在首位
,

将社会一经济一环境一水资源系统视为

有机整体
,

寻求各单元有序
、

协调发展模式
,

通过

建立协调型水资源配置方式
,

实现系统功能的可

持续性
。

要改变以需定量为以量定需
,

大力推进节

水农业
、

节水工业
,

提高社会公众的节水意识
,

建

立起节水型社会 [’1
。

要改革现行多部门分割管理水资源 的旧体

制
,

建立权威
、

高效
、

协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新体

制
,

以流域为整体对水系的资源
、

环境
、

生态功能

进行综合管理
,

并与区域管理相结合
,

全面实行水

资源的统一规划
,

统一发放取水许可证
,

统一征收

水资源费等
。

加强依法治水
,

以法律形式确定水资

源开发
、

利用及管理中的各种权益
、

义务
、

责任
,

建

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水资源权属关系和科学
、

合理的水价机制及其补偿机制
,

实行水资源有偿

使用
,

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
,

从而保障生态用水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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