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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甘肃省植树种草项目 

 

第三方评估人：ICNET 株式会社 早濑史麻，岸野优子 

0．要点 

本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在甘肃省开展植树种草活动，提高森林覆盖率及植被覆盖率，

防止该地区沙漠化，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做贡献。其背景是中国沙漠化问题日益严重，

引起了人们对植树项目的重视。本项目与中国的发展政策、发展需求、日本的援助方针

均吻合，相关性高。为了在自然环境严酷的地区为防止沙漠化做出更多贡献，实施主体

由小规模农户变更为经济林种植由联合农户及企业实施，具有公共性质的防沙林及封育

由地方政府部门及国营林场实施，在保证小规模农户利益的同时，在更有效的地点进行

大规模的植树种草，对于维持维护管理体制来说，这一变更是有益的。本项目实施的植

树种草面积占甘肃省沙漠面积减少量的 63％，为防止沙漠化做出了贡献。后评估阶段生

长情况良好，林产品的产量及收入增加，为改善生活环境做出了贡献，项目成效好、影

响大。项目时间控制在计划之内，但项目经费由于植树种草面积增加而超出计划，因此

效率为中等水平。日元贷款项目办公室解散，但其功能由上级组织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

发办公室接管，运营、维护管理体制方面没有问题。国家的补助及林业局、各地方政府

的预算确保了项目的运营、维护管理预算。除部分农户出现了技术转移不足、林地与灌

溉设施管理不足等情况，需要进行改善外，技术、植树种草地的维护管理情况基本良好，

可持续性高。 

综上所述，可以给予本项目的非常好的评价。 

 

1．项目概要 

  

项目位置图 照片 1 滴灌设施完备的葡萄经济林 

（甘肃省嘉峪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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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背景 

伴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中国出现了森林过度采伐、过度开垦、过度放牧等现象，

将近 3 成的国土面积已成为沙漠或正面临沙漠化危机。由此引发的沙尘灾害逐年增加，

1993 年 5 月在 4 个省及自治区出现了 85 人死亡，家畜损失达 12 万头。东南亚各国也受

沙漠的影响出现了黄沙飞散的现象。1998 年洪水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发

生的背景下制定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指定了关于改善自然环境的四大重点课题
1
，确定了对象地区与数值目标，制定了改善生态环境的制度建设计划和大规模的植树造

林计划。四个重点地区
2
中，甘肃省包含在包括“沙漠化地帯”在内的全部地区中。立项

阶段，甘肃省的森林覆盖率大幅低于全国水平，甘肃省内降水量极少的河西走廊地区还

存在水资源浪费、森林过度采伐、过度开垦等人为因素，植被覆盖率受到明显影响。基

于这一情况，甘肃省政府为了通过植树种草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防止沙漠化，

改善生活环境，向日本政府申请实施本项目，本项目作为日元贷款项目得到了批准。 

 

1.2 项目概要 

通过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植树和种草，提高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防

止该地区及周边地区的沙漠化，改善当地生活环境，从而确保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的稳定。 

 

日元贷款承诺额／支付额 124.00 亿日元/123.88 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日期／签订贷款

协议日期 
2003 年 3 月 28 日／2003 年 3 月 31 日 

贷款协议条件 偿还期限 30 年（其中，宽限期 10 年）一般贷款条件 

借款人／实施单位 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甘粛省人民政府 

贷款结束日期 2012 年 10 月 29 日 

主体协议 

（协议金额 10 亿日元以上） 
无 

咨询协议 无 

相关调查（可行性研究：F/S）

等 
F/S 甘粛省林业勘察设计院（2002 年 7 月） 

项目实施支援调查（2004 年 3 月） 

相关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植树种草项目（L/A 2002 年） 

陕西省黄土高原植树造林项目（L/A 2001 年） 

山西省黄土高原植树造林项目（L/A 2001 年） 

甘粛省水资源管理・砂漠化防治项目（2000-2007 年） 

黄土高原林业技术推广普及项目（技术合作 2010-2015

年） 

黄土高原植树造林项目（世界银行 1999-2009 年） 

 

                                                        
1
 减轻水土流失、防治沙漠化、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的相关项目。 

2
 ①黄河中上游、②长江中上游、③沙漠化地带、④草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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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对象地地图 

 

2．项目概要 

2.1 第三方评估人 

早濑史麻、岸野优子（ICNET 株式会社） 

  

2.2 评估时间 

 本次后评估实施日程如下。 

 评估时间：2014 年 8 月～2015 年 8 月 

 实地考察：2014 年 12 月 5 日～12 月 16 日、2015 年 4 月 25 日～4 月 28 日 

 

2.3 评估的制约因素 

由于项目后评估在 2009 年项目完成 5 年后进行，尚未达到能够对植树种草项目的中

长期效果及预期进行确定性分析的阶段，因此，本项目在分析基本效果指标的同时，还

将重点放在了对今后的效果显现、持续的预期及为实现这一预期的组织、资金、技术环

境建设情况方面。 

此外，出于以下原因，只能使用通过实地考察得到的调查数据对项目有效性进行初

步判断
3
。第一个原因是，林地树木还在生长过程中，尚未达到可以确认生长完成后的林

地状况的阶段。另一个原因是，项目地区包含河西走廊地区 5 市，范围广阔，要在规定

的调查时间内对全部造林种草地的情况进行确认十分困难。 

 

                                                        
3
 本项目在河西走廊地区 5 市开展，范围广阔，要在全部县进行实地考察存在困难，因此将收集全部

县的运用效果指标的工作委托给了实施单位——湖北省人民政府，选定了具有代表性的 6 个县，进行

了提问表调查、实地考察和受益者调查，作为掌握整体情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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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结果（等级：A
4
） 

3.1 妥当性（等级：③
5
） 

3.1.1 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1）与立项阶段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立项阶段，中国政府在《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1998～2050 年）中提出，将防

止沙漠化和防护林营造作为重点课题。甘肃省属于保护与恢复自然环境的 4 个重点地区

“黄土高原中上游流域”、“长江中上游流域”、“沙漠化地带”、“草原地带”之中。 

 

（2）与后评估阶段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甘肃省在国家“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中也是保护与恢复自然环境重点课

题——通过长江流域防护林建设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天然林，实行退耕还林项目的对象

地区。甘肃省“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中，也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保护作为

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为实现这一目标，在长江中上游流域、黄河流域

开展防止水土流失，退耕还林还草项目以实现植被的恢复和増加，通过河流流域生态林

的建设以实现水源涵养，同时发展特色林业，通过扩大甘肃特产的生产增加农户收入，

通过自然保护区及公园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 

甘肃省政府为实现这一方针鼓励积极利用贷款，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先后利用世

界银行、日本政府拨付的贷款实施了植树造林项目。如表 1 所示，本项目与同时期内类

似的贷款项目相比，植树造林面积更大、拨款额更多。本项目为该政策方针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项目实施的妥当性高。 

 

表 1 本项目与同时期内实施的外资植树造林项目规模对比 

项目名称 支援机构 実施期间 

（年） 

植树造林面积 

（公顷） 

项目经费 

（USD/公顷） 

林业开发项目贷款 世界银行 2003-2011 2,582 364 

绿化生态造林项目 韩国政府 2001-2006 1,540 288 

本项目 日本政府 2003-2010 136,000 13,833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3.1.2 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1）立项阶段的发展需求 

