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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三农�问题是我国新世纪的主要问题, 水土保持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分别从� 三农�问题的内

涵、其解决的背景以及水土保持现状进行阐述, 指出农村生态环境退化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证

明,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能有效地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也可部分地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关键在于将理

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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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century,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become a major focus,

and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becomes one of basic nat ional policies in China. T he connotat ion and background of

the problems and the situ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 ion are expatiated. T 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

culture is rest ricted by the degradat ion of ecolog ical env ironment . It is proved that the ecolog ical environment of

China can be improved effect ively by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part ially . T he key to the problems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that theory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pract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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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

系农民切身利益, 也是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所

在[ 1 � 2]。中国经过 20 a多的改革开放之后, 农业和

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加入 WT O之后,

农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三农�问题关系到
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正处在一个爬坡的关键时期。但我国农业基础

设施薄弱, 农业投入不足, 建设资金来源严重匮

乏
[ 3 � 4]

, 加之长期的毁林开荒, 毁草开荒等不当措

施,导致农村水土流失加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已严

重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

本文从�三农�问题入手, 结合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出

农村水土保持与�三农�问题是相辅相成,农村水土保

持工作应该结合农业市场需求紧跟时代步伐全面开

展,有创新、有目的地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给新阶段的

农业发展添砖加瓦。

1 � 新时期的�三农�问题

1. 1 � �三农�问题内涵

新时期的�三农�问题, 就是指中国农村的进步、

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相对滞后的问题, �三农�问

题已经影响并制约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21世纪中国重大经济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农村、农

业和农民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 1� 6]。

1. 2 � 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背景

中国加入WT O后,给我国农业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和挑战, 但对农业的冲击也最大[ 5 � 6]。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到了关键时期,但中国农业经济

的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经济能否健康、协调地发展, 主

要是在农村经济能否快速增长,但我国农业由于长期

的粗放经营, 农业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已严重影响到

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影响农村社会的

安定, 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必须从理论与实践探索解决, 人地矛盾突出, 资源相

对拥有量较少,环境污染严重与生态环境脆弱, 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差四大不容回避的问题, 只有解决以上

四大问题,我国农业才可能持续稳定发展,也才可能

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迅速发展创造条件。

1. 3 �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退化现状

虽然我国农村人口处于低增长行列,但人口基数

较大, 加上工农业发展迅猛, 与人争水争地之类的问

题日益激烈, 造成农村土地迅速下降和生态环境恶

化,严重制约了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7] , 进而影

响到农村的环境质量提升和农民经济发展,是�三农�

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1. 3. 1 � 农村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 目前,我国农村水

土流失的主要特点是:流失面积大,涉及范围广,发展

速度快,侵蚀模数高,泥沙流失量大,危害严重。更为

突出的是存在水土流失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

的现象,边治理边破坏的恶性循环。资料显示[ 8] , 全

国每年因水土流失损失的土壤 5. 00 � 109 t , 带走的

N, P, K营养元素超过了全国年产化肥的总量; 荒漠

化土地面积达到2. 67 � 106 km2,占国土面积27. 3%;

沙化土地面积 1. 74 � 106 km2, 占国土面积的 18%,

且目前每年仍以 3 436 km2/ a 速度扩展,扬尘天气迅

速增加,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生态后果。

1. 3. 2 � 农村淡水资源严重短缺 � 我国仅用占世界

8%淡水资源养活占世界总人口的 22%人口,形势很

严重。而且农村有限的淡水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再

加上水体污染和地下水萎缩, 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退

化问题。由此, 导致农村环境退化严重,旱化加剧,生

物多样性受损, 农业减产农民收入降低。

1. 3. 3 � 环境污染不断加深 �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加
剧,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

它主要表现在农药、化肥、农膜、粪便等污染源的种类

和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化肥、农药使用量还不断增加,

形成了农村新的污染物, 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

减少、土地质量下降, 农产品品质低劣[ 9] , 市场竞争

能力差;农膜的大量使用,所带来的�白色�污染,使农

田土壤结构破坏、地力下降
[ 10]

