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生 态 学 报

$%&$’%()(*+%$,+-+%$
./01!!2-/1"!
34512!##!

拜泉生态农业建设的生态资产响应

卢兵友"2徐玉新!62王如松7

8"1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2北京 "###9:;!<山东农业大学2泰安 !="#">;7<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2北京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AA=##=!?;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香港王宽城工作奖励基金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B#"B#";修订日期@!##!B#:B!>
作者简介@卢兵友8"AC9D?2男2山东人2副研究员2博士E主要从事农业生态工程F产业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E

6 通讯联系人 $GHI4JK/J5/JJ4LM/NO4N54

摘要@利用指标相对评价法2选择=个关键指标2对黑龙江省拜泉县生态农业建设情况的评价得出2该县生态资产从!#世

纪 =#年代末仅占系统自然生态资产总量的 "7<=:P上升到了目前的 !:<!"PE说明生态农业建设对缓解生态资产的耗

竭2提高其积累速度具有重要作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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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产是人类生产活动中所必须的各种自然资产的总和2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基础E按照

理想情况2人类的生产活动应该靠生态资产的利息生活2而不是靠消耗生态资产生活J"DCKE自然生态系统的

生态资产一般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2变化幅度不大E人工生态系统由于人类的剧烈干扰2其生态资产往

往会发生剧烈变化E研究表明2生态资产总趋势在快速减少J=K2其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E
因此2自 "A=#L以来2生态资产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E但由于对生态资产缺乏相

应的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2难以准确计量2使这一研究工作进展缓慢E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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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侧重于宏观静态评估的研究逐渐涌现!"#$%&’
我国生态农业县建设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原来受人类强烈干扰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本恢

复(实现了系统经济结构和功能的恢复和加强!$(%&’与其它系统相比(通过生态农业建设(该系统的自然资

产和人造资产!)#*&的拥有量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对其生态效果的研究(前人多侧重于一些常规的生态环

境指标(对生态资产影响方面研究的报道很少’而对生态资产的研究将可以反映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的成

效(丰富生态资产评价理论和方法’本文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例对其生态农业建设过程中生态资产的变化

动态进行了研究’

+ 生态资产的内涵及其测度

+,+ 内涵

生态资产是指生命的生存-发展-繁衍-进化所依赖的有形或无形的自然支持条件和环境基础设施(是

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如气候-大气-水文-土地-生物和区位等自然生态资产(和附加有人类劳动的水利-
环保-耕地-道路-绿地等人工生态资产’自然生态资产是生态资产的基础(人工生态资产是社会发展到一

定程度生态资产的必要补充’随着城镇化发展的加快(人工生态资产在生态资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 测度

根据本文对生态资产内涵的界定(生态资产的测度应包括两类指标’一是结构指标/反映自然生物-自

然景观等的组合和变化特征’包括景观破碎指数-森林覆盖率-草地覆盖率-生物多样性等’二是过程指标/
反映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和人工进化特征’包括土壤熟化指数-土壤侵蚀强度-土层厚度等’

测度的重要步骤是各指标的归一化(参照公式/

01 23425
其中(0代表指标的归一化值623代表指标的实际值625代表指标的理想值’

. 拜泉县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生态资产的变化动态

拜泉县的开发虽然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但自开发以来(其生态资产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 $"7"年以前的自然阶段’在此阶段该县基本上是一片荒地(仅在丘陵和一些漫川漫岗地区生长着柞-
桦-山杨等天然阔叶混交林和榛柴(低湿-平地生长着草原植物和灌木柳等植被’此期土地肥沃(土壤有机

质一般在 "8以上’由于系统很少受到人类干扰(生态资产非常丰富’

.,. $"7"年到 $797年为生态资产初步耗竭期’此期清政府鉴于财政困难和加强边防等需要(招民开荒’
此后(大片草原-天然阔叶混交林和榛柴岗等被开垦(农耕地迅速增加’加之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开拓团乱

砍滥伐森林(毁林-毁草开荒’使该县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资产遭到严重破坏和流失(
并成为建国后该县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到 $797年(全县耕地垦殖率达到 ::8(林木覆盖率仅为 ),$98’
但由于其自然生态资产相对较丰富(在没有肥料投入的情况下(土地仍能保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人口承

载量为 ;<,"*人4=>%’同时(大批动物由于没有适宜的生存环境而迁徙-死亡(或在此期间被猎杀(生物群

落的多样性大大降低’

.,? $797年到 $7"<年初期为生态资产快速耗竭期’此期人口压力逐渐加大(人口承载量达到 $::,97人4

=>%’加上政策和管理上的失误(使生态资产快速耗竭’到 $7"<年该县土地垦殖率达到 ;",9$8’该县虽

然积极开展了植树造林(但由于农村能源短缺(树枝等都用做燃料(森林覆盖率仅为 ;,*8’水土流失面积

%$,*)万 @>%(其中风蚀面积 9,"万 @>%(土壤有机质降到 )8左右’大量耕地被毁无法耕种(景观受到严重

破 坏’土层厚度也由原来的 $>左右(下降为 <,)>左右’每年流失水 $亿 >)(流失土 $9<<万 A(流失氮肥

):<<A(磷肥 )$<<<A(钾肥 :<<<A’同时(动物资源快速下降(生物多样性也大大降低’

