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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峻的环境问题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障碍。指出了造成西部地区环境恶化的 6个根源;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西部环境

问题的 6项对策。实施这些对策对确保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环境问题;根源;对策;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01(2001)03-0029-05

Roo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Western Area , China.LI Zhi-ming1 , 2 , LIU Jia-jun1 ,

ZHANG Chang-jiang2 , FENG Cai -xia1 , LI En -dong1(1.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Guilzhou Guiyang 550002;2.Fifth Division Research Institute ,Bureau of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Hebei Gucheng 072656 ,

Chin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Xinjiang 2001 ,23(3):29-33

Abstract: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the obstacles of economic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area.The authors point

out six roots caus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ix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erform these countermeasures for en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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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西北的陕西 、甘肃 、宁夏 、青

海 、新疆和西南的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和西藏等 10

个省 、自治区或直辖市
[ 1 、2]

。区域内自然资源十分丰

富 ,具有巨大的开发潜能[ 3] 。但西部地区自然生态

环境脆弱 ,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制约着区

域内的经济发展 。故改善目前严峻的环境问题 ,是

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

大问题 。本文在分析造成西部环境问题根源的基础

上 ,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西部环境问题的6项对策 。

1　西部地区环境问题根源

诚然 ,西部地区环境恶化的原因已引起环境学

家或社会的广泛关注
[ 2、3、4 、5、6 、7、8、9 、10]

。人类对自然的

各种破坏性行为是造成西部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 ,

但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1　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环境意识是人们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和反

映 ,它包括了人对环境的需要 、目的 、态度和价值

观[ 11] ,这些都是调节 、引导和控制人们环境行为的内

在原因 。西部地区的生态问题均发生在农牧业区 ,

而我国农民的环境知识缺乏 ,环境意识薄弱[ 11] 。过

度放牧 、过度砍伐等行为都与农民的环境意识淡薄

有关 。“缺少大环境保护意识”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的主要原因[ 12] 。世界环保实践证明 ,环境保护既离

不开政府的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的综合决策 ,更离

不开公众的参与。因此 ,如果没有西部地区广大群

众 、干部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要实现西部地区生态

环境的根本好转 ,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只能是口号而已 。

1.2　违背生态环境系统规律

一个地区 、一个流域往往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环

境系统 ,其作为环境资源具有功能性 ,即在事实上限

度内可以重复利用 ,但一旦超过一定的阈值即该生

态环境系统的承载力 ,这种功能就会降低 、退化甚至

彻底破坏而丧失。西部地区的许多环境问题都与违

背生态环境系统规律有关。如草场的大规模退化现

象与过度放牧 ,使原有的草原生态环境系统被打破 。

石羊河流域 、民勤绿洲的开发是一个违背生态环境

系统规律的典型例子 。由于在其中上游地区大量地

兴建水利工程 ,过量地截流石羊河的水量 ,使流至下

游地区地面上的水量降到了应有的常量之下 ,造成

原来的金三角-民勤绿洲严重缺水 。金三角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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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用水问题 ,只能无节制地抽取地下水 ,从而加速了

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 ,水质急剧恶化 ,促使依靠地下

水成活的防沙林大面积枯死 ,造成沙漠乘隙步步进

逼和水资源进一步减少的恶性循环 ,最后酿成生态

难民[ 13] ,这是破坏水生态环境系统规律的必然恶果。

目前 ,中央作出退耕还林 、还草决策 ,无疑是正确的

策略 ,但实施这一策略一定要遵循区域内的生态环

境系统规律。如在降水不到 500mm 的地区 ,只能生

长草丛灌木 ,形不成林带 ,切不可大规模造林[ 14] 。建

国以来 ,违背生态环境系统规律 、盲目开发的实例实

在太多 ,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1.3　环境保护管理力度不够

环境保护管理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环境保护队伍自身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 ,人

