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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地区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以北京市农村地区为例

王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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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政治生态学 $P23CNCG73MG232J8%的 基 本 观 点!以 北 京 市 农 村 地 区 为 对 象!在 对 平

原)丘陵)山区"个不同类型村庄多 年 实 地 调 查 基 础 上!分 析 了 在 政 治 体 制 改 革)市 场 经 济

影响下北京郊区农 村 的 组 织 形 态)产 业 结 构)土 地 利 用)耕 地 质 量)生 态 环 境 的 变 化 过 程(

研究揭示!;@?@以来北京农村政治改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其他的农村地区不 同!国 家 与 地

方政府的政策变化使北京农村生态环境在 不 同 时 期 呈 现 出 恶 化Z改 善 的 波 动 性 过 程#根 据 长

期研究!政体改革)政策变化在总体上起到了抑制生态恶化)改善农村环境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改革#政治生态学#国家政策#资源利用模式#北京市

文章编号";$$$9$%:%$!$$%%$#9$"%#9;;

;!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与农村有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政治的)经济的

环境变化被认为是重要的原因(近年来大城市周边的农业与农村问题吸引了许多地理学者

的关注!成为农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尽管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大多数

研究是以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周边的农业与农村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为

此!本研究以北京市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世纪:$年代后期在地理学界导入的政

治生态学 $P23CNCG73MG232J8%的观点!就北京市农村的变化及要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

分析(其中!特别就国家政策的变化对农村土地利用的影响进行分析!揭示此地区的资源

利用方式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大城市地区的农业生产因为具有城市与农村的特性!其地区呈现出复杂的模式(在国

外基于杜能 $[VEFFM%)辛克莱尔 $0CFG37Q%)布赖1特 $\Q87FN%)绿带 $JQMMFRM3N%等

理论模式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对而言!我国地理学界在这方面

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以宏观分析为主 $小岛;@@@%*;+(至今!对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从城市

结构与机能)人口分布与流动)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近年以北京市为

对象的研究可列举出鲁奇 $!$$;%)庄大方 $!$$!%)冯健 $!$$#%等*!""+(但总体来看!
以大城市周边的农村为对象的研究还是比较少(作者曾就北京市近郊农村地区的变化以村

为单位进行 过 论 述 $U7FJ;@@@!!$$$%*%!A+!但 是 感 觉 并 未 充 分 掌 握 其 变 化 的 模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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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笔者基于乡镇一级的统计资料!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典型农村地区的变化与差异!研究

北京市农村地区的全体变化模式(

!!政治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介绍

!!近年!对大城市周边地区进行地理学研究强调城市作用的同时!也把城市周边的自然

环境 $土地与气候条件%)社会经济环境 $土地所有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土地

利用政策等%)历史文化环境 $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发展历史等%作为决定城市周边的

农村与农业的特征和地域变化的要因*?";!+(但是研究中有关地理学最基本的观点 &人与

环境’关系的分析还有待加强(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尽管开展了有关时空变化与社会适应性

的讨论!但有关空间要素的分析还很少 $&Q2IIB7F;@@#%*;#+(

!!政治生态学是效仿政治经济学于!$世纪:$年代新造的词汇!明确阐述政治生态学的

观点出现在:$年代初期 $田島;@@%%*;"+(U7NNI于;@:#年在分析了尼日利亚的小农社会

面对有史以来的特大干旱而失去应对能力的过程后指出"&小农社会失去应对旱灾的能力

是资本主 义 渗 透 的 结 果’*;%+(此 后!\7IIMNN $;@::%)\MFFMNN $;@:"%)\37C‘CM $;@:%%
相继用同样的观点分析了在发展中国家因围绕着资源利用而引发的居民对立!其结果招致

的环境破坏*;A";:+!即国家的开发政策!使作为小农和牧民生活基础的土地受到影响!使

传统以土地谋生的经营模式与生活模式发生了变化!其中环境变化最深刻的影响是土壤侵

蚀(其原因是传统的土地利用形态发生了变化(对土地利用变化带来影响的是围绕生产者

了政治经济的状况所产生的 $0GVQ2MOMQ;@@#%*;@+(\37C‘CM $;@@%%指出政治生态学的研

究内容就是分析小农与牧民面对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影响!而使他们的环境利用产生变化