立项阶段，甘肃省的森林覆盖率为 9％，低于 17％这一全国平均水平。河西走廊地

区为降水量极少的地区，再加上水资源浪费、森林过度采伐、过度开垦等人为因素，植

被覆盖明显受到影响。对此，甘肃省人民政府采取了限制放牧等措施，以应对人为破坏

因素，但沙漠仍距离灌溉地区及居民较近，对人民的生活构成威胁。 

 

                                                        
4
 A：“非常好”，B：“较好”C：“存在一些问题，D：“不好”。 

5
 ③：“高”，②：“中”，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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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评估阶段的发展需求 

后评估阶段，甘肃省的森林覆盖率为 13.42％，低于 20.36％的全国水平
6
。省内的

年平均降水量为 300 ㎜/年左右，而蒸发量为 1,259 ㎜/年-3.522 ㎜/年，大幅超出降水

量，且海拔在 1,000m-3,000m，环境严峻
7
，沙漠面积为全国第四，达到了 19.21 万㎢。

该数值占全国沙漠面积的 7.3％，甘肃省国土面积的 42％
8
。2011 年和 2012 年的全年沙

尘发生次数突破了过去 10年内的最高记录，达到了 44次
9
，防止沙漠化仍然是重要课题。

甘肃省“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植树造林 123.3 万公顷，到 2015 年之前森林覆盖率达

到 17％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 683 万㎥的目标。由此可知，在后评估阶段对防止沙漠化

与植树造林的发展需求较高。 

 

3.1.3 与日本援助政策的吻合性 

日本政府于 2001 年 10 月公布的《对华经济合作计划》与《海外经济合作业务实施

方针（2005-2008 年）》都将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作为重点课题之一，制定了开展自然环

境保护、合作开展森林保护与管理的方针。《国别实施方针（2003 年度）》中提出，中国

的环境问题是有可能对日本造成直接影响的问题，将以内陆地区为中心的环境保护与人

才培养作为重点领域。本项目是以中国内陆地区的甘肃省为对象开展的植树造林项目，

从有助于改善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与日本援助政策的吻合性高。 

 

3.1.4 项目计划及过程的合理性 

立项阶段，主要的实施主体为小规模农户，以生态效益和削除贫困为目的，在自家

土地
10
上进行植树种草，从而实现防风和防止流沙，改善生态环境，通过从经济林获得

收入，实现经济、社会效益。但实际上，小规模农户从县政府贷款的偿还期限为 40 年，

时间较长，加之农户对经济压力的担心，未能参加项目。经济林由大规模农户、联合农

户及企业实施，平均每户的造林面积
11
达到了计划规模的 10 倍以上。 

植树造林项目在从林地获得足够的收入之前，需要投入物资器材和管理费用。由于

实施主体的变更，从植树造林前的整地开始就已确保了用于管理和偿还的费用，进一步

提高了项目的成效和可持续性，小规模农户通过获得租金和劳务费成为二次受益者，没

有对社会效益产生不良影响。 

由于防风固沙林
12
、封育

13
、工程治沙

14
的管理费用一路高涨，因此并不期望从中获

                                                        
6
 甘肃省统计年鉴（2013 年） 

7
 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2014 年） 

8
 国家林业局《中国沙漠化现状调查报告》（2011 年） 

9
 甘肃省环保厅《甘肃省环境质量概要》（2010-2013 年） 

10
 计划阶段预计每户主体的平均面积为 0.86 公顷，参加农户数量为 50,250 户。 

11
 根据受益者调查（样本数量 100）得知，每户的平均面积为 12.4 公顷。 

12
 JICA 提供的资料中，解释称这是通过采购并种植灌木实现沙丘固定、防风效果的林地种植。甘肃

省从 FS 开始一贯使用“生态公益林”这一名称。日方认为仅包括灌木，但中方将生态公益林分为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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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收入，除去农户部分后，实施主体变更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国营林场、治沙站以自治

体的形式实施项目。通过由公共机构实施项目，在自治体全域内的防护效果较好的地点

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使得更多居民从项目中受益。 

 

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国的发展政策、发展需求、日本的援助政策十分吻合。实施主体

虽发生了变更，但计划阶段预想的实施主体小规模农户也从中受益，变更进一步提高了

项目的成效和可持续性，妥当性高。 

 

3.2 效率（等级：②） 

3.2.1 成果 

立项阶段本项目的预期成果包括：实施植树种草，提供造林资材、器材、车辆，建

设灌溉、道路设施，实施培训和技术指导等。详细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成果一览表 

 立项阶段的目标值 

（目标年 2010 年） 

项目完成的实际值 

（2009 年） 

植树种草 

植树种草面积 （ha） 

防风固沙林 

  乔木 

  灌木 

经济林、 

  葡萄 

  枣树 

  啤酒花 

  果树 
   紫苜蓿 

封育 

 工程治砂 

91,072 ha 

16,204 ha 

3,471 ha 

12,734 ha 

18,264 ha 

5,042 ha 

1,658 ha 

770 ha 

810 ha 

9,988 ha 

51,106 ha 

5,493 ha 

136,472 ha 

23,825 ha 

7,900 ha 

15,975 ha 

20,758 ha 

4,847 ha 

1,821 ha 

2,626 ha 

1,300 ha 

10,164 ha 

86,284 ha 

5,604 ha 

造林资材 

植树造林资材 

 苗木 

 化肥 

 有机肥料 

 农药 

 

19,050 万株 

12,993 吨 

113,942 吨 

682 吨 

 

24,765 万株 

19,739 吨 

147,367 吨 

863 吨 

相关设施、器材 

设备・建設 

灌溉设备 

 

1,110 ㎞ 

 

1,202 ㎞ 

                                                                                                                                                                   
（杨树、刺槐等）、灌木（梭梭等）。中国的《造林技术规程》将其称为“防风固沙林”。 
13
 封育是森林保护的方法，根据国家《造林技术规程》，禁止以燃料用途采伐木材及家畜的出入，对

对象区域进行半封闭或全封闭，恢复植被。 
14
 被称为“草方格”的格子，将稻草和泥等混交，在沙地表面埋成格子状，在格子中种植，进而固定

沙丘，防止流动和沙地土壤飞散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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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灌 

蓄水池 

道路建设 

输电线设备 

变压器 

建设工程 

农业机械 

8,978 ha 

780 ㎥ 

845 ㎞ 

20.8 ㎞ 

8 台 

13,280 ㎡ 

894 辆 

9,317 ha 

4,780 ㎥ 

1,134 ㎞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13,560 ㎡ 

949 辆 

车辆 

车辆 

摩托车 

卡车 

 

125 辆 

217 辆 

35 辆 

 

99 辆 

12 辆 

与计划一致 

环境监测器材 350 点 322 点 

培训・技术指导 

培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市政府 

县/镇政府 

农垦总公司
15
 

 

30 人 

3,610 人 

1,030 人 

 

与计划一致 

6,710 人 

1,365 人 

对实施主体的技术指导 23,800 人 34,500 人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1）造林面积 

项目全部造林面积由计划面积 91,072 公顷，大幅增加至计划的 150％，达到 136,472

公顷。实施主体发生变更，并对造林面积进行了调整，增加了造林面积。只有经济林中

葡萄的面积出现了减少，这是由于从立项阶段开始葡萄的价格出现下滑，而支架等物资

所花费用比其他作物多，出于这一经济原因，实际种植面积减少至计划的 96％。面积中

减少的部分改种了其他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没有对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防风固沙林、封育、工程治沙作为公益性高的造林项目，主要由地方政府及国营林

场重点在从沙漠产生的流沙飞散较多的地区实施，面积增加。分配给农户进行的植树造

林面积中封育、工程治沙减少，并相应地增加了经济林的比例。 

 

