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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应业近十年束的巨大变化，伴随着农村环境的嘲显恶化，遗是应村经挤迅建置展所付出的代价． 

其中主要环境问题是木土藏失、#草植被破坏、土地质量和土壤肥力下降，城乡废弃 瞬和化肥应萄精染 

l；【亚东赍探的耗嚼 人 口增长、驶入过低和理代技术的高成本，加重了遗些环城问盛．生蠢农业柞为一 

种农村发展新策略的提出，为解砖农业常规发展的问题，找瓢了新的选径。本文介绍了生态农韭的氟念、 

组成部丹和理行描地，并对其韧步效益柞了讨论． 

美■饵；生盎农业，农村环境．变化趋势． 

中国是一个8O 以上人 El居住在农村的大国。70年代末 以来，中国城乡广大地区发生了 

巨大变化 中国农民今天生产的粮食，比十年前要多三分之一，生产的棉花多一倍，植物油 

多两倍，肉类多一倍 以上。从1978年到1987年，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7％，农民人均净收入增 

加两倍 以上 (表 1)。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它使农民可以按 自己的意愿和传统 

经验来管理农田， 以适 当投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并将剩余劳动力由种植业转向多种经营。 

在全国已经做到了粮食和工业原料自给有余之时，回顾一下十年来支持农业迅速增长的资源 

和环境状况，对促进今后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囊 1 中国农业近十年来变化的藁些散宇 

Table 1 AsrJcultural development iⅡ China In 1978— 1987 

农业总产值 檀食 皮棉 油料 内类 人均净收入 

年 份 (亿元 ) ( ) (百万 吨) (元 ) 

1978 1 a97．0 100．0 304．8 2．2 5．2 8．6 i33．9 

1979 16Q7．6 10 ．B 032．i 2．2 B．4 19．B —  

1980 1口22．B IO口．1 320．B 2． 7．T i2．i 19i．a 

l98l 2I8O．6 1lB．2 325．O 3．O 19．2 12．6 Z23．4 

1982 2483．3 l29．3 364．5 3．6 il．8 i a．5 270．1 

l9B a 2750．O 139．3 387．3 ‘．6 10．B 14．0 399．e 

l9B4 3214．1 l56．4 407．3 6．3 11．g 15．‘ 355．a 

l985 361口．5 161．8 379．1 4．1 16．8 1 ．6 $9 ．9 

l986 4013．0 167．3 091．5 3．5 1‘． 1D．2 蚰 3．8 

l987 4675．7 i 77．O 494．7 4．2 i5．3 ig P 462．6 

按1978年不变竹格计算．资料来探-国家巍计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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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环 境 闸 题 

中国农业的增长常被 看作是生产条件改善的证明，这包括土壤肥力的提高和农业环境的 

改善。然而，对近年环境事例的全面分析则表明，至少在近些年来 情况远 非 如 此。可 以 

说，农业近年来的成就，是付出了一定的环境代价取得的。只有承认当前环境恶化的趋势并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阻止，才能维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主要的环境问题有： 

T．水土流失 

经过四十年以来的长期治理工作，水土流失仍然是全国农村发展中一个最急迫的问题。 

中国每年从内陆高原经由江河长途搬运土壤达50亿吨 ]。水土流失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 

比解放初期增 加 30 。长期以来人们较为关注的是位于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的水土流 

失，其每年输入黄河泥沙总量达16亿吨。随着长江流域对国民经济所起作用的日益增大，那 

里的水土流失问题也相应加剧，构成了今后的主要挑战。如果说50年代长江只有约20％流域 

面积受到侵蚀，即360，o00km ，那末，现在已增大一倍以上 】。有 1亿人口的四川省，80 

年代水土流失面积比50年代扩大了三倍。据最近调查，四』1{44乡6面积的土壤遭受流失，全省 

200万公顷坡耕地年平均土壤 流失量达110吨／公顷。 

2．檀被破环 

日益加剧的水土流失，是农业发展中持续不断的毁林开荒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据调查， 

