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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英国和欧 共同体 国家战后农业在新技术的推动和官方支持下， 在增加粮食供培方面取耨 丁租 

大的成功．目前，大当羲产品已是供大于求． 

2． 大量的环境嚣响已经产生．特别是物种和栖息地的丧失． 1；f丑农药和氯肥应用所造成的污染I可 

艇．土壤板结和授蚀虽不广茬，但土壤受侵蚀状况正日益增加，己弓【起^ |】的关注． 

3． 正在宴摊砗氍农业生产力的畦策，将敢府对农业生产的部丹资助转用于环境治理． 

4． 降低农业生产力，可通过退回鸹低投入、低产出的农韭模式 ，琥嚣过遇耕来实理． 最终癌 采取 

哪一种敢策，以保证获得最好的环境敲盐，在当前环境界 起了一墙激烈的争论． 

美■一t农业，冲击，乡村 自然环境． 

引 言 

在西欧和北欧多数工业化国家，农村土地主要用于农业和林业。因此，正是这两种农村 

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保持了农村环境。虽然这些国家的土地利用历史也曾有过土水流 

失和沙化现象，像现今世界许多地区所发生时那样，但是他们的生产活动长期以来却形成了 

多样化的景观。由于原始连片的温带森林顶极群落为退化草地、矮生石南灌丛和湿 地 所 取 

代，特别是经过砍伐森林和实行放牧，乡村土地的游乐、狩猎和耕种价值增大了。在英国， 

由此形成众多而小巧的半自然农林交错图案，加上错落的村庄和小镇，曾使人们陶醉在优美 

的景色和环境质量之中。近几十年来，高度集约化农林技术的应用，绪这一乡村环境带来很 

大的威胁。其他生产活动，主要通过空气和水的污染，开始对农村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此 

外，城市的扩展也构成了对乡村的严重侵害。 

英国和西欧的土地利用现状 

英国是欧洲人口最稠密、土地开垦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英国，约10％的土地为城市 

占用，l0％是森林，其余主要是农业用地。农业用地中近1／3是永久性天然放牧场，i／3强是 

作物地或短期草地，其余部分是经过农业改良的永久性草地 (表 1)。在欧洲其他国家，农 

业用地比重多比较小，森林占据面积较大，如法国森林占面积达27 ，西德达29 。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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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国家，耕地主要为私人所有 (英国达90 )。由于土地日益集中，农场规 模 不 断 扩 

大，并多由农场主直接经营 (在英国占60 )，而不出租。在英国，农场的兼并发展最快， 

全国有77 的农田和草地，集中在面积大于50公顷的农场主手中。目前英国农场的平均规模 

已达69公顷，远大于所有其他西欧国家 (法国为25公顷、德国为15公顷)。 

二、土地利用的历史 

上述农业土地利用的特点，由来已久。英 

国森林的砍伐开始很早， 涉及地域广泛。 据 

1086年最早的土地利用调查 (英格兰土地勘查 

记录书)记载， 当时英国只有15 的土地还覆 

盖有林术 此后即进入一个漫长时期，农村土 

地主要用于种植农作物，土壤肥力则依靠农田 

以外大面积天然放牧场或 “荒地”与食草牲畜 

提供的粪肥来维持。以改良轮作、新 品种和新 

机械为标志的新技术，最终冲破了原有农业系 

衰 1 英国的农业土地利用状况 (1985年) 
Table 1 Agricultural land—u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85 

土地 类型 面 謇l(千 盛 顷) 

秉磐 粪作 物 

其 他作唧 

作 唧地 总计 

短 期草 地 

可辩地总计 

永 久草 地 

辨地，草地总计 

天拣放 牧场 

其他农 业用 地 

总农业 用地 

垒英土地面积 

统的束缚，导致了1750年到1850年问的农业革命。在此期间，土地 占用由议会圈地法案而台 

法化。全国各地经营农田的分散小农户，纷纷合并为较大规模的高效率农场。大片低湿地、 

石南灌丛荒地和其他天然草地，被开垦出来，排水改良，圈入大田。1696年的一次土地利用 

调查，曾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未改良的天然放牧地占面积的1／4以上， 到1901年几乎减少了 