（2）植树造林物资器材 

经济林、防风固沙林面积的增加中合计苗木（计划比 130％）、肥料（化肥 152％。

有机肥料 129％）、农药（127％）的使用量较计划量有所增加。苗木、肥料、农药的采

购由政府统一进行，按照造林面积分配给实施主体。 

 

（3）物资与器材 

①设备与工程 

采购基本按计划进行。张掖市临泽区因增加经济林（枣树）的种植需要新的水源，

市政府增加了资金投入，追加建设了 4,000 ㎥的蓄水池，蓄水池建设为计划比的 613％。

                                                        
15
 农垦总公司是省政府对农场进行直接监督的省政府农垦局在 1978 年与管理监督下的农场共同组建

的公司。本项目的实施体制中，相当于地级市政府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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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固沙林、封育、工程治沙作为公益项目重点在沙漠产生的流沙多的地区开展。由于

地处偏远地区同时修建了周边道路，共修建道路 1,134 ㎞，为计划的 134％。 

 

②车辆 

项目开始后，由于已经通过其他项目购买了车辆及摩托车，因此对必要性进行了重

新计划，减少了购买数量。 

 

（4）培训、技术指导 

①针对地方政府项目管理人员、林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由于公益林的营造作为公共事业，所以以地方政府（市、县/镇、农垦总公司）的管

理人员、技术人员为对象的培训人数大幅增加到 8,105 人，为计划的 174％。面向项目

管理负责人开展了工程及财务管理、沙漠生态环境项目管理、水资源管理、验收等培训。

面向技术人员开展了节水灌溉、生物及工程治沙、沙漠种草技术、经济林特产品树种栽

培、人工草地建设及生产加工、飞播、干旱地区造林的培训。 

② 针对实施主体的技术指导 

县/镇的技术人员对参加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了技术指导。由于开展公益项目的实施

主体人数増加，由计划时的 23,800 人增加到 34,500 人，为计划的 145％。指导内容包

括滴灌在内的节水灌溉、生物、工程治沙、经济林果树栽培、人工草地建设与管理。 

③ 其他培训 

本项目未开展赴日培训，但在项目实施期间有 14 名省、市、县的办公室负责人及技

术人员参加了 JICA 开展的“节水灌溉技术培训”，有 2 名省项目办负责人参加了 JICA

开展的“林业负责人能力强化培训”，其成果反映到了本项目的培训及实施当中。 

  

立项阶段的计划中预想项目实施主体为土地面积在１公顷左右的小规模农户，实际

经济林的造林由联合农户和专业户实施，每个主体的种植面积
16
达到计划 10 倍以上的规

模。防风固沙林、封育、工程治沙等生态林由公共机构实施，由此，造林面积增加到了

计划的 150％，植树物资器材、设备、设施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同时，对需要采购的车

辆及环境监测器材的数量进行了调整，有助于削减经费，对成果的变更是合理的。 

 

3.2.2 投入 

3.2.2.1 项目经费 

立项阶段计划项目经费为 166 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 124 亿日元），实际项目经费

为 169.33亿日元
17
（其中日元贷款 123.88亿日元），略微超出了计划（是原计划的 102％）

                                                        
16
 根据受益者调查结果得知，农户的平均面积为 12.4 公顷、是计划阶段预想农户面积 0.86 公顷的 14

倍。 
17
 根据 2004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的月中平均汇率，算出期中平均汇率，按照 1 元＝14.19588 日元进

行换算。数据来源是 British Colombia 大学提供的 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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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项目经费中，由于造林面积增加，造林费用从计划的 104.64 亿日元增加到了 124.77

亿日元，为计划的 119％。増加的造林面积中，封育及防护林等造林费用低的类型所占

比例大。此外还存在将造林费用高的葡萄换为费用低的枣树及果树的情况，控制了项目

经费的増加。 

 

3.2.2.2 项目实施时间 

计划项目实施时间为 2003 年 3 月-2010 年 10 月（92 个月）
19
，实际为 2003 年 3 月

-2009 年 10 月（80 个月），是计划的 87％。受 2005 年霜冻及 2008 年低温的影响，防

护林与经济林遭到了破坏
20
因而进行了补栽，林地的验收在 2009 年 10 月完成，未超出

计划实施时间。 

 

3.2.3 内部收益率 

立项阶段项目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沙漠化，计算经济方面的内部收益率（EIRR）的前

提条件不确定，故未计算。项目实施过程中也没有计算收益率，因而后评估也没有根据

EIRR 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项目实施时间控制在计划范围内，但因项目经费超出了计划，

效率为中等水平。 

 

3.3 成效
21
（等级：③） 

本项目是以造林为主的项目，通过立项阶段设定的定量效果指标、实地考察了解的

林地情况、森林覆盖率、蓄积量来判断成效。预想的影响为“通过防止沙漠化实现生活

环境的改善”及“为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做出贡献”，前者通过沙漠化面积与沙尘灾害

的减少来判断，后者通过经济林的产量与销售价格、项目参与者的收入变化来判断。另

外，培训不是主要指标部分，其效果不作为成效、影响，而是在可持续性中的运营、维

护管理的技术中进行评价判断。 

 

3.3.1 定量效果 

（1） 成活率及保存率
22
 

立项阶段设定的所有造林方法中的成活率及保存率均达到了目标值（表 3）。植树后

                                                        
18
 实施单位没有提供各项成果（包含各造林方法的全部成果）增减相对应的费用明细，因此无法对费

用是否与成果増減相符进行分析。项目经费的子评级根据 JICA 后评估参考书，对总项目经费的计划值

与实际值进行了比较，根据效率子评级的标准（超过计划的 100％，低于 150％）判断为②。 
19
 “完成”的定义是，在植树造林第三生长期后进行的植树造林成活率检查合格。 

20
 生态林受灾面积为 8,677 公顷，经济林受灾面积为 7,553 公顷，合计补种 846.8 万棵。 

21
 判断成效的等级时，还考虑了影响。 

2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将植树造林之后一个生长期后成活的株数与栽植株数之比作为成

活率，将植树造林结束后第三个生长期的数值作为保存率，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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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年的验收中，防风固沙林的 4 个项目点
23
、经济林的 2 个项目点

24
成活率均低于目标，

因此进行了补种，第 3 年的验收中保存率达到了目标值。 

当地造林专家称，在严酷自然环境下成活率、保存率依然较高的原因如下：①进行

了合理的防沙；②栽种时使用了客土栽培、冻土移植等，保持了树苗根部的水分；③水

分供应方面采用了滴灌，在种植后也进行了灌溉，水分供应合理；④项目地区设置了防

护栏等，防止了人及家畜带来的损害；⑤多数项目点选择了该地区原有的乡土树种。 

 

表 3 成活率 /保存率 
 目标值（2003 年） 实际值（項目完成 2009 年） 

防风固沙林 经济林 封育 草地建设 防风固沙林 经济林 封育 草地建设 

成活率 

造林 1 年后 
85％ 85％ 无 40% 89.4% 91.4% 33.8% 96.0% 

保存率 

造林 3 年后 
65％ 85％ 30％ 80% 84.6% 95.4% 36.5% 97.9%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注：封育的成活率/保存率为灌木的数值。 

 

  

照片 2 在市中心人工湖周围建造的防护林

（甘肃省嘉峪关市） 

照片 3 实施封育的项目点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 

 

（2）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率 

项目实施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与植被覆盖率都达到了立项阶段的目标值（表 4）。森

林覆盖率为 9.77％，超出目标值 3.73％。实际植被覆盖率为 40.64％，与目标值 18.76％

相比，大幅增加。 

 

