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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安塞县商品型生态

农业系统的影响效应分析

崔绍芳1，王继军1’2
(1．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7121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杨凌712100)

摘要：以安塞县为例，通过分析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其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的发展变化，明确了退

耕还林(草)工程对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其影响效应主要表现为对农业资源和产业系统的正效

应驱动过程和负的约束作用；2009年农林牧用地中林草地比重较1998年增长了11．3％，农业资源得到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商品型生态农业快速发展；但也造成了农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2008年实际畜牧量仅占草地理

论最适承载量的19．36％，产业与资源相关性降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另外，商品型

生态农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退耕还林(草)成果。因此，安塞县应发展相关产业，合理、高效利用农业资源，

提高农业产业与资源的一致性，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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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effects of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o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with commodity in Ansai County

CUI Shao—fan91．WANG Ji—junl'2

(1．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maion，CAS&MWR，Yangling，Shannxi 712100，Ch／na；

2．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nnxi 712100，Ch／na)

Abstract：Taking Ansai County as an example，the effects of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

cal agriculture with commodity(EAC)was analyz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s of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on

EAC were mainly presented as the positive driving process and negative restriction o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system．With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project，the proportion of forestland and grassland in total agricultural land in 2009

Was increased by 1 1．3％，compared to that in 1998．As a result，agricultural resources were optimized，agricultural in—

dustrial structure was adjusted，and EAC was developed rapidly．However，the project also caused the idling and waste

of agricultural I'G蛤OUI'13e$．The actual amount of livestock in 2008 only accounted for 19．36％of the theoretical optimum

carrying capacity of grassland．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njsources became decreased．which re—

strained t11e development of EAC to some extent．In addition．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AC helped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Grain for Green Project．Therefore，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related industries SO as to utilize agricultur-

al resources more efficiently，and to improv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so as to realize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economic system in Ansai County．

Keywords：Grain for Green Project；ecological agriculture with commodity；influential effect；Ansai County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脆弱，曾导致严重的

水土流失。为了减少水土流失，改善该区域生态脆

弱态势，国家先后采取了多项治理措施，特别是

1999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草)工程”，在明显改

善了生态环境的同时，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产生了

较大影响。相关学者重点从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

业生产、农村经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互动、耦合

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一12]，而关于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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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草)工程对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影响效应的详

细探讨还有待深入。在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背

景下，安塞县将生态激励措施纳入市场机制之中，通

过发展商品型生态农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

善，实现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其商品型

生态农业建设已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

益【13J。安塞县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以及商品

型生态农业的发展，在黄土丘陵退耕区域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基于此，作者以安塞县为研究对象，通过

揭示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其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的

具体影响和驱动效应，以期为巩固退耕还林(草)成

果和实现农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方案的制定和实

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1研究区概况与资料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安塞县位于延安市北部，属于华北鄂尔多斯地

台中心的陕北盆地，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形

地貌复杂多样，山地居多，占95％以上，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区内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全县总面积

2．95×105 hm2，2010年末总人口17．69万人，其中农

业人口14．648万人，全年生产总值72．2亿元。目

前实有耕地6．5×104 hm2，耕地类型多样、土层深

厚；安塞的气候属中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干

湿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适宜农林牧综

合发展，主产玉米、小米、荞麦、豆子等杂粮。作为全

国退耕还林(草)工程典型示范区的安塞县，2010年

初，全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7．79×104 hm2，林草覆

盖率已由1998年的14．1％上升到2009年的

36．3％，水土流失面积显著减少，土壤侵蚀模数下降

了55．6％，自然植被全面恢复，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在退耕还林(草)工程的推动下，安塞县商品型生态

农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年

收入5 562元，是1998年(1 504元)的3．7倍，农村

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1．2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1998--2009年的《安塞县统计年

鉴》[14]、“安塞县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汇总”【15|和

2010年农户问卷调查所获取的资料。

2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商品型生态农

业系统的影响效应

2．1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的

驱动过程

近年来，在退耕还林(草)工程的推动下，安塞县

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农业资源结

构和质量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布局日趋合理，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退耕还林(草)工

