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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与环境

问题及其持续发展对策

赵其国 盖元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南京 1 20 00 幻

摘 要

本文较全面地分析了长江兰角洲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农业与环垅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间题
,

包括人地
、

人粮
.

人与环境的矛盾
、

农村经营休制的问题等
.

并就相应的持续发展对策及需研究的主要问

题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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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
,

包括上海市
、

江苏省的南京
、

镇江
、

扬州
、

泰州
、

常州
、

无锡
、

苏州
、

南通及浙江省的杭州
、

嘉兴
、

湖州
、

绍兴
、

宁波与舟山共 15 个

市
,

土地总面积 .9 92 万平方公里
,

占全国的 1%
,

1 991 年人 口 72 44 万人
,

占全国的

.6 2%
,

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14 .4 %
,

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19 %
,

是我国重要 的工农业

生产及出口创汇基地
,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区的建设

,

本区的经济发展将对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产生重要的影

响
,

但 目前却面临着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破坏及农业生产滞后等问题
,

其中人地矛盾
、

人粮矛

盾
、

人与环境的矛盾以及现行农村经营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极为突出
.

因此
,

如何防止本

区资源与环境的进一步破坏
,

协调全区人 口
、

资源
、

粮食与环境之间的矛盾
,

是关系到本区

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

需认真解决
.

1 社会与经济发展特点
L l 农村经济迅猛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
,

长 江三角洲地 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
.

并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

1 9 9 5 年上海郊县
、

苏锡常
、

杭嘉湖与 雨绍地区
,

农村二
、

三产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份额

已达 8 0一9 0 % 以上
,

人均纯收人分别超过 4 0 0 0 元
、

3 9 0 0 元和 3 5 0 0 元
.

L Z 城市化步伐加快

在农村工业化 的同时
,

乡村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加快
.

据最新的统计资料
,

至

19 9 5 年底
,

苏锡常 3 市建制镇数量 已达 3 2 2 个
,

占全部乡镇个数的 77 % 左右
,

与 80 年代末

相 比
,

增长了 1
.

08 倍
,

平均每 54 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小城镇
.

L 3 流动人 口增加
,

农业劳动力转移

本区人 口 自然增长率并不高
,

显著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

如上海市人 口 自然增长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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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 阶
,

但外来流动人 口却大量增加
,

以 1991 年为例
,

人 口 出生为 10 万
.

但外地来的建筑

工人即达 30 万
,

总流动人口高达 2 00 万左右
.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

第二
、

第三产业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
.

此外
,

由于农业生产的

比较效益低
,

当地农业劳力便向第二
、

第三产业大量转移
.

整个地区农业劳力向第二与第三

产业转移的比例约 50 %
,

而上海与苏锡常
、

杭嘉湖
、

甭绍地区高达 70 % 以上
.

2 面临的农业与环境问题

随着乡镇工业与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各种农业与环境问题亦 日益加剧
,

并严重威胁

着经济的持续发展
.

1 1 人地矛盾加剧

.2 L I 耕地数量锐减

本区人 口密度高
,

每平方公里高达 7 30 人以上
.

人均耕地仅 0 .7 亩
,

随乡镇工业与农村

城市化的发展
,

非农业用地急剧上升
,

耕地数量大幅度下降
,

平均年降幅度 3一 5编
,

19 9 2

年高达 10%。
左右

,

如 以苏州市为例
,

至 2 000 年全市人均耕地将降为 0
.

58 亩
.

1 1
.

2 耕地质量下降

由于对农田的管理水平低
,

经营粗放
,

导致土壤肥力退化
.

对土壤肥力的监测表明
,

近

几年土壤有机质平均每年下降 .0 079 / k g
,

土壤耕层变浅
,

物理性状变差
.

在长期大量施用

氮肥条件下
,

钾肥严重不足
,

也加剧 了土壤养分的不平衡
,

造成土壤钾素锐减
.

