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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安溪茶农水土保持行为实施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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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经济活动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展重点水土流失防治区的农户水土保

持行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茶农水土保持行为角度出发，采用调查收集的相关数据，比较分
析福建安溪茶农水土保持行为的实施强度．结果表明，安溪县茶农水土保持行为总体实施强度不高；茶农对
水土保持措施有明显的偏好；不同功能属性特征地区的茶农水土保持行为实施强度存在差异性．同时提出
控制茶园水土流失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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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产业是中国的特色产业，据统计，２０１３年末
中国茶园面积为２５７．９万 ｈｍ２，占世界茶园总面积
的５７．８％，中国的茶园面积及产量均居世界第一．然
而，我国茶园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已成为茶园急需解

决的重要问题．而茶园水土保持是保障茶园经济效
益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建设茶园的基础．当前我国各
地的茶园都面临着水土流失的困境，均开展了一系

列茶园水土保持措施研究和实践．由于茶园地形地
貌、土壤质地、生态环境、种植方式、茶园建设模式都

是影响茶园水土保持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防治水

土流失的３类措施：耕作措施、生物措施、工程措施，
并通过水土保持措施达到３个方面的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１－２］．

福建省安溪县７０％以上人口从事茶产业，农民人
均纯收入中５６％来自茶业，目前茶产业已成为安溪县
最大的民生产业．该县作为全国第一产茶大县，是全国
重要的茶产地．同时，该县也是全省五个一类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县之一．南方红壤区一直是我国水土流失严
重地区之一，而安溪县地处闽东南花岗岩区域内，崩岗

侵蚀特别严重，且其土壤为砖红壤性红壤，土壤抗蚀能



力弱，保水保肥能力差，由此可见，该县急需加快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此外，安溪县茶园所处环境使其具有独
特的产业和区位特色，不少学者对安溪县的茶园水土

流失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该县的茶园现

状研究［３－４］，茶园水土流失的防治对策和综合治理措

施［５－７］，生态茶园建设规划措施和茶农意愿［８－１０］，但这

些研究多为定性研究，而对安溪县茶园水土流失的定

量研究，以及从茶农的角度出发对茶农水土保持行为

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拟以安溪县为研究区域，
分析茶农水土保持行为的实施情况，旨在为安溪县水

土保持项目工程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安溪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厦、漳、泉闽南金

三角西北部（图１），地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１８～２１℃，降雨量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ｍ．安
溪境内多山，全县耕地面积２．５９万 ｈｍ２，山地却有
２２．００多万ｈｍ２，占土地总面积的６３％，其山地资源
非常丰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山峦起

伏、山峰林立、山势峻峭、坡度大，河谷狭窄，平均海

拔在７００ｍ以上．
安溪县以茶业闻名全中国，产量位居中国重点

产茶县第一位，号称中国茶都．近年来，安溪县的茶
业经济效益好，茶产业发展迅速，茶园也在逐渐扩

张，茶农开垦扩展茶园的力度不断加大，许多不适宜

种茶的土地被开垦来建设新茶园，致使茶园不仅茶

叶质量和数量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造成土壤疏松、

水土流失．根据２０１４年的相关统计［１１］，该县水土流

失面积达８１３．６７ｋｍ２，占县域面积２６．６１％，其中茶
园已成为其三大水土流失源之一．近年来，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安溪县采取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推

进生态茶园建设，提高植被覆盖率，使得茶园水土流

失情况得到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１．２　数据来源
在小规模定性调查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于

安溪县选取了２个镇，其中一个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经济比较发达的湖头镇，另一个是产茶历史悠久，

茶树资源丰富，茶叶品质优良，拥有“中国茶叶第一

镇”之称的感德镇（图１）．并在两个镇里随机选取的４
个村子：湖头镇高山村、湖头镇仙都村、感德镇洪佑

村、感德镇霞村进行调研．在４个村按人口比例随机
选取村民开展问卷调查，并对个别茶农进行访谈．问
卷内容主要包括：茶农基本情况、茶叶生产基本情况、

茶园水土流失防治情况．为保证问卷填写内容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所有被调查者使用相同问卷，并且他们

