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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把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
,

通 过定量或半定量的折算
,

以经济损失的形式表现

出来
,

综合评价某一地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对广东和海南等 个省 区 的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进行分

析计算和估值
,

对分析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

建立了各省经济损失的相关模式和诊断模式 经济开发与生态破坏的

相关模式和各经济损失评价参数
,

可作为其它生态环境
、

经济开发类似地区的推算模式 用诊断模式可对某地区

的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进行估算
,

可减少指标的进一步分解及各指标估价计算等繁杂过程 进行了全国生态破坏的

分区
,

归纳了各生态破坏区的基本状况
、

严重生态破坏 区和强度生态破坏区的分布特点 以及各生态破坏区面积占

国土面积的比例

关被词 生态破坏
,

经济损失 区域分布
,

模式

本研究将生态学基本规律与市场价值法相

结合
,

在完成经济损失分析的基础上
,

对全国

的生态破坏进行等级制图
,

形象直观地反映了

全国生态破坏的情况 选择的典型区包括

热带及亚热带地 区 干旱半干旱地区 黄

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

表

省

广东

海南

云南

四川

江西

陕西

个省 区 生态破坏经济损失 现行价 亿元

损失值

  

年份

 !

 !

 !

省份

山东

新疆

甘肃

青海

宁夏

损失值

 

年份

 !

 !

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分析模式和计算结果

分析模式通式
评价方法

评价公式

尸

生态破坏指数法

, ,

其中
,

为某项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值 为

该项生态破坏的量值 为与该项有关的价格

系数

尸一
, , ,

… …
, , , ,

… …
,

分别为与该项破坏有关的参数变量 是 与
, ,

尸 之间的函数关系

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见表

,

习

、 、

二 , ,,

式中
,

尸 为生态破坏指数
‘

为 个
,

的平均

值
,

为各省 区 生态破坏评价指标 的可比

性数值 一
, ,

……
,

瓦为 个
,

的平均

值
,

为分析指标总体标准差

参数及计算结果

参数及计算结果见表

经济损失结果综合评价

,

报道的成果获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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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生态破坏指擞评价结果
, ’

省份 生态效

率指数

单位投资

损失量

损失密度

万元
·

一

广东

海南    一  !

云南  !  ! 一  

四川  !  !

江西   

陕西   一

山东   !

新班   

甘肃  ! 一  

青海  ! 一  

宁夏 一

平均值
·

生态效率指数一 国民收入/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值
; 损失密

度值为每 km
Z的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值

;
单位投资损 失量

是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值与基本建设投资值的 比值

(4 ) 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强度划分

尸 : < 一 1 轻度破坏
:
宁夏

、

甘肃

尸 : 0 ~ 一 1 中度破坏
:
青海

、

海南
、

陕西
、

云南

尸
:
6 ~ l 强度破坏

:
广东

、

山东
、

江西

尸
:
> 1 极强度破坏

:
新疆

、

四川
.

3 生态破坏与经济开发的相关模式

一般来说
,

某区域或某种特定 生态 系统
,

其生态状况变迁
,

与该地区的人类活动有关(包

括开发方式和强度 )
,

同时又同该地区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建设有关
.
在本研究的生态经济系统

中
,

系统输入以该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值为代

表
,

系统的输出用国 民收入表示
,

生 态环境代

价用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值表示
.
那么生态经济

系统可用下图表示
:

基本建设投资~

工业开发规模

农业开发规模

人文社会活动规模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规模

其它活动和影响

~ 国民收入

, 生态破坏值

图 l 生态经济系统具体模型图

根据上述模型
,

对整个 系统的有关拓标进

行相关分析和参数识别
,

最后建立广东
、

海南

等 n 个省(区 )经济开发与生态破坏相关模式
,

各省模式与实际计算值比较后
,

能从中了解该

省(区 )与生态破坏相关的经济开发系列参数
;

也可作为该省生态破坏经济损失预测模式
; 甚

至可作其它生态环境
、

经济开发类似地区的推

算模式
.