的结果*!$+(政治生态学及其派生出来的共同观点是!农村社会)农村家庭)农民个人针

对外界的变化 $自然的)人为的%!各自内部积蓄的各种制度)技术)权力结构等也相应

地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在社会内部)家庭内部!进而在世代之间)性别之间)民族

之间产生了对立与紧张!对作为农村社会生活基础的土地利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A+(

!!\7IIMNN$;@::%*;A+列举了政治生态学的五个重要的研究观点!它们是";%分析在各

个地域等级中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历史演变#!%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注重资

源利用的传统体系变化的历史过程的传承##%分析国家的干涉对农民的土地利用模式的

影响#"%在生产与交换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地方一级的决策制定主体针对这种变化的

对应#%%在进行分析研究中!注意地方主流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不同反应!强调注重地区

的特殊性(

!!针对一些政治)经济学科忽视深入实地的倾向!政治生态学强调重视地方一级的社会

经济状况和生态问题的实地调查(近;$年来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大

多数研 究 是 以 采 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第 三 世 界 国 家 为 研 究 对 象!但 是!6E3O7CSF
$;@@?%*!?+则是运用政治生态学的观点!以黑龙江省肇州与巴彦两县为例!论述了改革开

放后我国农村 的 环 境 分 化(6E3O7CSF指 出 农 民 们 在 不 安 定 的 环 境 中 $土 地 使 用 期 限 不

明%!因注重短期利益!过度耕种)过度放牧)不维修农田基础设施!产生了农田的荒废!

# 例如"据统计;@@%年以后!北美诸大学提出的有关政治生态学的博士论文每年都在;$篇以上(还有!对 在

;@@%";@@:年间论文摘要的关键词中有政治生态学的论文进行分类得出!地理学为;A篇)文化人类学%篇)
社会学"篇)政治学#篇)环境学#篇)教育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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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环境退化(6E3O7CSF的研究是以纯农村地区为对象!集中论述了随着家庭生产责任

制的实施带来了农村生产环境的退化!而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是如何变化着呢1由于此

地区的农民从农业以外获取现金收入的机会较多!并不把增加收入的希望寄托在农业生产

上!所以区位条件的不同!变化的结果也是不同的(这可以被认为是大城市周边农村地区

所具有的特殊性(

!!为此!笔者认为在分析北京市农村地区的各种变化时!借鉴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有助于

我们分析把握资源环境利用的新变化(运用政治生态学理论!注重生产组织)粮食生产战

略)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37C‘CMMN734;@@"%*!:+!在政府与农民之

间能提供一种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新的资源利用模式(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农村地区的变化模式

$"#!北京农村地区研究的基础资料和研究框架

!!北京市的农业生产是在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政治条件不断地相适应而发 展 变 化

的!呈现出地区的多样性(在北京市农村变化的过程中具体地说明改革开放后构成农村社

会和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和支撑其各种条件的变化对农村地区的环境 $自然的)社会的%
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与政策和农业经营方式变化相互联系时!其结果反映在地表的景

观上!促使农村景观发生变化(所以!土地利用与农村的生产活动 $农业的)工业的%以

及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反也意味着构成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与支撑它的各种条件的变

化(于是!分析这些变化能成为解释农村变化与地区特征的有效方法(

!!基于上述的思路!本研究的具体步骤如图;所示!研究的对象地区包括北京市全域的

乡与镇!其数量为!AA个(使用的资料由统计年鉴)文献资料以及从;@@A年至今的从实

地调查中整理得到(

$"!!北京郊区农村变化模式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农村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但是!此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与

地区自然环境和生产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用水的不足与浪费)土地资

源的减少与土壤理化性质的低下)来自城区废弃物与农业生产自身与乡镇企业对农村污染

的加重)农业用地的利用与保护的矛盾加大等等(如何解决好这些随着改革而来问题!关

系到农村是否能进行可持续发展(农民们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不同的行为致使农村地区的变

化呈现出了多样性*!@+(

!!在分析北京市农村地区变化的多样性时!本文以农业土地生产性与乡镇企业总产值为

指标!探讨此地区的变化模式(农业土地生产性就是单位面积的收益!即农业粗收益除以

耕地面积(首先!计算;@:@年与;@@@年各乡镇的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与农业土地生

产性的变化率(由于各区县全面开始对乡镇企业进行统计是在;@:A年后!为了与农业土

地生产性相对应!在此!计算;@:@年与;@@@年各乡镇的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其次!分别

