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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浙江省部分山村的实证研究为基础 , 探讨山区生态村建设对于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 , 山区生态村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

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对此 , 本文提出加强高效实用生态技术创新 、 实行

生态农业企业化经营和建立 “以工建农” 制度等措施 。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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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耕地少和山地相对丰富是我国农业资源的一个基本特点。改善山区生态环境 , 充分

合理利用山区资源 , 对于缓解和克服我国人口 、 资源和环境的尖锐矛盾 ,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浙江省 2个山村的实证研究为基础 , 对山区生态村建设的

作用 、问题和对策作初步的探讨。

1　山区生态村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农业可持续发展 , 即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基础的方式 , 并实行技术变革和体制

改革 , 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1] 。它一方面要求持续地保持

各种资源的供需平衡和环境的良性循环 , 另一方面又要求各类农产品的产出能力持续提高 。

这显然不是某一单项措施所能做到的 , 尤其是在自然环境复杂且对周围地区生态状态有重要

影响的山区 , 更是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才能凑效。生态村建设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要

求 , 往往能产生较好的效果。这里 , 我们以浙江省萧山市长河镇山一村和德清县三桥镇民进

村为例进行分析 。

1.1　山一村和民进村概况

山一村位于钱塘江南岸 , 土地总面积 257 hm2 , 其中耕地 114 hm2 , 占 44.34%, 山地 79



hm2 , 占 30.74%。80年代初 , 山一村曾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水土流失严重 , 农田严重污

染 , 土壤肥力退化。从 1985年起 , 该村开始进行全面的生态村建设 , 通过封山育林 , 加强

果园管理 , 开发与建设新能源 , 促进农业多种经营和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 治理农田污染等

一系列措施 , 促使生态经济进入了良性循环轨道。1988 年 , 该村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

“全球生态 500佳” 称号。

民进村位于德清县县城武康镇北端 4 km处 , 紧靠 104国道北侧 。该村在 80年代中期以

前是一个洪涝灾害常发地带。1987年开始 , 通过走 “以提高水土保持能力为前提 , 以养鱼

为中心 , 草 、禽 、畜为物质和能量转化基础 , 珍珠 、 果 、 木及农副产品加工为增殖手段的良

性循环综合开发” 的路子 , 对其所属的杨坟坞水库库区进行综合开发 、利用和治理 。这不仅

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生态结构 , 也大大提高了水库灌区的防洪抗灾能力。

1.2　生态村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山一村和民进村通过生态建设 , 使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力和农业产出能力都得到了

较大提高 , 从而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1.2.1　土地可持续利用能力得到较大提高　山一村通过生态建设 , 土地质量得到了明显提

高:农田污染综合指数降到 0.7以下 , 属一级安全区;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治理 。民进村杨坟

坞水库库区的生态建设 , 不仅改善了库区本身的生态环境 , 而且提高了灌区内约 33 hm2 农

田的抗灾能力 , 仅在 1989年的一次台风暴雨中 , 就减少粮食损失 91.19 t (通过与 1984年的

一次类似灾害相比较而得)。

1.2.2　资金实力日趋雄厚 , 农业资金投入能力持续增强　在生态村建设中 , 由于坚持多种

经营以及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 所以村级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 农业投入也随之增加。杨坟

坞水库综合开发场 , 在 1987 ～ 1994年的 8 a中总投入约为 50万元 , 而 1995和 1996年 2 a中

的投入就达130万元 。

1.2.3　农业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由于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 山一村 1994年的农业

劳动力占该村劳动力的比例已从 1980年的 86.2%下降到 48.0%, 下降了 38.2个百分点 。而

劳动力的素质则得到了较大提高 , 初中 、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分别由 1982年的

19.80%和 4.99%提高到 41.25%和 6.93%。

1.2.4　农产品种类日趋丰富 , 产量持续提高　杨坟坞水库库区在 1985年以前 , 每年只能为

该村农民提供少量的普通淡水鱼和柴禾 , 总产值仅为 1万元·a-1 。1996年 , 提供普通淡水鱼

2 500 kg , 加洲鲈鱼 100 kg , 河蟹130 kg , 珍珠350 kg , 河蚌 100万只 , 生猪1 350头 , 早园笋

9 000 kg , 板栗 1 000 kg , 总产值达 75万元 。

但是 , 山区生态村建设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 。

2　山区生态村建设面临共同问题: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处理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一致 , 又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 。从长远和根本上

来说 , 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是一致的 。因为生态效益的提高 , 意味着农业生态结

构的改善和功能的提高 , 从而也意味着投入产出水平的提高;而经济效益的提高 , 有利于提

高广大农民的生产投资积极性和投入能力 , 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对生态建设的投入。

但是 , 由于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见效时间和受益范围不同 , 两者有时也会发生重大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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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经济效益往往与经营者自身的眼前利益直接相关 , 而生态效益具有较大的外部性。经营

者个体从中得到的利益小于社会利益 , 其见效时间也较长 , 因而不容易立即被感觉到 。这

样 , 处于不同地位的人 ,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 其具体目标也就不同:基层干部考虑本地