表 4 项目实施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与植被覆盖率 

 标准值 目标值 实际值 

计划时 

（2001 年） 

项目完成 1 年后 

（2011 年） 

项目完成 1 年后 

（2010 年） 

森林覆盖率 6.04％ 9.46％ 9.77％ 

                                                        
23
 武威市古浪县、金昌市金川区、酒泉市瓜州县、临泽农场 

24
 武威市苏武山林场、张掖市肃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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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覆盖率 21.88％ 25.62％ 40.64％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資料、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注：森林覆盖率：总面积中林地面积的比例。 

 

3.3.2 林地的生长情况 

对省内 5 个县 1 家农垦总公司的防风固沙林、经济林、封育共计 30 个项目点进行了

调查，确认了具有代表性的树种的造林方法与林地管护情况，对树木生长情况指标的高、

径进行了测定。其结果概要如下，详情及数据请参见附加资料。 

 

（1）防风固沙林 

① 乔木（杨树、刺槐、槐树、胡杨、柳树、云杉、障子松、砂枣） 

全部树种的保存率都达到了 75％以上。乔木种植在道路、田地及河道等的两侧，用

于防风。整体生长状态良好，对病虫害采取了妥善的预防措施。几乎所有的项目点均为

混交林，公园因展示的需要，由多个树种的块状纯林组成混交林。 

② 灌木（柽柳、梭梭、花棒、柠条） 

选择了防风效果好、适应沙漠环境的乡土树种，全部项目点都营造了多树种混交林。

成活率在 73％以上，生长状态基本良好。关于灌木的覆盖率，在全部项目点覆盖率都超

过了 30％，显现了防沙的良好效果。 

 

（2）经济林（枣树、葡萄、梨、苹果、牧草） 

全部项目点
25
的保存率都达到了 85％以上，病虫害少，生长状态基本良好。维护管

理状态方面，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灌溉的管理都妥善进行，部分农户（枣树、梨）

未能进行这些作业。此外，还有一些农户选择了不适合干旱、寒冷地区的品种（苹果、

枣树）。希望林业局的技术人员能在管护作业和品种的选择方面给农户提出建议。 

 

（3）封育（白刺、梭梭、柽柳、盐瓜瓜、红砂） 

植被覆盖率超过了 40％，实施封育 10 年后，多个种类的灌木和草类生长情况良好，

植被恢复产生的防止流沙的效果也得到了确认。到后评估阶段即第 11 年进行封育的部分

项目点的覆盖率为 20％，虽降到了标准之下，但已建成了能够建设经济林的灌溉设施及

防沙林，并计划种植苹果，因此不存在问题。 

                                                        
25
 实地考察在 12 月进行，有些项目点无法通过目测及测量确认生长情况。为防止冻害，冬季（10 月-

次年 4 月）将葡萄枝埋入地下，无法在实地考察中测量生长量，但通过对技术人员进行访谈确认了生

长情况。考察时牧草的收割已经完成，根据残余的情况判断覆盖率在 90％左右。未能访问种植啤酒花

的项目点，但对技术人员进行了访谈并通过各个季节的照片进行了确认。 



 

 12 

  

照片 4 为防止沙漠化种植的 

灌木（甘肃省嘉峪关市） 

照片 5 对防护林中种植的乔木进行测量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 

 

3.4 影响 

3.4.1 对防止沙漠化提高生活环境的贡献 

（1）对减轻沙漠化的效果 

项目实施地区的合计沙漠面积年平均減少约 1 万公顷（     ）。从立项阶段开

始到项目结束（2003年-2009年）期间，甘肃省整体减少的沙漠面积为 14万公顷（   ），

通过实施本项目减少的部分为 8.78 万公顷，占全省整体减少部分的 63％。 

沙尘暴灾害方面，武威市及嘉峪关市大幅減少，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增减反复

出现，没有明确的倾向（    表 7）。受益者调查（表 8）显示，对于本项目是否对

减轻沙尘产生了效果这一问题，43％的人回答“产生了很大的效果”，57％的人回答“在

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效果”，可以认为本项目对生活环境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防止沙尘发生与本项目的因果关系不能一概而论，不过通过本项目新增的造林面积

（4.5 万公顷）相当于河西走廊减少的沙漠面积的 51％，此外还采取了封育（8.6 万公

顷）及工程治沙（0.6 万公顷）等预防沙漠化的措施。因此，可以认为本项目对河西走

廊地区的防止沙漠化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此外，通过受益者调查结果得知本项目也对生

活环境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表 5 全国和甘肃省的沙漠面积   （単位：万 ha） 

 立项阶段（2003 年） 项目完成时（2009 年） 

全国 甘粛省 省占全国比例 全国 甘粛省 省占全国比例 

沙漠面积 26,362 1,935 7.34% 26,237 1,921 7.32% 

资料来源：国家林业局「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2011 年 1 月） 

 

     表 6 项目实施地区沙漠面积变化情况
28
  （単位：万 ha）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計 612  609  608  608 606  605 603 602  600  599 589  

武威市 188  188  188  188  187 186  186  185 184  183 174 

金昌市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张掖市 34  34  33  33 32  31  31  31 30 3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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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市 11  9.2  9.2  9.2 9.2  9.2  81 8.1 8.1 8.1 7.6  

酒泉市 374 374  374  374  374  374  374  373 373 373 373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注）8 处省农垦总公司由于分散在项目实施区内，不包含在此表格中。 

 

    表 7 沙尘暴灾害次数变化情况
29
 （単位：次/年）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项目实施地区平均 9.6  7.8  7.6  9.4  7.4  8.4  6.8  6.2  4.0  4.0  3.0  

武威市 11 15 10 14 9 7 7 8 1 0 3 

金昌市 2 1 2 6 6 5 3 5 3 2 1 

张掖市 2 3 3 3 4 4 3 4 3 4 2 

嘉峪关市 24 16 16 18 12 17 9 5 5 8 5 

酒泉市 9 8 7 6 5 9 12 9 8 6 4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注）8 处省农垦总公司由于分散在项目实施区内，不包含在此表格中。 

 

表 8 受益者调查结果（100 个样本） 

对减轻沙尘的效果 

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43 % 

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效果 57 % 

没有什么作用 0 % 

完全没有作用 0 % 

 

3.4.2 对社会经济稳定的贡献 

（1） 对林木草地作物稳定生长的贡献 

本项目种植的经济林生长状态良好，单位面积产量逐年增加。主要产品中、葡萄和

啤酒花在种植 3 年后进入稳定期，因此先于其他作物在产量和出厂价格上达到了目标值

（表 9）。枣树的价格稳定增长，但产量还不稳定。牧草的产量、价格均在 2011 年之后

方趋于稳定。果树方面，由于计划阶段设定目标值对应的树种不清楚，无法与实际值进

行比较。 

 

表 9 作物在单位面积产量和出厂价格 

 目标值 实际值 

2010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葡萄 产量(吨/ha） 25.0  19.0  24.8  33.8  37.6  38.0  39.0  

价格（元/吨） 5,000  4,582  4,608  5,737  6,318  6,898  6,457  

啤酒花 产量(吨/ha） 5.0  5.3  5.3  5.7  5.7  6.3  7.4  

价格（元/吨） 6,500  11,070  5,943  6,763  6,466  5,913  7,160  

枣 产量(吨/ha） 8.0  4.0  5.0  8.0  5.3  7.3  9.0  

价格（元/吨） 6,000  4,500  4,200  5,100  6,600  6,300  7,800  

果树
26
 产量(吨/ha） 37.5  10.7  12.8  15.1  18.1  22.1  25.7  

价格（元/吨） 3,000  2,255  2,285  2,350  2,565  2,815  3,020  

牧草 产量(吨/ha） 30 24 26 29 31 30 30 

                                                        
26
果树的数据为苹果和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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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元/吨） 800  555  591  1,065  1,127  1,204  1,159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2）对经济稳定的贡献 