中国目前的森林总覆被率不超过l1 ，显著低于解放初期13％的水平，尽管自那时以来大规 

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始终未间断。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片面追求林区木材生产和 山区资源开发 

的经济效益，使资源保护受到损害。四川省50年代初期森林覆被率有20 ，70年代末已减到 

12％。川中丘陵区58个县已失去了大部分的森林植被，覆被率只有 3 。森林植被 的破坏， 

使全国南北主要江河的旱涝灾害连年发生。据统计，全国80年代平均受灾面积比50年代增加 

68 。当肥沃的江河平原及其沿岸城市工业中 IL,的繁荣一再受到季节性洪涝干扰时，其他一 

些地区则可能遭遇严重干旱。两种灾害加在一 起，每 年 使 20，000，000公 顷 农 田 减 产， 

0，000，000人口和30，000，000头牲畜饮水发生困难 。 。 

不仅如此，北方广大草原植被的破坏，则加剧了中国北方的沙漠化。目前沙漠化总面积 

已达334，OOO平方公里，并使390万公顷耕地、490万公顷牧场和 2000公里铁路线受到风沙威 

胁。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地退化，达5130万公顷，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23 ，产草量则比60年 

代低30—50％ 】。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 1988年干燥的春季北方连续出现风沙蔽日天气， 

席卷整个华北，其影响从北京直达南方的桂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上述 自然灾害与虐待 自 

然之间的关系。 

3．土地资源的减少和退化 

中国土地资源缺乏是个严重问题，最新报道 表明：ll亿人口只有1。4亿公顷耕地。非农 

业用地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使粮食生产用地减少。中国全国每年可损失相当于一个青海省的 

耕地，大多数省份每年损失～个中等县的耕地。1986年全国共减少耕地面积达600，000公顷。 

另一方面，包括1403个县的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表明，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力呈现下降 

趋势。普查耕地总面积中只有 15 无 障碍 因子j 11％ 土壤有机质低于 0。6％；59％ 缺有效 

磷I 23 缺钾}14％磷钾俱缺J 12 有不 良土壤结构和板结。全国平均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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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东北新垦荒地土壤有机质则由 8一 l2 降至1—5 4-5 。社会各界及农业和环保部 

门都呼吁重视增加有机投入，采用有机农业传统经验，改善土地质量。 

4．农村地区的污染 

农药、化肥及城镇三虚的污染， 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决策者和农民关心的大事。包括空 

气、水和土壤资源在内的生命支持系统，正在逐渐被污染并通过食物链影响人类。曾被多年 

广泛使用的有机氯农药，其残毒在农业环境、食物和人体中聚集，特别是在棉花等经济作物 

集中种植区，造成了较严重的后果 80年代初江苏省农田有机氯农药平均施用量曾高迭 

l2。5公斤／公顷，而当时全国平均为1。58公斤／公顷 。幸运的是 ，自从1983年政府禁止在中 

国生产有机氯农药 以来，粮食中有机氯农药残留超标率已从原来的16—2O 降到7。4 ⋯ 。 

但是，要保证消费者有 良好的食物质量，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耍在食物链中完全除去有 

机氯需要一定时间，而随着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还会有更多的新农药被引进和应用。 