求出变化率的平均值与标准偏差!以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和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

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为基准!分别分为低位与高位(将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的高位和

低位与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的高位和低位进行组合!可以得出北京农村地区变化的四

种类型!即"’型"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与农业土地生产性 的 变 化 率 都 低 的 乡#(
型"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低)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高的乡#)型"乡镇企业总产

值的变化率高)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低的乡#*型"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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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都高的乡(这些变化率的分布模式如图!所示(

图;!本研究的流程

YCJ4;![VMW32]GV7QN2WPQMIMFNINEO8

# 农业土地生产性 & 乡镇企业总产值

L 高位变化率 . 低位变化率

图!!北京市各乡的农业土地生产性和乡镇企业

总产值变化类型分布 $;@@@对;@:@年%

YCJ4!!.V7FJMI2W7JQCGE3NEQ7337FOPQ2OEGNCSCN87FO

JQ2IICFG2BM2WN2]FIVCP7FOSC337JMMFNMQPQCIMI
CF\MCfCFJGCN8$;@@@104;@:@%

!!为了更加详细地把握各类型农村地区的农业经营现状以及农村地区与地区生态系统的

变化!作者分别选取属于*型地区的鲁疃村))型地区的留民营村)(型地区的刘店村和

’型地区的黄山店村进行实地调查(

!!鲁疃村位于北京昌平区的东南部(;@@@年有农业用地!@A4?V7!其中!!:A4?V7是耕

地!约占农业用地的@?H!其余为果树(粮食产量近#$$万‘J!有各类农机!$台(村有

乡镇企业%家!年产值近亿元(

!!留民 营 村 位 于 北 京 大 兴 区 的 东 南(;@@@年 的 农 地 面 积 约 为;;$V7!A$V7为 耕 地!

!A4?V7为菜地(有各类乡镇企业数十家!年产值超过亿元(

!!刘店村位于平谷区的西北!村子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土壤由石灰性褐土与淋溶褐土构

成!不太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年!农地面积;$"4?V7!桃树约占%:H(鲜桃产量超

过;:$$吨(

!!黄山店村位于房山区的中部(地形属于构造剥蚀低山!土壤的营养成分少!不宜农作

物的生长(无霜期比平原地区短!约为;A$日!灌溉设施少!只能依靠雨水来进行农作物

的生产(;@@@年的耕地面积约为"A4?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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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案例村庄的变化分析

!!四个案例村庄的基本状况与变化如表;所示(通过对这四个案例村庄的调查!进一步

分析各个村庄是如何与国家政策的变化相对应而发展的(
表#!#ISI与#III案例村庄的基本条件比较

%&’"#!A5>,&*-85157’&8-++512-.-51857+&8)=-<<&;)8%#IIITL"#ISI&
地区

类型

事例

村庄
自然环境 区位

组织形态 经济活动 土地利用形态 耕地面积$V7% 人均年收入$元%

;@?@ ;@@@ ;@?@ ;@@@ ;@?@ ;@@@ ;@?@ ;@@@ ;@?@ ;@@@

*型 鲁疃村

平原地区

海拔%$米

潮褐土

地下水丰富

!%‘B 集体 集体 农业 农业与工业

$第 一 服 装 厂)
第二 服 装 厂)印

刷厂)纸箱厂%

小麦

玉米

蔬菜

果树

小麦

玉米

果树

#A$4$
其中

小麦"#";4$
玉米"#";4$
蔬菜"%4#
其他"A4?
果树"A4?

!@A4?
其中

小麦"!:A4$
玉米"!:A4$
蔬菜"$
其他"$4A?
果树";$4$

?$
$;!$%

#":$
$A"#$%

)型 留民营村

平原地区

海拔;$米

潮 沙 土)二 合

土 和 含 盐 二

合土

地下水丰富

##‘B 集体 集体 农业 农业与工业

$各 种 养 殖 厂)
农 副 产 品 加 工

厂)无 缝 钢 管

厂)汽 车 散 热 器

厂)旅 游 用 品 厂

等%

水稻 小麦

玉米

蔬菜

;#$4%
其中

水稻";;?4%
小麦"$
玉米";!4$
蔬菜"$4#
其他"$4A?
果树"$

;$%4$
其中

水稻"$
小麦"A$4$
玉米"A$4$
蔬菜"!A4?
其他"A4?
果树"%4$

;!$
$!;$%

"$$$
$?:$$%

(型 刘店村

丘陵地区

海拔?%9!!%米

石灰 性 褐 土 与

淋溶褐土

?%‘B 集体 个人 农业 农业 小麦

玉米

杂谷

桃树

小麦

$间作%

;!?4:
其中

小麦";;!4?
玉米":$4$
杂谷";"4%
蔬菜"$4A?