立项阶段，农户、林场平均收入的目标值为 3,068.4 元，全部项目实施市及农垦总

公司达到了该目标（    ）。如表 11 所示，项目点整体的平均年收入为全国平均值

的 1.3 倍，省内农民平均的 2.2 倍，达到了较高水平。2004 年-2010 年的年收入增长率

为 194％，即使考虑到中国同一时期 20.5％的通货膨胀率，增长依然非常显著，因此本

项目为增加收入做出了贡献。 

 

    表 10  项目实施地区农户、林场平均纯收入   （単位：元/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武威市 4,174  4,469  4,744  5,106  5,763  6,410  6,685  6,814  6,996  7,198  

金昌市 3,535  3,751  3,943  4,137  4,515  4,989  6,195  7,780  9,133  10,200  

张掖市 2,535  2,802  3,043  3,302  3,591  3,972  5,864  6,674  8,041  8,959  

嘉峪关市 3,823  4,645  4,947  5,268  5,625  6,956  7,865  9,304  10,999  12,351  

酒泉市 4,407  4,750  5,315  5,836  6,452  6,956  7,180  8,030  9,450  11,190  

农垦总公司 5,160  6,194  6,956  9,056  10,512  11,824  12,061  12,496  12,848  13,521  

平均 3,939  4,435  4,825  5,451  6,076  6,851  7,642  8,516  9,578  10,570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表 11 全国和甘肃省的农民的年纯收入    （単位：元/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全国 2,936  3,255  3,587  4,140  4,761  5,153  5,919  6,977  7,917  

甘粛省 1,852  1,980  2,260  2,645  2,724  2,980  3,425  3,909  4,507  

通货膨胀率 3.90 1.80 1.50 4.80 5.90 -0.70 3.30 5.40 2.6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通货膨胀率是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3）社会效果 

项目计划中原本期待小规模农户在自家土地上进行植树种草，实现生态、经济效益，

但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大规模的农户、联合农户和企业。当初期望参加项目的小规模农

户通过土地租赁或被雇佣造林、抚育、收割或护林员等方式，实现二次受益。雇佣方面，

也照顾到了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情况，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 

 

3.4.3 其他正负面影响 

（1）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未发现本项目对自然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保护原生植被，局部实施了造林整地。

采用了保留原有植被的方法，将水分的蒸发降到了最低限度。为增加森林资源和生物多

样性，推荐营造包含多个树种的混交林，几乎所有的项目点都按照计划进行了植树造林。

部分地区形成了以块状纯林形式混交的混交林，根据当地森林领域的专家称，由于纯林

面积在 10ha 以上，面积较大，与纯林一样容易传播病虫害，是较为脆弱的结构。但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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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气温不高，较为干燥，从气象条件来看较难发生病虫害，影响不大。 

关于动植物的多样性，据封育项目点的护林员称，区域内栖息有濒危物种蒙原羚。 

项目没有新挖水井，利用现有的水源进行灌溉，没有引发导致地下水枯竭的问题。

此外，由于使用了节水型灌溉，无需担心盐类沉积。没有对盐类沉积进行定期检测。 

 

（2） 居民搬迁、征地 

造林的主体是拥有林地使用权的农户联合体、林场，通过租用使用权的方法确保林

地，因此没有发生居民搬迁、征地。其中还包含地方政府通过建造公益林形成公园的项

目点，将原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沙漠地带进行改良，加以利用，因此没有发生居民搬迁、

征地。 

 

（3）其他正负面影响 

防沙林及封育、工程治沙等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造林，虽然发生了管护费用，

但是没有林产品的产出，因此并不期待其具有经济效益。在 4 个市的项目点
27
，尝试了

将造林地作为旅游资源以提高经济、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本项目实施的植树种草面积相当于甘肃省減少的沙漠面积的 63％，本项

目为防止沙漠化做出了贡献。除生态效果之外，还显现了经济、社会效果，本项目的成

效、影响高。 

 

3.5 可持续性（评级：③） 

3.5.1 运营、维护管理体制 

（1）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中，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下设独立的日元贷款办公室，但于 2012

年贷款合同完成后解散。之后日元贷款项目的偿还資金管理及针对市、县政府的指导监

督等运营、维护管理由农业开发办公室进行。 

市、县级的运营、维护管理体制与本项目的实施体制相比没有发生大的变更。偿还

资金的管理及针对实施主体的监督指导、监测由市县财政厅进行，但部分县则通过林业

局进行管理。项目实施市、农垦总公司的办公室人数如   表 12 所示。在后评估阶

段，实施单位的业务范围、责任分工明确，运营、维护管理体制未发现问题。 

本项目在省、市、县的财政厅内设立了办公室，雇佣了治理沙漠、造林方面的专家，

弥补了专业不足的问题。在项目点走访调查中，部分农户的项目点在经济林中选择了不

符合气候和土地情况的品种（枣树、苹果的部分品种）并出现了灌溉设备及林地管理不

到位的问题。较之植树经费，获得的经济效益较低，有必要加强品种选择及栽培方法及

                                                        
27
 4 个项目点中包括，①酒泉市金塔县国营金塔湖林场：防止沙土流入水库的防护林；②嘉峪关市东

湖：市中心水源周边的防护林公园；③金昌市金川区金水湖：人口湖周边的防护林公园、④武威市古

浪县马路滩林场：通过封育、工程治沙、防护林实现防止沙漠化示范和沙漠植物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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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维护管理的指导，希望能与专门进行指导的林业部门能够实现联合协作。 

 

   表 12 县县管理办公室职位人数  （単位：人） 

 合計 项目管理 财务 技术人员 
其内高級 

技术人员 

计划時  N/A 

評価時（2014 年） 

武威市 74 14 7 53 10 

金昌市 39 11 1 27 0 

张掖市 173 22 9 142 31 

嘉峪关市 14 4 1 9 0 

酒泉市 126 13 5 108 3 

省农垦总公司 58 18 8 32 5 

合計 484 82 31 371 49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2）实施主体 

经济林的运营、维护管理由大规模农户、农户联合体及企业负责，公益性强的防护

林、封育、工程治沙由地方政府、国营林场对植树、治沙站负责。 

当初预想主要的实施主体是小规模农户，要实现稳定的经济收入需要一定的年数，

在此期间承担维护管理费用比较困难，从确保运营、维护管理体制的可持续性来看，这

一变更是合理的。 

实施单位及下级组织明确了合作体制及业务范围、责任分工，此外由具有经济实力

的实施主体及公益组织进行运营、维护管理，体制上没有问题。 

 

