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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生态贫困的内涵 ,研究了在甘肃省这一特定区域内的生态贫困问题 , 主要包括甘肃生态贫困的特征, 建设性地提出了缓解甘
肃生态贫困的一些政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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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meaning of ecological poverty ,inthis thesis the ecological poverty in Gansu Provi nce was discussed .The contents mainly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poverty in Gansu Province ,and according to that ,some creative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ecological poverty of Gansu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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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贫困的内涵

生态贫困主要是指由于低质量的原始生态环境或由于

人们对生态环境内在演化的破坏及对生态资源的不合理利

用使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贫困。据赵跃龙等研究, 甘肃的

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的关系非常密切, 贫困县是生态脆弱县

的概率高达53 .49 % , 生态脆弱区内的贫困县占全省贫困县

的42 .59 % [ 1] 。甘肃省地处黄河的上游, 担负着黄河下游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因此, 对甘肃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

不仅为加强甘肃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加快生态环境的恢复

和改善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建议, 同时对甘肃省的扶贫工作具

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2  甘肃生态贫困的特征

2 .1  难以利用的土地面积所占比例大 难以利用的土地是

指滩涂、荒漠、戈壁、冰川和石山等。甘肃省难以利用的土地

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比例达39 .65 % ,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19 .10 % 。相反, 甘肃省的耕地、森林和草原面积均低于

全国的平均水平, 分别占全国耕地、森林和草原 面积的

3 .86 % 、1 .71 % 和4 .16 % [ 2] 。

2 .2 水资源紧缺且分布不均  甘肃的水资源总量为171 .9

亿m3 , 不到全国水资源的1 % , 是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

份[ 2] 。同时水资源分布不均, 陇中黄土高原地区属于干旱半

干旱地区, 河西走廊北部、苏干湖盆地及黄河流域的皋兰、白

银、景泰、靖远东北部等地区属于水资源奇缺地带。旱灾是

这些地区危害最重、发生最频繁的自然灾害。

2 .3  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甘肃省水土流失面积有38 .9 万

km2 , 占全省土 地面积的 85 .70 % , 其中仅黄 河流域 就占

89 .00 % [ 3]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了该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

坏, 土地瘠薄, 土壤失去保水保肥能力, 水旱灾害不断增加 ,

受灾范围越来越大。据统计, 全省258 万贫困人口,90 % 以上

都生活在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的地区[ 4] 。

2 .4 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日益加剧  甘肃省的土地荒漠化

面积为28 .3 万km2 ,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2 .30 % [ 5] 。其中河

西地区的风蚀荒漠化面积14 .3 万km2 , 占全省风蚀荒漠化面

积的94 .00 % [ 6] 。此外, 土地盐渍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目前

受盐渍化影响的土壤面积近3 万 km2 , 占全省总面积的

4 .00 % 。其中河西走廊盐渍化土地总面积2 万km2 , 占河西

走廊平原总面积的9 .28 % , 占细土带总面积的56 .00 % [ 7] 。

2 .5 旱灾、沙尘暴、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威胁不断  

1991～2004 年, 甘肃省每年的旱灾平均成灾面积为75 .42 万

hm2 , 水灾成灾面积为5 .72 万hm2 。地质灾害中 , 陇南山地区

的滑坡、泥石流是全国4 大滑坡泥石流集中暴发区之一。

2004 年, 甘肃省一共发生了19 次地质灾害, 其中滑坡5 次, 泥

石流6 次 , 人员伤亡达24 人, 直接经济损失4 085 万元[ 2] 。此

外, 近几年来, 土地的荒漠化日益加剧 , 由此而引发的沙尘暴

越演越烈。据甘肃省环保局专家估算 , 甘肃河西走廊、巴丹

吉林等5 个重点沙化区每年受风沙危害损失约为2 .9 亿元 ,

沙区化给全省的GDP 造成约4 .09 % 的损失, 甘肃也因此成为

全国荒漠化最严重、沙尘暴发生次数最多的省份[ 8] 。

3  缓解甘肃生态贫困的政策建议

3 .1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融资体系  甘

肃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生态

投资严重不足, 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如果不能很好地突破甘

肃生态资金不足的瓶颈, 恢复甘肃生态环境的战略构想必然

要落空。所以 , 在目前国家财政资金压力较大的前提下 , 充

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国内国外两种资源, 建立市场经济下多元

化生态融资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多元化生态融资体系除

国家的投资之外应包括绿色信贷、境外投资、绿色债券、民间

资本等[ 9] , 利用这种融资体系来调动各方资金来源, 充分利

用金融资本, 支持甘肃生态保护和重建。

3 .2 改良土壤, 植树种草,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甘肃

省难以利用的土地面积达全省土地面积的39 .65 % , 如果能

对这部分土地进行改良并加以利用来植树种草, 其生态效益

将会十分突出。为此, 除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外, 政府应该

加大对这部分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 , 并在宏观上改变体制。

如把城市和公路沿线利用价值较大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

以供一些个人和企业有效利用, 并规定一定的绿化面积。同

时, 为了弥补在生态方面“搭便车”现象的出现, 政府应评估

生态服务的价值, 识别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益者, 最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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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种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3 .3  加速构建城市和农村的生态框架 : 生态工业[ 10] 和生态