以宜兴为

例
,

1994 年水稻土速效钾含量与 1984 年相比平均下降 21
.

7%
,

缓效钾含量下降 38 .0 %
.

此

外
,

由于乡镇企业的排污
,

导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

亦引起土壤质量的退化
.

本区耕地数量不断下降
,

质量也逐渐退化
,

同时在后备耕地资源严重短缺
.

人口却不断

增加的情况下
,

今后人地矛盾将日益突出
,

并将成为影响本区经济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
.

.2 2 人粮矛质突出

.2 .2 1 农业效益低
,

粮食生产滞后

由于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大
,

农业收人过低
,

影响了农民种植粮油作物的积极性
,

使

得粮食
、

油料
、

棉花等作物 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

产量亦不稳定
,

据苏州市物价局在 1 9 91

年的典型调查
,

蚕桑与蔬菜
、

棉花
、

粳稻
、

油菜
、

小麦
,

每亩净产值分别为 4 10 元
、

301

元
、

2 9 .2 6 元
、
一8 元

、

一 16
.

4 元 ; 嘉兴市 1992 年的夏粮全部亏损
,

水稻每亩利润也仅 4 0一

60 元 ; 上海市稻麦两熟按亩产 700 公斤
,

不计活劳动成本
,

1 992 年每亩利润仅 1 70 元
.

因

此
,

本区粮食生产规模自 80 年代初开始便逐年减少
,

如嘉兴市在 1 9 9 3 年的春粮面积减少了

12 %
,

早稻面积则减少 30 %
.

此种情况下
,

若不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
,

本区粮食生产

滞后间题将难以解决
.

.2 2
.

2 经营体制与经济发展不适应

以分户承包为主的农村经营体制
,

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

对解放生产力能起积极

的作用
,

但在农村工业经济较发达的条件下往往导致粗放经营
、

土地利用率低
、

资源浪费严

重
,

进而传统生产与社会化生产方式的矛盾 日益加剧
,

农业生产 的机械化和规模化受到阻

碍
,

不利于农业生产集约化与现代化的发展
.

由于粮食生产长期滞后
,

本区人粮矛盾 日益突出
.

据 19 9 3 年统计
,

上海人均粮食仅

巧 6 公斤
,

苏南 4 58 公斤
,

浙江 336 公斤
.

与 19 84 年相比
,

人均粮食分别减少了 51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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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公斤
.

这是与本区近些年来
,

耕地数量
、

质量下降
.

农业比较效益低以及经营

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分不开的
.

.2 3 环境破坏严重

在 乡镇工业迅速发展的影响下
,

本区水
、

土污染状况由点到面
,

不断蔓延
.

以苏
、

锡
、

常 3 市 为例
,

1 9 9 3 年固体废弃物达 143 万吨
,

其中有毒的化工废渣超过 6 700 吨
,

对土壤和

水体造成严重污染
.

而大量过度施用 N 肥
,

亦造成 N O 3一N 严重污染
,

如 目前苏南一些地

区水稻施用 N 肥高达每公顷 340 公斤
,

南京丘陵区甚至高达 45 0一 525 公斤
,

超过所需量的

一半以上
,

农业废弃物特别是养殖场粪便的直接堆放
,

加剧了城郊水体的 N O 3一N 和有机物

污染
.

此外
,

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
,

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直接排放
,

更加剧 了本区水体的污

染
.

.2 1 1 土壤污染加重

在乡镇企业的直接污染以及水体污染所产生的间接作用影响下
,

本区一些土壤的污染程

度加重
.

如 19 8 3 年无锡市郊区调查表明 20 % 左右的耕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汞
、

砷
、

铬等污

染
.

1 9 8 9 年第二次调查发现
,

铅的污染增加了 2一 5倍 ; 福的污染增加了 5一7 倍 ; 汞的污

染增加了 1倍多
.

各种污染状况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
.

此外
.

由于大气污染造成的酸雨
,

也

加剧了土壤的酸化
.

