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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流域退耕还林 (草)综合效益与生态补偿趋向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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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采用典型农户调查和地方政府访谈等方法 ,对泾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固原市原州区退耕还林 (草) 综合

效益进行了评估 ,并基于退耕还林的效益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对后续生态补偿趋势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 ,

原州区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显著 ,其价值量平均为1 67411元Π(hm2·年) ,按 2000 年～2004 年完成的退耕面积 ,总效

益高达8 40812 ×104 元Π年 ,退耕使当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得到了控制。研究表明 ,退耕还林对当地农牧生产和

农村社会经济具有双重效应 ,一方面 ,退耕促进了作物生产结构优化和基本农田生产力的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 ,草食性牧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 ,农民收入也比预计值偏低。从后续生态补偿的趋势看 ,

延长补偿期限是大势所趋 ,但补偿标准可适当降低。在补偿方式上 ,应改为单一现金补偿 ,并通过流域补偿方式多

源筹集资金 ,同时要加大对替代产业的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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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8 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水灾和 1996 年～

1999 年粮食连续 4 年丰收 ,促使中国政府启动了以

控制水土流失为目的的退耕还林工程。该工程涉及

区域之广 ,政府投入力度之大 ,在中国乃至世界生态

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与之配套的退耕补偿政策

也将中国的生态补偿推向了全面实施阶段[1 ] 。7 年

来 (从 1999 年试点算起) ,该工程共完成退耕地造林

(或还草)近 900 ×10
4 hm2 ,涉及到全国 25 个省 (区、

市)的6 000 ×104 余农户 ,政府直接投入逾千亿元。

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究竟生态效益如何 ,对区域社

会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 ,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如何 ,倍

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 ,各地已有一些关于退耕

还林减轻水土流失、提高生物多样性 ,以及促进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的报道[2～8 ]
,

也有一些学者根据退耕中出现的问题对下一步的政

策走向进行了探讨[9～12 ] 。总体来看 ,由于这些研究

多是在退耕初期给出的趋势性判断 ,尚不足以为政

策调整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

原州区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北麓 ,属泾河流域

上游地区 ,也是我国较早实施退耕还林的区域。该

区地势南高北低 ,海拔1 470m～2 900m ,年平均气温

611 ℃,全区年平均降雨量 47112mm ,土地瘠薄 ,干旱

多灾 ,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是泾河流

域的典型区域之一 ,也是我国西北退耕区的典型代

表。2000 年 ,原州区作为试点县启动了退耕还林工

程。在补偿政策的激励下 ,原州区退耕还林工程进

展相当顺利。2000 年～2004 年 ,全区已完成退耕地

造林 5102 ×10
4
hm

2
,荒山造林 2132 ×10

4
hm

2
,超自治

区下达任务近 2 ×10
4
hm

2 。至目前 ,原州区退耕还林

已实施了 6 年。根据退耕还林政策 ,政府相应的补

偿措施到 2008 年即将结束。本文对原州区退耕还

林的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估 ,并基于效益评估和退耕

中出现的问题 ,探讨了稳定退耕成果和促进地区可

持续发展的政策方向 ,以期为下一步政策制定提供

依据。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典型农户调查与地方政府座谈等搜

集相关统计或试验资料的方式获取数据。农户调查

共选择能代表原州区不同地理环境的开城、河川和

三营 3 个乡 (镇) 。每个乡镇选择 5 个典型自然村 ,

每村随机选择 10 个退耕户 ,共 150 个样本。调查方

式采用事先设计好问卷 ,由调查员与农户面对面交

谈方式获取数据或信息。与地方政府座谈共举行了

3 次 ,分别是原州区级、固原市级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级 3 个级别。座谈会的方式是由县、市、省三级发改

委组织相关级别的林业、农业、水利、粮食、财政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共同对退耕的成效 ,后续产业发

