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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农 业 建 设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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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持续 发展
”

是 1 99 2 年 在巴 l)9 召开的
“

联合国环境

与 发展大会
”

讨论的 中心问题
,

它与牛物 多样性的保护
、

全球

变化 问题
一

起列 为当代生态和环境科学的三大前沿领域
。

持

续发展是人类未来牛存和 发展的 屯要前提
,

评价生 态环境的

优化程度和 一此与生态环境有关 的产业 建设项 目都应当 lJ l持

续发展的 生态学 观作为评份
! 冰则

关键词
:

持续 发展
;

生态学 观

1 持续发展的概念

持续发展是指
“

在满足 当代人需要的同时
,

不损害

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 要的能力
。 ”

持续发 展把当代人类赖 以 生存的地球及局部区

域
,

看成是由自然
一

社会
一

经济 文化等多因

素组成的复合系统
,

它们之间 既相 勺联 合
,

又相 互制

约
。

这种系统论的观点是持续发 展的理 沦核心
,

并为人

与资源问题的分析提供 了整体枢架
。

人与资源矛盾的产生 与发展
,

是 由于 人和这 复

杂系统的各个成分之间关系的失调
。 一

个持续发 展的

社会
,

有赖于 资源持续供给的能力
,

有赖于其生 产
、

生

活和生态功能的协调
,

自然资源系统的 自然调节能力

和社会经济的自组织
、

自调节能力
,

有赖于社会的宏观

调控能力和部门之间的协调行为
,

以 及民众的监督 与

参与意识
。

持续发 展强调对不同属性的资源开发
,

要采

取不同的对策
。

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

要 限制在其再生

产的承载力限度内
,

同时采用人工措施促进可再生资

源的 冉生产
,

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生命的支持系统
,

保

证可更新生物资源 的持续利用
。

农业建设项 目及农村

资源 的开发实际上就属 于对可 再生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

的问题
。

2 持续农业的概念

持续发展具体在农业上来说
,

就是 当前世界上都

在倡 导的
. `

持续农业
”

的思想
。

19 91 年由联合国粮农组

织在荷兰 召开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上发表 了《持续

农业和农村发 展的登博茨宣 言 》 该宣言第 一点就提到
, `

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业都应当重新调整
,

以便

满足对持续性的要求
” 。

持续农业就是能使各种乡村社区持续稳定地发展

存在下去的农业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 〔曰八R )的

技术咨询委员会对持续农 业的定义是
: “

成功地管理各

种农业资源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人类需求
,

而 同时保持

或提高环境质量和保护 自然资源
。 ”

对这 一定义
,

尽管

世界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和 做法
,

但强 调保持稳定持续

增长的农湘生产率
、

保持资源 与环境 的水续利用
,

保护

生态环境
,

推进农业持续发展
,

以满足世世代代人 民的

需求
.

则是 致的
。

在我国
,

经过多年实践
.

已证明生态农业是适合于

我国农业持续发 展的 一个模式
。

这里所提的生态农业

是指人农业体系
,

包括 了生态农业中采取的混交农业
、

立体农业和多熟制等
。

评价我国农业建设项 目就是要用持续发展的生 态

学观
,

用生 态农业 建设的标难来衡量
、

评估和规划
。

3 生态农业是农业建设项目发展的出路

生态农业的焦点是解决农业的不持续问题
。

从历

史上看
,

农业起源的最基木动力来自
’ `

丰衣足食
”

的社

会效 益
;
白从资个主义制度确立之后

,

农业发展的强大

动力来自
“

发财致富
”

的经济效益
;

当今
,

提出生态农业

是由于认 识到 生态环境效益的重要
,

要 求把资源 与生

态环境 目标结合到农
、
}卜的社会 目标 与经济 目标之中

,

并使这种结合成为农业建设项 目的
一

种准则

3
.

1 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生态农业 的产生

农业生产的根本 目的
,

在于 满足对粮食及其它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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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产品的需求 通过 农仲牛产
.

人
.

