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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河北干流晋陕蒙接壤地区在全国能源工业发展和能源基地建设布局中具有特殊

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 由于富足的能矿资源与干旱、风沙、严重的水土流失等脆弱生态

环境并存, 且呈异向关系, 历来生态问题比较突出, 近年来, 随着区内煤炭资源的大量开

发和能源基地建设的快速发展, 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环境冲突, 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障碍。本文对研究区的环境脆弱形势和环境冲突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 指出了缓解环境冲

突, 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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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黄土高原北部、黄河中游峡谷地带最北段的黄河北干流晋陕蒙接壤地区, 处于黄

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过渡地带。包括山西省的河曲、保德、偏关、兴县, 陕西省的府谷、

神木、榆林、横山, 内蒙古自治区的达拉特、东胜、伊金霍洛、准格尔、托克托、清水河

等 14个县 (市、旗) , 土地总面积 57 395. 4 km
2 , 总人口 310. 91×104人 ( 1997年) , 平均

人口密度为 54. 0人/ km2 , 耕地 809. 86×103 ha, 人均耕地 0. 26 ha。区内能矿资源富集, 尤

以拥有世界罕见特大型煤田而闻名于世, 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2 731×10
8
t , 占全国探明储

量的 28. 15%, 预计远景储量更为可观, 具有大规模开发的前景, 在全国能源工业发展和能

源基地建设布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 由于富足的能矿资源与干旱、风沙、

严重的水土流失等脆弱环境并存, 且呈异向关系, 历来生态问题比较突出, 一直是国家治

理水土流失和防治土地沙漠化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几年来, 随着区内煤炭资源的大量开发

和能源基地建设的快速发展, 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环境冲突, 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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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环境特征、脆弱形势与区域差异

1. 1　区域环境特征

1. 1. 1　水土流失严重

黄土丘陵沟壑和砒砂岩出露区分布较广, 地面支离破碎, 沟壑纵横密布, 水土流失严

重,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环境的恶化。从全区看, 晋陕黄河峡谷两侧沟壑平均密度一般为

2～3 km / km
2
, 个别地区沟壑密度超过 5 km/ km

2
, 如皇甫川流域西南部沟壑密度竟达 5～

9 km / km
2 , 西北部达 7. 42 km/ km

2。

研究区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和黄河中游粗泥沙集中来源区, 水土流失面积

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83. 6%。其中, 已治理面积 18 309. 86 km
2
,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8. 16%。土壤侵蚀模数为 1. 5～3. 5×104 t / km
2·a。其中, 窟野河最大侵蚀模数达 3. 6×

104 t / km
2·a, 最高含沙量 1 640 kg / m

3 , 为黄河最高含沙量666 kg / m
3的 2. 46倍。弧山川

的最大侵蚀模数高达 6. 64×104 t / km2·a,为世界罕见,是黄土高原侵蚀速率较大的河流[ 1] ,

如弧山川、皇甫川平均速率高达 9. 89 m×10
3
·a和 9. 24 m×10

3
·a, 居黄土高原 21条较

大流域河流的第一、二位, 窟野河、秃尾河、偏关河等的侵蚀速率也较大。根据有关资料

统计, 全区 8条黄河重要支流从建站到 1970年平均输入黄河泥沙量为 5. 325 6×108 t , 占黄

河中游河口镇—龙门区间同期各大河流年平均输沙量的 64. 95% ; 1971～1983年平均输入

黄河泥沙为 4. 02×108t , 黄河中游河口镇—龙门区间同期各大河流年平均输沙量的

86. 91% (见表 1) , 水土流失已成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

1. 1. 2　降水较少, 干旱频繁, 水资源严重短缺

该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带, 气候干燥, 降水少, 变率大, 干旱频繁, 是全国水资源

较为贫乏的地区之一。全区年降水量约在 310～500 mm 之间, 由东南向西北逐步减少。年

内降水季节分布不均, 夏秋季降水约占年降水量的 80%～85%左右, 降水集中, 多暴雨和

特大暴雨, 东部和东南部是发生大暴雨频率较高的地区之一。冬春季较水较少, 不到全年

降水量的 20% , 易发生严重春旱和春夏连旱。

自产水相当贫乏, 河川径流量为 26. 76×108m3 , 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仅为 4. 66×