;$"4?
其中

桃树"A$4?
小麦"#@4?
蔬菜""4#

:!
$Z%

!!$$
$Z%

’型 黄山店村

山区

海拔!$$9;$%$米

普通 褐 土 与 淋

渗褐土

A%‘B 集体 个人 农业 农业 玉米

小麦

高粱

豆类

玉米

小米

苹果树

小麦

$少量%

A?
其中

玉米""#4#
小麦";#4#
高粱";#4#
豆类";$4?

"A4?
其中

玉米"$Z%
小米"$Z%
苹果树"$Z%
小麦"$Z%

?%
$Z%

;;$$
$Z%

!注";%区位是指离北京市中心的距离(!%耕地面积栏中的小麦与玉米为复种面积(#%人均 年 收 入!括 弧 里 的 数 字 是 指 劳 动 力 的 人 均 年

收入(表中部分资料来源于作者实地调查(

!!首先从土地利用的形态来看!不管是离市中心距离的远与近!四个村庄全部都在进行

农业生产!土地利用尽管还保持着农业景观!但从;@?@年到;@@@年!各村主要的农作物

生产有了明显变化(

!!位于平原地区)属于*型地区的鲁疃村!在;@?@年!除了像小麦)玉米那样的粮食

作物外!也种植蔬菜与果树(这些蔬菜与果品起到了向城区供应农副产品作用的同时!也

成为村民重要的现金收入源(到;@@@年没有了蔬菜生产!但果园的面积略有扩大(尽管

离城区很近!但是与欧美等国不同!园艺农业并不发达!而以小麦和玉米为中心的粮食作

物生产比较发达!这是因为鲁疃村被指定为粮食生产基地!粮食生产任务被上级部门所强

化(可是!由于鲁疃村的乡镇企业也很发达!村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现金收入比农业生产

高得多!所以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在政府强大的行政压力与村子雄厚的财

政支持下!购买了许多大型农业机械!通过雇用外来务农人员维持着农业生产!按时完成

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形成了特有的近郊农业地区(

!!另一方面!同样是位于平原)但属于)型地区的留民营村!由于地势低!再加上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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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与土壤的盐碱性大等影响了作物生长(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是以水稻为主!
修建了各种水渠!水稻的产量也年年增长(尽管留民营村有丰富的地下水源!但是受全市

水资源不足的影响!水稻栽培面积也受到影响!为了维持地区的粮食总产量!由一年一季

的水稻生产!改为一年两季的小麦与玉米的栽种!起到了提高粮食总产量的作用(还有!
因为留民营村的粮食生产指标并不高!能进行多样的农作物生产!实现了蔬菜生 产 的 扩

大(可是!只进行农业生产并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必须发展农业以外的产业(村民

们在专家的指导下!发展了对环境良好的农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实现了循环型 的 农 村

社会(

!!属于丘陵地区的刘店村在人民公社时期!遵照国家政策!以小麦)玉米)杂谷的生产

为主(由于自然条件不太适合粮食作物的生长!长期以来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农民的生活

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到了;@@@年!刘店村农地的大部分变成了桃园(这是因为刘店村的

乡镇企业不是很发达!为了增加收入选择了收益高的农作物!进行了本地传统的 桃 树 栽

培(还有!刘店村所在地的平谷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各种政策比较灵活!也使得刘店村的

桃树生产得以发展(

!!位于山区的黄山店村的农业生产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主要种植玉

米)小麦和杂谷(由于大部分的耕地不能进行人工灌溉!产量受雨水左右(到了;@@@年!
农业生产与;@?@年一样仍然是以玉米)小麦和杂谷为主!只是春小麦改为了冬小麦!还

能看到一些苹果园(通过改革开放!黄山店村从以前的吃返销粮村变为了自给自 足 的 村

庄(由于人多地少!村民出去务工的人数增加!依靠这些现金收入改善了家庭条件(实施

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的结果防止了耕地的过度耕作!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起到了保护土壤