们 刊 }述产八
l` J
的要求

在 定 程度 L 得到 r 满足
,

了日同时也 出现 厂影响农 朴

持续发 展的问题

我国劳动人 民有着 整套悠久的农抢生产 实践经

验
,

维持着我国农朴牛态系统的 基本稳定和 平衡
.

但生

J沉 力水平 般低 于现代的 石油农 业
·

片动生 产率也 不

太高
。

西 j] 石油农朴兴起之后
·

我 国也受到影响
,

片而

追求高能量投 人 以换取高的 产出
,

结 果造成生态环境

恶化
,

自然灾害频繁
,

水 J 流失严重
,

十
一

壤 构机质 及营

养元素含量 卜降
,

农业持续发 展的后劲严 垂 小足
。

同

时
,

山于 工 业化等原 因造成的 个球 生态环境的恶化也

构成 了对现实农业持续发 展的严币威胁
〔

如世界范 I韦!

内
,

沙漠在扩 张
、

森林在缩小
、

物种 在
_

消 琴;
、

宁弓染在排

放
、

人 11 在膨胀
、

钊地在减少 这些都是影响到农业持

续 发展的突出问题 要解决这 问题
,

仗出路就必然从

农业投人
、

产出
、

结构
、

技 术到政策法 规作 系列改变

和调整
,

这种改 变和 调整的结果就是生态农业的产
产
1

_

3
.

2 生态农业建设的内容和特点

生态农业既 有别于石 油农
、

1仁
,

也不同 于 占老的传

统农业
,

它以持续发 展的生 态学理沦为指 导
,

因地制

宜
,

实现农
、

林
、

牧
、

渔
、

加工
、

运销诸业的有机结合
.

又

根据具体情况各有侧重
,

把单纯从 白然索取
,

转变为把

保护
、

改善
、

增殖和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结合起来
〔

宇张

按生态经济规律组织农 业生产
,

发 展农村经济
.

把经 济

效益
、

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统 起来
,

把高效率生产系

统的建设同优美 的农村生活环境建设统 起来

我 国的生态 农业可以归纳为以
一

卜几个特点
:

( l) 是

技术密集型 与劳力密集型结台的产物 (三)强调合理投

人
,

并 不消极遏制化 肥农药的投 人
,

利学地 施用化肥
.

保持和提高十壤的 有机质 水平和 良性循环 ( 3 ) 强调生

态系统内部资源的保度开发
.

变废为
`

仁
,

从而形成无废

料
、

无污染的生产系统 开发农村能源 ( 如发展沼
`
几

、

太

阳灶
、

营造薪炭林
,

利用风能
`

水能
、

地热等 )
〕

( 4 ) 农朴

立体结构模式和耕作制度多样
.

( 刘强调区域性
,

系统

整体优化和持续发展
,

注 玉农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同存
,

兼顾经济
、

社会
、

生态三个效益的统

4 用农业生态学观点评估和规划农业建设项目例子

的探讨

既然生态农业是持续农 咔的体现 片已证明是农

业建设项目发 展的根本出路
,

那么评估和 规划 个农

业建设项 目就应以农沙生态学的观点作为理 沦依据

我们曾在厦门郊区进行 项外商投资的以人农业建
一

设

为内容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

该项 目建设范 围

1
.

3 平 力公 里
,

三 血 环 山
、

血靠海
,

村内有水库
、

小

溪
,

自然条件优越
,

i亥项 目从原来自己 的区位特征和原

产业优势 ( 大型 良种猪场 ) 出发
,

提 出以建设生 态农 仲

16

为初步设想 我们在 协助规 划中
,

将该项 日建设分 为十

人功能区

在进 布。生态系统规划时
.

将整个建设项 目作为
1

个完整 的生态系统
,

十人功能区分为
:

种植业 子系统
、

水产养殖业 子系统
、

畜牧饲养 业子系统
、

加 丁 业子系

统
、

生物 能综合利用子系统
、

旅游和农贸子 系统
。

尽管

在空 问布局上可以 一定分开
,

但从生态农业的角度
,

它

们必须 有机地联 系在 起
,

充分按生态农业的原则去

规划
,

如项 日内的食品加
一

L 区采用循环用 水
,

并将废水

集中排放 人沉淀池
,

回收沉淀物作为猪饲料
,

上清液输

送 到养猪场作为冲洗猪栏的 清洗 水和喂猪用的饲养

水 项 目每 天排放猪粪尿达 50 0 吨
,

全年鸡粪约 3 7 2 9

吨
J

因此
,

规划建大 型沼气池
.

