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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重庆市25。以上坡耕地现状度主要问题以厦重庆和长i工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指 出重庆实施退耕还林势在必 

行，剥不容缓 提出了重庆市25。以上坡地退耕还林浩理的实施机制厦退耕还林、退耕还苹、退耕还药和退耕还复合经营可特 

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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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联台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可持 

续发展概念。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 

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其本质 

是“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 

这一概念在 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和发展大 

会”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一

、 引发思考的主要因素 

重庆三峡库区资源丰富，水热条件优越，土壤类 

型良好。但是长期以来对土地和资源的不合理利 

用，造成森林资源急剧下降，使本来就脆弱的库区环 

境形势更加严峻。库区内山高坡陡，人多地少，土地 

垦殖指数高，水土流失严重。其中山地、丘陵和平坝 

的垦殖指数分别为23．o6％、49．04％和56．41％，丘 

陵、低山和高山的复种指数分别达 190％一230％、 

180％和 8o％。重庆市有 25。以上坡耕地33万多公 

顷。据统计，目前重庆市水土流失面积为 4．9万 

bn ，全市每年土壤流失量 1．98亿吨，60％以上来自 

陡坡耕地，其中中等强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主要分 

布在25。以上陡坡地。水土流失的加剧导致土壤侵 

蚀，土地退化，削弱了抗御灾害的能力，成为库区生 

态破坏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1998年和1999年我国长江流域连续发生特大洪 

灾，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姊妹洪水，除了气候条件异常 

这一客观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森 

林面积太幅度减少，滞洪蓄洪 、涵养水源的能力太大 

降低。1998年特大洪灾，重庆市直接经济损失达72．4 

亿元，其中25。以上陡坡耕地受灾最重，表土基本被冲 

光，农田绝收，许多陡坡耕地耕作区还发生滑坡、泥石 

流等重大灾害。陡坡耕作一方面造成地貌、植被和耕 

地的大面积破坏，导致强烈的水土流失，土地质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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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和农作物减产，诱发各类山地灾害；另一方面，由于 

库区泥石流沟达 271条，直接注人长江的就有 99条， 

水土流失造成大部分泥沙直接注入长江，淤积长江河 

道。致使河床底部逐年抬高，河道排洪能力减弱，对 

三峡水库的安全运行及长江航道构成重大威胁。由 

此可见，解决 25 以上坡耕地的水土流失问题 ，是解决 

长江中上游的水土流失的关键。 

二、25。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森林资源表征一个国家生态环境的优劣和经济 

发展的潜力 研究表明，森林覆盖率达 30％以上，且 

分布均匀，就基本上有风调雨顺，天地人和，免遭大的 

自然灾害；若低于 2o％，则 自然灾害增多，频率加大。 

我国《水土保持法》第 l4条明确规定，“禁止在25。以上 

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森林法》第23条也规定 

“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矿、采土以及其它毁林 

行为”。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退耕还林工作，中央 

[1998j15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灾后重建，整 

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提出：“实行封山植树、 

退耕还林，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从现在起， 

坚决制止毁林开荒，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施25~以上 

坡耕地退耕还林”。因此，重庆及三峡库区实施退耕 

还林(草)，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三、退耕还林在库区农林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 

可持续发展是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复杂系统 

的杠杆，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基本保证。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克服生态环境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及 旧 

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的生活质量恶化。因此 ，必须 

协调环境、经济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没有物质基 

础，没有经济的发展作为后盾，环境也难以得到持续 

发展。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人与环境矛盾运动中形 

成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选择。 

要解决库区水土流失，实现库区农林经济可持 

续发展，退耕还林 、封山植树是关键。退耕还林首先 

能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滞洪补枯，减少长江洪峰流 

量 据研究，1公顷水土保持林涵养水源能力能达到 

12(X)---3400m3
，重庆市 33万 陡坡地全部退耕还 

林后可涵养水源 3．96一l1．22亿 ，相当于数十座 

特大型水库的蓄水量。退耕还林既能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又能提高人V1环境容量(三峡库区坡耕地退耕 