3.5.2 运营、维护管理技术 

据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称，县、镇办公室具有充分的指导能力，技术转移

也妥善进行。后评估阶段，贷款项目的管理技术指导工作由省转移到了地方政府，文件

的归档管理、项目的宣传视频及宣传册、报告书齐全。针对市/县/镇/林场的植树种草地

的运营、维护管理技术培训参加人数为 8,105 人，是计划的 174％，其内容也包含了造

林地的运营、维护管理所需的知识、技术。 

针对实施主体的培训有 34,500 人参加，是计划的 145％。根据受益者调查的结果得

知，78％的人回答接受了多次培训，一次培训都没有参加过的农户占 22％。约 8 成的培

训参加者接受了植树种草技术、树苗处理、病虫害预防的相关培训，但回答其他项目的

人较少。在关于培训所产生效果的问题中，同样得到了植树种草技术、树苗处理、病虫

害预防的效果高的回答（表 13）。 

培训的实施時间为 2004 年-2007 年，与新增植树种草的时期吻合，可以推测因此培

训内容也优先选择了与该时期符合的植树技术及树苗处理、病虫害对策，对中长期所需

的林地管理及产品利用、销售的关心不足。 

实地考察中，部分农户的项目点在经济林中选择了不符合气候和土地情况的品种，

没有进行妥善的管理，因此造成了收成减少的问题。希望能对树种的选择及维护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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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的农户进行追加培训及个别指导。 

 

表 13 培训受益者调查结果（100 个样本） 

培训内容 培训对项目产生的效果 

新造林技术 77% 提高了植树造林技术 82% 

苗木的管理 80% 苗木管理 87% 

病虫害的预防和措施 86% 能够预防和应对病虫害 73% 

肥料使用方法 59% 能够合理使用肥料 45% 

森林管理的方法 36% 森林得到了合理的管护 28% 

资金管理 26% 资金得到了合理的管理 34% 

促进产品和间伐木材的销售 5% 间伐木材和产品销售顺利进行 27% 

用水设备的管理 24% 用水得到合理的供应 34% 

 

植树种草林地的巡护体制及手册在封育和大规模的防风固沙林中得到了完善，由监

测站的护林员进行管理。农户由于是自行管理，因此没有手册和管理记录等。 

 

实施单位的运营、维护管理技术充足。实施主体中，部分农户的知识、管理经验不

足需要进行追加指导，但大多数的实施主体在运营、维护管理的技术上未见问题。 

 

3.5.3 运营、维护管理财务 

（1）实施单位的运营、维护管理财务 

省内的林业预算金额规模在 2010 年增长到了 2004 年的 3 倍，确保了新增植树、维

护管理的预算 

从国家项目中获得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长江防护林、生态林保护等的补助。

此外，维护管理、防火、病虫害防治方面由省林业厅主管部门确保预算。县级部门可以

根据需要从省内获得预算，毎年都能确保必要的金额。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的封育地带

中，通过自治区政府的补助采取了削减放牧及游牧民定居的对策，减少了家畜对林地的

破坏。 

 

     表 14 甘粛省林業预算执行额   （単位：万元） 

 预算执行额 森林、植被维护管理 全体比 新植树种草 全体比 

2010 年 722,797  43,326  6.0% 64,285  8.9% 

2011 年 608,123  13,100  2.2% 80,692  13.3% 

2012 年 756,920  77,567  10.2% 93,647  12.4% 

2013 年 790,723  52,614  6.7% 79,513  10.1% 

资料来源：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表 15 林业投资资金来源    （単位：万元） 

 本年资金 国家预算 国内贷款 債権 利用外资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2004 年 206,800  38,576  160,752  676  180  236  298  

2005 年 253,385  34,332  200,486  12,398  87  1,751  4  

2006 年 233,372  17,496  208,315  6,906  612  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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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254,377  22,295  218,892  10,850  2,340  0  0  

2008 年 367,149  36,319  304,688  10,198  1,239  0 6,985  

2009 年 482,817  29,681  316,741  13,000  2,733  693  112,724  

2010 年 715,630  34,870  472,783  34,600  6,779  5,187  122,632  

2011 年 610,611  487,233  53,000  0 16,000  8,432  40,577  

2012 年 756,920  596,809  93,695  0 16,572  31,349  16,25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实施主体的运营、维护管理财务 

经济林的运营、维护管理费用由大规模农户、联合体、企业承担。经济収益低的防

风固沙林及封育由国营林场及地方政府支付维护管理费用。 

受益者调查（样本数量 100）回答的平均收入为 46,641 元，管理费用为 43,927 元，

获得的收入超出费用 2,714 元。收入与管理费用的比较（表 16）中，80％的人回答“收

入比管理费用多”，但仍有 11％的受益者称管理费用超出了收入，回答几乎相同的受益

者占 5％。其原因是，枣树和杏树还没有达到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树龄，此外仅参与防

护林种植的人员无法获得收入。 

表 16 收支的比较受益者调查结果（100 个样本） 

收支的比较 

纯收入比管理费用多 80% 

纯收入和管理费用基本相同 5% 

管理费用比收入多 11% 

未回答 4% 

 

实施主体参与本项目从县政府获得的贷款从 2013 年 3 月开始偿还，每年支付 1 次。

在后评估阶段，已经完成了第 1 年（2 次）的偿还。 

通过受益者调查得知，贷款金额的平均值（表 17）为 453,496 元（约 860 万日元），

后评估阶段的贷款偿还情况（表 18）为，20％的人回答“按照计划偿还”，26％的人回

答“未偿还”，2％的人回答“虽然出现了延迟，但仍在偿还”，2％的人回答“拖延偿还”。

未能偿还的原因是“尚未从经济林中获得稳定的收入，因此无法支付”、“栽植枣树的收

益低因此无法偿还”，除此之外还有人回答“希望免除偿还和利息”。 

在对林场经营者的调查（回答数量 33）中，6 成的员工回答“正在按计划偿还”，由

于从生态林和经济林获得的收入不足，回答“没有按照计划偿还”的占 4 成。 

 

由于希望在自然条件严酷的甘肃省实现林地的生态效果，实施主体负有进行运营、

维护管理的主要责任，但在实施主体从林地获得充分的收入之前，县（市、区）林业局

准备了资金代为偿还，未发现问题。 

 

表 17 贷款金额和偿还金额（受益者调查回答者的平均值） 

贷款金额 贷款利率 偿还开始时间 已经偿还的金额 

453,496 0.75％ 2013 年 3 月 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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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偿还情况的受益者调查结果（100 个样本） 

偿还的情况 

按计划偿还 20% 

出现延迟但仍在偿还 2% 

暂停偿还 2% 

未偿还 26% 

未回答 50% 

 

（3）灌溉设施花费的运营、维护管理费用 

灌溉设施归各农场林场、企业及农户所有，各自负责相关费用及维护管理。但是受

益者调查（回答数量 100）结果显示，并未征收灌溉设施的使用费，回答“征收了维护

管理费”的仅占 21％。很多项目点的维护管理费由政府承担。 

根据对省、市、县政府的访谈得知，有灌溉设施的项目点存在管理费用长期不足的

问题，今后从省内获得的补贴对于今后的维护管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据省水利厅称，

灌溉设施的维护管理、维修预算为 9,200 万元（2014 年实际），维护管理费用得以确保，

因此预期具有可持续性。 

 

包括国家项目的补贴在内，省政府的林业预算逐年增加，维护管理所需的费用得到

了确保。实施主体在经济林树龄增加的同时将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财务方面的可持续

性将在今后 3-5 年内可得到确保。灌溉设施的运营、维护管理费用原本应由所有者、组

织及使用者承担，但通过政府的补贴确保了可持续性。综上所述，运营、维护管理财务

的可持续性没有问题。 

 

3.5.4 运营、维护管理情况 

（1）造林地的维护管理情况 

据省政府称，植树种草林地的维护管理状态良好，没有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的 5 个