经过密闭厌氧发酵
,

消灭

粪便废料中的病原菌
、

病毒
、

寄生虫
,

仃效改善原来养

殖业的环境卫生 条件
;
所产生的沼气可提供职 工生活

燃料
、

饲料加丁 等能源补充和母猪产仔
,

仔猪培育的保

温等能源之用
,

燃料问题的解决
,

又防止 r 对后 山植被

的破坏
。

项 目通过建立沼气丁程把伺养业
、

种植业
、

养

硫
、

}卜和 加丁 业 有机结合起来
,

使粪便这 一 “

废物
”

成为

资源得到多次利用
,

充分利用
,

多次增值
,

转害为利
,

使

整个建设项 目的能量流 部分建立在 以 沼气为纽带的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上
。

在 畜牧饲养的生物能转化上
,

我们进行 了
一

些 规

klJ
,

考虑到 沼飞池处埋能力有 限
,

而鸡粪中 含有 巧 种

动 物 需 要 的氨 从酸 和 动物可利用 的 粗蛋自 工5 % 一

3。 丫
、

粗纤 维 9 中 一 1 3 %
、

粗脂肪 、
.

6 %一 1
.

7 %和钙
、

磷等兀索
.

因此将 部分鸡粪开辟成
1

项重要的猪饲

料来源
.

使项 目形成 个鸡
、

猪
、

食用菌
、

沼气的次级 生

产体系的能量转换关系
、

在畜牧饲养
一

子系统中
,

由于采

用 r 这 生态学原则
,

使饲料中可利用的代谢能 ( 用于

猪
、

鸡 ) 由 6 1
.

川
`

飞

么提高到 8 ( )
.

71 %
,

而饲料中的氮索利

用率提高到 洲
.

6 %
,

人人 提高经济效 益
,

降低养殖 业

成本
.

促进项 目个身内在的良性生态循环
。

这些能量利

用分析是建 立在采用现代利学测试仪器进行能量 (热

值 )分析的基础 土
_

的

另外
,

还规划在鱼塘边建立 猪舍
,

喂养种猪
,

猪粪

肥经发酵后引人负池
,

加速池中浮游生物生长
,

提供鱼

的饵料 猪粪尿也可 作蔬菜
、

瓜果肥料 部分青菜叶类

又提供鱼
、

猪的青饲料
。

规划中鱼池周围种植香蕉
,

蕉

园中建菇房
,

生产食用菌
。

生态农业中的产品如猪
、

鱼

肉
、

食用菌
、

瓜 果
、

禽蛋等可输人系统内的加 工厂进行

食品加 丁
、

贮存
.

把整个项 目的各功能 区紧密联系起

来 在种植业 方而还规划了立体农业结构模式
,

利用拟

种植的各种作物 (蔬菜
、

饲料
、

苗木
、

香蕉
、

菇类等 )的高

矮不 同
,

生 育期不同
,

能分层次
、

分时间吸收太阳光能
、

更有效提高光能利用率
,

( 下转第 18 页 )



3
.

1
.

2 对河流
、

库
、

塘的影响

水土流失
,

其泥沙对河流库
、

塘的影响主要是造成

淤积
。

库
、

塘被淤积将降低灌溉效益
。

此外将增加水体

的含砂量
,

增加水的浑浊度
。

流失的泥水
,

淤积于河流

可能 导致河流水环境容量减少
,

使水体水质下降
。

另
-

方
`

面由于水土流失使水体浑浊
,

减少了透明度
,

将 导致

影响库
、

塘中的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生长
、

发育
。

3
.

2 防治措施

3
.

2
.

