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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建设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现状及制约因素，面向

我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我国水土保持发展战

略目标及7条具体建议，为我国政府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

环境提供宏观决策依据，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生态环境改善、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关键词：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 发展战略

制约因素 [正文]： 一、 水土保持建设现状与问题 1 水土流失

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水土流失

的基本特点是：分布广、类型多、强度高、危害深、治理难

度大。据1990年遥感调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k，水

土流失已占国土总面积的38.2%，其中水力侵蚀面积179万k，

风力侵蚀面积188万k，冻融侵蚀面积125万k。水土流失遍布

于各省（区），不论是山区、丘陵区、平原区，还是农村、

工矿、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问题，七大流域及内陆

河流域水土流失分布见表1。 表1 中国七大流域水土流失分

布[1] 流 域 流域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 占流域面积 土壤侵蚀量 

（万k） （万k） （%） （亿吨） 长 江 180.0 62.00 34.3 24.00 

黄 河 75.0 46.00 61.3 16.00 海 河 31.9 12.00 37.6 4.02 淮 河 27.0

5.90 21.9 2.30 珠 江 45.0 5.80 12.9 2.26 辽河 124.6 42.00 33.7 7.68 

太 湖 3.6 0.296 8.2 0.14 其他流域 473.0 193.00 40.8 2 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与利用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取

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施了黄河、长江等七大流域水土保持



工程，建立了27片国家级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在全国10000

余条小流域开展了山、水、田、林、路、电、村综合治理

。50年来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万k，建设基本农田和治

沙造田11.3万k，营造水土保持林59万多k，种草保存面积4万

多k，种植经济林果5万多k，修建了一大批蓄水保土工程，累

积增加产值700亿元，水土保持措施每年增产粮食170亿kg，

增产果品250 亿kg,，每年减少土壤浸蚀量15亿多吨，增加保

水能力250亿m3，并通过治理开发，1000多万人口脱贫致富，

生态环境和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对不同

地区水土流失的形成机制、发生过程、发展赵势以及对区域

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开展了近百项专题研究。特别是通过

微观与宏观、机理与形态、室内模拟与野外观测、自然因素

与人为活动综合研究，初步摸清了我国不同类型区水土流失

的方式、类型、面积及发生发展规律，在对水土流失影响因

子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不同地区的坡面与小流域

侵蚀产沙预报模型。 在应用研究方面，开展了小流域综合治

理、水土保持措施及其优化配置、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等多项

研究，试验推广了以改变小地形和高效利用水土资源为主的

各种耕作措施；以恢复植被，增加地面覆盖为中心的造林种

草技术；以减少径流、拦蓄泥沙为重点的各种水保工程措施

。先后建立了上百个试验示范小流域。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

研究，因地制宜地提出一整套比较成熟的治理模式与配置技

术，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水土保持工作正在由防御性治理转向开发性，并逐步走

向产业化。一些小流域在基本控制水土流失的前提下，结合

地方优势开展了不同种类的开发性研究与建设项目，随着这



些项目的不断深入，必将加快水土保持产业化的步伐，推动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的深入发展。 3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人为

破坏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我国生态环境受到

较严重破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不合理农业结构所

致。以黄土高原历史治革为例，自先秦时期以来，重谷物生

产的"垦草"思想一直占据着黄土高原，加之广种薄收、倒山

种植生产方式在该地区沿袭，致使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随着

单一谷物农业系统的发展愈演愈 烈。据遥感调查，1989年黄

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46.5万k，其中水蚀面积为34.52万k，

风蚀面积11.98万k；1999年水土流失面积41.11万k，其中水蚀

面积35.05万k，风蚀面积6.06万k。从两次遥感调查对比看出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经十年治理，治理面积增长7.11万k。但

由于近期在采矿、交通、冶金、建材等生产建设开发中，不

重视水土流失防治，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生态环境破坏。例如

晋陕蒙煤炭开发区，大量的废弃土石和矿渣排入河道，造成

河道淤塞、泥沙下泄，严惩危害黄河下游的安全。一些地方

出现一方治理多方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因而，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现状是风蚀面积虽然虽然减少5.39万k，

