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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界定农业可持续发展 内涵的基础
_

L
,

阐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内容
、

口标及评价指标体系
,

籍助 于

循环积 累因果原理
,

分析了农业 可持续发展 中经济持续性
、

社会持续性 和生态持续性的内在联 系及西部地 区

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障碍因素
,

提出 了西部地区应采用精细 密集农业和特色集约农业的生产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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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有关内容

1
.

1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 以使用和维护某种 自然

资源为基础
,

通过技术变革和机制改革
,

确保当代

及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
。

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赖

依存在的基础以及获取农产品资源用途的多样性

以及人类需求的多元化
,

有 限量的农业 自然 资源

不可逆转地要向非农 的源泉
。

农业持续发展的关

键就是要使 自然资源保持一定的数量 和质量
,

然

而由于 自然行业转移
,

越来越少 的农业 自然资源

却面对愈来愈多的人 口以 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

压力
。

如何利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

便成为人类永恒 的追求
,

人类社会进步与生产力

发展进程揭示
,

唯一能解决此难题 的只有科学技

术
。

籍助于科学技术进步
,

持续增进有限资源 的生

产潜力
,

应是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
。

然而
,

科学

技术在提高人们改造 自然能力的同时
,

人类本能

的贪欲往往会使科学技术这把利刃 变成
“

杀鸡取

卵
”

的工具
。

这就需要制度来约束人类
。

1
.

2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内容包括生态可持续性
、

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三个方面
。

生态可

持续性是经济可持续性 和社会可持续性 的基础
。

经济可持续性对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起

主导作用
。

没有经济的持续性
,

生态 的持续性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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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顾及
,

社会 自然也难 以太平
。

社会可持续性是

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的保障
。

稳定的社

会为生态和经济的持续性提供规则和运行机制
。

1
.

3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化研究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量化研究主要是评价指标

体系
,

我国 目前运用较为广泛的指标体系为
:

①科

技人才比 ; ②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均变化率 ;③主要

可再生资源的更新系数
; ①非生物能和沼气能满

足农户生活的用能程度
; ③土壤侵蚀退化面积治

理率
;⑥农村环境是两提高率 ; ⑦森林覆盖率 ;⑧

系统稳定度 ; ⑨人 口 自然增长率川
。

1
.

4 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 目标

1 9 9 1 年
,

联合 国粮农组织 ( F A ( )) 确定可持续

农业 和农村发展 (S A R D ) 的基本 目标 为
:

① 积极

增产粮食
,

确保食物安全
; ②增加农民收人

,

消除

农村贫 困状况
,

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③合理利用 和

保护 自然资源
,

维护改善生态平衡
。

2 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机理一循环 积

累因果原理

2注 循环积累因果原理的内容

循 环积 累 因果 原理 是 甘 纳 尔
·

缪 尔 达 尔

( G un an
:
M yr da l) 提 出的

。

他是瑞典学派的创始

人 之 一
。

1 9 7 4 年 他 和 哈 耶 克 ( F r id d
r ie h V o n

H a y e k )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

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是指从一个动态的社会来

看
,

社会经济各有关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积累的

因果关系
。

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
,

会引起另一

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
,

这后一因素的变化
,

反过来

又加强了前一因素的变化
,

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

着最初那个 因素变化 的方 向发展
,

从而形成 了积

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
。

所以
,

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

的关系不是趋于均衡
,

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 ; 不

是简单的循环流转
,

而是具有累积效应 的运动
,

是

一种
“

循环积累因果关系
”
川

。

2
.

2 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
“

三要素
”

的循环积累因

果关系分析

农 业 可持续发展 中的
“

三要素
”

指经济持续

性
、

社会持续性和生态持续性
。

这
“

三要素
”

的变化

规律符合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

当生态持续性恶化
,

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时
,

农业生产力就会下降
,

农

民收人就会减少
,

农村社会发展延缓
,

也就是说经

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也随之恶化
。

而经济持续

性和社会持续性 的恶化
,

会加速人类对 自然资源

的破坏
,

从而使生态持续性更加恶化
。

当生态环境

良性化时
,

农业生产力就会上升
,

农 民收人就会增

加
,

农村社会持续 发展
,

而经济 和社会的持续发

展
,

又强化 了人们保护 自然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能

力
,

从而使生态持续性更加 良性化
。

2
.

