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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水保世行项 目

基础数据的核实和经济分析的调整与协调

李 敏

(黄委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

西安 7 !。0 13 )

社会经济
、

自然环境和 与项 目有关的各类

基础数据是任何农业和水土保持发展项 目所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包含成本和效益在内

的经济分析又是所有发展项目的核心内容
。

对

于世界银行贷款项 目
,

经济分析尤其处于重要

地位
。

所有数据和分析的正确与否
,

直接关系到

项 目立项工作的成败
,

同时也对项 目实施的监

测与评价产生重大的影响
。

一
、

基础数据的核实和经济分析

的调整与协调的必要性

1
.

黄上高原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范

围较大
,

行政区划上包括甘肃
、

陕西
、

山西
、

内蒙

古 等 4 省 (区 )的 7 个地 (盟
、

市 )
、

21 个县 (市
、

旗 )
.

涉及黄河流域的九条一级支流 ; 在地貌类

型 上涉及黄土高原沟壑区
、

丘陵林区
、

风沙区和

黄上丘陵沟壑区的第一
、

二副区等类型区
; 在植

被类型上涉及落叶阔叶林区
、

森林草原区和 干

草原区
。

2
.

本项目虽以水土保持为主
,

但基础数据

和经济分析包括农
、

林
、

牧
、

副等多种行业
。

涉及

项 口的社会经济
、

自帐环境和与项 日有关的 各

类基础数据共 3 27 张表
、

4 万多个数据 ; 以地区

(盟
、

市 )为单位进行的项 目经济分析
.

有成本分

析 (计算机 )文件 9 个
、

效益分析 (计算机 ) 文件

7 个
,

合计 防 个经济分析的计算机文件
,

包括

价格
、

投入定额
、

产出定额和治理措施定额等四

类
.

共数 干个数据
。

在效益分析中
,

项 目要求对每一个子项 目

区和所选的典型农户的每一种地类上的每一种

作物和经营项 目作出计算机模型 ( 附表 )
,

每个

模型包括投入产出实物量
、

经济预算和财务预

算 3 张表
,

每张表又包括当前生产技术投入产

出模型和新技术投入产出模型
,

共产生 122 1 张

效益分析表格
。

附表 效益分析模型数量统计

单单位位 生产模型型 区域模型型 合计计
马马莲河河 6 lll

… : ……
7 000

延延 河河 4 666 999 5 555

佳佳芦河河 5 333 l 333 6 222

听听水河河 5玄玄 ] 111 6 777

蔚蔚汾河河 4 333 1 lll 5 lll

河河保偏偏 3 333 ] lll 4 ttt

伊伊 盟盟 4刁刁 73
111

5 555

合合 计计 3 3 44444 1 0 777

在成本分析 中
,

项 目要求对每一个子项 口

区的每一种治理措施做 出详细的物资和经费预

算
。

3
·

准备时间较长
,

数据需更新
。

从 199 1 年

正 式 向世 界银 行提供 项 目准备 文件 开 始到

j 9 9 4年签约
.

经历了 4 个年头
。

在这期间
.

我国

经历了从计 ltJ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

各种生

产资料
、

农副产品的价格由国家控制的 i十划调

节的单轨制
,

改变到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双轨制
,

进而发展为全部由市场调节的价格体系
。

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外汇价格 (汇率 )的变化
。

辛「率由

单轨制发展到双轨制
,

最终又发展成为 19 9 1 年

开始实行的市场调节价
.

这使汇率由 19 9 4 年 以

前的不到 6
,

突然提 高到 8
.

7
.

猛增 了 50 % 以
.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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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卜所述
,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 界银行贷

款项 目的数据涉及面之广
、

数量之大
、

要求之高

都是前所未有的
.

同时还有时间的延伸带来的

显著影响
,

因此
.

对于各类数据必须进行核实
,

对经济分析必须加以 协调和调整
.

从而达到准

确反映客观事实的目的
。

二
、

基础数据的核实和经济分析

的调整与协调

(一 )核实和调整与协调的原则

1
.

