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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持续发展模式下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追求的宏观目标为经 卜_一生态—社套多目标群，追求农业资源可特续利 

用是农业姑构调整的生态环境目标。技术进步是在资源稀缺的奈件下提高农产品供给的有效方法和西部地区农业蛄构调整 

的重要辕 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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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农业可持续发展是 

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 

目标在于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目 

前．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土壤沙化、草地退化等 日益危及西 

部地区农业生态环境。西部地区在既定的人121压力和农业 

资源条件下，如何利用既有资源，调整农业结构，打破生态恶 

性循环，实现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 

可持续发展模式下，如何选择农业结构调整的路径?这是本 

文讨论的主题。 

一

、 可持续发展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的宏观目标 

依据现代生态经济学观点，农业生产系统是农业生态系 

统和农业经济系统(包括技术系统)相互融合的生态经济复 

合系统。农业结构是农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是 

相对独立的系统。农业结构内部以及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 

着经纬交织、渗透往返的多重关 。本系统在许多方面有别 

于一般系统而呈现明显的特殊性：它植根于自然具有 自然属 

性，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并追求生态目标；它从属于经济具有 

经济属性，受经济规律支配，并追求经济 目标；它联系社会具 

有社会属性，受社会多因素的影响，它追求社会 目标。因而 

农业结构系统不是简单的系统，而是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社 

会系统耦台而成的大系统 追求可持续发展 目标必然受自 

然、经济和社会的多种客观规律约束，并追求包括经济、生 

态、社会目标在内的多目标群。 

(一)经济 目标 

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 目标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供给 目 

标；二是收入目标。 

供给目标的基本舍义是：农产品的供给必须满足人们生 

活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即实现农产品的供求平衡， 

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一定时期内农产品的供给总是与该 

时期内对农产品需求总量保持平衡；其二是农产品供给结构 

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平衡(品种结构的平衡、质量结构的平衡 

和区域结构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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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目标的基本含义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农民 

收^的不断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差距与不同地区农民收入 

之间的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 

平后，要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并最终消除城乡居 

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生态环境 目标 

由于农业生产布局受地域分布差异规律的制约，因而农 

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自然 

资源承载力(cam,i~ capaelty)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约束条 

件，而以追求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内容的生态环境目标是农业 

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之一。当今世界农业环境恶化程度不 

一

。 发达国家农业宴施高度集约化和能源物质的高投入，导 

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激增和农村贫困 

化的压力下，掠夺性利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失衡和农业环境 

恶化。可持续农业正是以保护人类及其后代能够在地球上 

继续生存与发展，保持资源的供求平衡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的 

思想为基点，依托科技，科学地选择生物工程和创新耕作方 

式，农业与加工业告理布局，降低生产与经营成本，增加农业 

产出．提高农业的净收入，永续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 

新模式。 

(=)社奇 目标 

在经济结构系统中，第一产业是基础结构，第二产业是 

物质能量深度转化结构，第三产业则是功能强化结构。在这 

个“产业链”中，第一产业即农业是整个产业的基础环节。正 

如马克思所说： 农业劳动是其它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 

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结构的调整还必须致力于社会财富 

的实现，即实现农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为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目标一 农业资源可 

持续利用及其评价 

(一)农业自然资源利甩模式与可持续刺甩内涵 

追求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农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 

目标。农业自然资源在农业生产系统中的分配比例不同，构 

成了不同农业资源利用模式。系统的农业 自然资源利用模 

式的外部条件是农业自然条件、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技 

术条件。农业自然条件具有相对稳定性．农村社会经济条件 

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决定物化资源投入水平，因而，农 

业自然资源利用模式处于不断演替之中。在一定类型区内， 

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农业资源利用模式和农 

业技术的应用水平；农业技术的选择和农业技术水平也影响 

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模式。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农业 自然资源的开发 

利用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区域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内涵就是在满足区域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剥夺后代 

和其他区域生存发展的能力，将“资源一人口一农业一环境” 

复告系统引向更加和谐、有效的状态。其主要特征有三：第 
一

，时间性——资源利用时问的持续性，即无退化的农业资 

源利用方式，强调当代人不能剥夺后代人本应享有的同等发 

展和消费的机会，农业资源的“消耗”与农业资源的“再生” 