的功效(

!!其次!以农村组织形态看!;@?@年!"个案例村庄全都实施集体经济(这是由当时的

政治社会经济条件所致(改革开放与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实施以及撤社复乡!案例村庄的农

业生产组织也分为集体经营与个人经营二种(位于平原地区的鲁疃村与留民营村为了维持

农业生产而保留了集体经营!但这种集体经营的性质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并不是单纯的命

令与服从的关系!而是村领导班子为了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认为有必要进行统一管理!
在征求村民的同意后继续维持集体农业生产(位于丘陵与山区的刘店村与黄山店村受自然

条件的影响!农业生产落后!随着人民公社的撤消而实施了家庭生产责任制(这两个村庄

离城区较远!没有受惠于北京市乡镇企业的发展!村民们为了增收加大了对收益性高的农

作物的生产!或者外出打工!村民们认为比起集体经营!个人进行农业生产的好处要大得

多!所以实施了家庭生产责任制(

!!第三!从村子集体经济来看!位于平原地区的鲁疃村与留民营村!不光是农业生产发

达!农村工业也很发达(农业生产的发达首先受惠于自然条件(其次!有关农业生产的新

技术引进与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也为北京市平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打下了

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受离城区较近的区位条件)城区相关企业从城区的迁出以及当

地政府的各种政策的影响而有很大发展(可是!离城区较远的位于丘陵地区的刘店村与位

于山区的黄山店村因为未受惠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村子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的差异导致了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

!!从表;可以看出!四个案例村落的经济活动)土地利用)农民收入的差异与其组织形

态有关系(从事集体经济的鲁疃村与留民营村的农村工业生动活泼!村民的收入也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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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水准(实施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刘店村与黄山店村是进行个人经营的!这两个村庄由于

乡镇企业不发达!村民的收入与鲁疃村和留民营村相比有几倍的差(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

下两点"首先!与北京市总体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关!其次!地方领导干部起到了很大作

用(总之!从四个案例村庄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对各个村庄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国

家政策和村干部与村民对政策的执行力度(

%!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从北京市农村地域变化的类型可以看出!因国家政策的变化北京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呈

现出多样的变化(如前所述!政治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解释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对地域资源

利用模式的影响(通过案例调查!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可以如图#所示(改革开

放后!从案例地区的变化可以确认出有关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而变化的(这三个阶段是由改革开放初期 $;@?:";@:#年%)过 渡 期 $;@:"";@:@年%)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期 $;@@$年以后%构成(

图#!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变化

YCJ4#!+23CNCG73MG232J82WQEQ73QMW2QBCF\MCfCFJGCN8

!!;@"@年以后!我国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了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

发展(可是!从%$年代后期开始!因政策的失误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并不能说是一帆

风顺(在传统的农业地区!为了消除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粮食不足!普遍实行了复种!在

个别地区复种率达到了;:$H(由于过度耕种!使耕地的地力年年低下!有机质的含量平

均只有;H(农地不断开垦的结果!使森林与草地面积明显减少!导致了环境恶化(另一

方面!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平均主义!阻碍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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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都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中央政府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决定进行以增加粮食产量

和农民收入为主要目的的农村改革(

!!在北京地区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致使农副产品的供需矛盾突出!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北京市政府提出了扩大各种农副产品生产的方针(通过这些方针政策!活跃了农村经

济(改革开放初期!市政府针对农村地区提出优先发展农业生产!只要完成了粮食生产任

务!也允许进行其他的农作物生产(由于认真贯彻了因地制宜的政策!一些不适宜粮食作

物生长的耕地纷纷改种经济作物(结果!林木覆盖率有了大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

水土流失!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政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缓和!但因农业土地生产率低!农民的收入依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准(为了增加收入!农

民一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用议价出售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多余的粮食!二是通过发

展乡镇企业来改善农村社会经济(本文举出的四个案例村庄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发展了农

村社会经济(

!!尽管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的农业生产有了迅猛发展!但是因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使

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特别可以列举出耕地面积的减少)耕地地力的

低下)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的污染等(北京市的耕地从;@%!年的约A$4:万V7降至;@@A
年的"$4A万V7!平均每年减少近$4%万V7(土壤中的有机质的含量超过;4%H的耕地平