展 ,以及下一步的生态补偿政策进行讨论。

3 　退耕还林综合效益
以控制水土流失为目的退耕还林工程 (本研究

不包括荒山造林部分) 不仅对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

影响 ,同时也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经济产生直接

或间接影响。在本项研究中 ,从生态效应和社会经

济效应两个方面进行评估。

1) http :ΠΠwww.fortuneworld. com. cnΠArticleShow. asp ? ArticleID = 717

311 　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

本研究中 ,选择退耕还林导致的碳蓄积、水源涵

养和土壤保持功能变化进行评估。其中 ,增强水源

涵养和土壤保持功能是我国启动退耕还林工程的主

要目的 ,而碳蓄积功能的增强对于减少大气中二氧

化碳浓度 ,延缓全球变暖具有重要作用 ,这是当前世

界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

31111 　碳蓄积效益　从碳汇的角度看 ,农田只有每

年的净生物量及土壤中的碳可作为碳蓄积量。林地

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碳蓄积功能。由于退耕还林时

间较短 ,目前退耕还林的碳蓄积功能还未充分显现。

因此 ,本文根据原州区乔灌木林地的潜在碳蓄积量

(即成林地的碳含量) ,再加上林地土壤碳含量作为

退耕后林地的总碳蓄积值。

农户调查表明 ,退耕前原州区陡坡耕地的作物

类型以春小麦为主 ,其次是马铃薯、糜谷、胡麻等。

根据这些作物的平均产量、种植结构和相应的经济

系数 ,可估算出地上生物量 ,再根据光合反应方程式

可进一步折算出碳含量。农田土壤含碳量、林地生

物量和林地土壤碳含量参考一些已有的调查和实测

成果进行估计[13 ] 。结果表明 ,原州区退耕前农田的

地上生物量中碳含量为 1107tΠhm
2

,土壤碳含量为

32168tΠhm
2

; 林地地上生物量的碳含量为 19181tΠ
hm

2
,土壤碳含量为 112177tΠhm

2 。原州区单位面积

退耕还林的潜在碳蓄积效益为 98183tΠhm
2 。根据

2000 年～2004 年实际完成的退耕面积 ,原州区退耕

还林的总碳蓄积效益为 496113 ×104 t。

退耕还林导致的碳蓄积能力增强可采用碳贸易

价格来进行价值评估。根据中国 CDM 信息中心提

供的数据 ,目前碳交易的指导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

51121 元1)
,换算成纯碳为 187177 元Πt。则原州区单

位面积退耕还林的碳蓄积效益为18 557元Πhm2 ,总效

益为 9132 ×108 元。

根据原州区乔灌木林地及其土壤碳累积规律 ,

本研究将退耕还林地达到最大碳蓄积量的年限估计

为 30 年 ,则年度碳蓄积效益为 61815 元Π(hm
2·年) ,

总效益为3 105 ×10
4 元Π年。

31112 　水源涵养效益 　退耕还林的水源涵养功能

变化采用降水贮存量法来计算[14 ] 。根据原州区降

雨特征、退耕地耕作制度及原州区水利局的相关监

测数据 ,估计 K值 (产流降雨量占降雨总量的比例)

为 014 ,R 值 (减少径流的效益系数) 为 0145 ,则原州

区退耕还林的水源涵养效益为 84018m3Π(hm2 ·年) ,

总效益为4 22018 ×104 m3Π年。

生态系统涵养水源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调节洪水

和增强供水能力两个方面。在获得物质量后 ,采用

水库蓄水成本法计算其价值。我国水库蓄水成本为

每立方米 0167 元 (1990 年不变价) ,将其折算成现价

则为 1117 元Πm3 ,则原州区退耕还林的水源涵养效

益为 98317 元Π(hm
2·年) ,总效益为4 93813 ×10

4 元Π
年。

31113 　土壤保持效益 　退耕还林土壤保持效益的

物质量采用如下方法计算 :

S = Ec - Ef

式中 : S 为土壤保持量 ; Ec 为退耕前农田的侵蚀模

数 ; Ef 为退耕后林地侵蚀模数。根据原州区水利局

提供的数据资料 ,确定退耕前坡耕地侵蚀模数为

68181tΠ(hm
2 ·年) ,退耕后为 18150tΠ(hm

2 ·年) ,则原

州区退耕还林的土壤保持效益为 50131tΠ(hm
2·年) ,

总效益为 25215 ×104 tΠ年。

生态系统保持土壤的价值可从减少耕地废弃和

减轻泥沙淤积两个方面来评价 ,方法可运用机会成

本法和影子工程法来计算。根据原州区土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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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产值和水库蓄水成本 ,估算出单位面积土壤保