(包括可替代性资源的不断补充)，随着世代的更替应保持相 

对的平衡。第二，空间性——资源利用空间的持续性，即区 

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各区域自然资源的差异与 自然条件的差 

别构成劳动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合理的农业结构与农业资 

源可持续利用方式能充分利用地域分工的对比效益，发挥区 

域的优势资源。第三，效率性——资源利用的高效性，即 低 

耗、高教 的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优化资 

源配置，最大限度地降低单位产出的农业资源消耗量和环境 

代价，不断提高农业资源的产出效率和社会经济支撑能力． 

确保农业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 

(二)区域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评价 

区域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评价的基本 目标是从生 

态、社会、经济方面量化资源利用系统的“持续性”水平，其中 

生态环境评价是可持续性评价的基础，生态的持续性才能保 

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性。对于农田尺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目标是提高土地生产力，制约因子主要是土地质量因子与农 

业技术；对于农户尺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是满足农户 

多代人的生活消费和收入增长需求，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制约 

因子主要是微观经济因子，它不仅同农作物产量有关，还与 

市场区位条件有关；对于区域尺度．资源可持续利用表现为 

多元化目标，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容量、人口承载力、经 

济地位，主要约束因子有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政策；对于全 

球尺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演 

变，制约因子是宏观生态因子。 

区域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是由生态系统、社会系 

统、经济系统组成的复告开放系统。如果将区域农业资源可 

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则最高层次是可持续利 

用水平，第二层次分别为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截面，第三层 

次是对第二层次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截面的进一步分解和 

描述。 

(三)西部地医农业自热资源刺用与农业生态环境 

农业自然资源是农业经济系统存在的基本因素。人类 

的经济活动是生产和消费资源的过程，但资源有限．这就构 

成了资源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冲突。21世纪西部地区所面 

临的现实问题是随着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和经济总量的加 

大，农业自然资源已经迅速接近甚至超越承载力的上限。 

按照沈亨理(ZJO0)的划分，西部地区的新疆属于自然资 

源比较丰富，经济相对发达类型，四川、陕西和重庆市是自然 

资源短缺、经济欠发达类型，其它6省(区)属自然资源比较 

丰富、经济欠发达类型。然而，由于单位农地产值低，如陕、 

甘、宁等省 (区)平均仅 756美元／h ，仅为全国平均值 的 

45％。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西部地区普遍采取低层次平面垦 

殖生产方式，即生产者以传统技术和经营方式为依托，以单 

纯人口数量增加、体力劳动投人为主体，不断开垦新的土地， 

无限制地追求耕地面积的扩大，以增加粮食产量满足生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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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种无需复杂的技术、资本、智力等投人便可实施的生产 