一 半 ⋯ 。 

上述早期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历史记载很少。然而，史前的森林砍伐很 可 能 引 起 

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将肥沃的森林棕壤变成灰壤，并导致高地泥炭的生成 。不 少 文 献 记 

载证明，在议会圈地时期进行大面积并田和开荒以前，许多草地和石南灌丛地，尤其在自垩 

质和砂质土壤上，均因过度放牧而出现过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早期的森林砍伐，很可能是 
一 些大型哺乳动物，如欧洲野牛(Bos Taurus L．)、熊 (Ursus arcto$L．)和河狸 (Castor 

f~ber L．)在英国消失 的原因。 现在， 熊和河狸仅在欧洲某些偏僻山区偶而可见。议会 圈 

地法案的通过，特别是 高效率火器和游乐性狩猎也大体在同一时代发展起来 ，终于导致了许多 

物种的绝迹。低湿地和开阔草地上的许多物种，以及一些捕猎鸟类，尤其首当其冲。在英国， 

大型铜色蝶蝴 (Lycaena dispar Haw)、大 型 鸨 (Otis tarda L．)和湿地猎狗 (Circus 

aerugfnosus L．)等，都是在此时期绝迹的。 

三、依靠现代技术投入支持的农业 

现代农业使得已发生面貌改观、物种剧减的农村环境，进一步变化。这些变化始于二次 

大战经济封锁时期生产食物的紧急需求，并由于新技术应用及国家对农业的巨额补贴而延续 

至今。这种做法对增产食物取得了成效，但在实现农业政策的其他主要目标，如稳定农村生活 

水平和控制消费品价格方面，却收效甚微。今天，英国的农业产量较40年前翻了一番以上，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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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食品的自给率 由战前的30％提高到80 ， 目前欧洲共同体的主要问题的确是 食品严重过剩 

(表 2)。但这一切是 以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而取得的。 

表 2 英雹食品自给牢 ( ) 

四、现代农业的环境影响 m U。K。 ““ 眷 m如od“ “ 

农业的环境影响主要有三大类。第一 

类影响是大量的农业边际土地或先前不适 

耕种的土地 (如石南荒地、低温地及疏林 

地)被开垦为集约耕作的农田。在英国， 

最近一份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综合调查 

报告 表明，从i947到 1980年间，4O 

以上的阔叶林地，110 OOO英里长的绿篱， 

和大约25 的半 自然植被，被开垦耕种。 

农 田耕 作面积增加了30 ，农业用地增加 

了3O 。这使得一些物种消失，许多物种 

的种群数量严重下降。英国巳有lO种有花 

小 麦 B0 13o 

大 麦 06 146 

油 菜耔 蚰 l08 

马 锋薯 8l 8B 

舌If菜 S 57 

苹果／梨 4 3 3B 

牛 内 86 96 

羊 肉 68 0O 

猪 肉 lO0 102 

禽 肉 103 gB 

鸡 蛋 la1 g0 

黄 油 S2 112 

植物、 3— 4种蜻蜒和 1种蝴蝶，完全绝迹。许多其他物种，包括 149种植物、13种蝴蝶、 

11种蜻蜓．4种爬行和两栖动物．36种繁殖鸟类和几种哺乳动物，种群数量剧减或濒临灭绝。 

绿篱、树木和景观中其他植物覆盖的减少，使 自然风光大为失色。乡村散步、野营和假 日活 

动场所愈益缩小，人们为之痛惜。 

农业发展对环境的第二类影响与第一类恰好相反。在低洼地，石 南 灌 丛 和丘 陵 岗坡 

上，许多边际收场巳不再用于放牧，农业经济状况的变化把农牧型的混合农业变成了单一的 

作物种植业。其结果，是使这些边际牧场从开阔的偏途顶极群落向灌木林和疏林地发展。对 

某些地区来说，这是一种环境改善}但对大多数地区而言，却导致了咖里哥宇群落和类草原 

群落中许多特有物种的种群衰落，其中有许多种群在英国正处在其分布区的边缘。大兰蝴蝶 

(Macutinea ar[on L．)的近期灭绝和早蛛兰 (Ophrys Sphegodes Mil1) 等 植物的日渐稀 

少，被认为主要是这类自然演替的结果 。利用这种开阔型景观进行漫游、野营等消遣活动， 

也变得困难起来。针对这种情况，一些自然保护机构正在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模拟传 

