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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西部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生�有其自身生态系统脆弱和自然条件恶劣方面的因素�但更重
要是人为经济活动的影响、破坏所导致。长期以来的研究和实践证明�西部地区出现严重生态恶化和经济贫困问
题的根本原因是人口数量超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有
计划地实施生态转移战略�降低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逐步把西部人口降低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以内�
在此基础上�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实现人
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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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由云、贵、川、藏、渝、陕、甘、宁、青、桂
和新疆、内蒙古12个省区组成�面积约675．46
km2�占国土总面积的71％。西部地区总人口约3．7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9％。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
口相对稀少�自然资源丰富�但区域自然条件复杂�
气候条件差异显著�难利用土地面积大、分布广。建
国以来�我国一直比较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林业生态建设工程。西
部大开发战略实施7年来�国家在重大工程建设、资
金投入、政策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有力地促进了西
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天然林保
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峡库区国土整治及水污染治
理、江河源头生态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重点工程
全面展开�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生态环境好转的速
度仍然赶不上生态恶化的速度�严重的沙尘暴和年
复一年的洪水灾害�均昭示着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
总体状况仍是局部改善、总体恶化、普遍脆弱。
1　西部生态环境治理与农村经济可持
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西部是我国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加快
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对我国当前和长远经济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西部地区自身生态环境的
脆弱性和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造成了一系
列严重的自然和经济社会问题。水土流失、土地荒

漠化、土壤盐渍化等土地退化现象严重；植被稀少、
森林草原大面积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西北地区水
资源短缺且污染严重；生态景观单一、尚未形成生态
屏障�沙尘暴发生的频率增加、影响范围逐年扩大
等。尤其是西部地区处于我国的江河源区及其上游
地区、西北季风的发源地或上风口�对我国其他地区
的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跨区域性影响。以内蒙古自
治区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人口增长了400多
倍�牲畜从960多万头增加到1亿多头�但草场的面
积却没有增加�草场退化却加剧。内蒙古阿拉善曾
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但因为过度滥牧�加之持续
多年的干旱�造成草场植被的严重破坏�沙漠化面积
平均每年以1000km2的速度剧增�闻名于世的古居
延海干涸消失。阿拉善盟的草原沙化、沙尘暴肆虐
等生态危机还殃及华北、东北等越来越多的地区。

长期以来�西部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的产
生�有其自身生态系统脆弱和自然条件恶劣方面的
因素�但更重要是人为经济活动的影响、破坏所导
致。西部地区不合理的传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使
自然资源特别是草原、森林、耕地、水资源及矿产资
源等大量破坏�生态严重恶化�环境受到污染�西部
地区陷入“贫困与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资源的掠
夺式开发和粗放式经营�其发展是建立在外延扩大
再生产基础上�主要依靠增加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
动力的投入以获得农产品总量的增长。传统落后的



生产经营方式�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与
利用�大面积的砍伐�毁林垦田�向荒山要粮�导致资
源质量退化和数量的日趋衰竭；另一方面�却促使农
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导致人口总量的膨胀和人
口素质的低下�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迫使人
们对资源进一步索取�导致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土地
沙漠化、水土流失和草场退化等严重生态环境恶化。
农业资源生产力下降、生态环境退化日趋严重的直
接后果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边际
效益越来越小�甚至成为负数。在负效应的情况下�
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就陷入了“需求增长—超载放
牧—草场退化—载畜量降低—进一步超载—草场加
剧退化”的恶性循环。实践证明�西部地区人口负荷
超越承载能力和传统落后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是经

济落后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2　西部生态环境治理与农村经济可持
续发展方略构想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来

源和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西部开发必
须以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为根本和切

入点�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此�西部地区资源开
发、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是：按照自然规律
和经济规律�以生态移民降低人口超载和改变传统
的生产方式为突破口�以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
环境恢复为核心�以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和加快区域
经济开发为目标�实现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与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一战略构想是基于目前西部地
区资源开发与治理所处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力增强和我国社会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

要的条件下提出的�实施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基本具
备。这是因为：

1）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对西部资源开发和
生态环境治理内在规律的认识更加清晰。如西部生
态环境恶化是自然和人为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但人为因素大于自然因素；人类过度的资源利用
和掠夺式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原

因�人口增长超过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和自给半自
给经济形成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导致
了严重的资源破坏和生态恶化；西部生态环境的外
部性特征特别突出�这就决定了西部生态环境问题
已不能仅靠西部自身努力得以解决�而是更需要政
府和全社会参与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遵循自然
规律和经济规律�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探
索建立了许多成功的小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模式和典

型�为西部地区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持
续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等等。这些研究和实践成
果为从根本上解决西部资源环境开发治理问题提供

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2） 西部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已从传统自给半