都是２０岁以上并参与茶园工作的村民．
１．３　研究方法

根据安溪县茶农所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本文

选取３类水土保持措施中的７个项目作为茶农水土
保持行为实施强度的测量指标，其中包括修筑梯田、

等高种植、植树种草、割草覆盖、施用有机肥、建设蓄

水池和排水沟、生态茶园建设等．满足测量指标，则
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将茶农所有的指标值相加，
所得数值即茶农水土保持行为的强度值（表１）．例
如，某茶农实施了３项水土保持措施，即满足３个测
量指标，各指标值相加得到强度值为３，强度值越大
表明茶农水土保持行为实施强度越大，其最大值为

７，最小值为０．同时对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并分析安
溪县总体水土保持情况．另外，通过比较感德镇和湖
头镇的水土保持情况，分析该县经济发达区和产茶

历史悠久区的水土保持情况差异．
表１　茶农水土保持行为实施强度的影响指标及赋值

措施类别 测量指标 指标赋值

耕作措施

是否采用等高种植 是为１，否为０
是否采用割草覆盖 是为１，否为０
是否施用有机肥 是为１，否为０

工程措施

是否修筑梯田 是为１，否为０
是否建设蓄水池和排水沟 是为１，否为０
是否建设生态茶园 是为１，否为０

生物措施 是否植树种草 是为１，否为０

２　分析与结果

２．１　茶农基本情况分析
茶农的个人教育背景及家庭基本情况对茶农的

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在所调查的茶农中，６３％完成了
九年义务教育，拿到初中文凭，仅有少数茶农具有高

中或者高中以上的学历，而３５％的只有小学学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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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至是文盲．茶农的教育背景限制了他们对新政
策、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同时也限制他们的视野，导致

其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短期内没有收益的措施中，且

不能积极配合政府执行新政策，推广新技术．
调查显示，大部分茶农从事茶叶生产年限较长，

６ａ及以下的有１３％，６～１２ａ的有６５％，１２ａ以上的
有２２％．由于茶农长时间的茶园经营和管理已经形
成了比较固定的模式，若要对其进行整改，不仅是对

茶农固定思维的冲击，而且还需投入更多整改资金，

因此，给茶园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

阻碍．
对茶农是否经过专业茶叶生产培训调查显示，

有七成以上的茶农未接受过茶叶生产培训．而茶叶
生产培训不仅能够让茶农获得茶园管理方面的知识

及技能，而且还能让茶农了解到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对茶园的重要性．
调查表明，有４３％的茶农认为水土保持措施实

施是政府的责任，３３％的茶农认为是茶农的责任，
２４％的茶农认为需要政府和茶农共同努力．由此可
见，部分茶农过度于依赖政府，导致其不能主动承担

水土保持相关责任，积极参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２．２　茶农水土保持行为的实施强度

从茶农水土保持行为实施强度值的高低可以看出

茶农对茶园水土保持的重视程度，以及当地水土保持

措施的实施情况．由表２可知，强度值１的比例最大，其
次是强度值２，强度值１和２的比例之和超过１／２，随着
强度值增大，比例则逐渐减小．强度值７的比例为０，即
没有茶农完全实施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由此可知，安
溪县多数茶农在水土保持方面的实施强度不高．从每
一项措施来看，成本较低的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力度

较大，如修筑梯田，超过５０％茶农在实施；成本较高的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力度较小，如建设生态茶园，不足

５０％；而需花费大量劳动力的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力
度则更小，如割草覆盖，仅有４％．