3 恶性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的破解

由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
“

三要素
”

之间存在

着循 环积累因果关系
,

而且这一关系一般情况下

很难打破
。

所 以
,

往往越是贫困的地区生态环境破

坏越严重
,

生态环境破坏越严重
,

就越贫困
,

常常

难以跳出这个怪圈
。

如何破解
“

恶性循环迷雾
” ,

变

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呢 ?破解的方法只有一个
,

那

就是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
“

狡智
” 。

通过科学技术
,

可

使农业生产用较少的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生产出

更多的农产品
。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强化了经济的

持续性
,

经济持续性的增强
,

提高了人们保护环境

的能力并弱化 了人们 对 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

从而强化 了生态的持续性
。

而生态持续性 和社会

持续性的强化反过来再次强化经济的持续性
。

生

态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也有相互强化的功能
。

良

好的生态环境 为人类提供 了更好的生存空间
,

而

社会的发展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

破解的工具是科学技术
,

破解的切人点是经

济的发展
。

如果将切人点放在生态环境或社会发

展上
,

均无法破解
。

因为让贫困者去保护生态
,

无

论如何都是徒劳的
。

在一个贫困的地区去谋求社

会的综合发展更是不可能的
。

3 西部地 区农业 可持续发展 障碍 因

素分析
影响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以下

几个方面
: ①农民文化素质低下

。

西部地区农民与

全 国
,

特别是东南沿海相比
,

文化素质明显偏低
。

较低的文化素质限制 了农 民运用新技术和开拓市

场的能力
,

从而制约 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

②农业 自

然资源质量低
,

数量少
。

西部地 区气候恶劣
,

土壤

质量相对较差
,

特别是水 资源的缺乏严重影响了

农业的发展
。

③农民收人水平低
。

绝对贫困和相

对贫困限制 了农 民对农业生产的投资
,

而投资的

缺乏 又制约了农业发展
。

①交通闭塞
。

西部地区

由于交通不便
,

信息不灵
,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都是

以第一产业为主
,

增加了对土地的压力
,

中断了农

业生产的 良性循环「;名二。

⑤社会制约力度不足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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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
,

农 民加速了对 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
,

由于

条件所限
,

地方政府引导和制约能力不足
,

甚而有

的地方为了眼前的政绩往往默许 了农 民的这种行

为
,

使保护生态的约束力度弱化
。

尽管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
,

但起

决定作用的是农民的收人问题
。

农民的收人若能

在现有基础上持续得到提高
,

受教育 的机会就会

增加
,

文化素质也就会得以提高
,

扩大再生产能力

和运用科技及开拓市场的能力就会增 强
,

从而进

一 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

农 民收人的增加
,

也会使
“

仓察实而知礼节
”
的农民 自觉遵守社会准则

,

保

护生态
,

和平共处
,

促进社会综合发展
。

由此可见
,

农 民收入状况是制约农业 可持续 发展的瓶颈 因

素
。

然而如何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呢 ? 一是政府

的转移支付
,

即政府通过补贴
、

救济
、

减少税赋
、

直

接投资等方式增加农 民收人
;二 是依靠科学技术

增加农民收人
。

在全国范围内出台了多项政策减

轻农民负担
,

增加农民收人
。

因为政府的财力是有

限的
,

发展中的中国尤其如此
。

而科学技术的力量

是无限的
,

因而
,

科学技术是解决西部
、

乃至全国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

也只有科学技术才

能最终破解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的
“

恶性循环

积累因果迷雾
” 。

这与前面的论证结果是一致川
。

4 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对策一科

学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
4

.

