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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农业生产自然环境和投资状况评析及对策
Ξ

廖允成, 温晓霞, 王立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从自然和投资方面评析了黄土高原农业生产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差异, 得出以下结论: (1) 黄土高原

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其农业发展最主要的自然限制因素, 其农业投资应立足于这一基本前提。(2)黄土高原的农

业投资滞后于农业发展的需求, 农业无效投资有增无减, 农业投资份额下降, 制约了农业产值的增长。对此, 必须提

高农业投资增长率, 发挥国家投资的主体职能。 (3)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更为直接的原

因。对此, 落实退耕还林种草, 合理调整农业结构, 建立与地面坡度相适应的土地利用结构并辅之以与目标相符的

投入, 是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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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黄河中游地区, 西起日月山,

东迄太行山, 北衔于长城一线, 南抵秦岭及伏牛山,

包括陕甘宁青晋豫等 6 省 (区) 的 232 个县 (市) , 土

地总面积 62 万 km 2, 乡村总人口 6 560. 6 万人, 耕

地面积 912. 7 万 hm 2 (实际约 1 900 万 hm 2)。该区是

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总体上看, 该区农业基础设施

薄弱, 抗灾能力较差, 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还相当落

后。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进行

的物质生产, 除了受自然规律制约外, 还必须遵循经

济规律。本研究从自然条件和农业投资两个方面评

析了黄土高原农业生产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差异, 以

期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为该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科学对策。

1　自然资源与环境特征分析

黄土高原地域辽阔, 自然条件复杂, 拥有丰富的

土地和生物资源, 金属、非金属等矿产资源具有极大

优势, 为该区农业发展和重化工、能源的开发提供了

十分有利的条件。但与我国东部地区相比, 黄土高原

干旱少雨, 天然植被稀少, 地形支离破碎, 沟壑纵横,

存在着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等环境问题, 造

成本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脆弱的环境是抑制本区

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1. 1　耕地资源

黄土高原耕地资源丰富, 但质量差, 旱坡地比例

高, 水浇地较少, 水土流失严重, 土壤肥力低下, 多数

旱坡地土壤水分常处于亏损状态, 对农作物生长不

利。全区现有耕地 912. 7 万 hm 2, 其中水浇地 285. 7

万 hm 2, 占 31. 3%。耕地中质量较好的一等耕地

195. 3 万 hm 2, 占耕地的 21. 4% ; 二等耕地 237. 3 万

hm 2, 占耕地的 26. 0% ; 质量差的三、四等耕地480. 1

万 hm 2, 占耕地的 52. 6%。全区人均耕地 0. 127

hm 2,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0. 080 7 hm 2) 57. 4% [1 ] , 更

高于我国东部地区。

1. 2　气候资源

黄土高原是我国干旱少雨地区之一, 区内降雨

少, 且分布不均匀, 从东南部 700 mm 向西北逐步减

至 200 mm 以下。与雨量相反, 本区光热资源丰富。

年太阳辐射量 5. 0×109～ 6. 3×109 J öm 2, 年光合有

效辐射量 2. 3×109～ 3. 0×109 J öm 2, 年日照时数为

2 000～ 3 000 h, 日照百分率达 50%～ 75% [2 ] , 均高

于同纬度的我国其他地区。

黄土高原年积温不算太高, 但对作物生长的有

效性比较好, ≥10 ℃的积温为 4 500～ 2 500 ℃, 向

西逐渐下降至 2 000 ℃以下。无霜期 120～ 250 d, 年

均气温在 2～ 13 ℃, 平均值为 8. 9 ℃ (275 个观测点

统计)。气温年较差 25～ 36 ℃, 日较差 10～ 16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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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量特点不仅适于多种温带作物种植, 而且有利

于植物生长和干物质积累, 对提高产量和品质有很

大作用。

1. 3　水资源

黄土高原的主要水系由黄河、海河和鄂尔多斯

内流河组成。以黄河水系为主体, 海河水系较小。该

区水资源总量为 765. 75 亿m 3, 其中地表水 443. 71

亿m 3, 地下水 335. 98 亿m 3, 重复水量 224. 86 亿

m 3, 入境客水 210. 92 亿m 3。人均水资源为 856 m 3,

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 35. 7% , 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