如果说全国受农药污染的耕地面积有1300万公顷， 5末，受工业污染的农田可达 600万 

公顷，给农业造成更明显的损害。据农业部估计，由于工业污染使粮食减产每年达50 0万吨。 

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不少污染性工厂向乡村地区转移，除经济效益外，也对广大农 

村造成越来越大的污染 

化肥用量的增加和大规模集约型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另一类污染源，这尤其对饮 

用水是一种潜在威胁。据最近统计资料，全国平均化肥年用量已迭208公斤／公顷 (其中80 

是氮肥)，这是世界平均的两倍 以上。考虑到农田统计上的误差，虽然实际用量 可 能 会 低 

3O％左右，但在人VI密集、高投入地区，仍然存在施氮肥过多的危险。在这里，每公顷氮素 

化肥用量可高迭350—40O公斤纯氮 。目前关于中国畜牧场环境状况的资料不 多，但 是 

有限的最新数据表明，北京郊区某些农村饮用水含有硝酸盐数量随着动物存栏数的增加而增 

加 ⋯ 。 

最近对27个主要城市的水质监测结果，是污染问题严重性的一次重要警告。监测表明， 

在27个城市中只有 6个城市能提供合乎国家标准的饮用水 。水质降低主要原因是由于城 

市工业的大量废水排放，1985年 多 达 342亿 吨，其 中 经 过 处理再排放到水体中去的不到 

20 ⋯ 。不过，要完全、有效地控制水污染，对农业污染源的增长当然也应给 以重视。 

5．水资源耗蝎 

中国按人均计算是一个水资源有限的国家，而今天的农业则是强烈依靠灌溉 发 展 起 来 

的。今天，中国45％的耕地需要经常性的灌溉，这消耗了全国每年总用水量的80 以上。虽然 

过去十年里灌溉地总面积无明显变化，但对地上和地下水源的过度开采，正使水的平衡 日趋 

恶化，特别是在中国北方。自50年代 以来河流上游修建大量水库，掘井抽取深层地下水，排水 

改良低洼盐碱地，以及城市工业发展使用水量增加，这一切导致北方大面积的地区性缺水。近 

年来，一些江河、湖泊、水库 以及其他地面水体趋向减小，甚至干枯。城市工业区的地下水 

位正 以每年平均 1— 2米的速度持续下降。环绕开采中心的地下水位，已下降达!O一30米， 

最深达到7O米，形成了许多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面积的大漏斗 “ 目前，要在华北平原 

种植水稻越来越困难，包括传统的水稻产区。为了进行持续的地区开发，节水农业技术和旱 

作农业正在受到重视。 

在中国南方，水资源也出现减少趋势。例如，1987年四川省主要河流旱季的最低水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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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2～O．8米，这使得一些老灌区的供水受到影响。成都盆地水稻插秧因缺水被延迟，由于 

灌溉水不足使水稻少插了60，0OO公顷。缺水巳开始成为这一地区的限制因子。还有报道说长 

江中游湖泊库容正在减小。著 名的湖南诵庭湖面积减@T8／s，库容减少1I5亿立方米 在湖 

北省湖泊总数从1949年的1066个减少至现在的326个，面积缩小了8／4⋯ 。 

二、社会经济因素 

在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环境恶化问题时，要技出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以达到长期 和 短 期 目 

标，还需考虑几个社会经济因素。 

1．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构需求 

在中国，环境问题主要是人口过度增长引起的。中国目前的总人口已超过11亿，年增长 

率1987年为14．4 。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村地区增长率更高，那里实行承包责任制后需要更多 

的劳力 人口的过度增长，使得人均资源占有量进一步下降到世界最低水平：目前中国人均耕 

地和草地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13，森林和木材生产为世界平均值的1／8，水资源为世界平均值的 

I／5。1987年人均食物消耗量， 根据国家统计资料如下：粮食251．4公斤，肉类14．5公斤，植 

物油5．4公斤，蛋5．6公斤，糖 6．7公斤。这一水平与整个民族日益增长的营养需求相比还差 

甚远 。为了满足对食物的需求，不论对农民来说还是对中央及地方政府来说，粮食生产过去 

和现在都始终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忽视增加单位土地资源生产力以供养众多人口这一现实， 

任何环境控制措施都将难于取得成效。 

2．市场对多样化产品的需求 

今天，想在一个城多没有交换的 自给农业基础上建立起发达的社会，是不可想像的。 多 

村和城市工业的发展都需要多种多样的食品和原材料。全 国及农村经济形势大好之年，总是 

农 民提供商品种类繁多、数量丰足之时。1987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 种 植 业 总 产 值 提 高 

