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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了农田湿地资源退化的经济成因 , 指出农田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可行模式, 并系统地提出了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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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湿地同自然湿地一样, 是湿地生态系统不可忽视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服务价值。先辈在开发

长江中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和四川平原时, 用稻田替代自然

湿地, 同样起到了涵养水源、净化水源的功能。目前, 我国对

保护天然湿地十分重视, 但也不应忽视对农田湿地的保护。

1  长江中游农田湿地资源及其利用现状

1 .1 农田湿地资源及其特点 根据农田灌溉状态及种植作

物的不同, 可以区分为旱地农业及湿地农业, 其中湿地农业

主要是用来种植稻米或蔬菜。这种水浸田地的农耕方法造

就了湿地小生态环境, 包括渠道、储水池、水浸的田地以至长

满草的沼泽田野, 也包括湿草地和暂时性长满草本植物的弃

耕农地。该生态环境在发挥生态功能方面, 相当于自然条件

下的湿地生态, 因此被称作农田湿地资源[ 1] 。

农田湿地作为人为生态系统, 同自然湿地有较大区别。

农田湿地生物种类较少 , 生物相对单纯, 通常为大面积的单

种作物, 因而缺乏自我保护机制 , 是“不稳定”的生态系统。

而且该系统没有自给自足的养分循环, 必须依赖外来能源 ,

加上大量使用农药、化学肥料, 对土壤资源损害较大 , 生态体

系容易受到伤害而难以回复, 因此, 必需更为合理经营管理。

1 .2  农田湿地资源的生态价值 一般而言, 农田湿地生态

系统是具有提供生态、生物和水文功能的复杂生态系统, 它

对周边环境产生如下功能。①土壤保持功能。种植作物和

平坦的地形能减缓水域流速并使沉淀物沉积在土地上 , 减少

河流和湖泊的淤积, 从而抑止土壤冲蚀与风化。②生物多样

性保护功能。湿地农田是农田生态体系中最丰富的生态系

统, 它具备突出的生物养分储存循环功能, 两栖类、鱼及部分

禽类大量栖息在湿地农田, 因此, 破坏农田湿地系统对于部

分生物生存是严重的威胁[ 2] 。③水文功能。农田湿地能吸

纳和排出地面的过多水量, 使水量得到调节, 从而保护水循

环。该系统还能从地表水或地下水苮除有机物质和沉淀物

从而净化水质, 通过植物的吸附、沉淀物或碎石的附着来保

留或移除养分, 实现水质污染的稀释、分解和吸收。④气候

调节功能。农田湿地能够吸纳大量二氧化碳气体, 减少二氧

化碳在空气中的存量; 此外 , 夏季水田温度低于其他利用类

型土地, 而冬季则高于其他类型土地温度, 具有调节微气候

的功能。

1 .3  长江中游农田湿地资源利用现状 长江中游是我国湖

泊最多的地区, 它们在接纳长江及其支流洪水的同时, 也接

纳了随洪水而来的大量泥沙 , 形成荒洲沃野。唐、宋以来不

断围湖造田发展农业, 把长江中游沿江、滨湖地区的湿地变

成了水田 , 逐渐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著名的稻谷生产基地。大

范围稻田形成的独特的农田湿地体系, 也是长江中游湿地体

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农田湿地资源的利用 , 也必须遵循

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 不能无限度掠夺。从这个角度讲 , 长

江中游农田湿地资源利用现状不容乐观, 其主要问题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①该区农田湿地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且利用

率低, 农田大多种植单一粮食作物, 而忽视综合利用 ; 大多采

取掠夺式开发, 而忽视资源保护 , 导致土壤肥力下降、质量退

化。②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和污染加剧, 造成该地区生态功

能退化 , 周边环境质量下降。大范围使用化肥、农药及工农

业废水排放造成化学污染严重, 农田水质受到不同程度影

响, 部分地域酚类、氨氮污染均在3 类以上 , 氨氮含量超过国

家标准1 ～2 倍。③水体污染直接危害到动植物的生存与繁

殖, 传统两栖生物和禽类活动场所被破坏, 极大地影响了湿

地生物的生存。农田湿地所在区域, 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损

害。④部分农户变更农田用途, 将稻田转化为旱地, 甚至变

更为非农用地, 进一步缩减了农田湿地资源范围。

2  农田湿地资源退化的经济学分析

农田湿地资源利用方式决定了生态系统的质量和服务

功能, 图1 阐述了农田利用的具体模式, 以传统农耕为界限 ,

笔者将湿地农田利用类型分为生态保护型和生态恶化型。

图1 农田湿地资源利用模式

Fig.1 The use model of farmland wetl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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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2 中借助图1 的分类 , 讨论了农田湿地资源生态质