统的牧场管理， 以期在自然保护区．疗养区和国家公 园等重点地区，使这些群落的代表性地 

段得以保持下来。 

现代农业的第三类环境影响是来自耕地本身农业管理措施的变化。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化肥农药的使用，春耕改为秋耕，还有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即传统的农牧型混合农业体系 

日益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这一切都产生了重大的环境后果。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有机氯 

农药的使用， 特 别是用以处理种子，引起捕猎鸟类种群数量减 少 的 现 象 。游隼 (Faleo 

Peregr~nus Tun．)的种群数量，1963年曾下降到战前的44 。后来有机氯农药逐渐停用，某 

些受害种群特 Ⅱ是游隼种群得以完全恢复。自较易分解的有机磷取代了有机氯农药后，脊椎 

动物种 毒现象大大减轻。然而有证据表明，无论杀虫剂或带有杀虫剂特性 的杀菌剂，都 

可能因干扰那些有益的捕食性无脊椎动物，而削弱农田和果园害虫的天然生物控制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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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的重点随之又集中到化学和生物方法相结合的害虫综合防治体系上。目前杀虫荆、 

杀菌剂、除草剂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尽管以达到符合消费者需要的食物外观标准为主要目 

标，公众 仍然对之存有很大的疑虑。现在，公众的注意力又 日愈集中到化肥对环境的影响方 

面，尤其关心的是氮肥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化肥在农田的使用量， 自二次大战以来增 

加了 6倍，在草地上则增加了39倍。欧洲共同体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把饮水中NO。的允许 

浓度限制到 50ppm。在一些地区，这个标准按目前的化肥使用量是难以达到的，于是一系列 

费用昂贵的措施，例如修建蓄水层防护带，被列入人们的考虑之中。在牲畜饲养地区，动物 

粪便和青贮饲料污秽物，使过去洁净的水道也面I临日益严重污染的问题。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大量使用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二者分别从 1940年的100，000和 

1000台左右，增加~1970年的400，000和 50，000台以上)，并未 象 其 他 国家那样带来土壤 

板结或水土流失问题。但在某些土壤，例如自垩质土壤上，水土流失日益加重，还出现了燃 

烧作物残茬和秸秆的污染问题，因为现在巳无需饲草喂马，而将其运往饲养场集中的英国北 

部和西部，又嫌费用太高。野生动物，尤其是一些 鸟类种群 的衰落，是冬季农 田残茬和永久性 

草地大量消失造成的，而这又是由于有了大功率机械使那些难耕和陡滑地段耕作大大提早的 

结果 。当然， 人们担忧依赖于化石能源的现代机械化农场能否维持下去， 是不必要的， 

因为农业耗能只占去英目全国总能耗的 3— 4 右左。 

五、环境保护措施 

l 947年英国通过的城 乡规划法案，以及随后一系列有关 自然保护和污染控制的立法，其 

目的都在于保护农村环境免受城市和工业发展的破坏。人们从未预料到，农业作为一种传统 

的土地利用方式，其本身也会构成对环境的威胁。因此，直到最近，对农业活动的环境控制 

很少，粮食生产仍被视为第一位的。一些不同观点的著名论战 ，， 使前述的传统观念受 

到强有力的冲击。目前，由于粮食生产过剩 (表 2)以及环境运动声势目益扩大，使人们普 

遍认识到：农业政 策应该更有 Ⅱ于保护环境。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拔款，已由增产为主转向污 