.,B %<世纪 "<年代初期至今为生态资产的逐渐恢复和积累期’从此开始该县开始生态农业建设(由于一

系 列措施的实施(保 证 了 生 态 资 产 耗 竭 趋 势 的 扼 制’到 $777年(拜 泉 县 土 地 经 济 生 产 力 达 到 9;;$,*=C4

@>%’全县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万@>%(占应治理面积的 ")86种地埂生物带 )万@>%’治理后的坡耕

地减少径流 );8(减少泥沙流失量 *<8(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78(风速降低 *78(空气湿度提高 $<8

#$98(水分蒸发减少 $9,:8#$;,"8(全县已连续 $*D没有出现风蚀现象’说明拜泉生态资产开始由耗

$:%%$%期 卢兵友等/拜泉生态农业建设的生态资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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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逐渐转向累积!并开始对农业生态系统产生积极影响"

# 生态资产动态评价

#$% 指标量化

根据拜泉县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其生态资产的评价指标&表 ’("各指标的量化主要通过几种途径!如实

地调查)查阅地方志)农业区划资料和县统计资料等"指标确定的总原则是未受干扰的原始状态生态资产

的丰度定为 ’**+!无任何生物生存情况下丰度定为 *"例如确定自然系统的林草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指

数均为 ’**+,自然系统的抗灾减灾能力为 ’**+!受干扰后系统抗灾减灾能力用从 ’-./年到 ’-0*年拜泉

县粮食产量变化率来计算"
表 % 拜泉县生态资产耗竭与恢复动态及评价

12345% 677577859:;<5=;4;>?=242775:7@5A45:?;929@?:7B57:;B2:?;9?9C2?DE29=;E9:F

自然 GHIJKL 干扰后 MNOIJKPLQ 恢复后 RLOJSLQ

实际值

TPJUQHUVL

理想值

TOWNKLQ

实际值

TPJUQHUVL

归一化

GXSNUHINXU

实际值

TPJUQHUVL

归一化

GXSNUHINXU
林草覆盖率&+(YXKLOIKZVX[LKH\L ’** ’** /$’* /$’* ].$̂^ ].$̂^
景观破碎度&’*̂条(
_HUQ‘KH\SLUIHINXU

*$’* ’** ]$/* $̂** ’$/. a$**

土壤有机质&+(bK\HUNVSHIILK 0$** ’** c$** c/$. c$.’ ĉ$0-
黑土层厚度&S(deHVfOXNe ’$** ’** *$c* c*$** *$c* c*$**
生 物 多 样 性 指 数&+(dNXQN[LKONIZ
NUQLg

’** ’** ’.$** ’.$** ’0$** ’0$**

水蚀 抵 抗 力&IhfS](iHILKLKXONXU
KLONOIHUVL

’** ’** *̂** ]$.* ’0*a .$.*

风 蚀 抵 抗 力&’*̂jS](iNUQLKXONXU
KLONOIHUVL

*$*’ ’** $̂0a *$]* *$** ’**

总计 kXIHe l /** l -a$c l ]]0$0c

#$m 影响评价

采用专家打分法对所列指标进行加权!对拜泉县农业生态系统生态资产变化动态的研究表明!由于人

为干扰过分强烈!虽然拜泉县的开发历史短!但其生态资产的耗竭速度却非常快"到 ]*世纪 /*年代末!该

县生态资产仅占系统自然生态资产总量的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土壤质量变化和由此造成的景观破

碎化程度"
生态农业建设后!拜泉县紧紧把握住了影响该县生态资产的关键因素!开展了针对性治理!效果良好"

从相对量上看!该县的生态资产已经有了一定积累!目前生态资产的相对丰度已恢复到自然生态资产总量

的 ].$]’+"说明生态农业建设对缓解生态资产耗竭趋势!提高生态资产积累的速度具有重要作用"

n 结论和讨论

受人类的强烈干扰!从开发以来拜泉县农业生态系统的生态资产一直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到生态农

业建设前!该县生态资产问题已经十分突出"
研究表明!人类干扰可能对生态资产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人类活动一般会破坏自然生态资产的积累

和恢复过程"只有在充分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注重对系统的开发利用与维护!才不至于对生态资产产生

破坏作用"
生态资产耗竭趋势的抑制及生态资产的累积!与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成比例的"这一点可以从拜

泉县生态资产得到较好的恢复和积累!但才刚刚脱贫的事实得到说明"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资产作

基础!就不可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各种生态资产指标进行经济价值量化!虽在学术上是对生态资产的首次定量表示形式!可以给人一

种生态资产的直观的价值体现"但这种方法通常很难准确地对其中某些指标进行量化!这给评价工作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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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的麻烦!也增加了工作量"而且!由于生态资产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都很大!给出其并非准确的绝对

的经济价值的意义也值得考虑"相反!采用综合相对指标对生态资产进行评价!完全不同于目前比较流行

的以资源经济价值来评价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对各种指标实际值的相对量化!不仅可以较容易地获得各

种相关的数据!也可大大简化工作程序!具有简单和操作性强等特点!是生态资产评价的一个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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