根 据国家有关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 的方

针
、

政策进行核实
、

调整和协调
。

如在确定美元

对人民币的汇率时既要考虑当时的情况
,

又要

研究在项 目实施和还贷期间汇率的变化
,

分析

外汇风险的大小
。

在编制经济分析中的典型农

户模型时考虑 国家制定的承包责任制
、

贫困地

区经济补贴等政策对典型农户产生的影响
。

2
.

根据世界银行考察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

核实
、

调整和协调
。

世界银行贷款项 目的立项准

备
,

特另J是其中的经济分析方法和结果归根到

底必须满足世 界银行的要求
、

得到世界银行的

认可方可获得成功
。

因此
,

对世界银行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 必须采取认真和积极的态度
。

如其提

出的 省际 间同类物资价格
、

同类作物的投入产

出量等差另lJ不应过大
、

项 目的基础数据应当落

实和调整到 } 9 9 3 年水平等意 见均得到 J
’

采纳
.

对此
,

世行 号察团
、

预评估团和 评沽团 多次表示

满意
。

3
.

根据项 目区的实际情况进 行核实
、

调整

和协调
。

核实
、

调整和协调不是单纯的统一
,

而

是根据各个 予项 目区的实向几的自然和社会经济

状况区别对待 如从农业发展水平的角度看
.

j妇

西的听水 i
,习
J ( J禹 }{山了分地区

) J社高
,

田此 l亡弓讨灯
、

向北

依次降低
。

相应地
,

农村各业经营状况和经济效

益也产生规律性的变化
。

在调整过程中
,

既考虑

了这一规律性的作用
,

又结 合各个子项 目区中

的各个不同农村产业 (包括各类农作物
、

林果的

生产
、

畜牧草场的经营等 )的实际情况进行 厂既

统 一
、

又切合实际的调整
。

通
.

考虑项 目准备的历史状况
。

本项目在准

备过程中形成了
一

定的结构
,

这包括数据的种

类
、

数据的要求
、

初步分析的结果等
。

在项目的

多次核实
、

调整和协调中必须考虑这些历史因

素
,

否则将降低世行对项 目和项 目准备人员的

信任度
。

因此每一次核实
、

调整和协调都是在保

证项 目中某些基础数量
、

基本比例不变的情况

下进行
。

由于这 一 限制
,

给调整工作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
。

如
,

各类价格和汇率发生变化后
,

人民

币的物价波动指数相应提高
,

同时国内匹配 资

金数额不再增加
。

在这一情况下
, “

既要保证项

目基本达到原定的治理面积
,

又 要将世行贷款

全部支付 回来
” ,

就形成了经济分析和计算中的

一大难题
。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每次都由中央项

目力
、

公室和四省 ( 区 )
、

七地 (盟 ) 项 目办的数十

人耗费上万元的资金
、

历时 20 一 4 0 夭来解决完

成
。

5
.

从技术角度看
,

在 各类分析 中必须保证

数据
、

表格
、

计算机文件等在形式上的统一性和

同一性
,

以便于汇总和分析
。

6
.

在考虑 以上原则的基础上
,

最终必须准

确
、

切合实际
,

满足合理性原则
,

达到世界银行

的标准要求
。

’

(二 )核实
、

调整与协调的步骤和方法

首先根据各地专业技术人 员的经验
,

结合

当地具体情况提出各类数据的调整意见
。

如在

确定各子项 目区中不同地类上各种作物的投入

与产出量时
,

就征求了当地农业科技专家的意

见
:

在确定各种林地的林木产量时
,

采用 了林业

专家提供的数据
。

其次
,

参考有关技术手册中的

相应规定
、

指标
、

数据
。

如在确定化肥和农家肥

的施用量时
,

参考了农业技术手册中的各类肥

料有效元 素含量的理 论数据
:

讨于不同树种苗

木产量
.

冬 号 J
一

林业技术手册中的指标
。

第三
,

在征求 了专家意见
、

参考 了技术手册后
,

各地同

类作物相关数据相差仍然较大
,

不能满足世行

要求的情况下
,

进一步采用专业技术人员集体

讨 论的 方法
,

根据
“ `

大 合理
,

小调整
”

的原则
,

再

作统 一性 调整
,

直至达到世行认可为止
。

最后
,

对于 一些派生数据采用试算的方法解决
。



三
、

基础数据核实和经济分析

调整与协调的结果

恨据世行考察团的意 见和建议以及立项进

展的需要
,

经过多次核实
、

调整与协调
,

使各类

数据更加准确与合理
.