程的实施促进了以土地资源为中心的农业资源的重

新配置，随之而来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7j、农村社会

发展水平的提高。

2．1．1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业资源系统的影响

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安塞县农业资源结

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资源。土

地资源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上

(图1)，可以看出，安塞县自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

以来，耕地面积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且表现出明显

的阶段性：第一阶段为急剧减少期，耕地总面积由

1998年的9．77×104 hm2快速减少为2003年的7．28

×104 hm2，减少了25．6％；第二阶段从2003年开始，

为缓慢减少期，耕地总面积年均减少率明显降低，这

主要是因为退耕还林(草)工程后期，适宜退耕的坡

耕地越来越少，而且政府对工业和城乡建设等占用

农用地的管理更加严格。由于1998年以来，安塞县

总人口呈缓慢增长趋势，耕地总面积的减少速度明

显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

势，而且表现为两个阶段性。1999--2003年，人均耕

地面积呈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由1998年的0．6454

hm2／人减少到2003年的0．4686 hm2／A；2003年后，

人均耕地面积缓慢减少。林地面积呈明显上升趋

势，由1998年的5．64×104 hm2增加为2009年的

1．07×105瞄，林地面积的增加主要源于退耕还林
(草)工程的实施，其中退耕还林7．79×104 hm2，全

县森林覆盖率已由1998年的14．1％上升到2009年

的36．3％。

+耕地总面积Total areaofcultivatedland

+林地面积Woodland area

-．g．-总人r_】Population

+人均耕地面积Per-capita arable land area

图1安塞县1998—2009年耕地、林地面积和人口变化

Fig．1 Change of famdand and wood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in Ansai County from 1998 to 2009

由图2可以看出，安塞县自退耕还林(草)工程

实施以来，农林牧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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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所占的比重不断减少，林地面积所占比重一

直呈增加的趋势，而牧草地面积呈减少趋势。在退

耕还林(草)工程中，安塞县农民因地制宜地栽种经

济林、人工种草、舍饲养羊，通过大规模补种果树、兴

建果园，营造基本农田，推动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快速

发展。其中，果园地面积由1998年的6．94X 103姘
提高到2009年的1．40×104 hnl2，全县果园面积增加

了1．02倍；农林牧用地中林地比重由1998年的

22．18％上升到2009年的42．47％，林草地比重增长

了11．3％。全县人工种草面积由1998年的822 hm2

增至2009年的4 262 hm2，而草地总面积由1998年

的1．25 X 105 hm2减少为2009年的1．00×104 hmz，

草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退耕还林(草)政策推出后，

之前的山坡荒草地和林草间作草地大多补植树木，

发展为林地；虽然自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安

塞县人工草地面积不断增加，但人工草地面积占牧

草地总面积的比重很小，因此，草地总面积呈不断减

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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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安塞县1998_2009年农林牧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Fig．2 I_and us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forestry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Ansai County from 1998 to 2009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对农业资源的质量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据研究，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的土

壤，在坡度<31。的范围内，随着坡度的增大，降雨强

度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增大【16j。退耕还林(草)工程

是将坡度>250不易耕种的土地以及产量不高的土

地退下来造林种草，集中在高产土地上种植农作物。

由于坡耕地大面积减少，林草面积增加，耕作措施发

生变化，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对减少区域土壤

侵蚀的作用是显著的¨7|。随着退耕年限的增加，安

塞县蒸发量、干旱指数呈现下降趋势，径流量和含沙

量均大幅下降，各水文因子呈现出整体持续向好的

趋势L17|。1998年，安塞县实际有效灌溉设施面积为

1．55×103肼，水浇地面积1．83×103 hmz，仅占耕地

总面积的1．87％。退耕还林(草)工程中，全县加强

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末，有效灌溉设

施面积为1．87 X 103 hill2，水浇地面积占常用耕地面

积的比例明显增加。坡耕地减少，林草面积增加，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等，都有效地降低了土壤侵蚀模数，

减少了水土流失面积，提高了土壤保水保肥性能，农

业资源的质量显著提高。

由于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农业资源结构

发生变化，资源质量明显提高，对粮食生产也产生了

一定影响。加之，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退耕补贴及

时发放、农民进行小规模的种植等，有了对耕地增加

相应物质投人的能力。相对于退耕前的广种薄收，

粮食单产明显增加，由1998年的1 727 l【g·hm。2增长

为2009年的2 819 kg·hm～，粮食总产量并没减少，

人均粮食占有量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另外，退

耕还林(草)以来，安塞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度

下降，粮食种植种类也较退耕前减少，主要是小杂粮

种植面积和规模普遍下降。

2．1．2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业产业系统的驱动

作用退耕还林(草)工程隐含了如下要求：在改善

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加快农业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步伐，提高土地利用率，建设稳产

高产农业，发展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安塞县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将生态