染控制和重建栖息地。同时，对农业的某些公共补贴，也从单纯的食物生产转向鼓励农民进 

行有益于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如种树、改种新作物、办度假农场、高尔夫球场等 ，。 

据估计，到2，0oo年 ，英国可能有300—4OO万公顷农田因粮食生产过剩而无需耕种。这些 

土地的一部分将用于其他需要。英国城市发展已占地约50万公顷，按战后计算平均每年约占地 

13，OOO—l4，ooo公顷，当然近年以来巳大为下降。林业新占地每年约达25，0oo公顷。按此速 

度发展下去，N2ooo年，全国约共需再占地50万公顷。虽然政府最近又把植橱造林目标提高 

到每年 33，0o0公顷，但城市发展和林业用地总计仍远低于lO0万公顷。可见，英国仍然有极 

大面积的土地，至少从理论上说可 以退耕，或改作低度集约型的农业用地。对于上述数字， 

已取得广泛--一致的意见 ，。 

从 1981年野生动物和 乡村法案颁布 以来， 在特殊科研基地 (sssi)和国家公园所在 

地，损害环境 的农业活动已受到自然保护部门的控制，但农民或土地所有者 由此遭受的经济 

损失必须给予补偿。这样做的代价往往很高，有些管理协议规定的费用，每年可高达6位数 

字，不过政府给农民的农业补贴，其数额也往往与此相当。现在正在研究一些更直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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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金从用于生产转移到环境管理方面。在环境 敏 感 区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1 ca)， 

政府将向农民提供生产资金每年每公顷达 200英镑，以限制化肥的使用，限定干草收割期， 

并要求保持和管理绿篱、同墙和jI他环境保护设施。农民是否纳入这一计划，是 自愿的，但 

迄今已有7O 以上合乎标准的土地参加了登记。根据另一项退耕计划，政府将向土地所有者 

提供类似数额的补偿金，要求他们将其2O 的土地休闲，或将其全部边际土地休耕五年。凡 

愿长期退耕还林者，可签署农林协议书，政府据此付给农民每年每公顷 125英镑 以下的补偿 

金，为期3O年。为鼓励55岁以上的农 民退休并放弃其土地， 以及为鼓励农民降低集约化程度 

而削减生产，正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考虑进一步的办法。 

虽然上述计划的主要宗旨，是压缩粮食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但人们普遍承认环境目标 

的重要性。然而农民并非必须充分开发土地的潜在环境效益，因为他们的决策主要取决于个 

人偏好和经济状况，而这并不总是与环境需要相吻台的。要使潜在的环境效益充分发挥，必须 

有更具体的奋斗 目标，如像美国目前推行的耕地保护计划那样。这项计划要求到1990年全美 

休耕农田 1，800万公顷。农 民要纳入这项计划，必须拥有侵蚀率超过规定指标的土地。制定 

和实施这项退耕还林还草计划 目标，可为保护农田现存植被覆盖，减少水肥流失，以及在更 

犬范围内建立饮水保护带，提供明显的机会。在英国南部丘陵草地，白垩质含水层已受氮肥 

污染，那里的环境敏感区已拟定办法实行退耕还草，将该地辟为风景区，并为此付给土地所 

有者一定的费用。这一办法稍加修改，显然可用于保护其他饮水源。其他 环境目标，如根据 

土地质量安 排作物种植， 恢复石南灌丛地和丘陵地的原有生态系统等， 也可纳入退耕计划 

(图 1)。 

六、农村环境的未来前景 

目前，我们正处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农业政策剧烈变化的中期。人们看到了一种有利时 

机，让我们去弥补过去的环境损失，恢复已消失的生态系统，并建立一种新的农村环境。这 

种环境不应是农业发展的偶然副产物，而是出于 2O世纪末的社会、经济、生态需求专门设 

计的。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应对什幺是台乎人们需要的东西 ，有一致的看法。做到达一点，甚 