持的效益为 7119 元Π(hm
2·年) ,总效益为 36019 ×10

4

元Π年。

上述结果表明 ,原州区退耕还林有效地控制了

水土流失状况 ,这对减轻洪涝、泥沙淤积等灾害和实

现全流域均衡供水大有帮助。同时 ,退耕也增加了

泾河流域植被的生物量和碳含量 ,这对延缓气候变

暖做出了贡献。

312 　退耕还林的社会经济效益

农业生态系统除为人类提供上述生态服务外 ,

还为人类提供丰富的农产品 ,并为农村居民提供就

业机会等。这种功能 ,既是一个地区居民生活的基

础 ,又构成了特定的地域社会经济系统。退耕还林

政策的实施 ,通过对区域农业生产结构、生产方式、

以及农民就业等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打破了这种

相对稳定的地域社会经济系统。对于社会经济效

应 ,本文从农业生产、农民就业和农民收入 3 个方面

进行评估。

31211 　农业生产效应 　退耕还林政策通过粮食补

贴和使耕地面积的刚性减少 ,对作物生产结构和粮

食供需产生了显著影响。从种植结构变化来看 (表

1) ,退耕前 5 年平均 (1995 年～1999 年) ,粮食和油

料作物总比重高达 9011 % ,为典型的粮油主导型结

构 ;退耕后 4 年平均 (2000 年～2003 年) ,粮油作物

比重降为 8419 % ,青饲料增至 1015 % ,体现了向粮

- 经 - 饲三元种植结构优化的趋向。农户调查表

明 ,每公顷每年 1500kg 的粮食补贴标准实际上已经

高于退耕前这些陡坡耕地的粮食单产 ,这使区域总

体粮食供给没有减少。退耕后 ,青饲料播种面积比

重大幅度上升则主要是受禁牧政策影响。禁牧后 ,

养殖户原来以放牧为主、舍饲为辅的传统饲养方式

不得不改为全年以舍饲为主 ,这使饲草出现严重短

缺 ,许多农户开始增种青饲玉米、青饲高梁等作物 ,

以弥补饲草之不足。

从粮食生产来看 (表 1) ,退耕后粮食播种面积

下降了8 000hm2 ,但总产却比退耕前增加了 1 ×104 t ,

其原因是单产比退耕前有了大幅度提高。退耕后 4

年与退耕前 5 年相比 ,单产提高了 1817 %。粮食单

产的大幅度提高也是退耕政策的结果。退耕导致的

耕地刚性减少 ,使农民在保留的基本农田上投入相

应增加 ,再加上与退耕相配套的政策性加强农田基

本建设等措施 ,共同促进了耕地生产力的提高。
表 1 　原州区退耕对作物种植结构和粮食生产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converting cropland into woodland on crop structure and grain production in Yuanzhou County

年份

种植结构 粮食生产

粮食

( %)

油料

( %)

经济作物

( %)

青饲料

( %)

粮播面积

( ×104hm2)

粮食总产

( ×104t)

粮食单产

(kgΠhm2)

1995 74. 8 14. 5 3. 4 7. 2 9. 2 9. 27 1 002. 5

1996 73. 3 14. 4 4. 3 7. 9 8. 9 14. 4 1 622. 6

1997 74. 3 14. 0 6. 3 5. 4 8. 9 11. 5 1 285. 5

1998 75. 3 14. 9 5. 1 4. 7 9. 0 15. 8 1 758. 6

1999 75. 5 15. 3 4. 4 4. 7 9. 0 15. 8 1 762. 3

1995 年～1999 年平均 74. 6 14. 6 4. 7 6. 0 9. 0 13. 4 1 483. 5

2000 75. 3 11. 3 3. 9 9. 4 9. 5 9. 6 1 004. 3

2001 69. 1 15. 4 4. 6 10. 7 8. 1 13. 9 1 713. 7

2002 63. 8 18. 2 5. 0 12. 9 7. 8 18. 2 2 348. 1

2003 66. 4 20. 3 4. 2 9. 1 7. 4 16. 1 2 171. 1

2000 年～2003 年平均 68. 6 16. 3 4. 5 10. 5 8. 2 14. 4 1 760. 3

　　注 :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 ,油料包括胡麻和向日葵 ,经济作物包括甜菜、烟叶、药材、蔬菜和瓜果。根据 1996～2004 年《原州区统计年