(l) 模型

SQ = B
l
人A B 一

al
人B
eA +

(PI )
a
b(A 九)

‘

一 A f4
aZd +

(P A )
一 n

(八九)
,
一 八人

a3t一 C (3)

式中
,

S Q

:

生态损失值(亿元)
;

f
;:
包括运输

、

邮电
、

商饮业
、

科研文教卫

生和社会福利等的建设投资的比例(肠);

几
:
包括工业

、

建筑业
、

地质勘探的建设投

资的比例(% )
;

f
3:
包括农

、

林
、

水利
、

气象的建设投资比

例(% )
;

人
:
包括环境保护的建设投资的比例(呢 )

;

a , :

环保投资中
,

用于 人等项的环保投资比

例(19
.
5铸)

;

aZ:
环保投资中

,

用于 几 等项的环保投资

比例(50
.
5% );

a3: 环保投资中
,

用于 儿 等项的环保投 资

比例(30
.
0铸)

;

A : 基本建设投资(亿元)
;

C : 国民收入(亿元)
;

B :人 口 (亿人)
;

尸I
:
工业总产值(亿元)

;

尸A : 农业总产值 (亿元)
;

E : 环保投资
,

E 一A 人(亿元);

B , :

单位人 口基本建设投资的生态效益 系

数
;

及
:
人口建设中环保投资系数(5

.
。倍)

;

a :
工业总产值指数

;

b:工业总产值系数
;

::工业投资指数
;

d :工业环保效益系数(6
.
0倍)

;

m :农业总产值指数
;

n :
农业总产值系数

;

q :农业投资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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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农业环保效益系数(8
.
0 倍)

.

(2 ) 运用建立的相关模式对 n 省(区)的生

态破坏值进行计算
,

结果见表 3
.

表 3 相关模式和诊断模式计算值与实际值比较/亿元

省份

广东

海南

云南

四川

江西

陕西

山东

新疆

甘肃

青海

宁夏

实际值 相关模式值 诊断模式值

334650251383539094736729L249116192987126.2.

,J工bl‘J连�沙月了
6
自b

.

…
1二��Q�O�‘心11几乙n月

3 1

.

7 3

3

.

2 1

2 3

.

6 1

1 0 2

.

2 5

2 1

.

4 5

1 5 8 0

2 9

.

6 0

8 9

.
4 6

1 0 8 0

1 0
.

8 3

l

。

5 1

3 1

。

8 5

3

.

2 1

2 3

.

5 8

1
0

2

.

7 2

1
0

。

8 2

1
0

。

8 4

1

.

5 1

Y
=

0

.

0 3 2
2

0
X

,

+
0

.

0 0 0 3 0 X
:

+

0

.

0 0 0 3 5 X
:

十 0
.
36X ‘

+ 0

.

0 0 0 3 X

5
一

0
.
000 12X

s
+ 0

.
000 13X

7
(5)

经过 F 检验
,

Y 与各组变量 X 之间的线性

关系成立
.

(3) 模式计算值与实际损失值比较

用模式(5) 计算的 n 省 (区 )的生态破坏经

济损失与实际值的对比见表 3
.

(4) 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诊断分析

以上总结出的诊断模式
,

经过检验和返回

计算
,

说明是可行的
.
应用此模式

,

能够对某地

区的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进行估算
,

可减少指标

的进一步分解及各指标估价计算等繁杂过程
,

为决策者和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开发活动所造成

的生态破坏经济损失代价
.

4 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诊断模式

对 n 个省(区)的生态破坏进行了经济损失

研究后
,

笔者期望在总体上把握生态破坏经济

损失与主要破坏指标值(破坏量)之间的关系
,

为此建立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的诊断模式
.
利用

诊断模式
,

只需调查各地 区
、

省(市)以致全国

的主要生态破坏指标值
,

就可计算出该地 区的

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值
.

(l) 模式结构

首先对 n 个省的生态破坏分析指标破坏量

与损失值进行考察
,

然后确定 2 者间的线性关

系模式
:

Y 一 艺A
,

Xj

j = l

( j = 1
,

2

,

3

,

…
,

n
) ( 4 )

式中
,

Y

:

各区域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值
; A , :

各

个指标经济损失值系数
; X , :

各生态破坏指标
一

值 (破坏量)
.