量的决定因素。图2 中, MBip代表农田所产生的边际生态服

务价值线; MBic 曲线代表农户经营农田的边际经济价值曲

线, 均为递减性质。比较而言 , MBic 曲线较 MBip 曲线高 , 因为

农户对经济利益的关注更高, 而较少关注生态价值。 MBip 边

际利益线的移动若是由右向左代表生态优化时, 农田的边际

生态服务价值减少。MBic 线由右向左, 更偏向生态恶化时 ,

农户所得到的边际经济收益也会随着减少。MBic 与 MBip 线

的交点 Qi 是湿地生态系统状态的均衡点, 在这个均衡点上 ,

农田湿地利用方式处于一种混和状态[ 3] 。

湿地农田的利用同时产生了公共和私人的利益, 譬如会

增加农业的产出, 降低消费者的价格, 并且促成了土地商业

化的开发。图2 中的虚线是农户的私人边际利益线加公共

利益, 一般而言 , 农田湿地资源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已日趋减

少, 因为湿地相对于作物面积的比例较少, 即这些利益对社

会大众来说是少量的利益, 因此, MBic 仅小幅上升到 MBsc 的

位置。湿地农田所产生的边际生态服务价值, 具有外部性 ,

对于社会具有较大的利益, 则使得 MBip 线大幅度上升到

MBsp。Qs 代表整个社会最优时的农田湿地生态 , 比起只考

虑私人因素下的利用方式, 湿地生态会得到优化, 湿地利用

也更偏向于保护型利用。

分析表明 , 农田湿地生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农田湿地资源

的经营权在农户, 在现有的利用模式和政策下 , 良好的农田

湿地生态系统对周边的环境维护提供了大量生态功能 , 却无

法对农田所有者产生经济利益。因此,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

动下, 农户不可能对农田进行应有的生态维护 , 而是采取损

害生态体系的耕作方式 , 甚至变更湿地农田为城镇用地, 增

加取代其功能的社会成本, 对生态和社会大众产生负的外部

效果, 从而造成社会和生态上极大的损失。因此, 必须兼顾

经济可持续和生态可持续, 通过选择合适的利用方式, 制定

合适的保障机制, 使得农户能够从农田湿地生态改变中得到

经济激励, 保证农田湿地生态的可持续优化。

图2 农田湿地生态质量保护的决定因素

Fig .2 Thedeterminants of farmland wetland ecological quality pro-

tection

3  长江中游农田湿地可持续利用模式

3 .1 转化部分农田湿地为自然湿地, 以湿地为特色发展替

代产业 长江中游平原有较大部分农田来源于围湖造田 ,

与20 世纪50 年代相比, 江汉平原湖泊总面积减少43 .67 % ,

洞庭湖和鄱阳湖分别被围垦17 万和8 万hm2 。这类农田在

自然湿地开垦而来 , 其中大部分属于水位线下的不包产低洼

耕地, 经营风险较大, 而生态价值更高。对于这类农田要逐

渐转化为自然湿地, 发展以自然湿地为特色的替代产业[ 4] 。

发展替代产业是基于对湿地多功能利用的原理, 根据自

然规律、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 利用水和湿地资源优势 ,

适应洪水的涨落规律, 改变原有的湿地利用方式和农业结

构, 发展适水性的农业生产, 从而使农业生产、社区发展和湿

地生态的保护能得到较好的协调和统一。对于长江中游退

田还湖垸区, 可行替代产业包括利用围湖坑堤。在坑堤内发

展精养渔业, 饲养如蟹、鲤和鳖等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 发展

野生水生植物人工种养殖模式, 人工种养莲藕、菱角、菱白和

芡实等野生水生植物的根、茎和果等经济价值高、市场前景

广阔的作物; 实施水生植物、动物复合养殖 , 综合利用水资

源, 形成良性的水生农业生态循环, 提高水生农业生产能力。

3 .2  利用部分农田资源开发休闲农业, 发展生态旅游  长

江中游平原有着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 自古是我国重要的旅

游地域。随着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提高, 形成了对旅游市场

强烈的需求。在经济与环保均衡发展的前提下, 可以利用该

地农田湿地资源来开发旅游市场, 除兼顾农业生产外, 也可

孕育良好生态环境来提供生态旅游服务, 通过扩大多元经济

效益来提高农民收入 , 充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其中以兼

顾自然生态保护为目的的休闲农业经营型态, 如有机农业、

野生动植物讲座复育等均可。但休闲农业模式发展, 仍必须

以生产为主、生态为辅, 不能舍本逐末, 偏向观光旅游业 , 甚

至变为农田使用。

3 .3  建立生态农业体系 ,维护农田湿地生态功能  对于农

田的耕作, 也应充分利用有利于湿地生态保护的耕作方式。

( 1) 保证灌溉水量, 实现深水灌溉。水稻灌溉的水量除

作物需求外, 研究认为, 农田维持在6 c m 以上的灌溉水深对

生物栖息才有利, 而10 c m 为最佳水深, 休耕田继续引灌渠道

水将对环境生态的永续维护有帮助; 深水灌溉除调节微气候

及提高地下水位功能外, 也可为多种物种提供一个良好的栖

息与繁衍的环境。

( 2) 实施有机栽培技术。施用高量农药, 致使各种生物

( 如两栖类、鱼类) 死亡 , 并对环境造成污染; 推广实施有机栽

培法( 栽培抗病虫品种) 防治病虫害, 或利用天敌、微生物制

剂取代农药, 降低除草剂、农药等对稻苗的药害, 以促进生物

的生长。肥料过度使用将使河川、湖泊和水库产生富营养化

现象, 有机质肥料可以取代化学肥料。

( 3) 改善水利设施, 确保水资源利用效率。配合农田生

态保护目标, 加强农田水利硬件设施, 更新灌溉设施 , 减少渠

道配水损失, 减少作物淹水损失。通过改良漫灌技术, 节约

水输送时间, 增加灌溉效率。

4  长江中游农田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机制

4 .1  土地补偿机制  农田对农民不仅意味着生活保障, 还

意味着社会保障。由于农田湿地资源保护性利用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农民土地的征用、改变耕作方式等等 ,

必将损害农民基本利益。当这些基本利益被“剥夺”时 , 农民

势必会提出利益诉求 , 必须给予土地补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

展。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由政府、农民等主体协议确定合