鉴》整理

　　然而 ,退耕对于草地牧业生产来讲 ,则具有一定

的消极影响。家庭舍饲与草地放牧相比 ,成本大大

增加。另外 ,在饲养方式转为舍饲后 ,农户年际饲草

配置方式并没有相应改变 ,这导致许多养殖户在传

统养殖方式下饲草最为丰富的夏牧阶段 (5 月～9

月) ,出现了严重的草料短缺问题 ,不得不通过减小

畜群规模来维持草畜平衡。据对 150 个退耕户的调

查 ,退耕前共有 111 户从事草食性家畜的养殖 ,总绵

羊单位为1 833只 ;2004 年 ,养殖户降为 105 户 ,总绵

羊单位降为1 246只。

31212 　农民就业结构变化 　退耕还林大大增加了

农民的闲暇时间。在原州区 ,大多数受访农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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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村里人闲暇时间增加。对于

“退耕还林后村里人是否更清闲”这一问题 ,144 户

有效样本中认为“是”的占 6914 % ,明确回答“不是”

的只占 2815 %。农业生产就业容量的减少 ,大大促

进了农民外出务工现象。据农户调查 ,实施退耕还

林工程之前 ,平均每个退耕户外出务工时间为 2118

月Π年 ,而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后 ,平均每个退耕户外

出务工时间增加到 7122 个月Π年。农民就业结构的

变化 ,使打工经济逐渐成为原州区农民新的收入增

长点 ,间接地 ,也促进了区域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 ,

这对减轻由于人口超载所带来的环境压力是有利

的。

31213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退耕还林对农业与农

村经济具有多重影响。这种影响 ,集中反映在农民

的收入变化上。农民收入包括农村经营纯收入和外

出务工收入 ,在退耕后还包括退耕补贴 (粮食补贴按

114 元Πkg 折算为现金) 。根据 1990 年～1999 年原

州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规律 ,对其做时间序

列的回归拟合。经比较 ,采用三次函数拟合效果较

好 (图 1) 。图 1 表明 ,退耕后与退耕前相比 ,农民收

入中来自农村经营的纯收入比重下降明显 ,外出务

工收入则较退耕前有了显著增加 ,特别是在 2003

年 ,外出务工收入占到了农民收入的近 1Π3 ,外出打

工逐渐成为支撑原州区经济的重要着力点。从退耕

后农民总人均收入与拟合值比较来看 ,退耕导致了

区域农民收入的小幅减少 ,这说明退耕还林对区域

农村经济总体来讲还是具有一定负面影响的。

图 1 　退耕还林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Fig11　Effects of converting cropland into woodland on farmersπnet income