54．4 ， 林、牧，刮 、渔备业总产值分别增长69．3 、121．1 、283．8 和 163．5 。种植 

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76．7 降为1987年的60．7 }种植业总产值中粮食 

的比重也显著降低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业部门的比重也有增加， 

由1978年的31．4 增至1987年的50．4 “ 。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农村发展过程中多样化商 

品生产的重要性 。今天国内外消费者 日益增长的需术，正为农村经济提供越来越多的挑战和 

机会，使之更好地发展，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3．农民的收入和福种 

中国农民人均净收入水平 目前是462元／年，相 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45 “ 。十年来 国 

民经济的巨大进步，仍未能缩小中目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和某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1985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310美元，在被调查的119个国家里名例倒数第23位 。 

贫困阻碍了发展，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和低效率。在克服贫困的过程中，现代食物生产的高 

成本，则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另一种负担。北京郊区的一个调查表明，1985年两熟制中小麦 

和玉米的生产成本，分别达到 1388元／公顷和838元／公顷“ 。要摆脱贫困，对农民重要的 

是 以较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并在有限的耕地之外从事副业，以增 加 收 入。此 

外，必须改善行政、教育和文化措施，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长 。由于工、商、服务行业多比农业 

更加有利可图，农民因而愿意进入城镇，而把农业连 同其繁重的农活留给老、弱、妇，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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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目前的困难只有在农村发展中考虑多种 目标和综合手段，才有可能克服。xfr]~信，如 

果不能以一种全新的而非常规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任何问题都难 以圆满 

解决。发展生态农业就这样自1984年以来，在不同条件下被提出井进行了试验。 

三、生态农业策略 

生态农业的正式定义是： “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 以系统工程的方法来指导、组织和经 

营管理农业的生产和建设，把传统农业的精华和现代科学 技 术 结 合 起 来 的 一 种 新 型 农 

业 n 。 生 态 农 业 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生态优化的农业体系，或 “生态工程在农业上的应 

用 n 。 它 的 目标 是使农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生态农业强调群 

落内的生物共生、物质在生态系统内部的循环与再生，以及有机物质在转化食物链上的多级 

利用。因此，生态农业应是多组分的，使农、林 牧、渔和加工业合理组合，适应本地资源， 

提高农业生产力和转化效率，形成 良性的生态循环 

结构完好的生态农业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成分： 

(1)合理开发利用农村的全部国土资源，使土地获得适宜利用和保护，注重发挥本地 

资源优势，扬长避短，避免单一的粮食生产。 

(2)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以增加收入。 

(3)发展 “立体农业 ，使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共生在一起，使农业生态系统内部有效 

空间、时间和食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可包括不同类型的间混套作，发展多种经济作物、 

果树，牧草、畜禽鱼、绿肥、红萍等 

(4)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建立种植一养殖一加工食物链，促进食物和生物物质转化、农产 

品增值和物质循环 。特别注重畜禽饲养和产品加工，使农场获得更多的产出和收益。 

(5)有机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其在系统内部的转化循环。要求建立无废物系统，生产 

如蘑菇、沼气、饲料代用品和添加剂等有用产品，并将最终产物用作优质有机肥，满足作物 

的特殊需求。 

(6)农村能源的开发和环境管理。强调可更新能源的利用和节能技术，包括太阳能、 

风能，小水电、沼气、薪炭林 以及农村炉灶的改造等。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工业三废的 

处理，保证农村居民和各种生物所需清洁的空气 水和食物，保持健康的环境。 

中国发展生态农业 目前广泛采用的措施可见表2 n”。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资助的生态农业 

项目已超过200个，遍布全国各地，进行生态农业的试验和示范。初步结果已经展示了许多种 

生态农业的可行模式 ，适用于不同的资源条件。生态农业系统最令人惑兴趣的特征有：较 高的 

生产力和商品率 而成 本降低j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增强J农民与农业行政管理人员对生态环境 