至在英国也不那么容易，更不用说包括像希腊和丹麦这样一些农业经济根本不同的国家在内 

的欧洲共同体了。 

解决粮食过剩问题可以有两种策略，即农田退耕和降低投入。未来农村环境的性质，将 

取决于人们倾 向于两种策略中的哪一种，或倾向于两者结合的策略而定。美国选择了前一种 

策略， 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一系列压缩耕地面积的计划巳把数百万公顷农田改造成公 园、 

森林和牧场。美 国最著名的谢南多亚 国家公 园，就是1936年由弃荒农田改建而成，那里现在 

已长满了硬木林。读者只要考虑一下美国东海岸诸州，或者读一读有关弃耕农田演替的大量 

生态学文献，就能对那里自然发展起来的富饶生态系统和优美景观、作出应有的评价。然而 

在欧洲，这一过程即使在战后农业高速发展时期，也是以无计却的自发方式出现。从1965~4 

1983年，欧洲共同体国家农业用地 减 少了 11 OO万公顷 (占 8 )，森林覆盖面积则增加了 

I5％。 

尽管术材短缺(欧洲共同体国家术材自给率约为4o％，英国为lo％)，这一退耕还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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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1 应采用退耕措施充分发挥环境效益的地区 

评分依据因素为 基质是否易遭受木土流失，供贵或蓄木层污染，瓿产农田在柞舒种植中是否占鞍太比重，有残 遗植 

被，国家 自然保护区和适宜土壤存在，因而有剩于半 自蒜生态系统恢复的面积太小．将上违因素之和标在10h 的方措内． 

黑方格代表上述指标聚合程度最太，浪色方格代表囊台翟虞最小． 

Fig 1． Arcaa e e卸 ironmenhl hcncfita would be 哪 ．皿 蜊 b， faking land out of intens e 

aEricn1tu嘣 production． 

并未能像大西洋彼岸那样得到肯定评价。人们还担心，保护粮 田积极性的下降，会使更多的 

高产农田为城市和工业发展占用面不可逆转。在评价这种局面的人中，有些人一心希望保存 

他们自己优美的乡村生活环境}另一些人强调 必须保持农业的灵活性和恢复生产的能力，以 

便在必要时，例如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粮食过剩形势时，社会能应付自如。环境部在最近向 

各地规划部门发出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出了有关乡村本身保护问题的指导原则a这样就出现 

了一个强有力的舆论集团，他们认为，保护乡村环境，维持农村社区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 

一 种回复到低投入／产出的持久系统的替代性策略。 

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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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乡 村 管 理 

无论采取哪一种策略 (也许很可能是采取一种中间型策略)，都不可能设想，未来农业 

会自然而然地创造一种美好的农村环境，象过去那样充满了野生生物、优美景观和娱乐 消遣 

的机会。二次大战前的乡村，曾被现代自然保护运动创始者加 以描述并做为保护主义者批评 

现代农业变化的衡量基准，其实那不过是一种衰退农业的产物。那时它只生产了英国所需食 

物的3O ，而现在英国则生产我们所需温带食品的8O 。一个高产 的 生 态 系统，无论是有 

机农业还是投入大量化肥农药的系统，都无法改变其物种贫乏的现象。因此，一个以传统方 

式经营的牧场，可 以有多选4O％种的有花植物和2O种与之伴随的蝴蝶，而一个经农业改 良的 

高产草地，其理想状态只包含一种牧草植物，没有蝇蝶。在洛桑试验站进行的园林牧草施肥 

及其他类似的试验 长期表明了生产量与物种多样性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可见，农民要 