各种水土保持治理措施

的投入更加切合实际
,

各种地类
、

各种作物的分

析过程与结果充分满足了世界银行的要求
。

因

此
,

1 9 9 2 年世界银行考察团就明确表示
,

黄土

高原水土保持项 目可以不经过预评估
,

而直接

进行评估
。

1 9 9 3 年 8 月项 目预评估后
,

世界银

行项 目预评估团认为
,

此项 目的前期工作 已达

到要求
,

建议 中国方面做好准备
,

在 19 9 3 年年

底前进行项 目的评估
。

1 9 9 3年 10 月世界银行

评估团按时来项 目区
,

进行了不到 20 天的工作

后
,

顺利通过了项目评估
,

同时提出本项 目可以

提前到 19 9 3年 n 月 15 日开始投入实施
。

本项 目从 19 91 年 6 月世界银行第一次考

察到 1 9 9 3 年 n 月项 目通过评估投入实施仅用

了两年多的时间
。

对于总经费超过 20 亿元
、

涉

及 4 个省 (区 )
、

包括农
、

林
、

牧
、

水多种行业
、

达

到扶贫和环境治理双重 目的的这一巨大项 目

(水利部前部长杨振怀曾说这一项 目是黄土高

原的三峡工程 )
,

用了如此短的前期准备时间
,

这不仅在我国是罕见的
,

而且在世界银行也是

少有的
。

世界银行的官 员和专家曾多次表示
,

本

项 目是世行所有项 目中准备工作做得最好的
。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项目之所以能够在短短

的时间内达到世行的要求
,

通过世行的评估
,

这

与及时组织项目各省 (区 )按照一定规范进行数

据 的核实和经济分析的协调与调整是密不可

分
、

紧密相关的
,

同时也证明了项 目的核实
、

协

调和调整工作是成功的

银行贷款项 目规划
。

本次规划不仅在宏观 匕进

行了协调
,

同时在微观 匕也采用世界银行标准

和计算机技术做了大 量的而且是成功的协调和

统一工作
。

本项 目的数据核实和经济 分析的调

整与协调工作
.

不仅使项 目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了实施前的准备
,

节约了人力和物力
,

向世界银

行展示 r 中国水土保持技术实力 (世行评估团

在项 目评估总结会上指出
,

本项 目的经济分析

工作量大
、

面广
,

采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这样大量

和复杂的经济分析工作本身就可以列为一个项

目 )
,

而且使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技术水平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
,

培养了一大批既熟悉国际标准

和计算机技术又掌握了英语的专业技术人员
。

总结和回顾本项 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

可以

得出以下有益的经验
。

1
.

对于跨省 (区 )的大型项 目
,

必须有 一个

较高层次
、

高效率
、

高水平的组织协调机构
。

2
.

对于跨省 (区 )的大型项 目
,

必须综合各

个有关专业的技术力量
,

重视各个层次和各种

类型的协调工作
。

3
.

对基础数据的准备和项 目的成本计算
、

效益分析应给予高度重视
,

特别是利用外资项

目尤其如此
,

否则将延长项 目准备时间
,

增加不

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投入
。

4
.

我国各级水土保持部门当前应加强技术

力量
,

推广应用新技术
、

新设备
,

增加技术储备
,

与国际标准接轨
,

最终达到提高水土保持技术

水平
.

增强水土保持部门活力
,

完成水土保持治

理任务的 目的
。

.月卜哎 月 , ,I 闷卜 小月卜 月卜 司 司卜 . 月 . 匕
今 旧 月卜 卜 月卜 . 门 . 闷卜 ; 月卜

一

闷卜 . 司卜 月卜

四
、

小 结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近 15 年来进行 了两次

大规模的规划
。

一次是 19 8 3年开始的由国家计

委下达的涉及黄河中游 7 省 (区 ) 的水 上保持综

合治理规划
,

另一次就是本次涉及 J 省 (区 )
、

占

黄河中游 6 0 %重点水土流失地 区 ( 盟 )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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