与生态平衡更加重视}农村大范围的景观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对生态农业道路深信不疑或深 

惑兴趣，它可以图 I和图 2加以概括地具体表述。毫无疑问，生态农业的短期和长期效益， 

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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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 2 当前生态农业的主翼措施或环节一览 

Table 2 Major measures used currently i developing e~o]ogi~al agriculture 

惋化种植业布局 增产增收 搞活经济 系统协辩，用养结合 

绿化(种树种草) 长近增收 改善生活环境，提供 改善农田小气候，防风防蚀，提戗 
燃料 饲草 

农#，农果复告生态培掏 (农田防 增产增收 提供林，果产品 改善农田环境，利甩生钎共生优蓟 
护# ) 

发晨盎济柞畅 增产增牧 提供商品 系统投^产 出平衡 

膏青饲养 (惋化亩群培柯) 转化增值 提供优质产品 克舟利用饲料资谣，农牧相互促刘 

水产养殖 (秉羊渔，裙萍渔) 增产增较，转化增值 提供优质产品 水面利用．废弃畅利用，促进循 

环 ， 发挥 共生优势 

食甩苗爰其他养殖业 转化增值 提供优质食品 废弃钎利用，促进循环 

农畜产品加工 转化增值 提供加工产品厦饲料 促进售镉【转化 利用和钎质循环， 
辟饲科 来源 

福气亚其他能源建设 节省燃料开支 提供补充能薄 开发新售源，促进有机钎再搪环， 
控稍亍亏橐 

有机肥和稽秆还 田 节省生产开支 节约化石能薄，提供 有机畅再循环，提高土壤肥力 
优 质产品 

踪台防治，少用农药 节省生产开 支 提供无公害产品 控制污染，保 护环境和生畅赘稿【 

科学麓用化肥 节省生产开支 提供忱质产品 保护水土资源．养丹收支平衡 

发晨工剧业 增收 转移劳力，城乡交流 系统开放。 以工补农 

庭院经济 增产增收 提供花，菜，药等土 发挥复合生态系统话力 
特产 品，和 硝散 劳力 

图 1 西川省李逢春生志户的生态循环楼式 圈年 

产4O32公斤粮食，l4头猪亚其他畜禽 (据李逢春i088重绘) 

Fig．1 Diagram of 4n ecological bon9ehoId producing 40 32kg cereal grains，fourt~~ pigs-Ⅱd oilier 

&nimals per y％r in S~cb．uan Province．South- Ckinn．(Redrawn an L；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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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黑 盘 江省海伦县 保卫村 农业 良性循环 模式 圈 

仝村年产枝18971r~，奶5OOl~．猪2耵头 (据侯中田、孙继丰和唐 富德 ]g87) 

Fig．6 Di．~gra．m of^ village produclng 1867 t0丑s of cereal grains，500 丑s of milk and 23 7 p gs 

per yeal"in Hetlo~lgjlaag province，nc th—east Chiaa．(After Hou， and Tang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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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CHANGES IN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 CHINA 

HAN CHUN RU 

(Department o，Agronomy，声e ；“g Ag~cM4ura|uH si‘ ) 

(1)The great change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have 

bc~tt aCcompanied by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of the rural envirohment as a CoSt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rural economy． 

(2)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environmenta1 effects are soi1 erosion． destru— 

ction of forest an d grassland vegetation，decrease of land quality and soil fertility， 

pollution by urban—industrial wastes an d agricultural ehemieaIs，and the depletion of 

w ater resources． 

(3)Population growth， Iow ineome and the expense of modern technology 

have made these environmenta1 pr0blems worse． 

(4) A new strategy rural deveIopment， ecological agriculture，has been 

suggest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conventional way 0f developiag agriculture． 

(5)Concept，components and current measures 0f ec。】ogical agrieulture are 

introduced an d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are diSCUSSe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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