员素质较差 ,尤其是边远地区的环保人员;②执法不

严。尽管《环境保护法》颁布至今已有 20多年 ,并且

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 ,但这些法规没有起

到应有的实效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环保机构 、人员执

法不严;③决策被动 ,目标不明确 ,工作缺乏主动性。

同时忽视生态保护。

1.4　缺乏环境资源 、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及限额使用

的法规

我国现行的产品价格中 , 只计入了生产成本

MPC ,而没有计入自然资源消耗成本MUC和生产过

程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所消耗的环境

资源 MEC[ 15] ;对紧缺的水资源 ,目前使用价格偏低 ,

并无限额使用的法规 。这是造成资源浪费 、环境恶

化 、加速资源耗竭的主要根源之一 。

1.5　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不够

环境保护是一项高投入事业[ 12] ,资金不足是导

致西部地区环境承载力弱 、污染严重和生态破坏的

深层次原因之一 。我国对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不够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甚少 ,以水

土保持为例 ,现在治理1km2 至少需要 50万元 。而目

前国家用在重点水保工程上的专项投入 ,每平方公

里只有 2万元左右 ,距离上述治理费用标准相差太

远;②用于防治污染及环境领域的科研经费不足。

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问题在于大部分企业

根本没有防治污染的专项费用;同时专业的环保科

学技术水平很低 。而美国在防治污染方面的投资约

占工业总投资的 20%,经济增长因素中科技占 71%,

远高于我国的 19%[ 16] ;联邦德国用于环境领域的科

研经费每年达 10亿多马克 ,特别强调支持开发与生

产过程中一体化的整体环保技术[ 17] 。而我国缺少该

类经费投入 。

1.6　特殊的自然地理 、气候因素

我国西部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及气候因素是导

致区内生态环境脆弱 、恶化的根源之一。如西南地

区江河发育 ,流域四周多为丘陵和山地 ,且区内昼夜

温差大 ,降水集中 、雨量大 ,经长期风化淋滤 ,成土母

岩的自然结构极易遭到破坏 ,加之分水岭山地及丘

陵地带坡度陡 ,剥蚀 、侵蚀作用更易发生 ,从而导致

自然因素引发的水土流失 ,西南地区水土流失十分

严重与这些因素有密切关系 。而西北广大地区 ,均

为坦荡高燥的高原盆地 , 区内气候恶劣 , 降水量稀

少 , 年降 水 量通 常 不足 400mm , 大部 分 少 于

300mm[ 18] ,使地表物质干旱 、土壤凝聚力低下 , 植物

难于生长;植被覆盖度低 ,土体缺乏有效保护 , 从而

导致沙漠化的发生及沙尘暴的频发 。据有关统计资

料
[ 8]
,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沙漠化扩展占 5.5%左

右 。

2　改善西部地区环境问题的对策

改善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 ,不是靠几次“突击行

为”和施行“大兵团作战”所能奏效的 ,而是一项长

期 、复杂的系统工程 ,尤其是生态恶化问题的解决 ,

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得到逐步改善 。因

此我们必须本着“持久战”的心态去面对解决西部地

区的环境问题 ,任何想一蹴而就的行为只能使环境

问题更加恶化。针对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 ,科学 、合

理 、有计划 、有步骤地实施下列各项对策 ,将有助于

西部地区环境问题的改善 ,有助于西部地区可持续

战略目标的实现。

2.1　塑造和强化民众的环境意识

能否很好地保护环境 ,最终取决于民众的环境

意识。中 、美环境差距的原因分析揭示[ 16] :多数美国

人已有较强的环境意识是造成美国环境明显优于我

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故塑造和强化公众的环境意

识 ,是搞好西部大开发中环境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 。

国家应将环境教育列入各类教育必修课 ,制定公民

环境条例 ,或企事业和社区 、村委守则中增加环境条

例 ,规范公民的环境行为 ,增强公民的环境意识[ 19] ;

同时重视舆论及公益广告对环境的宣传 ,不失时机

地开展环境思想教育 ,充分发挥大众媒介在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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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中的作用 ,特别是可利用电视及时 、生动 、形