1ö10。耕地水资源 10 050 m 3öhm 2, 相当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 36. 4% , 仅为长江流域的 25. 6%。

该区水资源分布不均, 主要集中在河谷平原地

区, 如渭、汾谷地及河套平原水利条件较好, 是该区

的主要产粮区。其他大部分地区则干旱少雨, 水资源

匮乏。另一方面, 地表径流的时程分布极不平衡, 一

般汛期的径流量占全年的 80% 以上, 河流丰枯悬

殊, 暴雨集中, 利用率很低。而且河流含泥沙量高, 在

100 kgöm 3 左右, 最多达数百公斤, 既不利于蓄洪,

也不利于灌溉, 加之地表支离破碎, 引水困难, 限制

了有限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1. 4　自然环境特征

干旱是黄土高原地区的普遍现象, 其旱地面积

占耕地面积的 70% , 是我国旱地农业的主要实施区

域。据有关资料统计[3 ] , 近 500 年来黄土高原地区干

旱发生频率达 27%～ 41% , 平均为 36% , 其中大旱

频率 5%～ 15% , 平均 11% , 小旱频率 18%～ 33% ,

平均 25% , 大约 9 年一大旱, 4 年一小旱。根据近 20

年遥感图像测算, 自 70 年代到 90 年代, 我国西北地

区缩小和干枯湖泊面积达 265 km 2, 黄河断流的区

间和时段不断延长, 这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干旱的趋

势在加剧, 干旱的面积在扩大。

该区降水虽少却相对集中, 加之黄土抗侵蚀能

力差, 以及其他自然和人为因素, 使该区成为中国水

土流失面积最大、最严重的地区, 也是世界上水土流

失最强烈的地区。全区年侵蚀模数大于500 tökm 2的

水土流失面积 33. 88 万 km 2, 占全区总面积的

54. 32%。陕北黄土丘陵区, 年侵蚀模数高达

2. 0 万～ 2. 5 万 tökm 2。水土流失使大量肥沃的表土

付诸东流, 留下的是瘠薄的土壤。而且大量的被侵蚀

物质运入黄河, 造成黄河泥沙之患, 严重威胁着黄淮

海平原 1 亿多人民的安全。

此外, 风沙危害是该区另一重要的环境问题。风

沙危害区主要位于长城沿线以北, 阴山以南, 贺兰山

以东, 呼和浩特、右玉以西, 面积约 20 多万 km 2。其

中沙漠化的土地面积 11. 8 万 km 2, 占风沙区 57%。

近年来尽管开展了造林治沙活动, 但总体上看沙化

趋势仍占主导地位。愈演愈烈的沙尘暴天气就是明

显的例证。

干旱少雨, 水资源匮乏, 水土流失严重, 风沙危

害, 加之人为垦殖、开矿等不利因素, 使黄土高原地

区自然环境变得十分脆弱, 成为该区农业发展最主

要的自然限制因素, 也是考虑该区农业发展对策的

一个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2　农业投资状况评析

2. 1　农业资金投入份额下降

　　建国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政府一直

十分重视黄土高原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投资规模

不断扩大, 投资结构变化显著, 农民已成为数量性农

业投资主体。但总体上看, 黄土高原地区农业投资占

财政支出、信贷资金和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偏小, 且

呈下降趋势, 农业投资强度弱, 效益低。如山西省“八

五”期间财政支农资金平均为 5. 81 亿元, 占同期财

政总支出的 9. 7% , 银行农业信贷款余额 12. 43 亿

元, 仅占银行信贷余额的 3. 5% , 全省耕地政府投资

为 198 元öhm 2, 实现农业净产值 147 元öhm 2, 分别

比全国水平低 17. 5% 和 42. 2% [4 ]。在工农业投资结

构的演变中, 农业投资内在抗波动的功能弱化, 外界

缺乏对农业投资的保护性措施。而且农户投资存在

短期行为, 重视家庭经营的投入, 忽视对生产性固定

资金的投入。如甘肃省, 家庭经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

重由 1984 年 23. 6% 上升到 1995 年 29. 0% , 相反购

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比重却由 1984 年 4. 7% 下降

到 1995 年 2. 5% [4 ]。这样, 黄土高原的农业投资一

步步走向萎缩。

2. 2　农业无效投资有增无减

农业投资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称有效投资, 即

对资本品的形成真正做出贡献的投资额, 是实际投

资额中扣除各种“水分”的余额。相反, 对资本品的形

成不起实质作用的部分, 称无效投资或“水分”投资,

它反映了现实生产中无形投资的耗减现象。

2. 2. 1　价格耗减　价格是农民温饱问题解决之后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营的主要驱动器, 价

格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 是农民决

定农业投入的主要依据之一。从实证分析, 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大幅度上调农产品价格是一项利农的