方式，导致森林被大肆砍伐、植被被破坏、森林覆盖率降低， 

水土流失严重。 

高志强(]999)等对中国土地资源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 

中国生态环境三级以下(包括三级)的土地资源面积，几乎全 

部分布于西部各省区(注：生态环境质量共分七级 ，级数愈 

低，愈不适台人类居住)。生态环境为一级的土地资源面积 

共93 448平方公里，其中新疆占59 17％，西藏占27．82％，青 

海占12．1％；生态环境质量为二级的土地资源面积为234 271 

平方公里，其中西藏占37％，新疆占30 64％，青海占21％；生 

态环境为三级的土地资源面积为2 612 977平方公里，新疆占 

30．54％，西藏占 11．6％，青海占8％，而生态环境四级以上的 

土地资源面积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各省。从农业区划的八 

大农区看，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由好到差的顺序依次为华 

南区、长江中下游区、华北区、西南区、青藏区、蒙新区、黄土 

高原区。 

农业生态环境是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 

业生产持续稳定的根本保障。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长期 

困扰西部地区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农 

村贫困人VI的90％以上生活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当 

前西部地区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水土流失 

从流域看，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是黄河流域。水土流 

失面积占流域面积的67％，平均侵蚀量约 16亿吨，侵蚀模数 

为2 013 3吨／年·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尚未得到根本治理， 

长江流域却叉严重发展，水土流失面积由5O年代的36万平 

方公里上升到 80年代的56万平方公里，平均侵蚀量达22 43 

亿吨，侵蚀模数为 I 239吨／年·平方公里。从农业区把 看．西 

部地区的西南区、黄土高原区和蒙新区是最为严重的区域。 

从地理分布看，1994年，中国耕地承土流失面积达 4-540万平 

方公里，主要分布在丘睦、山坡耕地，其中黄土高原区和西南 

区分别占所在地耕地的71．3％和52 53％。有学者(张壬午． 

1998)估算，若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现有的耕地因水土流失 

到不能耕种的时间，黄土高原其有 10—30年。 

2森林砍伐 

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砥了 

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承源、净化空气、生物多样性等 

生态功能。毁林开垦、稚坡种植 、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 

害造成的损失。1995年我国森林覆盖率为 11．2％，只有世界 

平均水平(22．0％)的一半。而西部西北新疆、甘肃、青海、陕 

西等省(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2 5％。四川省是中国主林区 

之一，但是森林的过量采伐现象极为严重，据统计，全省的森 

林覆盖率由解放前的20％下降至 1995年的 12 5％。云南西 

双版纳境内热带原始森林茂盛，动植物种类丰富，素有“动植 

物王国”、 植物宝库的明珠”之称，解放初期的森林覆盖率为 

60％以上，但由于毁林开荒、森林火灾以及烧柴和乱砍滥伐 

等违反生态规律的活动，使200多万亩原始森林遭到破坏，至 

1995年，森林覆盖率下降到30％以下。 

3．土地荒漠化、土壤沙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 

西北地区大片国土处于干旱、半干旱及恶劣的气候条件 

下，易于导致土地沙化。至 1998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 

达262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以2 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 

沙化土地面积达 33．4万平方公里，其中已经抄化的土地面积 

有 17 6万平方公里，潜在抄化面积有 15．8万平方公里。土 

地沙化的强度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正在发展的沙漠化 

主要集中于甘新蒙地区。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路径选择 

(一)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可持续发展理论引起了人们对农业传统发展方式与农 

业资源粗放利用模式的反思 ，在农业资源稀缺与保障农产品 

有救供给这一对矛盾变化之下，农业政策从过去的过分强调 

粮食生产，逐渐转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集约型农业增长 

方式，以及促进农民收人增长和实现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生态环境建设成为西部地区农业政策的重要目标与 

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府在 1998年提出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用 

大约5O年左右的时间，加强对现有天然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 

的保护，大力开展植树种草，治理承土流失，防治荒漠化，建 

设生态农业，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环境预防监测和保护体 

系。其中主要措施包括：治理水土流失、治理荒漠化土地；新 

增森林面积；改造坡耕地，退耕还林；新建人工草地，治理 三 

化 草地；建设节水农业、早作农业和生态农业工程等。主要 

位于西部地区的黄河长江上中游地区、风沙区和草原区是全 

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地区。中国政府在 1999年提出“退耕 

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工代赈 的西部开发方针。 

按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今后 10年，中国将停止耕种5 000 

多万亩耕地，使其还林、还草等。来 自国土资源的统计数字 

表明，目前，全国有大于25度陡坡耕地9 100万亩，其中只有 

不足 18％改造成了梯田，这些坡地主要集中在贵州、云南、四 

川、重庆、甘肃等西部地区。由于退耕等措施引起的大量农 

村人口的生活经济问题，为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挑战。仅贵 

州、陕西、重庆、四川就有1 100多万人把陡坡耕地的收成作为 

主要经济来源，其中近200万人的基本 口粮完全依赖于此。 

可持续发展要求西部地区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 

资源可持续利用，发挥农业资源的区域优势，重视农业资源 

的适度与深度利用，任何生态系统中的农业资源都具有有限 

性特点，这就决定了一定时期农业资源利用的上限。农业资 

源的适度和深度刺用是满足生态良性循环与提供有效农产 

品双重约束的要求。 

(：)依靠技术进步调整农业结构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过程相伴始终，既是经济发展过程 

的重要方面，又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索罗的新 

古典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点。技术变化是经济增 

长的源泉，在外生性内生增长核心中，技术进步是产品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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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验的偶然的副产品。1990年，罗默拓展了外在性的研 