农业[ 11]  加速工业结构生态化建设是构建城市生态框架的

重要举措。生态工业是模拟生态系统的功能, 建立起相当于

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的工业生态链, 以低消

耗、低或无污染、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为目标的工业。

其中资源生产部门相当于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 加工部门

相当于生态系统的消费者, 而还原部门则将各副产品再资源

化, 做无害化处理或转化为新的工业品。生态农业是指在保

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 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

律, 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 集约化经营农业的

发展模式, 是农、林、牧、副各业综合起来的大农业。它的优

点在于引导生态的良性循环, 使社会既能持续取得丰富的农

产品, 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并且, 生态农业的产品有

广阔的市场 , 农业成本也会下降, 这对于作为投资主体的农

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 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对于构建甘

肃省的生态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4  全面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2004 年末, 甘肃省

全省总人口2 618 .78 万人。对于甘肃这个贫困省来说 , 要尽

力摆脱“越穷越生, 越生越穷”的困扰, 必须做到以下3 点: 首

先, 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控制新增人口数量, 降低人口出

生率。计划生育应与扶贫、生态保护相结合 , 建立一种利益

导向机制 , 并在宏观上加强管理。其次 , 实施生态移民。对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条件的改造利用潜力很小的生态贫困

区, 因其环境承载力难以提高, 应实施环境移民的办法, 进行

异地扶贫开发。实践表明, 实施环境移民, 不仅具有巨大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还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 12] 。最后, 积极

组织劳务输出。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甚至国外输出, 不仅可

以减轻人口对生态贫困地区的生态压力, 增加收入, 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他们由于长期贫困而形成的价值观和

行为方式, 起到锻练人、更新人思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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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推广作物秸秆还田, 增加土壤有机质, 提高土壤肥力, 保

证农作物安全生长。农药污染减控措施包括: 推广生物、物

理、农业、化学的综合防治措施 , 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的预测预

报, 根据病虫发生程度, 开展适期防治, 减少用药次数, 降低

施用强度,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提高防治效果, 禁止

施用高毒、剧毒农药, 做到安全施用农药, 按标准用药。

4 .3  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 树立科学发展观 在加强先进

农业技术推广的同时, 还要提高广大农民对科学发展和环境

保护的认识 , 及时更新他们的知识和技能, 只有广大农民群

众的认识提高了, 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才能有更好的

效果。由于农业面源污染涉及面广, 治理难度大, 只有实行

多学科、全方位的综合治理, 才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提高

村民环保意识, 将农村环境教育作为主要内容 , 是防治污染

的重要措施。群众只有先了解、认识环保, 才能积极地投身

于环保, 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 依靠人民、社会的力量, 才能

做好这项民心工程。而群众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保护环境 ,

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环境宣传教育的过程。通

过新闻媒体对群众进行环保政策、知识的宣传教育, 在电视、

电台节目中设立环保专题节目, 在互联网上开辟地方环境保

护网站, 并通过这些媒体对地方环境违法行为予以曝光, 剖

析这些环境违法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 让公众能够亲眼看

见、亲耳听见, 从而自觉地用行动去保护环境。学校教育应

实行“幼儿- 小学 - 中学- 大学- 终生的环境宣传教育”; 社

会应该做涉及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环节的环境宣传教育, 即

“学校- 家庭- 社会环境宣传教育”, 并且要经常做“正规 -

非正规环境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的环境意识。农村环境问

题从根源上可认为是环境意识薄弱的问题 , 因此, 提高村民

环保意识, 是防治污染的有效措施。

4 .4 发展生态农业, 加强农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建设

 生态农业是利用生态学原理, 依据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

和能量转化的基本规律建立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 它强调施

用有机肥和豆科植物轮作, 化肥只作为辅助能源; 强调利用

生物控制技术和综合控制技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 , 尽量减少

使用化学农药。同时 , 积极研发、引进农业生产新技术, 引导

农民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产业。多年的实践证明 , 这是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对农产品定期检测, 不合格的不

允许上市, 对合格的农产品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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