好政策。但 1987 年以后, 随着城市价格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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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工业品价格上涨, 使得农产品

价格提高的引力被反弹回去, 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再投入缺乏热情。黄土高原也不例外 (图 1 和图 2)。

图 1　农民收入、农产品价格及农业总产值的变化 (以上年为 100)
1. 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2.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3. 农业总产值

F ig. 1　Contrast among grow th rate curves of net incom e per peasan t, farm p roduce and sideline p roducts purchasing
p rice and agricu ltu ral to ta l ou tpu t value (T he last year is suppo sed to be 100)

1. N et incom e per peasan t; 2. Farm p roduce and siden line p roducts purchasing p rice; 3. A gricu latu ral to tal ou tpu t value

图 2　农民收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及工业品价格的变化 (以上年为 100)
1. 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2.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3. 农村工业品价格

F ig. 2　Contrast among grow th rate curves of net incom e per peasan t, agricu ltu ral m eans of
p roduction p rice and ru ral industrial p roducts p rice (T he last year is 100)

1. N et incom e per peasan t; 2. A gricu ltu ral m eans of p roduction p rice; 3. Rural industrial p roducts p rice

2. 2. 2　效益耗减　黄土高原地区与全国其他区域

相比, 不仅投入水平及单产水平低, 而且投能效益也

很低 (表 1) , 这显然不符合报酬递减规律。究其原

因, 主要是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因此, 近期

内如该区的农业生态环境没有较大改观, 人工投能

的农业增产潜力将受到限制, 农业生产力不会有大

的提高。实现产量由低水平向中高水平的转变, 不仅

会受到投入水平的制约,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农田生态系统结构改善的程度。另一方面, 该区有限

的农业基建投资因多种原因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据甘肃省调查[6 ] ,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固定资产交

付使用率由 1981 年的 57. 7% 下降到 1995 年的

32. 4% , 严重影响了农业项目正常效益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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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土高原与全国其他区域粮食产量与投能效益比较 [5 ]

T able 1　Comparison of grain yield and energy inpu t benefit in L oess P lateau and the o ther areas in Ch ina

地区
A rea

产量ö(kg·hm - 2)
Yield

能量产投比
Ratio of p roduce
and energy inpu t

地区
A rea

产量ö
(kg·hm - 2)

Yield

能量产投比
Ratio of p roduce
and energy inpu t

东北
N o rth2

east
Ch ina

黑龙江
H eilongjiang

2 250～ 3 000 1. 9～ 3. 0

吉　林
J ilin

2 250～ 3 000 1. 5～ 2. 7

辽　宁
L iaon ing

3 000～ 7 500 1. 2～ 2. 2

华　北
N o rth Ch ina

2 250～ 6 750 1. 1～ 1. 9

长江下游 L ow 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8 250～ 10 500 1. 2～ 1. 8

长江中游M iddle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6 000～ 7 500 1. 4～ 2. 0