象地把生态危机 、恶化的环境对人类的惩罚以及先

进的生态思想 、先进的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及技术等

内容展示给人们 ,对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及日常生

活起着引导的作用 。对边远的农村地区可通过采用

办环境保护学习班的方法以及先通过培训一批懂知

识 、有文化的中 、青年骨干人员来逐渐扩大影响范

围 ,使这些地区民众的环境意识逐渐得到提高 ,使他

们认识到破坏环境就是制造贫穷。从而使广大民众

由原来的环境破坏者自觉地变成环境保护的积极参

与者。可以相信 ,西部广大民众环境意识普遍提高

之日 ,就是西部地区环境问题得以改善之时。

2.2　切实加强西部地区环保机构 、队伍及能力建设

当前西部地区环保部门 ,尤其是基层环保部门

的机构 、人员 、工作手段等基础条件十分薄弱 ,与面

临的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要求很不适应 ,

尤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如榆林地区总面积 4.3

×10
4
km

2
,而在行署环保局在编人员中 ,分管生态保

护的仅 1人[ 20] 。为确保生态保护工作的需要 ,必须

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的基础能力建设 ,努力改变当前

一些地方无生态保护机构 、无队伍 、无工作手段的被

动局面[ 21] 。省地 、县环保部门应该设立生态保护的

专管机构(处 、科 、股),条件暂不具备的 ,也应确立兼

管机构和专人专司专其职 ,分级建立一支精干的生

态保护队伍 ,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能真正落到实处;同

时要高度重视环保监理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确

保生态保护执法需要 。依靠科技进步 ,加大科技含

量 ,是提高生态保护水平的迫切需要和必经之路 ,各

地需积极创造条件 ,不断加强生态保护的科学研究 ,

积极开展生态破坏机理的探索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法规 、标准和生态破坏重建与恢复对策措施的

制定 ,为生态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另外 ,要重视生态

保护队伍的培训 ,不断提高业务骨干的素质和工作

能力。与此同时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统筹安排 ,为

生态保护管理 、执法和监测保证必需的交通 、通讯和

仪器设备 ,为生态保护创造必需的工作条件
[ 21]

;国家

应增加扶持西部环境监测能力 、污染治理能力的力

度 ,优先安排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协助其更好的引

进资金 、技术和管理经验 ,切实使西部地区的环保机

构 、队伍及能力能够适应西部地区环保的需要 。

2.3　立足长远 ,遵循生态环境系统规律 ,坚持生态环

境与经济建设并重的方针

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持续发展的前提条

件 ,环境优 ,则发展快;环境劣 ,则发展慢。故西部大

开发必须立足长远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暂

时的“效益” ,应当遵循生态环境系统的规律 ,坚持生

态环境与经济建设并重的方针 。目前 ,无论是基础

设施建设还是资源开发 ,都必须把生态环境建设放

在首位。为此 ,在已掌握西部地区环境问题现状的

基础上 ,需进一步搞清区内生态环境 ,尤其是水环

境 、土壤环境 、森林 、草原植被环境 、大气环境的基本

状况以及环境承载能力 ,为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规划 、产业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以前建设或

正在进行的各类工程项目应重新进行论证 ,对个别

违背区内生态环境系统规律的工程项目必须进行整

改甚至下马。当前正值落实退耕还林 、还草政策之

际 ,各地区必须依据区内的生态环境特点及环境承

载力 ,因地制宜来落实政策 ,绝对不能照搬东部绿化

的经验。如果急于求成 ,片面追求灌溉面积和植树

面积 ,可能适得其反 ,不但造成损失 ,还会酿成新的

生态危机[ 22] 。在治理沙化土地过程中 ,必须从改造

生态环境入手 ,在保护好沙漠区现有植被的同时 ,大

面积恢复自然植被时应因地制宜 ,宜乔则乔 、宜灌则

灌 、宜草则草[ 23、24] ,与此同时 ,防治沙漠化应重视生

态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防沙治沙

与开发相结合 ,与农牧民脱贫致富相结合[ 24] ,目前国

外已成功开发出许多适宜在沙漠地区种植的经济作

物新品种[ 25] ,我国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及进行技术

引进 ,真正做到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双赢” 。沙棘

宜于黄土高原区生长 ,其不仅有良好的保持水土 、改

善生态环境功能 ,而且具有较高的经济开发价值
[ 26]