104m3。地下水资源量约为29. 79×108m3。全区水资源总量为 43. 40×108m 3 (已扣除重复计

算水量) , 每平方公里土地拥有水资源量 7. 85×10
4
m

3
, 每人平均拥有水资源量 1 412. 3 m

3
,

平均每亿吨煤拥有水资源量为 158. 5×104m
3, 均远低于黄土高原和全国平均水平[ 2]。水资

源严重短缺。据有关部门预测, 到 2000年准格尔矿区缺水将达 40. 64×104m 3/ d, 神府矿区

缺水则达 16. 7×10
4
m

3
/ d, 东胜矿区缺水为 5. 4×10

4
m

3
/ d, 河东及榆林矿区亦将严重缺

水[ 3]。

1. 1. 3　植被覆盖差, 风大沙多, 沙漠化面积大

全区有林地面积虽达 64. 54×104ha, 森林覆盖率为11. 24% , 草场面积224. 70×104ha,

占土地总面积的 39. 15%。但是, 由于气候干旱少雨, 沙地广布, 地面植被稀少, 风大沙多,

风沙活动频繁而强烈, 是黄土高原大风, 强沙, 尘暴较多的地区之一。年平均风速 2～

3. 6m
3 / s, 大风日数11～40天, 西北部的东胜多达 95天。强沙尘暴频繁, 年平均日数约15

～26天, 1959年伊金霍洛旗最多曾达72天。目前, 全区沙漠化土地约近 3. 25×104km2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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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面积的 56. 57%。其中, 神府—东胜煤田处于严重沙漠化地区, 已沙漠化面积约占该

煤田土地总面积的 81. 8% ; 准格尔煤田处于中度沙漠化地区, 已沙漠化面积占该煤田土地

总面积的 21. 02%; 河东煤田 (北部) 则处于轻度沙漠化地区。由于该区沙漠化土地严重,

在不合理耕垦, 樵采, 草场过度放牧利用情况下, 以及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与能源基地建

设过程中, 稍有不慎就会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形势进一步恶化, 并导致土地肥力下降, 可利

用土地减少, 耕地, 林地, 草原等的生物或经济生产力下降和污染大气环境。

表 1　区内不同流域平均侵蚀速率和年平均径流量、输沙量

Tab. 1　Annual average erosition rate, runof 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of diff erent basin in research area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 km2