表２　安溪县茶农水土保持行为实施强度

强度值 数量 比例／％

１ ５１ ３１

２ ４２ ２６

３ ３３ ２０

４ ２４ １５

５ ３ ２

６ ９ ６

７ ０ ０

２．２．１　修筑梯田的实施情况
为了加强茶园水土保持，在茶园的建园耕作中

有一条开垦标准：“坡度在１５～２５°的陡坡茶园应该
建筑梯田以防止水土流失，而２５°以上的土地禁止
开垦”．统计数据表明，被调查者中知道该项标准的
占３５％，了解部分内容的有１５％，而完全不知道的
占５０％（图２）．由此可见，安溪县茶农对该项标准
了解较少，并且通过调查得知，近２／３的茶农没有按
此标准实施，其原因是：１／３的茶农为了减小成本和
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１／３的茶农认为无所谓，政府
没有强制要求且没有补贴；１／３的茶农表示自己不
知道怎么做．

虽然有大部分茶农不了解此项开垦标准，但是

茶园已修筑梯田的较多，超过１／２，这主要是当地的
地形地势的原因，由于当地茶园坡度较大，茶农采用

梯田的形式更多是为了方便劳作，另外，这项措施花

费资金较少，因此该项措施的实施力度最大．但由于
还有许多茶农不了解这项开垦标准，所以仍有许多

茶农在超过２５°的坡地上开垦建设茶园，造成无序
开垦、超坡度开垦和过度开垦的情况．
２．２．２　等高种植的实施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４５％的茶农没有做到等高种植，
２２％的茶农做到部分茶园等高种植，３３％的茶农做
到了等高种植（图３）．等高种植是茶园水土保持的
一项有效措施，而且便于操作管理，适宜机械化操

作，能大大地减少人力．传统的茶园种植方式较少采
取等高种植模式，若要改成等高种植，前期需要投入

较多资金和人力，同时，还要对原来的茶园进行较大

规模的修建，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这样势必

会影响茶农的其他经营活动，减少其当年的经济收

益．但由于当地的坡耕地较多，耕作困难，交通不便，
因此茶农对该措施的实施力度相对较大．

２．２．３　割草覆盖的实施情况
调查表明，大部分茶农选择使用除草剂（５０％）

和人力除草（锄草或拔草，３１％）的方式除草，少数
茶农选择耕作除草（１５％），仅有个别茶农选择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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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覆盖（４％）的方式（图４）．其原因是茶农认为该
项措施的劳动力投入太大，不经济，更重要的是他们

认为割草覆盖除草不彻底，效果相对较差．因此对于
这项费时费力，却见效不大的措施，茶农是敬谢不

敏．而由于除草剂价格便宜，且效果不错，茶农便更
倾向于使用除草剂除草．
２．２．４　生态茶园的实施情况

建设生态茶园是安溪县２００６年县人大的决议
案，目的是有效控制该区域的水土流失．而茶农对于
生态茶园的认知和肯定是该区域能否建设设施完备

的生态茶园并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重要因子．从议案
提出到本文调查时间已经６ａ，但调查发现有生态茶
园的还不到１／２，只有４２％（图５），并且实地考察还发
现，有很多茶农所说的“生态茶园”是自然形成的，茶

农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资金进行建设，导致许多茶

园不符合真正生态茶园的标准．可见６ａ的时间并没
有让安溪县大部分茶农正确认识到建设生态茶园的

意义，以及生态茶园产生的经济效益．由于生态茶园
能够提高整个茶园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

能力，缓解茶园水土流失，同时，还能提高茶园的茶叶

产量和质量，增加茶农的经济效益．因此，只有茶农客
观的、正确地认识建设生态茶园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才能提高茶农建设生态茶园的积极性．

２．３　茶农水土保持行为存在地区差异性
湖头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经济比较发达，茶

园多为新开发茶园．感德镇的产茶历史悠久，茶树资
源丰富，茶叶品质优良，拥有“中国茶叶第一镇”之

称．两个镇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由表３看出，感德
镇的茶农水土保持实施的强度值分布较广，水土保

持措施的实施强度较高．而湖头镇的水土保持措实
施强度值多集中在强度值１和２，强度值３和４的比
例较少，强度值５，６和７的比例为０．在具体措施实
施中，“了解开垦准则和符合开垦准则”的茶农比例