　　退耕对区域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极为复

杂的 ,既有直接影响 ,又有间接影响。原州区退耕导

致了农民收入的小幅度减少 ,其原因可能有 4 个方

面 : 　①虽然退耕后耕地生产力相应提高 ,但由于经

济作物播种面积下降使得种植业收入与退耕前相比

还是略有下降 ; 　②禁牧与舍饲政策的推行使得草

地畜牧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 　③退耕后

替代产业发展滞后和原本薄弱的非农经济 ,难以满

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 　④原州区获得生

态补偿的退耕面积要比实际完成的退耕面积小得

多 ,许多实际已经退下来的耕地并没有得到相应补

偿。

4 　后续生态补偿方向的初步建议
411 　补偿期限

原州区在退耕还林过程中 ,一直尝试让该项工

程与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但实际困难较大 ,

受地区条件限制 ,替代产业发展缓慢 ,目前尚没有找

到能够真正替代农业的后续产业。原州区转移出去

的劳动力多是一些长期务农的文盲、半文盲 ,无一技

之长 ,从外出务工的前景来看 ,也不容乐观。在这种

情况下 ,按照原定政策 (还生态林补偿 8 年 ,还经济

林补偿 5 年 ,还草 2 年) 到期停止补偿 ,无疑将面临

巨大的反弹风险。农户调查结果也支持了这一推

断。对问题“补助到期后 ,国家不再实行补贴 ,你希

望如何处理退耕地 ?”,150 个退耕户中 ,表示愿意继

续退耕还林的占 2412 % , 希望能够复耕的占

3210 % ,不知道如何办的占 3719 % ,其他占 519 %。

可见 ,在目前替代产业没有发展起来 ,退下的林地又

无任何经济效益的情况下 ,适当延长补偿期限是大

势所趋。一些学者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也提出了延长

补偿期限的必要性[9 ,12 ] 。

412 　补偿标准

退耕地一般为坡度大于 25°的陡坡耕地 ,在退耕

前这些耕地多以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 ,平均产

量仅1 500kgΠhm
2 左右 ,扣除种籽、化肥等物质成本

和必要的活劳动等非物质成本 ,年纯收益在1 200元Π
hm2 左右 ,而退耕补偿标准为2 400元 ,远远高于农民

种地的收入。根据农户调查结果 ,150 个退耕户中 ,

对现行补偿标准较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 7319 % ,

认为补偿标准偏低的仅占 2013 %。当前每公顷每

年1 500kg 粮食 ,300 元钱对原州区退耕户来讲 ,是一

个偏高的补偿标准[15 ,16 ] 。

现行补偿到期后 ,补偿标准的调整 ,可以参考退

耕地的机会成本和农民受偿意愿两个因素。机会成

本取1 200元Πhm
2 。受偿意愿采用农户调查的方式来

获得。对问题“退耕还林到期后 ,你觉得政府还应当

补贴多少钱 ,你才不复垦 ?”,150 个农户中 (表 2) ,

选择 140 元～200 元的占 5410 % ,其中值为 1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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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受偿意愿调查时 ,为了能多获得补偿 ,被调查

者一般会采取故意抬高要价的策略性回答 ,因此 ,可

以认为 ,170 元应当是能令多数退耕户感到满意的

补偿标准。这一结果与现行补偿标准非常接近 ,这

充分反映了多数退耕户希望能维持现状的思想。由

此 ,后续生态补偿标准的范围可界定在每公顷1 200

元～1 500元之间。
表 2 　农民对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

Table 2 　Farmersπ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onverting

cropland into woodland

受偿意愿

(元Πhm2)

户数

(户)

比率

( %)

累积比率

( %)