,

应加紧在黄土高原区进行推广。过度放牧是草地退

化的首要原因 ,因此 ,不仅要退耕还草 ,还必须限制

粗放的牧业方式 ,使退牧还草 ,养用并举 ,实现草畜

平衡 ,按照生态规律办事 ,从而使草地资源能够得到

可持续利用 。

2.4　完善环境法规 ,实行环境资源 、自然资源有偿使

用及水资源的限额使用

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 ,要保护环境 ,实现可

持续发展 ,最根本的措施是使发展与环境保持同步 。

今后的产业只有实现了最高的生产率 ,最低的原料

和能源消耗 ,尽可能少地产生废料和污染环境的物

质才具有竞争力[ 17] ,而对我国来说 ,尤其是西部地

区 ,要改善西部的环境问题现状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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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环境法规 ,实行

环境资源 、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以及水资源的限额

使用。因为西部的优势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 3] ,西

部大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加快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 ,

只有给环境资源 、自然资源合理定价 ,才能促使人们

节约资源 ,合理开发并充分利用资源 ,从而使资源得

到保护 ,也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 15]
及生态环境的破坏;

另外 ,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水资源缺乏问题已相

当严重 ,如果没有水 ,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及西部

生态环境建设将是不可思议的[ 27] ,实行水资源的限

额使用势在必行 。

3.5　多渠道筹集资金 ,加大环保投入 ,发展环保产业

由于我国目前的国力十分有限 ,光靠政府的专

项拨款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故必须改变目前单一筹

资方式 ,变政府行为为社会行为 、企业 、团体行为甚

至个人行为 。可以通过国家投资和地方筹资相结合

方式 ,也可采用股份制向社会筹资 ,收益单位和个人

集资
[ 28]

:可以通过财政专项资金 、发行债券 、环保彩

票 、开征环境税和改革排污收费使用制度等渠道筹

集资金 ,建立国家环境保护基金 ,将西部环境保护作

为首要支持领域
[ 9]
;国家也可以运用债券和证券市

场 ,建立环保产业投资基金 ,重点支持西部环保产业

发展 ,支持西部环保企业上市[ 21] 。总之国家应鼓励

社会投入 ,按照谁治理谁受益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

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种民间投资和基金 ,扩大资金来

源渠道[ 5] ,在解决环境保护资金来源多种渠道中 ,依

靠企业解决部分环境投入是一条重要的渠道[ 20] ,如

宁夏回族自治区广夏征沙渠种植基地生态示范区建

设 ,企业投资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形成了企

业治沙模式 ,走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产业化的路子。

几年来 ,共投资 6 549.5万元(其中向工商银行贷款

3 280万元), 治理沙漠 1 333.3hm
2
,形成新的产业。

通过这种特殊的生态示范区建设 ,企业找到了新的

经济增长点 ,科技人员有了发挥才干的用武之地 ,农

民找到了生路 ,环境保护部门得到了生态环境效益。

这种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投入的形式很值得提倡
[ 30]

。

3.6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 ,开发抗逆境植物 ,加快培育

人工 、半人工草地建设

西部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 、气候因素是人类目

前难以改变的 ,但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为开发抗

逆境植物提供了技术保障。从长远的战略定位来

看 ,西北地区的农业终将以草地畜牧业为主 ,依赖于

草地的畜牧业及相关产业终将成为西部地区的支柱

产业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优化也很大程度

上有赖于对草地植被的保护 、发展与建设[ 29] 。故充

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 ,开发耐旱 、耐寒的抗逆境植

物 ,尤其是适应力强的禾本科和豆科的牧草[ 22] ,并加

快培育人工 、半人工草地应是阻遏草地“三化”的有

利武器。发达国家的人工草地所占比例很大 , 欧共

体国家可达 80%以上或更多 ,美国 、加拿大和原苏联

人工草地占 10%左右 ,以天然草地为主的澳大利亚

人工草地也占5%;而我国人工草地的面积占全部农

牧业用地面积的比例尚不足 1%[ 29] 。所以以西部自

身的一种资源优势-耐旱植物的基因资源 ,作为西

部生态功能恢复和完善的基石 ,撬动西部生态大改

观的杠杆[ 22]是带根性的 ,又是十分稳妥和经济有效

的一种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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