感德镇略高于湖头镇，而“茶园等高种植、割草覆盖

和建设生态茶园”的茶农比例感德镇则明显少于湖

头镇（图６）．

感德镇是产茶大镇，有悠久的产茶历史，在长期

的茶园耕作中其水土流失情况已经相对突出．而湖
头镇多为新茶园，水土流失尚不严重．因此，同湖头
镇茶农相比，感德镇的茶农更加了解茶园的相关信

息，关心水土流失的治理，并采取了更多的水土保持

措施．而湖头镇是经济发达的区域，且有感德镇作为
借鉴，于是对于新茶园的建设，茶农能将更多的资金

投入到水土保持项目中，防患于未然．因此，虽然湖
头镇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强度相对较低，但其具体

的实施措施、实施力度高于感德镇．
表３　感德镇和湖头镇茶农水土保持实施强度

强度值 感德镇／％ 湖头镇／％

１ １６ ４５

２ １６ ３４

３ ２４ １７

４ ２８ ４

５ ４ ０

６ １２ ０

７ ０ ０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１）安溪县茶农水土保持行为总体实施强度不

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茶农的水土保持意

识相对薄弱，尚未意识到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不了解

水土保持的相关政策和准则，并且茶农比较依赖政

府，个人不会主动承担责任．二是茶农的受教育水平
较低，使得茶农的眼光比较局限，往往更加看重短期

利益．而水土保持项目需要投入大量前期资金，若政
府没有补贴，或是补贴没有达到茶农期望额度，茶农

即使了解相关政策也不愿参与．
２）茶农对水土保持措施有明显的偏好．研究结

果表明，成本较低的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力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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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本较高和需投入大量劳动力的水土保持措施的

实施力度较低．在几项水土保持措施中，修筑梯田的
实施情况较好，茶农热情较高，主要是当地地面坡度

较大，修筑梯田有助于劳作和管理，但茶农不了解相

关的开垦准则，造成了无序开垦、超坡度开垦和过度

开垦等情况．由于等高种植模式便于操作管理，适宜
机械化操作，能大大地减少人力，因此等高种植的实

施力度也相对较高．而割草覆盖和建设生态茶园的
实施力度不大，前者是茶农认为投入的劳动力太大，

效果不好，后者是因为投入资金较大，且茶农对于生

态茶园的认识不够．
３）在湖头镇和感德镇的比较中发现，茶农水土

保持行为实施强度在两个镇存在差异性．产茶历史
悠久的感德镇，水土流失较严重，茶农水土保持行为

实施强度较高．经济较发达的湖头镇，水土流失较
轻，实施强度较低，但由于其经济发达，具体措施的

实施力度高于感德镇．
３．２　建议

１）农户经济活动是发展中国家水土流失的重
要原因，相关部门应严格把控荒坡地开垦许可的审

批，同时加强管理和规范山地开垦，并对茶园水土保

持进行监测管理，有效遏制农户经济活动造成水土

流失．另外，相关部门还应加大对水土保持的宣传，
向茶农宣传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重要性．水土保持
措施的实施是防治水土流失的前提，在茶园实施水

土保持措施也是对茶农的经济效益的保证．且在水
土保持中应遵循因地制宜，采取恰当的水土保持措

施，并把“３Ｓ”技术应用到茶园的水土流失监测中，
将“庇古税”引入茶园水土保持政策中．
２）相关部门须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评价体系，

其内容应包括适宜性评价、实施力度评价等，将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数字化．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的数字化能够更好地对其作出评价，以便于对水土

保持措施的实施作出评判和调整，作出适宜当地的

水土保持规划．

３）地方政府应加大水土保持工程资金投入．充
足的资金能够支持水土保持工程全面建设，是一切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基础．同时，增加茶农的专业培
训机会，动员茶农参加茶园相关知识学习，这也是一

切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前提．只有提高茶农的思想
意识和专业知识，他们才能主动参与水土保持工程，

使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４）对于不同功能、属性、特征的地区水土保持

措施的实施要有一定的针对性．由于不同地区的经
济、生态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因此应根据

当地的实际情况，实施相关的水土保持措施，才能有

效地改善当地水土流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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