1 做好对建设工程的分析和对基地周 %lj 环境的

调查工作
。

如了解开发区周围农 田
、

灌渠以及河流库
、

塘的分布情况
;
明确丁程挖

、

填土地段
,

挖填 土方量 以

及基地内对挖土
、

沙
、

石的消纳情况等
3

.

2
.

2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水土流失 防治措施卞要有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

工程措施诸如施工过程中开挖排水沟
,

将水引向丁 程

区 以外 自然河 流中
,

以减少路塞积水所加 重的 十壤侵

蚀
。

而丁 程坡度较大时可在取十 区下方修建拦河坝
、

修

筑沉沙池等 生物措施 主要指 的是造林植草 这种措施

既能保持水土且对改变气候也有良好的效应 此外
,

加

强 管理
,

做到施工单位随时 与气象部门取得联系
,

了解

雨讯
,

以便尽量避开雨期施工以 及施工中争取 土料的

随挖
、

随运
、

随铺
、

随压
,

以尽量减少松土的存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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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单位而积上经济收 人大人提高

5 衡量生态农业建设效果的标准

持续发展是人们针对传统的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

作为代价这
一

弊端而提出来的
一

种新型发展模式
〔

生

态农业建设是农业建设项 目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优化模

式
,

它对 自然资源的 开发利用特别币视在农村经济发

展 的同时
,

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

使经济
、

社会的

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

它将资源合理利用
、

循环及储备型

的农村经济发 展模式取代传统的单程式
、

掠夺式
、

消耗

型以 及纯增长型 的经济发展模式
。

衡量 一个生态农业建设项 目实施效果的标准可 以

概括如下 几个方而
:

①经济上高效益 (包括降低成本提

高收益 ) ;

②资源利用 ( 包括自然资源
、

社会资源 )合理

和高效
;

③生态环境逐渐优化 (包括系统本身环境和对

周围环境 ) ;

①产品品质优良和尤害
;

③农民个人收人

不断提高
; ⑥每

·

项 目的建设不仅顾及到现代人
,

也都

从长计议 考 虑到 后代人的利益
,

各种资源具 自持续发

展的
’ `

后劲
” ;

手不断满足社会对农产品 } I益增长的需

求
; l

沁农民的精神文 明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生态农业是适于我国农业持续发 展的 一个有效模

式
,

与其他先进省份 相 比
,

我省在实践上 是稍为落后

了
.

因此
,

必须从各方而采取措施
,

引导群众更好掌握

生态农业原理和规律
,

自觉地去调拧
,

建设良性循环的

生 态系统
,

促使农业生产 与环境保护同步发 展
。

我省开

发
、

引进的涉 及农业 ( 包括大农业 ) 的建设项目
,

必须用

农业生态学的观点来评价和规划
,

以这些项 目的建设

成果来带动全省的生态农业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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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产业 目前己经

成为我国经济发 展新的

增长点
。

环保产业 已成经济新亮点
% () 亿元 人民币的现状

,

我国政府在制 汀实施 环

保规划
、

抓紧治理 污 染

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
,

我国 目前从事环保

产业和 市场服务 的企
、

}卜和 事
、
{k单位达到 9 () () ( ) 个左

右
,

从 \lL 人员近 2 () o 力 人
,

年产值 3() 。 多亿兀 人民

币
,

年利润 4。 多亿兀人 民币

我 国 环保产业的形成得益 于经济的持续高速

增长
。

改革开放 以来
,

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8 %
,

它既给生态环境造成 了很 人的压 力
,

同时也形

成了动力
。

而对每年因环境污 染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约为

的同时
,

人力引导和扶持环保产业
。

在《中国
_ _
十

-

世纪 议程 》和 《国家环境保护
“

九五
”

计划和 加 1。 年

远景 目标 》中定下的治理
、

拧制污染的硬 目标
,

为我

国环保产业 市场的发展提供 了保证
.

近 年来
,

我 国政府对环保的资 金 投 入不 断 增

加
, ’ .

九 石
.

”

期间用于 污染防治的资金将达 4刊 (“ 亿

兀人 民币 专家分析
,

巨额资金的投 人和污染治理

对环保技 术和 产品的需求
.

将使我国的环保产业得

到 进 步 发展 ( 贾全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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