黄土平均

厚度/ m

平均侵蚀速率

/ ( m /103·a)
站名

时段

/年

年平均径流量

/ 108m3

年平均输沙量

/ 108t

占 17条支流

年输沙量/ %

窟野河 8 645 70. 0 5. 54 温家川
1954～1970Ⅰ

1971～1983Ⅱ

7. 702

6. 354

1. 291

1. 053

15. 24

22. 76

皇甫川 3 199 35. 5 9. 24 皇　甫
1954～1970Ⅰ

1971～1983Ⅱ

2. 045

1. 163

0. 607

0. 5535

7. 40

11. 96

弧山川 1 263 50. 0 9. 89 高石崖
1955～1970Ⅰ

1971～1983Ⅱ

1. 047

0. 805

0. 261

0. 228

3. 18

4. 93

秃尾河 3 253 62. 5 3. 65 高家川
1956～1970Ⅰ

1971～1983Ⅱ

4. 338

3. 542

0. 319

0. 154 7

3. 89

3. 34

红河

(浑河)
5 461 12. 5 1. 36 放牛沟

1955～1970Ⅰ

1971～1983Ⅱ

2. 705

1. 747

0. 224

1. 747

2. 73

37. 77

偏关河 1 951 8. 5 3. 34 偏　关
1985～1970Ⅰ

1971～1983Ⅱ

0. 620

0. 367

0. 182

0. 133

2. 22

2. 87

朱家川 2 914 10. 0 2. 53 后含村
1957～1970Ⅰ

1971～1983Ⅱ

0. 156

0. 202

2. 273

0. 083 9

27. 72

1. 81

岚漪河 2 159 15. 0 2. 72 裴家川
1956～1970Ⅰ

1971～1983Ⅱ

1. 235

0. 563

0. 168 6

0. 066 9

2. 06

1. 45

晋陕蒙接壤地区

8条河流小计
28 809

建站～1970Ⅰ

1971～1983Ⅱ

19. 758

14. 743

5. 325 6

4. 020 0

64. 95

86. 91

河口镇龙门区间

17条支流合计
81 972

建站～1970Ⅰ

1971～1983Ⅱ

48. 370

35. 419

8. 200 0

4. 625 3

100

100

注:本表系根据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中表 5- 4黄土侵蚀年限表和

表 5- 6河口镇龙门区间干支流减水减沙效益计算表(张胜利)整理而成。

1. 2　环境脆弱形势与区域差异

环境形势的指标值考虑了存在的环境潜力、环境退化程度和技术恢复能力等3个方面。

指标体系主要由 3层构成, 即目标层 ( A)、控制层 ( B) 和指标层 ( C)。其中, 指标层又

分为 3级。

1. 2. 1　指标权重的赋予方法

本文采用了模糊决策分析理论, 设系统有待进行重要性比较的目标集 P= { p 1, p 2, ⋯,

p m} , p i 为 I 个目标, I= 1, 2, ⋯, m; m 为目标总数。研究目标集 P 中的目标就 “重要

性”进行二元对比的定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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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1) Pk 比 P l 重要, 令排序标度 ekl= 1, elk= 0; ( 2) P k 与P l 同样重要, 令 ekl= elk

= 0. 5; ( 3) P l 比 P k 重要, 令 ekl= 0, elk= 1, 其中 k= 1, 2, ⋯, m; i= 1, 2, ⋯, m。

1. 2. 2　相对脆弱度的计算

根据各数据项计算出来的极差和组距, 将各数据项根据指标的性质分别用自下而上的

正序赋值和自上而下的逆序赋值方法分成 5级。相对脆弱形势综合指标值的计算模型如下:

ZA =
WB 2× ZB2

WB 1× ZB1 + WB 3× ZB3

式中　ZA 代表目标层相对脆弱形势综合指标值; ZB 1、ZB 2、ZB3 分别代表控制层三方面因

子的综合指标值; WB1、WB2、WB3分别代表控制层三方面因子的综合权重值。

ZBX ( X 分别为 1, 2, 3) 的计算模型为:

ZB X = ∑
n

I = m

(WC I × ZC I )

式中　ZBX 代表各控制层因子的综合指标值, 即 ZB1 代表控制层生态潜力因子综合指标

值, ZB 2代表控制层环境退化因子综合指标值, ZB 3代表控制层技术恢复能力因子综合指标

值; WC I , 代表目标层中第 I 项因子的权重值; ZC I , 代表目标层中第 I 项因子的综合指标

值。

在计算 ZB1时, I∈ [ 1, 5] ; 同理, ZB2取 I∈ [ 6, 13] , ZB3 取 I∈ [ 14, 19]。

ZC I = ∑
d

x= a

( j cI x* w cI x )

式中　ZC I , 代表指标层各指标值, I∈ ( 1, 19) ; JCI X , 代表第 CI x 项数据的分级值, 其

中 x 为其中的 a、b、c、d 分项; WCI X , 代表第 CI x 项数据的权重值。

最后, 对相对脆弱形势综合指标值 ZA 进行分级赋值, 计算其相对脆弱度。

计算结果表明, 研究区内, 不包括托克托和清水河两县, 环境形势最严峻的是伊金霍

洛旗、河曲县和府谷县; 环境形势较严峻的是东胜市、神木县、偏关县、保德县; 环境形

势较脆弱的有达拉特旗、准格尔旗和榆林市。只有兴县和横山县的环境形势较好。显然, 全

区总的环境形势是脆弱的, 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区域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这一方面与自