(2 ) 选择森林破坏
、

篡场破坏
、

不合理垦

植
、

二三产业占用耕地
、

农田沙化
、

农田盐碱化

和生态破坏对水资源影响等 7 个主募指标代表

某区域生态破坏的各个方面
,

作为自变量 X
; ,

X

: ,

X

3

…
,

X

7
.

以各省总经济损失值作为因变

量 Y
.
运用多元 回归的方法

,

得出模式 (4) 中各

系数
,

于是(4) 式可为
:

5 全国生态破坏的区域分布规律

根据我国的 自然特点和生态破坏现状
,

选

择了土壤侵蚀
、

土地沙化
、

土壤盐碱化
、

森林破

坏
、

水库淤积和耕地减少 6 项指标
,

通过指标的

标定
、

指标等级的划分
、

指标权重的分配等工

作后
,

编制了我国生态破坏分区等级图 (本文

略)
,

进行综合分级和评价
.
从《分区等级图》反

映出以下几点规律
:

(l) 各生态类型 区生态破坏的基本状况

生态类型 区表示着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差异
,

生态破坏程度的差别在各生态区中也得到反映
.

第四级严重破坏级在黄土高原
、

新疆和东北均

有分布
,

长江中下游区和华南区
、

黄淮海
、

青藏

高原则无严重破坏级
,

若以秦岭
一

淮河为我国南

北分界线
,

则北方有 3 个
,

南方有 1个
,

说明北

方干旱区半干旱区
,

一方面由于 自然条件差
,

水
、

热匹配不好
,

生态系统比较脆弱
,

容易受到

灾害等的影响
,

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地区
,

人

为破坏和不合理开发资源程度较强
,

二者相互

促进
,

相互影响
,

促使这些地区 出现四级严重

破坏
.
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等地区

,

以平原和低

山丘陵为主
,

自然条件优越
,

水
、

热匹配较好
,

是传统的水稻农区和副业 区
,

生态破坏程度相

对较轻
,

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区有 3 个生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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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均无明显的破坏
.

(2) 严重生态破坏区的区域分布特点 全

国可划出4 片严重破坏的区域
,

即
:
小兴安岭山

麓
、

长白山山麓区 ;晋
、

陕
、

蒙
、

宁交界区 ; 川
、

陕
、

鄂交界区
;
天山山麓区

.
这几个严重破坏区

的共同特点是
:
¹ 各破坏区几平都位于省

、

区

的边缘部分或高原沙漠缘地 区
,

表明边远山区

和高原沙 区生态环境脆弱
,

最 易遭到破坏
;
º

各破坏区的位置有跨温度带之分
,

但土地多连

接成片
,

或者虽未直接相连
,

其所处位置也较

近
,

表明区域内生态破坏类型 比较接近
;
» 大

都是经济相对来说较落后的地区
,

人民生活 比

较贫困
;
¼ 破坏项 目都较多

,

造成的损失较大
.

(3) 强度生态破坏 区的区域分布特点 全

国强度级生态破坏区
,

可划 出 n 片
,

其 中
,

8

片位于北方地 区
,

3 片位于南方地 区飞北方地区

包括
:
大兴安岭松嫩平原区

; 辽吉平原山地区
;

蒙东高原与冀北 山地区
;
蒙西 沙漠草原 区

;
陕

甘黄土高原 区
;
鲁中山地与渤海沿岸区

;
北疆

阿尔泰山地区
; 天山南麓区

.
南方地区包括

:
川

西滇北 山区
; 汀西黔东区

;
粤西海北区

.

(4 ) 各级生态破坏区面积与占国土面积比

例 各级生态破坏区数量面积与所 占国土面积

和 比例见表 4.

表 4 各级生态破坏区的数t 面积

类型区数量

/个

面积

/万 km Z

占国土面积

比例/ %

。,

基本无破坏
1 ,

轻微破坏

2
,

中度破坏
3 ,

强度破坏
4 ,

严重破坏

合 计

8

l8

45

33

133.1

156
.7

411
.
5

220
。

9

3 7

。

8

9 6 0

。

0 1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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