.2 .3 2 水体污染严重

大运河沿岸企业密布
,

如无锡市沿河企业便有 500 多家
,

其中年产值超亿元的大企业有

50 多家
,

这些企业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繁荣
,

亦造成运河水体的严重 污染
.

本地区许多水体

已呈黑色
,

且仍在发展
.

整个太湖地区约有 80 % 的河湖呈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

如太湖三

分之二的湖面存在着富营养化
,

叶绿素 a 含量 1 991 年为 19 81 年的 3 倍
,

总磷为 .2 8 倍
,

总

氮为 1
.

93 倍
.

目前
,

上海
、

苏
、

锡
、

常
、

杭
、

嘉
、

湖
、

绍等地 区不仅已难于找到清洁的地表水
,

而且

地下水污染亦十分严重
,

仅 N o 3一 N 同
“

七五
’

相比便超过数十倍
.

绍兴一些乡镇因水污染严

重
,

目前只能饮用高价 的外来水
.

随着长江沿岸经济的发展
,

长江干流的水质污染也较严

重
.

据 19 92 年监测
,

42 % 的江段达不到地面水二级标准
,

20 % 江段低于地面水三级标准
.

水污染造成的损失是 巨大的
.

因长江水质 的不断污染
.

长江特产
`

刀鱼
’

在 19 9 6 春近于

绝迹
,

太湖特产
“

银鱼
’

也早遭灭族之灾
,

内河养殖大面积死亡时有发生
.

此外
,

长江及其它

水系污染物质随水排人大海
,

浅海和近海污染 日益加剧
,

沿海养殖和舟山渔场已受到严重威

胁
,

如浙江沿海带鱼资源 已锐减
.

19 9 0 年太湖藻类爆发
,

面积达百余平方公里
,

死鱼约 9

万斤
,

1 16 家工厂被迫停产
,

仅 自来水厂停产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便达 1
.

3亿
.

浙江长兴县

19 9 5 年困污染停止供水达 140 天
.

因水质污染造成的农 田污染事件亦时有发生
,

19 9 6 年江

阴市青阳
、

横塘等地引用运河水灌溉
.

造成一万多亩水稻僵苗
,

其中严重受害面积达 2 0 0 0

余亩
.

值得 注意的是
,

由于地表水污染不能饮用
,

一些地区大量抽取地下水
,

已造成不同程度

的地面沉降
.

其后果更难以预料
.

如水资源最丰富的嘉兴地区 目前只能抽取饮用深层地下

水
,

导致每年 10 m m 的地面沉降
.

.2 3
.

3 大气污染加剧
,

酸雨频繁

由于本区煤烟型乡镇工业的污染
,

大气的污染 程度亦加重
,

酸雨发生率增高
.

据 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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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苏省环境年报
,

苏州酸雨率达 46 %
,

无锡达 55 %
,

常州达 13 % 左右
,

雨水 pH 值最小

达 .3 78
.

此外
,

本区大气中的
“

气溶胶
’

含量在全国属最高
.

大气污染也造成了直接经济损

失
,

如因大气中氟的污染
,

导致蚕不吐丝
,

仅吴江市每年便损失近百万元
,

这也是农民近几

年大面积毁桑园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

,

因乡镇企业的
`

三废
’

与城镇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排放
,

以及农用化学物质的施

用和农业废弃物所产生的污染
.

本区的环境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如不加以及时治理
.

经济

难以持续发展
,

特别是水环境的污染
,

更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活
.

3 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持续发展对策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
,

大幅度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

但目前这种经济的

高速发展大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的
.

这些问题如不加以研究和解决
,

不仅

影响当地农业
,

而且会严重威胁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

3
.

1 进行区域性经济发展总体科学规划
,

协调发展与资源的矛盾

本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

必须走资源节约型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 的道路
,

除对资源实现

保护性的高效利用外
,

还需对区域资源与经济发展规划进行跨行政界限的统筹考虑
.