水蚀面积却新增加了0.53万k。部分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

解决，人们生活还十分困难，大部分25。以上的坡耕地仍在

继续耕种。根据调查，目前山西、陕西、甘肃省分别还有66.7

万、42万、31.3万h左右25。以上的坡耕种。其原因，除

了20%-30%的农民尚未解决温饱、粮食生产需求较大外，产

业结构高速严重滞后、耕作习惯和认识水平也起着相当作用

，如部分区域人均基本农田已达到0.2-0.33 h，粮食自给有余

，但对退耕还林（草）仍存在顾虑。林草植被建设几起几落



，致使总体上林草植被建设薄弱，初步归纳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二是退耕还林还草的

利益驱动机制没有完全建立；三是农业系统的社会经济结构

没有有效调整。 （2） 农业产出效益差，产业化困难重重 长

期以来，我国在农业内部以粮食种植为主，高产值、高附加

值的经济作物及畜牧业比例过低，导致整体农业产出效益差

。农业产业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带动作用已成为当地干部群

众的共识，但目前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主要问题一方面

是产业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带动作用已成为当地干部群众的

共识，但目前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主要问题一方面是产

业化的思路尚不清晰，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和产业基地的保

障；充分利用不同类型区的自然条件特点和资源优势发展各

自的支柱产业，尚需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我国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大部分群众的主要投入及大部分耕

地资源用来生产粮食，以解决温饱问题，尚未从小农经济生

产模式中解脱出来，缺乏产业化意识和资金投入。 （3） 当

前一些地方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目标有不切实际的倾向 在生态

环境建设的规划与实践中，一是"量力而行，集中治理，先易

后难"的原则在执行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被违背；二是摊子铺

得过大或规划的规模过大，着眼点在于怎样向国家争取到更

多的资金；三是规划的实施具有短期性，一届政府一个战略

，一个领导一种打算，缺乏保障边疆实施的政策制约。一些

现有的水土保持措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技术，由于短期内没有

直接的经济利益农民难以接受。如黄土高原适生灌木柠条、

牧草等的种植推广十分困难，政府一方面在生态环境建设中

，注重农民利益和经济提高，同时要加强生态意识和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宣传教育，把近期和长远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二

、 水土保持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发展机遇分析 1 科学研究和技

术推广相对滞后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系统

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科学技术指导作用乏力；二是水土保持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应用缓慢；三是城市化与建设项目产生

的人为水土流失日渐严重。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刚刚起步，尚

缺乏技术标准和治理经验，取土开挖形成的高陡边坡、弃渣

弃土造成的松散堆积物治理技术薄弱，标准偏低，严重影响

了当地及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也直接影响城市环境质量和

投资环境。全国虽然有100多个不同层次的水土保持科研站（

所），但普遍存在研究力量分散、仪器设备落后、高层次人

才缺乏、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难以取得区域性的重大突破。

2 水土保持意识有待提高、宏观管理办度不够 我国政府相继

颁发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水保的法律、法规，但由于宣传不够

等原因，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

于水土保持工作技术性、综合性很强，涉及的面广，遇到的

问题较多，往往对造成水土流失的条件、途径、后果及防治

措施等，认识看法不一，给水土保持执法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管理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各种措施综而不合，也是水土

保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管理体制不顺，政出多

门，各项治理措施相互脱节，搞工程的轻视坡面植被建设，

搞林业的轻视沟道工程，大大降低了治理的综合效益。 3 治

理任务艰巨，投入严重不足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之所以出

现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投入

较少，尽管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的



投入力度，但跟广大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治理任务的艰巨性

相比，国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国际组织援助的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项目，每k投资在20-40万元以上，而国内项目仅

有1-3万元，投资过低，治理的质量与进度难以保证。且每年

对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的补助偏少，每年平均仅能完成3万多k

的治理任务。按照目前这样的投入和治理速度，200万k亟待

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尚需近七十年的时间，这显然不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4 抓住发展机遇，加速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步伐 黄河下游日趋严重的"悬河"和1998年长江、嫩江与松

花江的大洪灾，以及今年沙尘暴八次袭击北京市，再次昭示

我们必须加快"治理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1993年国务院

《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水土保持是

山区发展的生命线，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

策"。我国政府将经济建设的中心向西部调整，中央领导关于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作重心多次做了重要批示，提出了"

力争15年初见成效，30年大见成效"的奋斗目标。向全国人民

发出了"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战略号召。把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基础工程来抓，它不仅关系到我国农业

的发展、农民的富裕、农村的繁荣，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

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的生产与生活，而

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幸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

保护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伟大工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

大壮举，也将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百考试题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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