理的土地补偿比例与金额。可将土地补偿金分为3 部分,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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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比例分配给政府、集体和个人。制定集体土地补偿金管

理制度, 实行专款专用, 通过建立集体发展基金, 用于壮大集

体经济所需 ; 通过建立培训基金,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与劳

动技能; 通过建立福利基金 , 用于老弱病残的救助和集体

福利[ 5] 。

4 .2 经济激励机制  农户是构成农田湿地经济系统的基

础, 其生产行为决定着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的状况。农

户经济活动中的投入行为直接关系到生产过程的产出结果。

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是农户 , 对政策反应最灵敏的也是

农户, 各种不同的生态农业模式最终也要由农户来实施。为

实现农田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必须利用指向农户的环境经

济激励机制 , 或者政策干预手段进行调控。首先是价格激

励。由于可持续性利用农田 , 其产出的农产品利润较低, 农

地非农化利用的内在冲动较为强烈。因此, 政府需要通过调

整农地价格政策及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 保证农户正常的农

地收益。其次是财政补贴与援助激励。财政补贴与援助是

国家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以补贴的形式支付给农户, 以促

进农户对湿地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 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的外

部收益内部化。

4 .3  农户风险保险机制  长江中游是一个灾害多发区, 该

区农户既要面对洪旱灾害, 可持续利用湿地农田资源, 又必

须考虑到经济发展, 因此农户经营风险很高, 要做到生态保

护和经济和谐发展 , 离不开保险建设。结合实际情况, 首先

要加强长江中游农户灾害保险, 帮助农户抵御洪旱灾害的能

力, 走出灾害、生态恶化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将国家灾害救

济与农业保险结合起来改变国家对受灾地区救济救灾款的

管理办法, 将财政救灾救济款在内、甚至一部分扶贫资金等

转化为以农业保险补贴的形式发放, 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提

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 又可推动受灾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

发展。其次要利用农业政策性保险, 减少农户环境种植技术

使用风险。为减轻转变种植技术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

失, 国家应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 ,

使农民能以较低保险费普遍参加农业保险。最后要发展互

助共济式农业保险, 发挥集体抗风险能力。农业相互保险机

制的可行途径是集资模式, 可以通过村民小组或村级经济集

体为成员单位参与相互保险的集资和筹建[ 6] 。

4 .4  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  建立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 其

核心是促使农户认识到保护农田湿地资源, 就是保护自己的

家园, 促使农户真正行动起来, 成为自然保护的主体。具体

措施包括: 开展以渐进计划和村基金为核心的湿地发展合作

项目, 解决农户的实际困难 , 帮助他们多样化地解决生存问

题, 缓解农田湿地保护和农户的紧张关系; 要鼓励和支持村

民在村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自然保护和发展协会 ,

协调和帮助村民组织和实施参与村级规划, 直接参与生态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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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全磷含量低于1 .00 g/ kg ; 耕地有效磷含量较高, 林地和荒

地含量较低; 荒地全钾和速效钾含量均较高 , 林地和耕地均

有不同程度地缺钾。

表8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速效钾含量及分布

Table8 Content and distributionof available potassiuminsoil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patterns

土地利用方式

Land use patterns

平均值∥mg/ kg

Mean

速效钾分布∥% Distribution of available potassium
<160 .00 mg/ kg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of less than

160 .00 mg/ kg available K

160 .00 ～200 .00 mg/ kg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of 160 .00 -

200 .00 mg/ kg available K

>200 .00 mg/ kg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of more than

200 .00 mg/ kg available K
耕地 Cultivated land 187 .19        35 .71         33 .33 30 .95

林地Forest land 186 .07 50 .00 12 .50 37 .50

荒地 Waste land 228 .20 7 .41 33 .33 5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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