西　南
Southw est Ch ina

3 000～ 7 500 1. 0～ 1. 3

华　南
South Ch ina

7 500～ 10 500 1. 8～ 1. 9

新　疆
X in jiang 3 000 1. 3

黄土
高原

L oess
P lateau

晋北晋中 M iddle and
no rth part of Shanx i
p rovince

750～ 1 500 1. 0

陕 北 N o rth part of
Shaanx i p rovince

1 500～ 1 800 0. 9～ 1. 4

陇东 East part of Gan2
su p rovince

1 200～ 2 550 0. 7～ 1. 3

陇 中 M iddle part of
Gansu p rovince

750～ 900 0. 6～ 0. 7

宁 南 South part of
N ingx ia p rovince

750～ 3 000 0. 5～ 1. 1

2. 3　农业投资滞后于农业发展的需求

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依赖于农业投资的增长速

度, 或者说农业投资增长保证了农业产值的提高, 而

且农业投资的增长速度一般快于农业产值的增长速

度。这个规律使人们对农业投资增长率比农业产值

增长率以更大的幅度波动的现象, 从感性认识上升

到理性认识。

有关资料表明,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乃至我国农

业经济成长都符合这一规律。那么, 黄土高原农业投

资状况究竟如何呢?“五五”以前, 黄土高原农业产值

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变化基本处于正常状态, 除

了“三五”时期受文革的影响以外, 其余时间农业投

资增长率均大于农业产值增长率。而且,“五五”以

前, 为了改变黄土高原地区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 农

业投资增长率和农业产值增长率的比例往往超过 1

∶1, 甚至达到 5∶1。但是,“五五”以后, 两种增长率

的比率完全失衡, 既不符合国际农业经济发展的惯

例, 也不符合黄土高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状况 (图

3)。因此, 必须提高农业投资增长率, 才能保证农业

的不断发展。

图 3　农业产值波动与农业投资波动的关系 (以上年为 100)

1. 农业产值; 2. 农业投资

F ig. 3　R elationsh ip betw een agricu ltu ral ou tpu t value fluctuation and agricu ltu ral

investm ent fluctuation (T he figure in last year is assum ed as 100)

1. A gricu ltu ral ou tpu t value; 2. A gricu ltu ral invest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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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农业投资的环境及其因素分析

2. 4. 1　内部环境　黄土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制

约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粮食还不能摆脱靠天吃

饭的现状, 粮食本身生产力水平低, 农民收入低, 加

上市场经济的引入, 粮食投入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

场风险的双重压力。生产条件差, 机械化程度的降低

和水利设施的失修老化又恶化了内部环境 (表 2)。

表 2　黄土高原与全国其他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比较 (1996 年) [7 ]

T able 2　Comparison of agricu ltu ral modern ization level in L oess P lateau and the o ther areas in Ch ina (1996)

地　区
A rea

化肥施用量 (折纯量) ö
(kg·hm - 2)

Chem ical fert ilizer
app lication (pure)

农村用电量ö
(kW ·h·hm - 2)
Rural electricity

consump tion

年末农机总动力ö
(kW ·hm - 2)

To tal agricu ltu ral
m ach inery pow er at
the end of the year

有效灌溉面积占农
作物总播种面积比率ö%
Ratio of valid irrigated

area and to tal crop
sow n area

黄土高原 L oess P lateau 204. 9 1 113. 5 2. 5 25. 4

黄淮海 T he H uanghe and H uaihe and H aihe
R iver reaches 320. 7 1 328. 9 4. 2 42. 2

长江中下游 L ow er and m iddle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 iver 266. 0 1 605. 7 2. 4 35. 8