因此要

进行 区域性科学规划
,

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

加强各地区在经济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

的合作
.

如产业布局 与结构的调整及污染的综合治理
,

特别是太湖水污染的治理与排洪等
,

更需打破行政区划
,

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

加强跨地区的密切协作
,

这样方能发挥区域性资源

的优势
,

实现区域性经济的持续发展
.

.3 2 开源节流
,

力争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
,

以缓解人地矛盾

要缓解本 区的人地矛盾
,

必须在合理优化配置土地利用的基础上
,

确定本区的耕地警戒

线
,

划分基本农 田保护区 ; 并逐步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
.

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
,

首先必须

合理规划各类用地
,

处理好
“

吃饭
’

与
`

建设
’

的关系
,

兼顾二者的需求
,

并提高土地利用率 ;

其次要充分挖掘现有建设用地的再利用潜力
,

以尽量避免占用耕地 ; 第三要进行土地综合整

治
,

如复垦田间闲散地
、

撤并老村庄
,

复垦 旧宅基
、

开垦
`

四荒
’

等有限的后备耕地资源等
,

以增加或恢复耕地面积 ; 第四要继续改造 中低产 田
.

提高耕地质量
.

以弥补耕地数量的减

少 ; 第五要加强水体与林地资源 的开发
.

提高本区土地的整体利用效率 ; 第六要积极开发和

推广土地立体利用技术
,

如稻田养渔
、

庭园经济等
,

以增加耕地的相对数量 ; 此外
,

尚需加

强土地管理
,

加大执法力度
.

1 3 实现农业产业化
,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

缓解人粮矛盾

稳定和提高本区的农业生产水平
,

需要进一步改革农产 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体制
,

加快市场体系建设
,

完善农村经营体制
,

实现规模经营
.

为此
,

必须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
,

即集农
、

工
、

贸于一体
,

产
、

加
、

销一条龙的产业化农业经营方式
.

农业产业化
,

不仅能提

高农业的比较效益
,

而且着眼于 区域经济范畴
,

将农
、

工
、

商的优势组合在一起
,

对农村三

大产业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重组
,

可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

增强农

业的自我积累能力与发展后劲
,

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
,

增加粮食产出
.

以上海农工商集

团为例
,

该集团有耕地 1
.

9 万公顷
.

自实行农业产业化以后
.

1 9 9 5 年大农业创利高达 2
.

1亿

元
,

占总公司十分之一的人员
,

创造了该公司三分之一的经济效益
,

农业职工年均收人比工

商企业职工高出 50 % 以上
,

此外
,

粮食平均单产突破 900 公斤
,

常年亩产平均每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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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公斤
,

连续 6 年超过市郊平均水平
.

1 4 加强城乡环境管理
,

综合治理污染
,

逐步实现良性循环

对城乡环境的管理和建设
,

根本途径是依靠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并结合有

关法规的完善与管理体系的健全
.

第一
,

要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

以便优化产业结

构
,

控制污染源头
,

对污染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

为此
,

要严格控制高污染产业的兴建
,

限期

治理或关
、

停
、

并
、

转高污染的乡镇企业
,

鼓励支持清洁生产的产业
,

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的

进一步扩大 ; 此外
,

要 坚持
“

谁污染谁治理
’

的政策
,

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
,

如采用
`

高于污

染治理成本
’

的原则
,

加强经济手段的作用
.

排污费必须专款专用
,

用于环保事业
.

第二
,

在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
,

要加强农村环境的建设
.

如倡导增施有机肥
,

积极推广配方施肥
、

各种节氮施肥技术
,

以提高肥料利用率 ; 推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和高效
、

经济
、

安

全的农药等
,

以减少农业污染
.

第三
,

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保执法监督机制
,

强化环保执

法
,

加大执法力度
,

同时
,

要加强环境保护宜传
,

提高全民环境意识
.

4 今后需研究的问题
针对本区农业与环境目前存在的间题

,

要实施上述对策
,

以达到持续发展
,

尚必须对以

下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

4
.