县 1 个农垦总公司中，经济林、防风固沙林、封育、沙丘固定的植树种草林地情况、维

护管理情况基本良好。但还存在部分经济林选择了不适合当地的树种；部分农户没有在

经济林项目点进行保育及修剪作业；灌溉设施没有得到妥善管理等维护管理上的问题。 

受益者调查的结果（表 19）显示，关于造林地的状态，回答“良好”的占 86％、

回答存在“部分问题”的占 14％。问题的内容为多选，包括“供水不足”（54％）、“黄

沙灾害”（42％）、“病虫害危害”（39％）、“成活率及保存率差”（39％）、“产品的产量低”

（31％）。 

关于维护管理情况，回答“良好”的占 74％，回答“存在很多问题或部分存在问题”

的占 26％，问题的内容包括“维护管理费用不足”（56％）、“无法确保用水”（24％）、“人

手不足”（23％）、“没有定期进行维护管理”（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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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维护管理情况的受益者调查结果（100 个样本） 

植树造林林地的状态 植树造林地的维护管理情况 

良好 86% 良好 94% 

有一些问题 14% 有一些问题 2% 

有很多问题 0% 有很多问题 0% 

未回答 0% 未回答 4% 

 

（2）灌溉设施的运营、维护管理情况 

省办公室称灌溉设施的状态、维护管理情况良好，未发现问题。受益者调查（回答

数量 100）中，关于灌溉设施的状态，回答“良好”的占 88％，回答存在部分问题或较

多问题的占 9％，问题的内容为“灌溉设施的破损和漏水”、“设施的老化”等。存在问

题的设施不是本项目建设的设施，而是实施者修建的灌溉设施，在实地考察中得知本项

目修建的灌溉设施部分存在受损或垃圾堵塞现象，需要进行修理并改善管理状态。99％

的回答者在使用灌溉设施，61％的人回答灌溉设施提供了“足够”的用水、33％的人回

答“供水不足”。水源不足是由于沙漠地带的气候条件导致的，回答不足的项目点已经建

设了合理的灌溉设施，但种植的是用水量较大的灌木林及果园。 

 

表 20 灌溉设施的受益者调查结果（100 个样本） 

灌溉设施的状态 灌溉设施供水的状态 

良好 88% 充足 61% 

有一些问题 7% 不够 33% 

有很多问题 2% 未回答 6% 

未回答 3%  

 

（3） 器材的运营、维护管理情况 

① 车辆（99 辆）、摩托车（12 辆）、卡车（35 辆）均由归属单位的各个单位进行维护

管理，在后评估阶段全部车辆的使用都没有问题。 

② 环境监测仪器（322 台），据省政府表示，配备在国营林场、治沙站、农垦总公司，

使用中没有问题。实地考察的访谈中未能就配有何种器材、管理负责人及使用情况等得

到明确的回答。 

③ 农业机械（949 台）登记为农场、林场、省农垦总公司的固定资产，维护管理的责

任由各个农场、林场、企业承担。通过实地考察及访谈，确定了管理负责人，室内管理

状态良好。后评估阶段，使用频率高的拖拉机、牧草收割机等部分出现问题，被废弃。 

本项目建设的植树种草林地、灌溉设施的维护管理状态方面，一部分项目点还有必

要进行改善，基本情况良好。配备的车辆及农业机械等器材按照当初的目的进行了使用。 

由此可知，本项目完成的植树种草林地、灌溉设施、车辆及农业机械等器材的运营、

维护管理状态基本良好，项目产生效果的可持续性有望得到确保。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维护管理在体制、技术、财务情况上均没有问题，通过本项目

实现的效果的可持续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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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及建议、经验及教训 

4.1 结论 

本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在甘肃省开展植树种草活动，提高森林覆盖率及植被覆盖率，

防止该地区沙漠化，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做贡献。其背景是中国沙漠化问题日益严重，引

起了人们对植树项目的重视。本项目与中国的发展政策、发展需求、日本的援助方针均

吻合，相关性高。为了在自然环境严酷的地区为防止沙漠化做出更多贡献，实施主体由

小规模农户变更为经济林种植由联合农户及企业实施，具有公共利益的防沙林及封育由

地方政府部门及国营林场实施，在保证小规模农户利益的同时，在更有效的地点进行大

规模的植树种草，对于维持维护管理体制来说，这一变更是有益的。本项目实施的植树

种草面积占甘肃省沙漠面积减少量的 63％，为防止沙漠化做出了贡献。后评估阶段生长

情况良好，林产品的产量及收入增加，为改善生活环境做出了贡献，成效、影响高。项

目时间控制在计划之内，但项目经费由于植树种草面积增加而超出计划，因此效率为中

等水平。日元贷款专门办公室解散，但其功能由上级组织甘肃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公室

接管，运营、维护管理体制方面没有问题。国家的补助及林业局、各地方政府的预算确

保了项目的运营、维护管理预算。除部分农户出现了技术转移不足、林地与灌溉设施管

理不足等情况，需要进行改善外，技术、植树种草地的维护管理情况基本良好，可持续

性高。 

综上所述，可以给予本项目的非常好的评价。 

 

4.2 建议 

4.2.1 对实施单位的建议 

（1）多数项目点的灌溉设施维护管理费用由政府承担。林场、农户、企业等实施主体则

负责实施维护管理、修缮、改建，并承担所需的费用，然而维护管理费用不足，造成了

修理延迟。今后，实施主体自身需要建立确保费用的体制，以预防政府预算减少、经常

性预算不足。项目开始时建设的设施到后评估阶段已超过 10 年，逐渐接近其 15-20 年的

使用年限。实施单位需要在未来的几年中，针对实施主体加紧建立灌溉设施管理组织，

探讨使用费用及维护管理费用的负担方法等。 

 

（2）针对 34,500 名实施主体开展了培训，培训人数超出了计划，但根据受益者调查的

回答得知，100 人中回答参加了培训的有 78 人，培训没有覆盖全部的实施主体。在实地

考察的访谈中得知，知识、技术的普及没能顾及到部分参加者，部分农户的经济林在品

种的选择及管理状态上存在问题。出现问题的农户没有根据科学知识进行选择和管理，

尝试种植后中途更换其他品种，反复试验。希望能在尽可能早的阶段，由县内的植树技

术人员进行追加培训或单独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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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对 JICA 的建议 

无。 

 

4.3 经验及教训 

（1） 要在植树项目中提高生态效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实施单位要从实施主体的选

择、造林方法、树种的选择到技术转移等各方面贯彻一条龙的指导、监督。 

立项阶段的计划中，预想由小规模农户作为主要的实施主体，在自然环境严酷的甘

肃省，由地方政府部门及国营林场开展有益于防止沙漠化的防沙林及封育工作。对象地

区为沙漠的风口及水源周边等，由于采纳了治沙专家的意见，选择了自治体全体受益的

高效地点，采取了更为大规模的防止沙漠化措施。经济林改为由大规模农户、联合农户

及企业种植，整地阶段的防沙、种植、灌溉等水分供应、树种选择都得到了合理实施，

在自然条件严酷的环境下依然实现了较高的成活率及保存率。如上所述，之所以能实现

预期生态效益及树种的多样化，进而最终构建完善的生态系统，达到项目的预期目标，

要归功于实施单位派遣了专家组，不仅对项目的指标进行了监测，还对造林方法及树种

的选择及维护管理的情况进行了监督、指导。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在部分项目点的农户

中，指导及监测不足、树种的选择及林地的管理、灌溉设施的管理没有妥善进行的情况。

有必要在林业部门的技术普及部门的合作下对农户进行更为细致的培训及技术指导。要

提高植树项目的生态效果，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实施单位需要获得造林方面专业研究机构

及技术人员、技术普及部门的配合，从实施主体的选择、造林方法、树种的选择到技术

转移等各方面贯彻一条龙的指导、监督。 

 

 