究，把技术变化与垄断力量相结台，给予了技术变化源泉内生 

的解释。他指出，尽管某些指定技术突破或许是J殖机出现的． 

但太多数技术变化是源于利润极大化的经济主搏回应市场刺 

激而作出有目的的投资决策的产物，技术的全面增长与人们 

投入的资源成正比例。 

技术进步与创新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提高农产品有效 

供给的有效方法和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赖力量。 

技术进步对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 

对其简单的经济解释就是，技术进步促使生产可能性曲线的 

外移或等产量曲线的内移，这种变化可能由于新技术直接导 

致了资源和产出的增加，也可能由于新技术降低了单位产出 

的成本，或者是由于新技术阻挡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 

具体说来，技术进步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包括如下内容。 

1．技术进步提高了利用资源的效率和能力 
一 方面，技术进步优化了各种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 

方式，使A们在既定的投人中可以得到较大的产出，提高了资 

源利用的效率，节约了资源。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不断改 

变劳动手段和对象．使人们难以利用的自然资源或生产废弃 

物成为宝贵的资源，为人们突破资源供给的限制提供丁条件。 

2．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技术进步由劳动者实现，是各种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技术进步叉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例 

如，较高的技术水平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因而 

促使劳动者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提 

高同方向变化的观点 已被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实。 

3．技术进步是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 

技术进步或者作为产业结构变化的条件，或者直接促使 

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觏技术革命，直接 

导致了信息产业的诞生．使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生物技术．极太地优 

化了农业生产的结构。 

技术进步对环境的影响作用，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美 

国环境经济学家佩基(PAGETA．1 )认为，技术进步具有不对 

称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远远多于环境保护技术，技术进步往 

往忽略了环境的保护与持续。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世界性的 

环境污染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负效应，因而否定技术进步的作 

用。西蒙等人则认为，一切环境问题，只要有科学技术．就能彻 

底解决。总的看来．技术进步与环境发展的关系是：第一，环境 

问题的根源是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低下的技术水平导致了落 

后的生产方式，使自然资源过度消耗或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环境污染增加。第二，环境保护必须依靠技术进 

步。首先，技术进步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环境污染的产生 

全过程及危害。其次，生物工程技术、太阳能开发技术等技术 

进步在环境保护中的广泛应用，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 

效的途径。再次，技术进步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三，目前 

的技术进步确有不对称现象存在，而且技术进步的间接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生态环境．但是，从长远看，技术进步 

受经济发展水平(如资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组织完善 

程度 法律制度等)和时间的制约。技术进步的贡献正是由于 

这些限制而产生的。 

技术进步对于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作用可包括以下三 

方面：第一，开辟了资源来源．使不经济资源进入可经挤利用 

的“门槛 。使更多的自然资源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如开垦宜 

农、宜渔、宜牧荒地等；或者使存在资源短缺因子的地区消除 

或减弱这些障碍因素，发挥资源的总体潜能。第二，提高单位 

资潦的产出效率。西部地区耕地大多数为中低产田．利用科 

技进步如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等高产农作物品种的投入，通过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耕作效率。第三，技术替代，包括节约 

土地、水资源等的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与节约劳力的机械技 

术的进步。如利用科技发展节水农业，提高农业用水的利用 

率，以缓解西部地区水资源的短缺。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技术进步对于农业增长的作 

用越来越大。世界银行(wB)的一项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科技 

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已从2o世纪初不足 2D％上升到 1992年 

的印％ 一g0％．其中美国 1929—1972年农业产值增长中的 

81％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71％归功于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 

广。美国学者伊文森(Evea~ )在农业总投入水平不高条件下 

计算，得出美国 1949--1978年3o年中科学技术增加了农业总 

产值的 ％。而我国在 19~---1995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 

中的36％依靠农业技7R进步而实现。 

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需要借助有利于西部地区农业优 

势发挥、促进农业资源优势转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重点 

包括：良种培育改进技术、农产品转化增值技术、农业 自然资 

源开发年1J用技术、农业生物工程技术、原子能应用技术、遥感 

技术和微电脑应用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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