还林，综合治理后每平方公 里可增加人 V1容量 29 

人)，从而为库区移民安置创造了有利条件。 

退耕还林(草)，可以增加绿色植被覆盖率，减少 

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增强抗旱抗洪能力，为农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从而提高主要农作物 

的产量和质量，增加当地农民收入；国家和地方的投 

资和当地剩余劳动力相结合，退耕还林还草，综合开 

发利用山地资源，实现农林牧、种养加协调发展 通 

过结构调整，增加当地农民收人；通过退耕还林还 

草，引进外地的资金、技术、信息 ，促进当地农户思想 

观念的转变，把农户的小生产和大市场联结起来，有 

利于打破山区封闭、半封闭的生态经济循环，使农户 

脱贫致富。当然，退耕还林(草)占用当地农民的耕 

地，在人地矛盾尖锐的库区，土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 

最宝贵的资源。在众多选择中，从事林业(尤其是防 

护林)效益较低，而且短期内，农民因退耕将减产减 

收，农民为此要付出较高的机会成本。退耕还林项 

目投资较大，生产周期长，主要是追求生态效益。由 

于生态效益的公益性和共享性，理应由政府承担投 

资主体的责任，因此国家和地方应建立必要的扶持 

政策和补偿措施。总之，退耕还林，必须解决农民吃 

饭和保证收益，否则，退耕还林难度极大。此外，须 

明晰弃耕地、退耕地产权，明确责、权、利，强化法律 

保障(如签订合同、颁发土地使用证、林权证等)，保 

证农民退耕还林还草的财力、人力投入的基本权益。 

由此可见，25。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对于改善库 

区生态环境和发展地方经济非常重要，在库区可持 

续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重庆市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退耕还林(草)属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范 

围，退耕还林模式的设计实质是农(林牧)业生态经 

济系统的优化设计。因此，必须遵循农业生态经济 

系统优化设计的特点和原则，才能更好地设计退耕 

还林模式。因此 25。以上坡耕地还林要以综合规划 

为指导，根据生态学的生态原理、物种相互作用原 

理、生物多样性原理、生态系统原理、物流和能流原 

理建立以防护林为基础，以经济林为重点的退耕还 

林、退耕还果、退耕还药、退耕还草等多种模式。因 

地制宜，适地适树，以植被的多样性，保证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适度规模经营，保证提高效益。退耕还林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水土保持林 以减缓地表泾流，增加泾流入渗 、 

固土保水，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和恢复土地肥力为主 

要目的。坡度大于 25。，或坡度小于 25。，但土层瘠 

薄，岩石裸露地区和基岩结构疏松地区均应退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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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水土保持林。 

水源涵养林 以涵养水源，改善水文状况，调节 

水的小循环，防止河流、湖泊、水库檄积，以及保护居 

民点饮水水源等为主要目的。 

经济林 经济林是人类通过自然生长的木本经 

济植物的利用、家化、栽培和改造，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 种林木植被类型，是森林组成和多种效益的重要部 