然环境本身比较恶劣有关, 也是近期开发强度较大造成的。南部兴县和横山县或自然条件

相对较好 (兴县) 或面积较广、人口压力尚小、加上目前开放程度弱 (横山县) 所致。

90年代初期, 我们曾经使用 1∶50万工作底图, 成图 1∶200万的地图迭置方法, 对黄

河中游的环境形势进行了制图[ 4]。与这次研究结果相比较, 基本一致。唯因统计数字均以县

为单位, 故图斑显得稍大, 但是, 所选用的指标更多、更详细, 亦更突出人文因素的作用。

上述环境脆弱形势是存在环境冲突的具体表现。按照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冲突大体

可以划分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的和自然环境本身变化所产生的两大类。研究

区地处我国从平原向高原、从湿润到干旱、从森林向草原的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十分脆弱,

水土流失、风蚀沙化极为严重。上新世以来, 尤其是近 3000年, 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 这

里的脆弱形势更为严峻。但是, 近几十年来, 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大量开发, 人类活动对

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的环境冲突已经上升到主导地位。

2　环境冲突因素初步分析

环境冲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近十几年来, 晋陕蒙接壤地区煤炭资源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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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开发, 在带动能源基地建设,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环境问题, 引起资源利用和分配方式之间、资源开采与外运之间、不合

理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资源所有与生产单位之间、煤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废

弃物排放与环境自净能力、污染责任之间的环境冲突, 环境冲突因素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

几个方面。

2. 1　人口增长过快, 人口环境容量下降,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土地退化过程加剧

晋陕蒙接壤地区, 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生态环境脆弱, 土地自然生产潜力较低, 承载

能力较差。近半个世纪以来,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 全区人口由 1965年的 176. 68×10
4
人增

加到 1997年的 310. 01×104人, 增长 30. 75倍, 平均人口密度由 31. 0人/ km
2增加到 54. 0

人/ km 2, 远远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平均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 耕地面积

虽仍在继续扩大, 但耕地人口负荷已由1965年的每公顷 1. 88人( 0. 125人/亩)增加到 3. 83

人 ( 0. 25人/亩) , 而耕地保证率却由 1965年的每人 0. 49 ha ( 7. 35亩/人) 减少为 0. 26 ha

( 3. 9亩/人) , 造成人口环境容量下降,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土地退化过程进一步加剧, 至

今依然处于 “越穷越垦, 越垦越穷”的落后局面, 成为全国贫困县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从

发展趋势看, 今后区内人口数量还将继续增长, 而耕地面积则将随着煤炭资源开发和能源

基地建设的破坏、堆集压占, 以及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坡地退耕还林、还牧等原因而

有所减少。这样一来, 本区将面临着人口负荷增加同时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双重压力。

2. 2　破坏水土资源, 新增土地退化面积, 导致流域性和区域性环境问题日趋恶化

本区多年平均输入黄河泥沙量为 4. 27×10
8
t , 其中颗粒粒径超过 0. 05 mm 的粗沙为

2. 23×108t (未计清水河县) [ 5]。自1987年起～1994年, 本区煤炭资源开采和能源基地建设,

工业生产发展等各项基础设施和生产过程中, 人为产生了大量外排的废弃土石、原沙、弃

渣等固体废弃物高达 1. 2×10
8
t。预计到 2021年本区煤炭产量将达到 1. 1×10

8
t随着煤炭资

源开采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能源基地的迅速发展, 人为产生的废弃土石、原沙等外排固体

废弃物将随之增加, 届时估计外排固体废弃物将达到 18. 1×108t , 年水土流失量约为 1. 03

×10
8
t , 新增入黄泥沙 4 700×10

4
～4 900×10

4
t。此外, 由于煤田所在区域多为风蚀沙化频

繁地区, 因受煤炭资源开采和能源基地建设的影响和破坏, 仅神府—东胜煤田一、二期开

发 ( 1987～1997年) 还将新增沙化面积 129. 6 km
2, 为自然沙化发展速度有1. 5倍[ 6]。如果

不采取有效措施, 不仅将导致流域性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而且还将影响河道

行洪安全, 污染水质, 严重影响和威胁着下游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3　改变和打破了区域地质环境及岩石的自然平衡状态, 诱发一系列环境地质灾害

近十几年来, 本区在煤炭资源开发和能源基地建设过程中, 由于煤炭资源大面积开采

和交通运输网络及其他矿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发展,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地表形态,诱