自给的自然经济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
优势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是突破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
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
源�实现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国内外贸易流通的经
济。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西部
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3） 日益增强的国力和国家实施新工业化经济
转型为国家加大对西部资源环境开发治理的投入提

供了保障。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济经过连续数十年快速增长�国民经济整体实力
不断增强。从总体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
力已初步具备了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能力�具备
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的财力�建设新
型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转型�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
动农村的国民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为加速改变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状况和治理生态环境恶化局

面�实现东西部平衡发展和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基础。为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城市、农业生
产方式转型和农村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机

遇。
4） 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改变农村贫穷落后

状况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未来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的紧迫需要。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植被破
坏、水土流失严重、生产力低下�多数地区尚未脱贫�
抗灾能力不强。水土流失和以干旱、风沙为主的自
然灾害频繁�不仅威胁着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而且
已严重制约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万 km2�其中约有
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
都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还是我国长江、黄河
两大水系主要的发源地�是保护植被、防治沙漠化的
主战场�基于西部在保障我国生态安全方面的特殊
重要作用�处理好生态环境建设、资源开发和经济发
展的关系�成为西部大开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国家确定的22个限制
开发地区�西部占17个�包括三江源、四川若尔盖湿
地、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在内的这17个西部地
区将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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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西部生态环境治理与农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方略的途径与措施

3．1　稳步实施人口转移战略�降低人口对资源、环
境的压力�增强环境自我修复能力

　　目前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大多位于西部�从
长远来看�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不适宜人居住、生活
和从事生产活动。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
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
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诸省区大多数地区的人
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目前�其山区
人口较20世纪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
过临界指标2．3～2．4倍。以宁夏为例�目前山区人
口较20世纪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
临界指标2．3～2．4倍。长期以来的研究和实践证
明�西部地区出现严重生态恶化和经济贫困问题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数量超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的承载能力。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
路在于有计划地实施生态转移战略�把过多的人口
转移出去�降低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逐步把西部人
口降低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以内�实现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具体为：

一是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在中
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重点城市�通过国家政
策和资金扶持�建立农民工居住小区�鼓励西部地区
外出务工人口就业定居�实现人口向大中城市的转
移。从经济的角度�如果劳动力和人口持续转移�他
们在城市务工不仅仅是为家庭增加了收入�而更重
要的是大大减轻了对当地的资源和生态的压力�有
利于生态恢复。以四川省为例�拥有8600万人口的
四川省�1500万外出务工人员2003年寄回家的钱
约为450亿元人民币�而该省同年的财政收入为
292亿元人民币。如果从当地的土地上取得同样多
的收入�势必会对当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
压力。

二是国家要大力支持和鼓励西部地区利用能

源、矿产和旅游资源优势�发展非农产业�结合新农
村建设�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农村人口向
城镇转移。在中国最西端的塔里木盆地�号称“死亡
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恶劣�人类难以生存。
自塔里木盆地丰富的油气藏被发现并开始大规模开

发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日新
月异。随着能源的开发�沙漠北缘的库尔勒市�上世
纪90年代初还是个原始小镇�发展到今天消费水平

和生活水平位居中国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陕西省
神木县2001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景象�现在能源开
发所需采掘、加工、服务方面的大量劳动力为陕西省
神木县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从黄土高原的“穷县”变成了年财政收入5亿元的
“富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对能源的开发兴
起了众多“资源型城市”�从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
可可托海�如今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因为资源的枯竭
而衰落�而现在崛起的新一代“资源型城市”正在竭
力避免重蹈其覆辙�他们采取的路子不只是单纯地
开采�而是开采和深加工一体化。这样可以保持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回流。

三是把那些生产生活条件恶劣�自然资源环境
已严重退化�统筹生态移民和扶贫搬迁�把居住偏远
山区人口整体迁移出去。目前阿拉善盟等地已通过
实施农牧民转移�开始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草原退
化、沙化被遏制�荒漠化趋势得到扭转�从而减轻对
华北、西北等地区沙尘暴的侵袭和影响�促进全国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3．2　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

产业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西部地区只能
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
长期广种薄收、破坏植被、超载过牧�单纯追求经济
发展目标�这种土地利用模式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造成了区域生态环境的巨
大破坏�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
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因此�生态环境治理必须
很好地解决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有效结合问题�
切实解决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与农民致富问题。解决
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口的致富问题�必
须着眼于着力发展优势农业产业和特色经济�因地
制宜发展经济林果业、畜牧业、蔬菜业、花卉业、生态
旅游业、以及其它特色非农产业�推行农业的产业化
经营�较快地增加农民收入�使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民
尽快脱贫致富。