分，它为人类提供果品、食用油料、饮料、工业原料和 

药材等多种生活物质和产品，满足人类生活的多种需 

求，一定程度上起到经济扶贫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 

作用 陡坡垦殖退耕还林，对于土地条件较好，土壤 

厚度大于30cm的地段，优先发展经济林。 

重庆地区，植物资源种类多样，仅经济植物就达 

1000余种，包括药用、淀粉、油脂、芳香油、观赏、纤 

维、树脂、树胶、鞣料、水果等多种类型。而且各地均 

有分布，具有适宜的环境条件，很有发展前途，即为 

退耕还林 、实现经济林产品多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 

也为退耕后，选择优势产品提供丰富的库源。 

重庆地区经济林主要有人工栽培的油桐、乌桕、 

茶、油茶、桑、板栗、核桃、漆树、柑桔等等。其中有些 

品种已形成了名扬全国的名 、特、优产品，有力地促 

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奉节 72—1脐橙、夔州柚 、 

冬桃 、鸡蛋枣和山口板栗，开县龙珠茶和 72—1锦 

橙，万县大红袍，武隆白马石榴，涪陵红碎茶，还有杜 

仲、厚仆、五倍子等等，其中生漆、桐油、杜仲等为本 

地区的传统产品 因此，在 25。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 

时，应根据本地条件，建立各种经济林、特产品基地。 

退耕还林引种经济林、特产品时，还应遵循以下 

引种原则：首先，从当地综合生态因子中找出对引入 

品种适应性的限制因子；其次，调查引入类型的分布 

范围或对比原产地(或分布范围)与引种地主要农业 

气候指标，从而估计适应的可能性；其三，分析经济 

林中心产区和引种方向的关系，在中心产区以北不 

同地点引种时，向南引比向北引可能性大；其四，参 

考适应性类似的种类和品种；其五，从病虫害及灾害 

地引抗性品种；其六，注意品种阃的亲缘关系；最后， 

经济林要向名、优、特发展。只有遵循规律，适地适 

树，固地制宜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并产生最佳效益。 

防护型用材林、工业原料林 在坡体中部、中上 

部35。至4o。的斜坡地以及土层较深厚，人均耕地面 

积较大的地区，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工业原料林。 

如开县建立竹子基地，把竹业开发作为支柱产业发 

展，以龙头企业带动千家万户发家致富。现在开县 

已建成片竹林基地 6667hm2，年采伐量 3万多吨。以 

竹材为原料的龙头企业 6户，1998年全县竹业开发 

利用共实现产值 1．6亿元，创利税 15C0多万元，年节 

约木材5万多 ，农民直接经济收入3000多万元。 

防护型薪炭林。在缺柴地区营造高密度的薪炭 

林，薪炭、防护两者兼顾。 

重庆三峡库区的地理坐标为北纬 20~一31。45 。 

从我国地貌划分看，属于自西向东 由高到低的第二 

台阶，山地海拔高度为 1000—3000米，盆地是第二台 

阶的凹陷部分，海拔高度在 2O0—750米，盆周山地以 

溶岩地貌为主，褶皱密，切割深，地形起伏大，一般相 

对高差为 1500—2000米。农业宜耕地仅占 10％。 

为了在库区建立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综合利用土 

地资源 ，全面发展库区农业经济，在库区的平行蛉谷 

区及盆周山地，退耕还草，建立山地草地生态系统， 

发展林畜业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因此，在坡度相对较缓(25。一35。)的退耕地上可 

规划种植优质饲料牧草，增加绿色植被覆盖率，减少 

水土流失，增强土壤保水保肥能力。据研究测定，当 

日降雨量超过 50mm时，坡地种植多年生人工牧草， 

地表泾流量比耕地下降30％，地表冲刷量仅为耕地 

的22％，与林地冲刷量相比无显著差异。地表草木 

植物较少的林地，冲刷量则比草地高 45％。当 日降 

雨量为340ram时，每公顷坡地水土流失量为 6750kg， 

耕地为 3570kg，林地为600kg，而草地仅为 93 。这 

是由于牧草根系集中分布在0—30cm的表土层中， 

盘根错节，形成茂密的生草层，象“地毯”一样覆盖地 

面，保持了水土。同时，种草养畜，发展草地畜牧业 

可提高退耕地的利用和转化效率，可节约粮食，降低 

畜牧业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25。以上陡坡退耕时，退耕还药也是一种重要的 

模式。如种植草本和藤本药材。另外有退耕的复合 

经营模式，如退耕还菌、退耕还香料林等。 

综上所述 ，只有切实做好重庆三峡库区25度以 

上坡耕地退耕还林(草)，才能更好地恢复和重建重 

庆三峡库医生态经济系统，最终实现重庆市生态和 

农林经济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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