区近期利益多 , 考虑生态效益较少;大多数农民则更是局限于眼前和自身利益 , 生态意识淡

薄;理论界则十分重视生态效益 , 强调资源利用要以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基础 , 然而由于

忽视近期经济效益 , 或者由于未能探索出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互耦合的方法和途径 , 以致

“曲高和寡” , 难于为广大实际工作者和农民群众所接受。我们对浙江省某香料烟种植基地作

了调查。种植香料烟具有投资少 、 生产周期短和见效快等特点 。每公顷香料烟净产值约为当

地农地平均数的 2.1倍 , 但它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由于陡坡垦荒种植香料烟 , 当地土地

的平均输沙模数达 6 920 t·hm-2 , 致使该地区 60%以上的土地表层降到 15 cm以下 , 而且造

成了河道 、水库的淤塞和水旱灾害的加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 上级有关部门制定了小流域

治理规划 , 拟采用封山育林等措施来改善生态环境 , 各级政府也下达文件 , 明文禁止再进行

类似开发 , 但广大农民却我行我素 , 乡村干部也听之任之 。究其原因 , 正是在于生态建设规

划中没有很好地解决近期经济效益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 。

由此可见 , 由于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存在着内在矛盾 , 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 , 如果 “各

执一端” , 在生产建设中把两者割裂开来 , 甚至对立起来 , 就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这样那样

的片面性 , 甚至 “两败俱伤” 。在山区生态村建设中 , 如何在注重生态效益的同时 , 获取尽

可能高的经济效益 , 实现两者的综合协调 , 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3　以生态村建设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3.1　加强有良好经济效益的生态技术创新 , 促进生态经济良性循环

目前 , 我国山区的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 , 人为破坏生态现象也频频发生 , 以致作为农业

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退化趋势十分严重。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170万 km2 , 全国农田有

1/3存在明显的水土流失[ 2] , 这大多与山区的生态状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们已严重

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性 。因此 , 加强山村生态建设已刻不容缓。

但是 , 山村生态建设能否持续进行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技术(项目)的经济效益和

比较利益状况。例如 , 山一村于 1984年在农户中发展沼气池的成功 , 是由于它与烧柴禾相

比 , 具有节工 、 省力和清洁的特点 , 而其他选择机会又很少 , 因此容易为广大农民所接受 。

到了 1993年 , 该村人均收入上升到 2 300多元 , 就业和投资门路扩大 , 劳动成本提高到 25

元·d-1 , 因此人们开始用更节省劳动的煤气替代沼气 (虽然每年要多化 500多元钱 , 但大大

节省了劳动成本)。经济的变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技术 , 使山村生态建设持续进行 。

目前 , 我国可供选择的生态技术还很少 , 因此如何加强生态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为广大

山村提供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 , 又适合各地资源条件的实用生态技术 , 对于我国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建立生态农业的企业化经营模式 , 不断提高其比较利益

生态农业不是回归自然经济 , 更不是倒退到原始状态 , 而是要向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

化 , 运用现代化 、整体化 、系列化的配套技术和先进手法 , 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

它不仅要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农产品 , 也要为农业经营者提供较高的经济利益。这就要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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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建设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 , 进行企业化的经营管理 。杨坟坞水库综合开发

场 , 1997年由承包者自主经营后 , 从项目设计 、 开发到产品生产和销售 , 都在不违背生态

原则 (由承包合同规定)基础上 , 较好地体现了企业化经营的要求 , 经济效益比以前有了非

常明显的提高。目前 , 该开发场已走上了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轨道 。

3.3　建立规范的工农协调发展和 “以工建农” 制度 , 实现生态农业供给最优化

我国农业 , 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低 , 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 , 农民就业门路的拓

宽 , 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普遍下降。而生态农业更是具有投资大 、见效慢及较大外部经济

性等特点 , 在没有得到补贴的情况下 , 其供给必然小于 “最优化” 程度。因此 , 十分需要来

自农业以外的资金投入。在我国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 山村内部的工农协调发展和 “以工

建农” 就显得尤为重要。山一村的工业发展曾经为生态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 , 但由于没有适

应发展的需要 , 1993年后对生态建设的投入明显不足 , 甚至因资金紧缺不得不停办了生态

实验场。杨坟坞水库在 “牧草 —饲料加工—生猪饲养” 生产体系中 , 饲料加工业的发展对于

该场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 , 我国大多数山区 , 由于受资金 、 人才 、信息和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 工业发展

处于低水平阶段 。因此 , 如何加强工业建设 , 实现工业与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和 “以工建

农” , 对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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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ountain areas

QIAN Wen-rong1 , CHEN Jian-xi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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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orest Enterprise of Zhuji City , Zhuji 311800 , Zhejiang , China)

Abstract:Some positive studies on two eco-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dicate that the key to success

in eco-village construction is that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benefit and economic benefit is handled

correctly.For this , i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measures:innovation in eco-technique with high-efficient ,

free enterprise of eco-agriculture , and “constructing agriculture by industry” ,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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