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牧草面积占
全国的90％以上。具有地域辽阔�物产丰美�水资
源丰沛�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物种独
特等特征�这些都是发展特色农林牧业的有利条件。
农业部确定在西部建立七大名优特产品基地�力争
10～15年把西部建设成特色农业生产区。七大产
区包括：新疆优质棉花生产基地；云南甘蔗、内蒙古
与新疆高糖甜菜等糖料生产基地；西南地区优质柑
橘、南方梨、热带水果�西北地区猕猴桃、苹果、梨、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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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等水果生产基地；云南元谋、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
发展反季节蔬菜、新疆发展西甜瓜等蔬菜生产基地；
云南、新疆、内蒙古花卉生产基地；西北甘草、枸杞、
红花等中药材生产基地；云南优质烟叶基地。同时�
必须充分发挥西部草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产
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产业。

西部地区农业效益低的突出问题是加工能力

低�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缺少独具特色的终端
产品。其主要原因是：① 商品经济意识淡薄�没有
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与经营�产品难以走向大市
场；② 生产经营规模小、粗放经营、生产成本高�基
本是处在“靠天吃饭”水平上；③ 经济结构基本以

农业为主�农业生产又以种植业为主�经济结构单
一；④ 远离经济中心�基础条件差�交通不便�信息
不灵�市场发育滞后�市场空间狭小�流通不畅。因
此�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必
须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市场
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延长产业链条�推进农业产
业化升级。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产品竞争力。
以内蒙古为例�自治区通过建设农牧业基地、完善服
务体系�形成了一大批农牧业龙头企业。乳产业发
展带动了养殖业发展�养殖业又带动饲草业�饲草业
的发展又改善了生态环境。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内
蒙古158万户农牧民参与到产业化经营中来�占农
牧户总数的40％以上。2004年全区农牧民人均现
金收入2670元�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产业化经营。
“伊利”、“蒙牛”、“鄂尔多斯”、“鹿王”、“草原兴发”一
大批龙头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威震全国的内蒙古集
团军�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4　实施西部生态环境治理与资源开发
方略的政策建议

4．1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有计划集中使用
西部地区多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济落后�财政

自给能力差。为此建议�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地
区生态建设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一是加大
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加大对西部
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优先在西部安排专项资
金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三是国家应赋予西部地区一

定的税收权利�使西部地区在保证税制统一的前提
下�享有一定的税率调节权�便于西部各省在生态环
境建设上实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四是提高资源
税�建立西部生态补偿基金。五是赋予西部地区制
定吸引社会投资和境外资金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政策

的权利�放宽审批权限。同时�改变分散的、撒胡椒
面式的资金使用模式�将以前用于生态补偿、修路、
救灾、教育、医疗卫生、灭蝗灭鼠、造林种草、飞机播
种、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资金集中统筹起来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4．2　制定倾斜支持政策

对从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的人口在居住、就业
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鼓励这些
流动人口转变为常驻人口。例如�在东部城市建立
西部移民居住区�由政府对在东部投资于西部移民
居住区的开发商给予投资补贴�或在土地使用上给
予特殊优惠。对吸收西部地区就业人口达到一定比
例的东部地区厂商给予减免税、低息、贴息贷款�以
及其他方面的优惠与鼓励。
4．3　开展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立法�加强

监督检查

　　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要保护生态环境�不
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搞经济建设�不能再
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必须
以法律的形式禁止在西部大开发中对西部地区生态

环境的任何人为污染和破坏。探索和实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下生态建设的新的有效驱动机制与配

套政策体系�理顺生态建设中的土地责、权、利关系�
实行更加积级的土地政策�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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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ategy of contro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WANG Yun-feng
（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Y 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Abstract： Long term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ved that�apart from poor natural condition and fragile e-
cosystem�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severe ecological degeneration and regional poverty in west China is the
overloading stress of large population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solution for these
problems l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transferring strategy�such as reducing the population to an af-
fordable scale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system．In addition�the advantages of local resource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specific undertakings be developed�so as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
alization�to increase the farmers’income and to achieve a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
tion�resources�environment and economy．

Keywords： west China；ecological environment；rural economy；control；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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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effect of vegetation projec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Luoyugou Watershed

YU Zhe�LEI Q-i xiang�BAO Wen-lin
（ T ianshui Experiment Station on W ater and Soil Conserv ation of

Yellow River Conserv ancy Committee�T ianshui�Gansu741000�China）

　　Abstract： Eight evaluating indexes which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effect of vegetation project have been
selected．Evaluating system has also been established．Five grades have been compartmentalized by methods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comprehensive index．The results indicate as following：vegetation projec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Luoyugou watershed is generally adequate．However�a series of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the project�such as unsuitable structure and arrangement．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project�useful measures
are pointed out．

Key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vegetation project；evaluation indicator；analytic hierarchy pro-
cess；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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