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发展商品

型生态农业，支持发展菜、果、畜等优势产业，逐步调

整农林牧产业结构比例，增加农业综合效益，农村经

济发展活力增强，促进了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全面

发展。

从农业产值结构(图3)分析，退耕还林(草)工

程实施以前，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安塞县农村经济的

两大支柱产业，1998年其产值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

69．08％和26．33％。由于林草资源的强制性保护，

种植业和牧业产值分别由1998年的2．29×104万元

和8．722×103万元降低到2001年的2．124×104万

元和3．76×103万元，2001年种植业和牧业产值分

别占农业总产值的64．12％和11．35％。由此可知，

退耕初期种植业和草畜业规模都显著缩小。随着退

耕还林(草)工程的推进，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显著减

少，农民在政府引导下转而以种植蔬菜、水果等经济

作物为主，扩大了林果业、棚栽业等高科技含量产业

的规模，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明显改变，经济作物种

植面不断增加。全县水果产量由1998年的2．99×

1d7 kg增加到2009年的6．63×107 kg，2009年的果业

产值为1．214×104万元，是1998年果业产值的3

倍。温室大棚数量由退耕前的不足1 000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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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9年的3．084×104座；2009年全县大棚蔬菜总

产量1．527×los kg，实现总产值2．06亿元，棚均收
入6 666元，蔬菜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呈增

长趋势(图4)，由1998年的3．6％发展到2009年的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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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安塞县1998--2009年农业产值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in

Ansai County from 1998 to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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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安塞县1998--2009年蔬菜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

Fig．4 The proportion of vegetable in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in Ansai County from 1998 to 2009

棚栽业、林果业等的快速发展，不仅增加了农业

产值，还带动了工副业如运输业、仓储业、服务业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2009年的工副业贡献率较1998年

增长了14．0％，产业态势明显好转。但是，目前安

塞县农产品大多以未加工的初级产品的形式直接出

售，农产品加工业未得到有效发展，农产品后续产业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安塞县农业正逐

步由传统的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生产结构向以植树造

林种草为主，强调生态、经济双重效益的生产结构转

变。随着农林牧产业结构的调整，安塞县商品型生

态农业产业的布局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目前，形

成了三种农业产业布局模式[13,18-20]：①以种植大

棚蔬菜、瓜类等经济作物为主，并结合城镇需求发展

工副业和服务业的“农一副”型——主要位于城镇或

交通主干道周边区域；②充分利用林草资源发展养

殖业和林果业的“果一农、草一牧”型——距城镇或

交通主干道较远，区位优势不明显；③农用地一般

以梯田和山坡地为主或全部为山坡地，主要利用有

限的耕地资源种植粮食作物，开发山地林草资源发

展林草畜牧业的“林、草一牧一农”型——远离城镇

或交通主干道，其区位处于劣势。

2．1．3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据

调查，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前，由于种植业规模

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少，如今大规模的退耕

还林(草)使耕地面积减少，农业劳动强度降低，从事

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比重越来越低，由1998年的

85．83％减少到2009年的64．45％(表1)，部分农民

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加快了农村剩

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扩大了农民增收的途

径和渠道，加上退耕补助的发放，农村人均收入有了

较大增长，2009年农民人均收入4 646元，是1998年

的3．1倍(表I)。退耕还林(草)工程，促进了农村

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显著地促进了劳动力就

业结构的变化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加速了商品型生

态农业建设速度，农村经济增长对农业的依赖程度

逐渐降低121j，农村水利、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日益

完善，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全面推进了农村社会

发展。2009年安塞县农村城镇化率为24．90％，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83万元，农村社会保障得到

加强，其覆盖率达到21．40％，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

表1 安塞县1998—2009年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Table l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s and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in Ansai County from 1998 to 2009

2．2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的

制约

通过以上分析，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顺利推进

对于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表现出了明

显的正效应，农业资源承载力明显增大，为其后续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农业产业内部结构有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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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升级的空间。但由于相关政策对资源开发利用

的限制和强制作用，造成了农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相关产业发展缓慢，产业链建设相对滞后，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速度。

以草畜业为例，由于退耕还林(草)政策要求封

山绿化、禁止放牧，畜牧业规模缩小，原有草畜产业

劳动力大量转移，畜牧业产值比重明显下降(图3)，

出现了牧草资源大量闲置和浪费的现象。据近年来

的农户问卷调查资料，在保证草地资源不退化而又

不大量浪费的前提下进行舍饲养殖，2005年以来平

均每年每公顷人工草地可承载15只羊或3头大家

畜(牛、马、驴、骡)，天然牧草地可承载5只羊或1头

大家畜(牛、马、驴、骡)。根据当年实有牧草地面积

和大牲畜与羊的实际数量之比，计算出草地理论最

适载畜量(表2)，可以得出，2005年实际畜牧量占理

论最适承载量的比例最大(42。96％)，2008年仅占理

论最适承载量的19．36％，因此，安塞县利用草地资

源扩大畜牧养殖业规模的空间很大。由于封山禁牧

绝对化，人工草地以外的林草资源基本得不到开发

利用，舍饲养殖前期成本投入较大等因素，影响了农

民的积极性，导致畜牧业规模较退耕前大幅下降，林

草资源后续产业链建设缓慢，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

品型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

表2安塞县1998--2009年林草相关畜牧业情况

Table 2 Situa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related to grassland in Amai County from 1998 to 2009