求最高产量目标与自然保护主义者追求最大多样性的目标是互不相容的。 

在作物轮作和 化肥发明以前，农业的最大同题是土壤肥力低下对耕种灼 限制。大片的丘 

陵，沼泽和石南荒地，那时成了维持小面积农田所必需的肥料来源。圈养牲畜把饲料变成粪 

肥，而边远的农田在这种剥削地力的耕作方式下只能弃荒。今天，化肥漂移，雨水和径流则 

形成 了方向相反 的养分流，使许多边远农田处在养分富集的情况下 。现在每年随雨水进入欧 

洲生态系统的氮素，常选每公顷30—4O公斤之多，而其自然输A的原有背景值，据信每年每 

公顷不过 1— 3 公斤左右“ 。 一些荷兰研究者认为， 短柄草属植物 (Brachvpodium 

Pbznatum Beauv．)在自坚质草地上的发展， 是 其土壤肥力发生变化的结果。另一些大型的 

竞争力强的需肥杂草种，如歇堋藻 (Pteridium Aquffinuan L．kuhn)和Polygonum Cuspid。 

aty．m Sieb ＆ Zucc．等的广泛扩展， 很可能也是我们正在整个农村进行的这项大规模园林 

牧草肥料试验的结果。 

如果我们需要保持农村珍贵物种的多 

样性，那么，控制生态系统的这种富营养 

化现象以及调节其土壤肥力，就是至关重 

要的。这种调节控制以及乡村许多忧美环 

境价值的保持，可能要取决于能否对农 业 

资源和用程度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农业 

利用强度过低，会导致农 田向灌木，森林 

发展的自然演替，利用强度过高，又会形 

成物种贫乏的单一种值。或许能通过类似 

物种多样性模型 “ “ 的方法，把 逸 一 

规律与农业活动胁迫和干扰强度的关系表 

示出来 (图 2)。 

盎 

磐  

衷赴集 约程度 

圈 2 农业对环境影响筷型 

Fig 2． A 皿ode1 of a iealtur~1 impact 

on 恤 envlroamant． 

除 了稂 食生产目标外，农业可能会继续探求新 的土地管理目标，或许由此发展成彼此独 

立 的粮 食生产部门和 乡村管理部门。有人已提出这类的建议 “ “ ，将农村土地划分 为 以 

下兰个区； (i)物 种 自然保护区，以保护野生生物和景观，发展游乐观光为 其唯 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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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ii)文 化景观区，以自然保护 目标为首要任务，但主要通过发展传统农业或其他土地 

利用形式来达到，这样也能生产食品和其他商品，维持农村人口的生活 水 平， (iii)生产 

区，以食物生产为首要目标，兼顾野生生物和景观的保护，以及发展游乐事业。 

八、结 束 语 

英国和欧洲农村环境的性质，主要受农业政策左右，这些政策一直是利用价格刺激来调 

节农业生产，很少顾及其对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的影响。现在的一致看法是：尽管农业在增 

加产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一系列环境损害接踵而来。欧洲的食品过剩 及由此引起的 

农业政策重大改变，为在改善资源基础上重建 乡村管理，以及创造一种适于未来需要的新型农 

村环境，提供了机会。农业和林业人员都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 

技术、财政咨询服务，告诉他们怎样去做。应用生态学家和农村规划人员面临的巨大挑战， 

是明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环境，提出实现这一环境目标所需的管理方法和措施，进行相 

应的规范化、经济评价并促成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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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酋．H．Greent农业对乡村自然环境的冲击 S3 

AGRICULTURA IMPACTS ON THE RURAL ENVIRONMENT 

B．H ．Green 

(Detmrtment o，A~HcuZture,FlorHcu~ture＆ the E Vfro雄 e卅，W ye College，University 

oJ LOBdOI~，Wye，Ashlorg，Kent TN2s sail) 

Post-war agriculture in Britain and 

state support，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most products are now in surplus． 

the EEC，facilitated by new technology and 

in~increaSing food supplies tO a level where 

Subatanti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have resulted，parteularly habitat and species 

loss and pollution from pestcides and nitrogen fertilizer．Problems of soil compac— 

ton and erosion have not been widespread but concern is growing over the increa— 

sing incidence of soil erosion． 

Policy measures are now being implemented to reduce production by switching 

some state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from production }o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Production Call be reduced either by a return to lower-input／output systems，or 

by taking land out of farming use．There ig a vigorous debate in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s to which strategy，or mix of Strategies，would maximis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Key wo rd：agriculture，impact， r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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