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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本书介绍采用复杂适应系统
理论和多主体建模方法，从模拟农户行为与农村环境的响应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利用Swarm平台开发
的、支持农村环境管理的综合集成体系——：MAREM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本书详细阐述MAKEM系统的理论背景、前提假设、总体设计、子系统设计以及系统的有效性检验过
程，并给出使用该系统对不同政策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绩效，实现模拟和对比的案例研究。
MAREM系统将为我国农村环境管理提供一套新的分析思路和技术支持。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包括环境科学、系统科学和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人员，农村环境管理的政策制
定者和实践者，以及对农村环境管理或复杂系统分析方法等相关领域有兴趣的社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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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高位运行阶段，农村经济的
迅速发展，使得各种现代生产要素全面涌入农业生产，也推动了农村消费规模的攀升和消费结构的变
动，而随之带来的农村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也日益凸显。
尽管“九五”和“十五”期间我国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整
体上仍呈持续下降趋势。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按直接成因可以分为内源性环境问题和外源性环境问题。
前者主要包括农业面源污染、土地退化、地下水与饮用水安全隐患、畜禽养殖业污染、乡镇企业污染
扩散、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等；后者则主要指城市污染物、旅游污染物向农村转移加剧的
问题。
《农村环境管理模拟:农户行为的仿真分析》主要关注农村内源性环境问题中与农户生产、消费行为所
紧密相关的部分，建立能够表征农户这一微观个体行为的多主体模型，通过定量化描述各种政策影响
下农户与农户群体生产生活 决策与经营活动过程的变动，来揭示农户行为与农村环境之间的响应关系
，从而讨论通过政策和市场干预在我国农村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途径。
 我国农业生产处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特征共存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现代农业生产
要素全面进入农业生产，化肥、农药、农地膜、农用机械已经广泛使用，但是与之对应的是，由于地
形、资源等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现状的限制，大部分地区不具备实现同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相似的社会
化大生产组织形式的条件，农户依然持续小生产、小规模、市场化程度低和精耕细作的传统生产理念
，现代化生产方式尚难以伴随现代生产要素的进入而取代传统的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
而且，在现代农业要素使用过程中，农户缺乏科学的使用方式指导，化肥、农药、地膜等生产资料的
过量施用，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回收不力产生的废弃物造成内源性污染在我国已经相当严重，其污染现
状表现为下面六个方面。
 （1）化肥污染。
近15年来，我国化肥折纯施用量以年均5％的速度递增，全国化肥施用总量由1991年的2805万t提高
到2007年的5108万t（均为折纯 量），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约420Kg（每亩①约28Kg），超过试验数
据给出的主要作物的化肥适宜施用量②，也远大于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污染所设置的氮肥15kg／亩的
施用量安全上限③，居世界中上水平。
从化肥的施用结构上看，单质肥料比重较大，复合肥比重小。
2005年氮肥折纯施用量约2290万t，复合肥约1300万t。
氮肥中，尿素占到各种氮肥施用总量的71％，而其氨态氮（NH3—N）的最大排放因子在各种含氮化
肥中最高。
尿素施用导致排放NH3—N的量占到氮肥和复合肥施用导致排放NH3—N总量的75％以上（陈辽辽
，2008）。
化肥的过量使用，使大量的氮磷由于降雨淋溶渗入地下水，或者氮以氨气（NH3）形式挥发，造成了
地下水污染和地表水富营养化，而由于光化学反应速率低，NH3在大气中通过光化学反应的去除率仅
为10％（Sanhueza，1982）。
化肥的施用量增加也对土壤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土壤硝酸盐积累、土壤结构破坏、腐殖质降低使土壤
板结、土壤微生物活动降低，而在大气中无法中和的NH3随降雨沉降至土壤，由于硝化作用加剧土壤
酸化和营养物质失衡。
 （2）农药污染。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禁止使用有机氯农药后，目前农药成分主要为有机磷农药，尽管其较有机氯
农药残留时间短，但毒性更大。
全国农药施用量2005年为146万t，15年来年均增速约4％，全国农药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高出发达国家
一倍，但施用农药中仅有100％～30％作用于靶作物（叶春和王云鹏，2007）。
伴随农业生产上农药持续的巨大需求，农药由于管理不当造成过量施用较为普遍。
由于农药品种繁多、成分各异、性质不同，其对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复杂，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农药施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村环境管理模拟>>

参考标准来度量其污染情况。
农药大量施用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农村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土壤生物和鸟类的生存受到较大影响，而
且农药的施用对地下水安全也造成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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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环境管理模拟:农户行为的仿真分析》以农户环境行为为视角，厘清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而提出农村环境管理的途径。
书中所提出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农业生产环境的研究，也不同于村落环境的研究，而是以农户为研究
切入点，将农户作为农村环境的主体，研究农户行为与环境的关系，借鉴现行的城市环境管理模式，
探寻改进我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与实践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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