; 环境污染还危及广大

群众的健康,疑难病症增多、死亡率增加,甚至引发一

系列社会问题。

2 � 我国农村水土保持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

展了大规模的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施了黄河、长江等 7大流域

水土保持工程,建立了 27片国家级水土保持重点治

理区, 在全国 10 000 余条小流域开展了山、水、田、

林、路综合治理。50 a 来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 00 � 105 km2,建设基本农田和治沙造田 1. 13 � 105

km2,营造水土保持林 5. 90 � 105 km2 多,种草保存面

积 4. 00 � 10
4

km
2
多, 种植经济果林 5. 00 � 10

4
km

2

多,修建了一大批蓄水保土工程, 累积增加产值 7. 00

� 1010元, 水土保持措施每年增产粮食 1. 70 � 1010

kg,增产果品 2. 50 � 1010 kg, 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

1. 50 � 10
9

t多, 增加保水能力 2. 50 � 10
10

m
3
, 并通过

治理开发, 1 000多万人脱贫致富,生态环境和群众生

活明显改善[ 11]。可以说农村水土保持在其基础性研

究方面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是, 我国目前农村水土保持工作依然薄弱[ 12]。

人为破坏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人们

的水土保持意识不强,经常出现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

对生态环境大力掠夺; 在农业产业化中, 水土保持科

技含量少, 水土保持工作没有同农村经济有效地结合

起来;水土保持政策没能切实深入农村, 出现夸大或

误导现象如水田退耕还林, 而一些地方背离了�量力
而行,集中治理,先易后难�的原则;农村水土保持投

入少, 水土保持执法部门资金运转困难。所以要分析

和加强这个环节才能保证它顺利开展。

3 � 现阶段�三农�问题与农村水土保持
的关系

3. 1 � 农村水土保持有利于�三农�问题的部分解决

水土流失已经严重影响着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

和农民增收,而水土保持工作带来的显著效益给�三

农�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 将水土保持的研究成果

用于实践既改善农村农业生态环境,遵循了生态农业

发展思维,又可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增加农民

收入。

3. 1. 1 � 水土保持可提高农产品产量,保证人民群众

最基本生活 �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解决粮、

棉、油和瓜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主要还是依靠自己,

而这些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经果林在当前的科技水

平下,仍须依附于土地。只有水土资源得到保证, 农

业生产才能获得高产稳产。实践证明:水土保持可有

效地保护土地资源,改良坡耕地,增加肥力,提高抗旱

能力, 为农业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3. 1. 2 � 水土保持为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 21 世纪是个以生态农业为主导的生态市场, 绿色

产品将会成为市场的主流, 谁抓住市场谁就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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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有利于生态农业的发展, 即可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又可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

争力。农产品产量提高, 品质改善最直接利益是增加

农民收入。

3. 1. 3 � 水土保持通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村

食品卫生 � 农村生态环境在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治

理下, 环境污染得到抑制,食品的安全保障得到加强

逐渐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食物链, 农民健康得到保

证,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医疗,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3. 2 � �三农�问题的解决中能带动农村水土保持

3. 2. 1 � �三农�问题解决的带动作用 � 通过生态农业
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使农民增收,农民尝到甜头,就

会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保护耕地,对水土保持工作的意

识自然提高,就会从长远利益出发保护生态环境。解

决�三农�问题能促进农村水土保持工作政策的制定

和执行,使其得到正确、良性和实事求是地发展。

3. 2. 2 � 农村水土保持的新思路 � 在�三农�问题解决

过程之中,农村水土保持工作在注重历史经验上, 适

应新形势抓住机遇开阔思路从理论与实践上创新,使

我国的农村水土保持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

�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也是水土保持科技的促进

阶段,在�三农�问题形势下应该明确水土保持工作首

要目的也是为了增加农村经济,能促进水土保持产业

化进程。

4 � 结 � 论

�三农�问题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不是现在产生

的,它们是历史的产物。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农

民和农业问题, 在新时代下, 十六大对�三农�问题进
行了多方面的、具体的部署, 而水土保持作为中国基

本国策之一,在政府关注下已经得到大力发展。

通过对�三农�问题、农村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之

间关系的分析,我们相信, 21世纪的水土保持工作在

�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进行更能促进全社会保持水

土意识的提高,创新农村水土保持和加快水土保持产

业化过程; 同时, 随着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我国农村农

业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还可带

动�三农�其它问题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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