　1 200 2 1. 3 1. 3

　1 650 4 2. 7 4. 0

　2 100 21 14. 0 18. 0

　2 550 28 18. 7 36. 7

　3 000 32 21. 3 58. 0

　3 450 6 4. 0 62. 0

　3 900 5 3. 3 65. 3

> 4 500 25 16. 7 82. 0

其他 27 18. 0 100. 0

合计 150 100. 00

413 　补偿方式

退耕还林工程发起的一个重要政策背景 ,是我

国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粮食过剩和 1998

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自 1996 年粮食产量越过 5

×108 t 后 ,到 2000 年之前粮食产量一直保持在高水

平。再加上 1995 年～1998 年粮食净进口2 500 ×

104 t ,导致粮食年总供给量大于消费量 ,出现了过

剩。与粮食供大于求相对应的 ,是 1995 年之后国家

对粮食实行的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及其带来的国有

粮食部门亏损挂账迅速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 ,“退

耕补粮”无疑是一个既解决生态恶化 ,又能缓解粮食

供需矛盾和粮食部门亏损的双赢措施。然而 ,从

2000 年开始粮食产量下降使得我国粮食供需形势

逐渐逆转 ,2003 年 9 月以来 ,小麦等主粮品种市场

价格普遍走高 ,在这种情况下 ,继续退耕补粮不仅在

粮源上出现了问题 ,同时也使粮食部门重新出现亏

损。从今后趋势看 ,我国很难再出现粮食过剩现象。

受供求变动影响 ,市场粮价超过 114 元Πkg 也属正常

现象。因此 ,现行的每公顷1 500kg 粮食 300 元钱的

补偿方式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在后续生态补偿政策

制定时 ,应考虑改钱粮并补为单一现金补偿 ,这样不

仅操作简单 ,也可避免由于粮价波动带来的麻烦。

另外 ,当前的补偿方式是完全由中央政府买单 ,

即单一的纵向补偿。这种补偿方式不仅给中央财政

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同时也不符合“受益者付费”的

经济学原则。根据本文研究 ,按照 2000 年～2004 年

完成的退耕面积 ,原州区每年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

高达8 408 ×104 元 ,其中 ,水土保持效益为5 299 ×

10
4 元。如此高的生态效益 ,其主要受益者其实并

非原州区自身 ,而是其中下游地区。如果能建立流

域补偿机制 ,则不仅可减轻中央财政负担 ,也符合社

会公平的原则。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 ,一方面

在于创造机制和引导公众参与 ,另一方面要十分重

视上下游之间以及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之间的不

合作博弈问题 ,应借助于经济利益补偿机制、政策保

障机制、法规约束机制加以规范和解决[17 ,18 ] 。

414 　补偿重点

退耕还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替代产业发

展的快慢 ,直接影响到退耕还林成果的巩固。在后

续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中 ,应加大对替代产业发展

的扶持力度。根据原州区资源环境条件和区域农牧

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应重点扶持的替代产业包括如

下几个方面 : 　①基本农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对

保留的基本口粮田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小流

域治理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解决补粮政策结束

后可能出现的粮食亏缺 ; 　②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

扶持发展一些能兼顾生态目标和烧柴需要的速生薪

炭林 ,并大力发展沼气、太阳能等 ,解决农户能源问

题 ,使退耕还林成果得到有效保护 ; 　③引导农民实

现草畜一体生产。尽管舍饲圈养使得天然草地得到

了保护 ,从长期来讲有助于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但却造成了草食性家畜的饲草不足问题 ,许多养殖

户不得不靠减少畜群规模来维持草畜平衡。在后续

生态补偿中 ,政府应加大对草畜一体化生产的技术

扶持力度 ,恢复牧业生产的地位并逐步提高生产效

益 ; 　④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技术培训 ,使其在走

进城市前能有一技之长 ,真正实现这些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

5 　小结
(1)原州区退耕还林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该

工程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状况 ,同时 ,也增加

了流域植被的生物量和碳含量 ,这对延缓气候变暖

做出了贡献。退耕还林对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

经济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 ,退耕促进了作物生产

结构由传统的粮油为主型向粮 - 经 - 饲三元结构转

化 ,基本农田生产力相应得到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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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速度加快。另一方面 ,草食性牧业生产受到了

一定影响 ,替代产业发展缓慢 ,农民收入也比预计值

偏低。

(2)从后续生态补偿的趋向看 ,延长补偿期限是

大势所趋 ,但补偿标准尚有下降的空间。在补偿方

式上 ,应改目前的钱粮并补为单一现金补贴 ,并通过

实施流域补偿机制等措施多源筹集补偿金 ,减轻中

央财政的压力。同时 ,应加大对替代产业发展的扶

持力度 ,巩固退耕还林的成果并真正实现区域农村

经济结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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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nverting Arable Land into Forest ( Grassland)

and Eco2Compensation :
A Case Study in Yuanzhou County , Guyuan City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SUN Xin2zhang1 ,2 , XIE Gao2di2 , ZHEN Lin2

(1.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Chinaπs 21 Agenda , Beijing 100038 , 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 CAS , Beijing 100101 , China)

Abstract : The paper assesses integrated effects of converting arable land into forest ( grassland) in

Yuanzhou county of Guyuan city of the upper stream of Jinghe watershed by using household questionary

surveys and institutional surveys and interviews. It also explores eco2compensation mechanism with focus

on effects and problems appearing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rsion project . The results shown

that the annual ecological value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re 61815 RMB ,

98317 RMB and 7119 RMB per hectare of land converted , and a total annual ecological value are

167411RMB per hectare ; the total annual value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reached 31105 million RMB , 491383 million RMB and 31609 million RMB according to the total

converted area from the year of 2000 to 2004 and a total value reached 841082 million RMB per year.

And as a result , soil erosion and flood has been mitigated greatly in Yuanzhou County. Two significant

effects are observed from the study : on the one hand , conversion of arable land has promoted optimization

of crop structure and increase in arable land productivity , and faste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According to farm household questionary survey data and statistic data , the proportion of grain and

edible oil crops decreased to 8419 % from 9011 % after the project implemented , the yield of grain crops

increased 1817 % , and off2farm work time increased about 5 months per farm household per year. On the

other hand , herbivore livestock production has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 and farmersπ income de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farm household questionary survey data , forage shortage was aggravated and many

households had to reduce animal quantity after the project , which produced a negative effect on farmerπs

income. It is found that eco2compensation would be a way out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compensation duration should be extended in order to prevent converted land from

reclaimed again , but the standards should be lowered to about 1 200 RMB to 1 500 RMB per hactare. As

for the compensation approach , monetary payment could be adopted , and multiple financial sources should

be explored in the watershed. For example , watersh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could be founded

gradually , which has been proved a good way for collecting money. Moreover , promotion of substitute

industries i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local people to get additional income.

Key words : Converting arable land into forest ( grassland) ; Integrated effects ; Eco2compensation ;

Yuanzhou County ; Jinghe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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