（2）将生态林作为旅游产业，能够实现社会、经济效益。 

在本项目建设的生态林中，以政府机构为实施主体，考虑进行旅游产业化的项目点

有四个。不仅实现了防止沙土流入湖泊及水库；绿化城市中心地区沙漠，提高居民的生

活环境；实施封育及工程治沙等生态效果，还同时建设了休闲设施、气象观测塔、道路

及观光小路、养殖设施、发电站等设施，发展灵活应用防沙对策和沙漠特征的产业并进

行沙漠植物的展示。希望实施单位在制定项目计划时，能通过探讨观光等新兴的生态林

利用方法，在生态效果之外实现社会、经济效果。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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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计划值/实际值对比 

项    目  计划值  实际值  

①  成果  

植树种草面积  

防风固沙林 

  乔木 

  灌木 

经济林、 

  葡萄 

  枣树 

  啤酒花 

  果树 

  紫苜蓿 

封育 

 工程治砂 

91,072 ha 

16,204 ha 

3,471 ha 

12,734 ha 

18,264 ha 

5,042 ha 

1,658 ha 

770 ha 

810 ha 

9,988 ha 

51,106 ha 

5,493 ha 

136,472 ha 

23,825 ha 

7,900 ha 

15,975 ha 

20,758 ha 

4,847 ha 

1,821 ha 

2,626 ha 

1,300 ha 

10,164 ha 

86,284 ha 

5.604 ha 

植树造林资材 

 苗木 

 化肥 

 有机肥料 

 农药 

 

19,050 万株 

12,993 吨 

113,942 吨 

682 吨 

 

24,765 万株 

19,739 吨 

147,367 吨 

863 吨 

设备・建設 

灌溉设备 

喷灌 

蓄水池 

道路建设 

输电线设备 

变压器 

建设工程 

农业机械 

 

1,110 ㎞ 

8,978 ha 

780 ㎥ 

845 ㎞ 

20.8 ㎞ 

8 台 

13,280 ㎡ 

894 辆 

 

1,202 ㎞ 

9,317 ha 

4,780 ㎥ 

1,134 ㎞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13,560 ㎡ 

949 辆 

车辆 

车辆 

摩托车 

卡车 

 

125 辆 

217 辆 

35 辆 

 

99 辆 

12 辆 

与计划一致 

环境监测器材 350 点 322 点 

培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市政府 

县/镇政府 

农垦总公司 

 

30 人 

3,610 人 

1,030 人 

 

与计划一致 

6,710 人 

1,365 人 

对实施主体的技术指导 23,800 人 34,500 人 

② 项目时间  

 
2003年3月～2010年10月  

（92个月）  

2003年3月～2009年10月  

（80个月）  

③ 项目经费  

  外币  

  本币  

 

  合计  

 其中日元贷款  

 

2.08亿日元  

163.92亿日元  

（8.26亿元）  

166.0亿日元  

124.0亿日元  

 

123.88亿日元  

45.34亿日元  

(3.194亿元）  

169.33亿日元  

123.88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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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兑换率  1 元＝15円（ 2002年 9月）  1 元＝14.19588円  
（ 2004～ 2009年平均）  

附件资料：林地生长情况数据 

 

1．经济林 

经济林（枣、苹果、梨、葡萄、牧草） 

全部项目点的保存率都在 85％以上，病虫害少，生长状况基本良好。为防止冻害，

冬季（10 月-次年 4 月）将葡萄枝埋入地下，无法测量生长量，因此通过对技术人员的

访谈确认了生长情况。考察时牧草的收割已经完成，根据残余的情况判断覆盖率在 90％

左右。维护管理状态方面，进行了正确的除草、施肥、病虫害对策、灌溉管理等，然而

部分农户（枣、梨）未能进行这些工作，需要开展指导。品种方面部分农户选择了适合

在东部种植的苹果（红富士）或选择了不适合干燥寒冷地区的枣（骏枣）。在品种选择方

面，希望林业局的技术人员能够为农户提供建议。 

 

树种 林齢（年） 高（m） 冠幅（m） 地径（cm） 密度（株/亩） 保存率（%） 

枣 

8 1.5 2.9 1.4 296 85 

11 3.5 1.4 5.1 45 85 

17 3.4 2.2 7.0 45 85 

平均値 2.8 2.2 4.5 --- 85 

苹果 8 3.4 2.9 12.8 45 95 

梨 

8 5.3 1.9 10.3 56 85 

11 3.0 1.8 7.0 133 90 

平均値 4.2 1.9 8.7 --- 87.5 

葡萄 
8 --- --- --- 185 --- 

10 --- --- --- 167 --- 

紫苜蓿 10 --- --- --- （覆盖率）90 

 

2．防护林 

2-1 乔木（白杨、刺槐、国槐、胡杨、柳树、云杉、障子松、砂枣） 

全部树种的保存率都达到了 75％以上。种植乔木是为了在道路、田地及河道等的两

侧实现防风。整体生长状态良好，并进行了合理的病虫害防止对策。柳树、云杉、障子

松栽植在沙漠改良而成的公园中（嘉峪关），管道灌溉完备，每年能提供 25 次灌溉水，

环境优良。几乎所有的项目点均为混交林，公园因展示的需要，由多个树种的块状纯林

形成的混交林。 

 

树种 林齢（年） 高（m） 胸径（cm） 密度（本/亩） 保存率（%） 
備考 

白杨 
11 14.1 10.1 667 80  

10 18.3 13.4 19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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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灌木（柽柳、梭梭、柠条、花棒） 

选择了防风效果好，适合沙漠环境的当地树种，全部项目点都种植了多个树种混交

的混交林。成活率在 73％以上，生长状态基本良好。管理状态方面，部分花棒项目点需

要进行修枝作业。全部项目点的灌木覆盖率超过了 30％，显现了防沙的效果。 

 

树种 林龄（年） 高（m） 冠幅（m） 分枝数（条） 密度（株/亩） 保存率（%） 

柽柳 10 2.5  2.4 11.8 121.5 85 

梭梭 10 2.2  2.1  9.3  296 80 

柠条 
10 2.0  1.6  11.8  146.3  73.3  

11 2.2  1.9 10.8 167 75 

花棒 10 1.8  2.2  10.2  80.0  77.5  

 

3． 封育（白刺、梭梭、盐爪爪、红砂） 

金昌县金川区和嘉峪关市这 2 个项目点的覆盖率分别为 47％、40％，封育开始 10

年后，多种灌木及草类生长顺利，通过植被恢复显现出了防止流沙的效果。省农垦总公

司的黄羊河农场作为在后评估阶段已经进行了 11 年封育的项目点，覆盖率虽低于 20％

的标准值，但需要进行封育的植被已经改善到了能够用作经济林的水平，且下一期计划

种植苹果，因此没有问题。白刺的根可以作为药材进行销售，因此有的项目点会投入营

养剂促使其生长。 

 

树种 树龄（年） 覆盖率（%） 項目地 

白刺、梭梭、盐爪爪 10 47 金昌县金川区 

白刺、红砂 10 40 嘉峪关市 

 

 

完 

 

平均値 16.2 11.75 --- 85  

刺槐 10 8.4 9.75 154 83   

国槐 

6 3.3 6.4 42 80  

10 10.2 12.4 111 80  

平均値 6.75 9.4 --- 80  

胡杨 10 6.4 8.3 16 85  

柳树 10 10.9 12 167 80 
栽植截干高度

2.5m 

云杉 9 2 4.4 167 90  

障子松 9 5.6 8.9 167 90  

砂枣 10 2.3 10.1 333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