2. 4. 2　外部环境　①工农产品比价呈扩大趋势。从

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价格改革总趋势有利于

农业特别是粮食的发展, 但近些年工农产品比价又

呈扩大趋势。如山西省从 1992～ 1995 年, 工农产品

的价格“剪刀差”扩大 21. 3%。而且, 在农业内部, 粮

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价格相差甚远 (按 1995 年混合价

计算, 山西粮食、油料、皮棉、烤烟收入比为 1∶1. 39

∶2. 44∶1. 86) [4 ] , 严重制约着粮食生产的发展。甘

肃省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1986～ 1990 年, 工农产品

价格“剪刀差”年均缩小 4. 8% , 而 1991～ 1995 年,

年均扩大 5% [4 ]。

②农业的比较利益低。比较利益的高低决定了

农民资金的投向和劳动力的转移。据山西省农民家

庭的抽样调查, 1990～ 1995 年, 从事农业的劳均收

入仅为 1 635. 81 元, 而从事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

运输业、商饮服务业的劳均收入分别为 14 089. 92,

4 089. 53, 9 651. 28 和 8 015. 47 元, 分别是农业劳

均收入的 8. 6, 2. 5, 5. 9 和 4. 9 倍。可见, 农业效益远

不如其他行业, 致使大批强壮农村劳力冲破农门涌

向务工经商的大军,“老弱妇幼残”成为农业生产的

主力军, 这是农业投入的又一不利因素。

③乡镇企业难以承担支持农业的重任。黄土高

原乡镇企业在以工补农方面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

目前, 乡镇企业面临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问题, 无力

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和物资方面的支持。

3　结论及对策

1)黄土高原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是该地区农业

发展最主要的自然限制因素, 也是考虑本区农业发

展对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2)黄土高原农村经济相当落后, 农业投入少。按

经济学的一般原理, 农业投入在边际均衡原理的最

佳点以前, 增加投入是促进生产的有效手段。而且,

黄土高原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大。要发展

农业生产, 就必须增加投入, 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重

点是增加基础建设的投入和对土地的直接物质投

入。考虑到本区的实际, 国家应加大投入力度, 适当

降低地方配套资金比例。在此基础上, 充分发挥地方

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广辟筹资渠道, 鼓励

群众投劳、投工, 开展自力更生, 投入生态环境建设。

3)黄土高原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固然有其自然

原因, 然而,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乃是导致生态环境严

重破坏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对此, 落实退耕还林种

草, 合理调整农业结构, 建立与地面坡度相适应的土

地利用结构并辅之以与目标相符的投入, 优化投能

结构, 是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关键。考虑到黄

土高原粮食的有效供给不足, 而且当地农民又从广

种薄收中得到了实惠, 因此退耕具有相当的难度。从

总体上来说, 退耕的前提是首先要保证退耕后粮食

总产不能减少。这就要求建设好基本农田, 使水分、

养分和其他投入相对集中, 以提高单产来保证总产。

而这又要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经济

基础相当薄弱的黄土高原来讲, 虽有廉价的劳力资

源, 但上述目标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因此, 退

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一项缓慢而艰巨的工程, 不

能期望近期内有很大改观。

4) 由于人口膨胀而导致了掠夺性的农业, 刺激

了粮食的需求而破坏了生态环境, 陷入“越穷越垦,

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 该区的人口增长速度

应与农业发展水平及环境治理程度相协调。

5) 由于黄土高原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今后除

增加资金、能量的投入外, 还应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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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包括作物品种的改良, 耕作制度的改进, 地膜

覆盖、配方施肥及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等。此外, 为

了同时保证总产的提高, 必须保护水浇地, 这在总体

上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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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lysis of na tu ra l environm en t and investm en t fo r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 ion on L oess P la teau and its coun term easu res

L IAO Y un -cheng,W EN X iao-x ia ,W ANG L i-x iang
(Colleg e of A g ronomy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 ion in L oess P la teau is analysed and evaluated from natu ra l and in2
vestm en t aspects. T he resu lts show that the poo r eco logica l environm en t of L oess P la teau is the mo st p rin2
cipal rest rict ive facto r fo r its agricu ltu ra l developm en t, w h ich is the p rerequ isite fo r agricu ltu ra l invest2
m en t. T he investm en t fo r agricu ltu re in L oess P la teau doesnπt m eet the needs of agricu ltu ra l developm en t;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the invalid investm en t in agricu ltu re, how ever, investm en t ho ld ings in agricu ltu re are

decreasing,w h ich rest ra ined the agricu ltu ra l ou tpu t valueπs increase on L oess P la teau. So investm en t ho ld2
ings in agricu ltu re m u st be p romo ted to en su re the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in agricu ltu ra l indu stry. U n ra2
t ional u se of land is the direct reason fo r the deterio ra t ion of eco logica l environm en t. So ra t ional ad ju stm en t

of agricu ltu ra l st ructu re, retu rn ing cu lt iva ted land fo r fo rest ry and grass are the key of increasing agricu l2
tu ra l p roduct ion level.

Key words: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 ion; natu ra l environm en t; agricu ltu ra l investm en t; the L oess P la 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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