1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与完善途径

要扭转目前本区粮食生产的滞后局面
,

除稳定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外
,

必须走规模经营

与农业产业化道路
.

现行的土地经营制度制约着规模经营的发展
,

而现行的农业生产资料与

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也阻碍着农业产业化的真正实现
.

此外
,

分户经营严重阻碍着农业先进

技术如节氮施肥技术
、

机械化技术的推广与实施
.

因此
,

农村经营体制已成为本区农业与环

境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

其改革与完善势在必行
.

.4 2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及其耕地保护预普研究

本区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同农业争地的矛盾近期将不会停止
,

因此要协调二者的关系
,

必须合理规划各类用地
,

进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

农业产业内部也要进行合理的规划
,

如耕

作制度与粮
、

饲
、

经种植比例的调整等
.

在进行土地规模配置时
,

要考虑区域互补与共存的

问题
.

实现耕地数量 的动态平衡
,

尚必须定量确定本区耕地的警戒线
,

并建立保护预警系

统
.

.4 3 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供需矛盾发展趋势与平衡途径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本区粮食消费结构将发生显著的变

化
,

特别是肉类食物的需求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饲料粮食的缺 口会越来越大
.

本区各类粮

食供需的发展趋势是农业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
,

对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

屯 4 长江三角洲地区水土污染的发展趋势与治理途径

本区水土污染不仅直接威胁着居民的身体健康
,

而且影响着经济的持续发展
.

搞清本区

水土污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

对改善人 与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

用
.

.4 5 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

养殖场有机废弃物 与作物秸秆 的直接堆放或燃烧
,

不仅损失 了丰富的有机肥源
,

而且 污

(下转第 3 1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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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程( 4)求导
.

可得 到最高产量Y 二 = 346
.

5kg / 亩
.

对应 的耗水量 E l t n=1 49
.

lm m
,

水分利用率 w U E = 0
.

8 2 7k g / 亩
·

m m
.

从方程 ( 3) 和 (4) 可以看 出
,

过分供水
,

虽使小麦生物产量直线上升
,

但易发生茎 叶生长

过旺
,

诱发病虫危害
,

从而使水分利用率下降
.

这是农田水分管理必须注意的问题
.

’

试验结果 (表 2) 还表 明
,

过多供水使土壤水无效蒸发增大
,

尽管生物量有所增加
,

但籽

粒产量增加不大
,

因此在农 田灌 溉中
.

把有限的水资源合理利用
,

以取得较高产量和最佳的

经济效益
.

从方程 (4 )分析
,

可以将本地区小麦产量与耗水 t 关系分为 3 个阶段
:

(l )’J “
麦产量迅速增长阶段

.

亩产量由 190 k g 增 至 3 0 0 k g
,

此时农田供水条件为产量的

限制因素
,

水分利用率达 .0 9 8 k g / 亩
·

m m
,

为理想水平
.

(2 ),J
“
麦产量缓慢增长阶段

.

亩产量由 300 k g 增至 346
.

k5 g
,

此阶段为小麦有效耗水
.

但

水分利用率有所下降
,

若要提高水分利用率
,

就必须在耕作措施上有所加强
.

(3) 产量回落阶段
.

至最高产量以后
,

产量随着耗水量的增加而减小
,

但不排除生物量

增加的可能
,

进人此阶段以后继续供水势必造成水资源浪费和水分利用率的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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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了环境
.

研究和推广实用的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
,

将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生态环

境价值
.

.4 6 农业机械化配套技术

随着规模化经营的发展
,

传统农业技术将 日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

而各种与机械化配

套的农业栽培与管理技术将 日显重要
,

有关方面的研究迫在眉睫
.

参 考 文 献

江苏省统计局
.

江苏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 9 5
.

上海市统计局
,

上海市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 9 5
.

浙江省统计局
.

浙江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 95
.

川l2J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