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2000年春季，我 究员武素功等研究了我国退耕还林工 轮回，相应的也对其退耕还林政策进

、。l-。， 国北方地区遭遇比去 作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武素功，2003)； 行了不断的调整。30年代实施的5休

：三：兰； 年更为严重沙尘暴的 国家林业局造林经营司李怒云在阐明 依特法案6，50“60年代自愿退耕计划

=．：≥ 袭击，北方地区沙尘 退耕还林经济补偿的理论基础上，比 (1956年土壤银行计划，1961年紧急

：：：三 暴的再次肆虐不能不 较系统地研究了西部退耕还林经济补 饲料谷物计划，1965年有偿转耕计

L◆J 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 偿机制研究(李怒云，2004)；“退耕还 划)，1985年保护计划，逐步实现了其

：重苎曼 思考一一京津风沙源 林问题”课题组2005年通过对陕西、 政策的持续性。而欧洲相对人151少，农

爿习呼 治理工程及退耕还林 黑龙江省退耕还林问题调查，对退耕 产品过剩，收益低而弃耕，退耕以无计

j才、 还草的可持续发展问 还林绩效进行了评价；中国科学院水 划的自发方式出现，政府乘机还林，比

j高；k 题。 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和旱 如英国政府连续给予农民30年补偿

毒7r<立 冀西北的退耕还 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退耕还 金，相对来说退耕还林政策推行和实

，舂＼ 林还草工程是我国退 林过程中陕北粮食问题初探(国家重 现持续性相对容易。同时西方发达的

ji；基塾 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组 点实验室，2005)；国家统计局课题调 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水平高，收入和生

=：_耋蠡 成部分，该地区的退 研组2004年退耕在对还林工程的基 活水平高，对环境质量要求也较高，退

三：．I= 一
耕还林还草的成功与 本情况掌握的基础上，研究了退耕还 耕还林、提高环境质量的社会呼声高，

1j岁T刘 否是京津风沙源治理 林对西部地区粮食生产及供求的影 内在动力大以及国家具有足够的经济

多j-j艺嘉 工程能否成功的关键 响。北京林业大学刘丽萍，高岚教授在 实力进行退耕还林，这也是其退耕还

虿兰j豪驯 所在。 对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民收入分析的基 林得以持续的原因之一。不管如何，他

专术 退耕还林还草可 础上，进行了退耕还林中农民收入分 们适时通过适当的政策或政策转换，

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农 类研究。近年对我国生态林业特别是 保持了退耕还林的持续性，实现了政

民收入能够稳定增长，即解决好农民

当前生计和长远发展问题。只有这样，

才能巩固和壮大退耕还林还草的成

果。所以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己

不是单纯的造林种草，减少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而是退耕还林还草工

程的可持续性与发展农牧业生产、增

加农牧民收入以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可

持续性结合起来。

目前，退耕还经济林和还草的补

助已陆续到期，退耕还生态林的也将

从2008年起陆续停止补助，但很多地

方退耕还林还不能实现预期的经济收

益，后续产业还没有培育起来，退耕农

民的生计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巩固

成果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困难。

因此，深入研究冀西北农民增收、

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巩固问题对我国是

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1退耕还林理论国内相关研究及

评述

综观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在国内方面，随着1999年秋退耕还林

的政策措施的提出，退耕还林还草试

点工作的开展，极大地带动了我国林

业经济界对退耕还林还草的研究，产

生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国

家有关部门也先后组织了对这方面的

专门研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

退耕还林的分析研究更是成为研究的

热点。

通过这些富有成效的研究，已基

本探明了我国退耕还林工程运行的现

状等，对我国退耕还林工程所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也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但是在这些研究中都无一例外地站在

中国遐耕还林工程的角度来探讨其本

身运行的问题，而鲜见中国退耕还林

工程后续产业发展、后续政策的研究。

另外，对中国退耕还林工程的研究中，

有关农民增收、退耕还林成果方面的

研究甚少，这更需要我们细致剖析研

究。加之对退耕还林后失地农民的就

业上缺乏更深的把握，往往只停留在

对退耕还林过程中粮食问题研究的层

面上，难于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做更

加深入的研究。

2退耕还林理论国内相关研究及

评述

在国际研究方面，到目前为止，世

界上进行退耕还林的国家主要有中国

和美国以及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

发达国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工业

化时间较中国早许多，亦因此环境问

题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较中国早许

多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和相关研究也

比较早。美国从2世纪30年代就开始

执行退耕还林政策，至今已经有几个

策的最初目标。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对退耕还林还

草方面有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

究，对发展中国家解决退耕还林还草

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但是，由

于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分

别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

研究总结出来的，各自所处的时代背

景不同，研究的着眼点不同，而我国的

经济和社会结构可能和这些理论特定

的前提并不一致，因而这些理论及其

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是有限的。

3结论

因此，本课题将借鉴各种观点，紧

紧围绕“十一五”期间河北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把稳步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保冀西北农

民增收、退耕还林成果巩固作为主攻

方向，结合冀北地区实际，对退耕还林

还草及其后续产业发展问题进行调查

研究，发现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分析造成这些现象的深层次

原因，从而为确保冀西北农民增收、退

耕还林成果巩固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

较可行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思路C本文

系张家口市社科联第五届重点研究课

题。作者单位：郭慧敏／河北北方学

院经济管理系；刘宝剑／河北北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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