均不到:H!?$H以上耕地的有机质含量低于;H!氮肥的含量平均在$4$:H以下!全磷

含量为$4$:"$4;?H!速效磷的平均值为;:4:@PPB(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从乡镇

企业能得到比农业生产高几倍的现金收入!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逐年降低!使北京地区

的农副产品的产量增长变缓!满足不了城市飞速发展的需要(为了维持一定比例的农副产

品的自给率!市政府指定了许多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被指定为生产基地的地方必须完成

农作物的生产任务!之后可以自由进行其他的农作物生产(

!!案例村庄鲁疃村由于被指定为粮食生产基地而进行了耕地的区划整理!用乡镇企业的

收入!购买了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同时!为了完成粮食生

产指标!选用优良种子)加大化肥使用量(化肥使用量由以前?%$‘J-V7增至;!?%‘J-V7(
结果!土壤颗粒化现象较为明显!土壤有机质的含量由以前的!4"H降到;4#H!氮含量

也由以前的$4;!H降至$4$:H(其他的案例村庄由于没有被指定为生产基地!可以自由

地进行农业生产(留民营村在村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生态农业建设!村民的收入与村庄的生

态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其中!化肥的使用量由;@:!年 的#$万‘J降 到;@@@年 的?4!万

‘J(化肥使用量的大幅度下降!不仅节 省 了 开 支 而 且 使 土 壤 的 理 化 性 能 变 好(土 壤 的 有

机质由;@:!年的;4!H上升到;@@@年的!4;H!有些田块更达到了!4%H(案例村庄的黄

山店村由于没有了农业生产任务!将人民公社时期开垦的农地退耕还林!防止了 土 壤 流

失(林木的增加也改善了村落的景观(

!!进入@$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食物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大了对

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急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导致耕地的减少与荒废)农业生产

的粗放)耕地的过度耕种!农业生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克服这种危机!中央决

定引进市场经济的机制对农村地区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粮食生产方面!实行省长

负责制!确保国内的粮食总产量(通过延长耕地的承包期!提高农民的耕地保护意识以达

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北京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通过保护耕地)延长承包期)农业

生产用地责任制等维持粮食生产(案例村庄鲁疃村为了进行可持续农业!放弃了粗放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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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而进行精耕细作(为了维持地力!增加有机肥料的使用量!进行豆类与粮食作物的

轮作(结果使耕地的地力与土壤理化性能逐渐得到改善!土壤有机质的含量超过了原有水

平!达到了!4%%H!氮肥含量也升至$4;;:H!全磷含量达到了$4;:H!速效磷 的 平 均

值接近;@4%?PPB(案例村庄的刘店村通过延长承包期!促进了果树生产的扩大!果树生

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农地生产率!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使村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A!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观点!分析了北京市各个地域类型的农民与环境的

相互作用及其时空变化(通过对案例村庄的实地调查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北京市

的农村改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 6E3O7SCF指出的黑龙江省农业环境退化的例子不同!呈

现出了地区的特殊性(其特征表现为政策的变化与其说使地区生态环境退化!还不如说在

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从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能确认出因国家

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呈现出了某种波动性的发展过程!这种波动性的发展使北京市农村

地区呈现出了多样性(#%北京市周边农村地区的农民!在如何与政府政策的变化相适应

的过程中使农村地区的资源利用模式发生了变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从政策变化派生出

的其他要素也不能忽视(

!!在分析北京市农村地区的诸变化时!立足于政治生态学的观点!通过宏观与微观调查

明示了运用政治生态学理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从案例调查得出的结果能正确理解在北京

市全域的政治经济变化的纹脉中北京市农村地区的变化(必须认识到北京市农业生产与农

村地区变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产生除自然条件外!因政策的作用不同存在着农作物

生产的差异(也就是说!国家与北京市政府的农业生产政策 $确保粮食产量)可持续农业

生产)家庭生产责任制等%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农村工业化进展的差异对农业生产与

农村地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政治生态学在要求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地域及社会的政治经

济的状况给予更加关注的同时!也要重视实地调查对象的地域生态环境的特殊性(

!!本研究还存在今后需要更加深入的地方(首先!对农村家庭或农民个人针对外部环境

的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分析(对构成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进行分析!探寻农民的

个人行为不仅对地理学!就是对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其次!如何将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运用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实地调查中揭示两者的

内在联系!通过长期的农村调查进行研究积累!进一步探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地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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