注：由于历史调查资料不全面，1998--2004年的理论最适载畜量缺省。

Note：The theoretical op6Ilm livestock capacity of 1998--2004 was defaulted due to the absence of historic survey data

2．3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发展对退耕还林(草)工程

的反馈作用

安塞县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以来，紧紧

围绕棚栽、草畜、林果三大主导产业，制定了多项扶

持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和调动农民群众发展主导产

业，其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增加了

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进步，对退耕还林

(草)工程的顺利推进和实施效果的巩固，起着积极

的响应作用。

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发展能有效促进退耕还林

(草)工程的顺利推进，是退耕还林(草)成果巩固的

有力保障。根据2010年7月安塞县农户问卷调查

资料(此次农户调查共涉及安塞县南中北3个区位

12个乡镇的51个行政村，共获得调查问卷435份)，

约90％的退耕农户反映，一旦政府停止补贴，现有

基本口粮田产出的粮食难以维持生计，可见，退耕农

户对退耕补助到期后的长远生计和经济收益保障问

题最为关注，如果退耕农民长期找不到新的收入增

长点，那么，林草地复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

退耕成果的巩固与可持续性问题归根到底是退耕农

民是否会复耕的问题，而农村经济收入是否增长、农

民经济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成为退耕还林(草)成果

巩固的关键怛1。223。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发展，通过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培育新的替代产业，农村

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民

增收对耕地的依赖性减小，从长远上解决了退耕农

户的生计与经济收益问题，防止了退耕地复垦现象，

保障了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顺利进行，有效巩固了

退耕还林(草)成效。而且，随着商品型生态农业的

发展，产业链网结构得以延伸，产生了新型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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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模式，从另一个角度巩固了退耕还林(草)成果。

例如，随着退耕还林(草)政策的逐年推进，安塞县畜

牧业规模明显缩小，而蔬菜大棚的规模不断扩张，现

有农家肥已远远不能满足大棚蔬菜的需要，肥料短

缺已经成为制约棚栽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其

需求相适应，商品型生态农业山地生态循环模式发

展起来，通过在山顶舍饲养殖来解决山腰蔬菜大棚

肥料短缺的问题，并配套沼气设施，实现了沼渣还

田、沼液施肥、沼气照明做饭的生态循环，不仅解决

了蔬菜大棚肥料短缺的问题，还解决了农民的薪柴

问题，防止了农民上山砍柴伐薪的现象，有效巩固了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效果。

另外，退耕还林(草)过程中，安塞县按照商品型

生态农业的理念，始终坚持巩固退耕还林(草)成果

与解决退耕农户长远生计相结合，生态改善与农业

发展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促进生态改善、农民

增收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大基本口粮田

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强农村能源建设，推进生态

移民，全面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调整退耕还

林(草)规划，继续安排荒山造林计划，对开发建设项

目等占用的退耕还林地采取异地恢复造林措施，发

展大棚蔬菜等后续产业等来保证退耕还林(草)工程

的顺利推进和成果的有效巩固。

3结论与建议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对安塞县商品型生态

农业的发展表现出重要的影响效应。退耕还林(草)

工程的实施对商品型生态农业资源与产业系统以及

农村社会进步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农业资源结构得

以优化，资源质量提高，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农

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

高，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998年的3．7

倍，年均增长11．5％，农村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普遍

提高。同时，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对商品型生

态农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约束性：由于林草资源

的强制保护，畜牧业规模明显缩小，2008年实际畜

牧量仅占草地理论最适承载量的19．36％，造成了

农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相关产业链建设相对滞后，

产业与资源的相关性降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品

型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存在进一步

优化升级的空间。而且，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发展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顺利推进，有

效巩固了退耕还林(草)成果。因此，在今后的生态

建设和农业发展中，要继续稳固现有退耕还林(草)

成果，进一步抓住退耕还林(草)工程为商品型生态

农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条件，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发展林草相关产业、农产品加工等后续产业，完

善农业产业链网结构，提高农业资源与产业的一致

性，实现农业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促进农业生态经

济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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