发塌陷、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一系列环境地质灾害, 不仅对矿区周围环境带来了许多不

良的影响, 而且还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据有关部门调查, 神府—东胜煤田的大柳塔矿

区仅 1993～1994年一年左右时间内矿区塌陷面积就由 0. 86 ha 发展到 8. 0 ha, 最大沉陷量

由 1. 5 m 发展到 6. 5 m。其次, 在乌兰木伦河下游和弧山川下游矿区两侧山坡, 铁路和公

路两旁, 以及采石场和其他矿区工地等处, 已发生过多次人为滑坡, 崩塌和山坡滚石等[ 3]。

此外, 神府—东胜煤田自开发建设以来已发生过多次破坏程度不等的泥石流灾害, 且泥石

流活动频繁明显增加, 影响范围亦越来越大, 潜在泥石流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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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三废”排放量明显增大, 水体, 大气和地表土壤污染日益严重

过去, 晋陕蒙接壤地区缺少大型工矿企业和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市, 区域经济发展相当

滞后, “三废”排放量量不大, 河流水体, 大气和地表土壤受污染影响不太严重。但是, 伴

随着煤炭资源开发和能源基地建设, 以及区内电力, 化工, 建材, 纺织等工业部门发展, 城

镇人口增加, 加之受煤堆自燃, 煤窖排矸, 土法炼焦, 土法硫磺生产等的各种影响, 全区

“三废”排放量比开发建设前明显增大, 水体, 大气和地表土壤污染日益严重, 使本区脆弱

的生态环境变得更为恶劣。1990年本区废水排放量仅为 1 736. 09×10
4
t , 万元产值排污水

量为 190. 07 t (未包括托克托县) , 区域排放污水强度为 309. 56 t / km
2
·a。主要集中于偏

关、河曲、达拉特、保德、东胜、府谷等县 (市) , 主要污染物为 COD、悬浮物、硫化物、

挥发性酚等。据有关部门预测, 到 2000年全区废水排放量将达到5 132×104 t / a, 其中工业

废水占 88. 4%, 生活废水占 11. 6%, 区域排放污水强度将达到 915. 08 t / km
2
·a; 2010年

全区废水排放量将达到14 607×104 t / a, 区域排放污水强度为2 604. 56t / km
2·a, 均远远超

过 90年代初期水平。由于本区河流水量相当有限, 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区内所产

生的工业和生活废水进行严格处理的话,必将使区内河流和黄河干流水体向恶化方向发展。

从大气污染来看, 本区废气排放量为 142. 312 2×10
8
标 m

3
/ a (未包括托克托县) , 万元产值

排气量为 15. 58标 m
3 , 最高的伊金霍洛旗竟达 75. 15标 m

3, 其次为神术县达 41. 31标 m
3 ,

府谷县为 29. 58标 m 3。大气污染物主要是颗粒物, SO 2、CO 2氮氧化物和降尘等。另据有关

资料, 神府——东胜煤田矿井此较集中的大柳塔地区大气污染指标比开发前成倍增加, 严

重影响和威胁着该地区和周围群众的生命安全
[ 7]
。

3　缓解环境冲突, 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 1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保持适度人口规模, 提高人口素质

长期以来, 由于人口基数过大, 人口增长过快, 人口素质偏低, 不仅日益加重了区内

有限的土地, 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承载力, 而且还加大了人口对资源环境, 耕地, 粮食等

压力, 导致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生态破坏, 带来了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等一系列资

源环境问题。因此, 为了促进区域人口, 资源, 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相协调, 今后必需在大

力发展经济, 壮大区域综合实力, 严格控制人口味道长, 降低人口增长率, 保持适度人口

规模, 促进人口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步入良性运行轨道的同时, 积极发展教育, 科技, 文

化, 卫生等各项事业。特别是要从本区各地实际出发, 适当加大教育投入, 努力发展农村

教育, 农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努力扫除青壮年文育, 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农民素

质, 发展优质, 高效农业, 生态农业, 乡镇企业, 繁荣农村经济, 彻底脱贫致富, 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良好的基础。