1 发展精细密集农业

科学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因素
,

而

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 中总是与其它生产要素组合

在一起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表现出来
。

农业生产方式有粗放经营
、

精耕细作
、

集约经

营
、

生态农业
,

然而这四种生产方式都不能解决西

部农业的持续发展问题
。

要解决西部农业可持续

发展问题
,

必须在农业生产方式上进行创新
。

粗放经营因生产力水平低而无法满足人们对

农产品的需要
。

传统的精耕细作
,

既无法大幅度提

高土地 的生产力
,

也无法容纳众多的剩余劳动力
。

剩余劳动力如不能妥善安置
,

则影响社会的安定

和发展
。

集约经营虽然是一种能大幅度提高土地

生产力的生产方式
,

但 同样不适合中国西部地区
,

因为集约经营是依靠大量 的资金
、

技术和物质投

人
,

用少量的人力进行生产的一种着力于劳动生

产率提高的生产方式 . 〕
。

西部农业生产缺乏 资金
,

不可能对农业进行

大量的物质投入
,

加之
,

集约经营是依靠机械来替

代人力
,

而我国西部富裕 的正是人力
,

如采用集约

经营则会给社会游离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

同时
,

在单位面积上
,

大量增加物质投人
,

不仅会耗竭有

限的农业 自然 资源
,

还会诱发诸如 自然资源可更

新性丧失
、

大气环境 以及农业产品的严重污染
,

影

响人类 的身心健康等生态问题
。

西方工业化 国家

在看到集约经营的消极作用后
,

提出生态农业 的

新思路
,

然而生态农业需要人类对生物界内部各

种关系和规律 的充分认识
,

才能不需要外力依靠

自然界本身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困
。

由于科技发

展的制约
,

建立生态农业还为时尚早
。

为了既生产

出丰富的农产 品
,

又能保护环境
,

西部地 区所采用

的生产方式应是
:

使用资金较少
,

能提高土地生产

力
,

并能充分吸纳更 多劳动力且不造成大的环境

污染的一种新 的生产方式
。

这种新 的生产方式我

们把它概括为
“

精细密集农业
” 。

精细密集农业
,

就是充分利用土地 和光
、

热
、

水
、

气等 自然 资源 以及劳动
、

技术
、

资金等社会资

源
,

进行精细化的操作和技术密集性的经营
,

有效

地利用空间和时间
,

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川
。

精细密 集农 业的实质就是利 用现代科学 技

术
,

丰富农业生产活动的内容 (如苹果套袋
、

小麦

覆膜等 )
,

扩展农业生产的空间 (如庭院农业
、

立体

农业等 )
,

并 以此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以及提高土

地生产力
。

科学技术是精细集农业 的精髓
,

也是精细密

集农业区别于精耕细作的重要标志
。

没有科学技

术的运用
,

农业生产的内容便不可能丰富
,

生产 的

空间也不可能扩展
。

这样
,

土地的生产力便无从提

高
,

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便不会增加
。

精细密集农

业 中的劳动密集
,

不是劳动的任意的堆积
,

而是由

于生产 内容和空间的扩展对 劳动产生 了新 的需

求
。

精细密集农业的推广
,

将使农业 自然 资源 和

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

农业在容纳更多的剩余

劳动力的同时
,

生产 出更好的农产品
,

增加农 民收

人
,

实现西部农业生态
、

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持续发

展
。

4
.

2 发展西部特色集约农业

利用西部农业资源优势
,

根据现代集约持续

农业发展理论要求
,

可 以在西部地 区形成具有西

部特点的密集型农业
。

如充分利用黄土高原耕地

面积大
,

土层深厚的特点
,

发展土地和技术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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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信草产业 ; 根据杂粮杂豆生产优势 和品种资

源多样性的特点
,

建设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绿色

保健农产 品生产基地
;利用云南

、

四川等川地的光

温资源
,

建设川地反季节果蔬产业开发带
,

发展具

有地方特色和 民族特点 的农业
; 利用河西走廊地

区独特的气候资源
,

发展 中国玉米 良种制种产业
;

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特点
,

发展秦 巴 山 区和西南亚

热带特种作物带
,

带动边远山 区经济发展 〔5
,

6口。

目前
,

西部适逢西部大开发的 良好机遇
,

应在

充分认识西部农业发展存在 问题的基础上
,

选择

科学的发展模式
,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

依靠科学发

展观和现代科学技术
,

促进西部农业持续健康发

展
,

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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