3. 2　发挥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区域经济, 不断增强区域综合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农牧业, 特别是种养业及农副产

品加工和能源重化工业等。其中, 种养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 又

是能矿资源开发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配套产业支撑和后勤保障; 而以煤炭, 电力, 化

工和铝加工等为主体的能源重化工业则是独具区域特色和资源优势的成长产业和未来主导

产业。因此, 今后应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以农牧业, 特别是种养业, 农副产品加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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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重化工业为重点, 大力发展区域经济, 不断增强区域综合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主要

重点: 一是积极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彻底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 以发展自给性与商

品性并重的种植业, 商品性畜牧业, 保护性林业为重点, 在确保粮食、蔬菜、肉、蛋、奶

等生产稳定增长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牛、羊、兔、鸡等养殖业, 林果业, 以及利用当地丰

富多样的大豆, 绿豆, 杂豆和小米, 荞麦等稀贵杂粮红枣, 海红子, 大扁杏, 沙棘, 皮革,

羊毛等各种农副产品和土特产资源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作为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综

合开发, 多种经营, 在实现农牧业增产, 农牧民增效, 农村经济社会稳定, 彻底脱贫致富

的同时, 为能矿资源开发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提供充足的农副产品供应和可靠的后勤保

障; 二是利用能矿资源 “两源兼富”的独特优势, 以煤炭资源开发为基础, 以电力工业为

先导, 以高耗能源材料工业为主体, 尽快将本区建设成为我国优质动力煤基地和出口煤炭

基地的同时, 积极发展围绕能矿资源开发配套和加工转化的重化工工业, 形成具有全国性

意义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带动和促进区域经济全面振兴。

3. 3　加强生态环境整治建设, 建立综合治理体系,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近年来, 随着煤炭资源开发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快速发展, 区内不仅水土流失, 土

地沙化等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控制, 而且还诱发了土地塌陷, 滑坡, 崩塌, 泥石流

等一系列人为地质灾害, 以及产生了水资源短缺, 工业 “三废”污染严重等一系列新的问

题和环境冲突。这些问题, 如不及时采取综合整治措施进行有效的遏制, 必将对区域可持

续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 针对生态环境脆弱的实际和面临的诸多突出矛盾, 必

须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整治建设, 建立综合防治体系, 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

间。具体来说, 必须坚持把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保护与资源开发, 产业布局, 经济发展和

脱贫致富等紧密结合起来, 按照 “全面部署, 统筹安排, 防治结合, 综合治理, 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的原则, 以综合整治, 改善优化生态环境为根本, 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 以科技为先导, 以重点水土流失区, 重点风沙危害区, 重点煤矿和重点工程开发建设

项目为突破口, 构筑起综合防治体系, 以开发促防治, 以防治促开发。其次, 是采取征收

资源开发补偿费, 生态环境补偿费, 土地复垦基金和达标排污费, 超标排污加倍收费等一

系列经济手段, 逐步建立起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 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

度对可能造成新的水土消失, 沙漠化, 地质灾害, 环境污染等环境问题的重点地区, 积极

进行综合整治建设, 达到防治结合, 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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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Factors

at the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YANG Qin-ye, ZHANG Hao-xi, YE Qing-hua

( I nstitute of Geog raphy , Chinese Academy o 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Situated at the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cont iguous area of Shanxi, Inner

M ongolia and Shanxi province is playing an especially impor 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industr y throughout the countr y and the dist ribut ion o f energ y base const ruct ion.

But there are many acute ecolo gical problems all through the ages because o f the co- ex ist-

ing situat ions of bo th the af f luent resources on energ y and m ine and the f ragil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such as drought, moving sand by w ind, and serious so il erosion, etc, w hich

show separat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xplorat ion o f coal and charcoal resource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 f energ y base const ruct ion in recent y ears, a series of new environmen-

tal conf licts ar e produced and have become very important impediments of the r eg ional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 ions o f crisis environment and the fac-

to rs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prov ides approaches to alleviat ing environmental confl ict

to facilitate reg 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Key words: T he contiguous area o f Shanx i; Inner mongolia and Shanx i pro vince; Situa-

t ions o f crisis environment;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confl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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