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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以标准劳动日 (sLD)为计量标度的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价值流的概念。并分

析了一个以草地牧业和种植业两个分部构成的高寒牧区经济生态复合系统中单位面积上能量

流过程和价值流过程。从生态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出发,尝试建立价值流研究方法。

关锟词:经济生态复合系统,价值流;货 币流;能量流,人类生态系统,标准劳动日,高寒草甸

生态系统。

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是人类经济生产、社会活动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综合体。围绕经济

生态复合系统,我国学者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展了广泛而有益的工作 (马世骏,1983,

马世骏和王如松,1984),国 外也注意到人类在生态 系统中的作用,提 出了 人类生态系

统的概念 (Clapham,1981)。 人类有目的的生产劳动,改变了自然生态 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使 自然生态系统成为系统内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凝结在生态系

统内的劳动产品、在产品中的抽象劳动量所标度的价值伴随着系统内的能量流、物质流

形成经济生态复合系统中的价值流。价值流贯通整个系统,将系统的各组分联结成一个

机能整体,与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一样,具有各自的规律,是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功

能表征。当劳动产品输出系统成为商品时,其价格是其价值的体现,这时价值流流量将

能以货币的单位来测度,价值流就成为货币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商品的价格将围

绕着价值上下波动,货币流的实质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流动。

由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生态学工作者,十年来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的结构、功能及能量流有一定的研究,故在此基础上便于探索高寒牧区经济生态复合系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全资助项目。本文在业师夏武平教授的热情指导下完成:承蒙王祖望教授审阅文稿 ,谨致
谢意。

●‘现在青海门涓种马场 .

此稿于 1986年初投寄 《生态学报》,1989年 1月 退修,由 于作音不在国内所引起的种种原、因耽误至今,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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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价值流。1985年 ,我们以青海闸源种 鸟场高寒草甸为代表开展了经济生 态复合系

统中价值流的研究。

研究地区的社会条件

研究地区的自然条件已见于杨福田 (1982),植 被已见于周兴民和李健华 (1982).

于此不再赘述。

作为一个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研究地区可划分为草地牧业和种植业两大部分 (图 1)。

草地牧业主要分布在海拔 8000m以上的地区,草地面积为 25 962ha,种 植业主要分布于

海拔 3000m以下的地区,耕地 面积为 1834.67ha。 主要家畜品 种有绵羊、牦牛和马 ,

大宗种植作物有油菜、青稞和燕麦。

L竺
草地牧业分部
iturehnd section

种植业分都
Ph.ntation sectlon

图 1 一个高寒牧区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结构图

l ig.1  
·
rhc structure oF an ccononlical ecological integrate systcnl of

alpine n1.eadow pasttlfeland.

截止 1984年 底,该地区 380,诬 6km2的土地上,居住 着汉、回、藏、蒙、上等民族 ,

人口 2458人。该场的工人、管理人员 (含技术 人员)、 教师、医护人 员等职工人 数为

720人。系统内各部分的劳动力比重:投人草地牧业的劳动力人数占职工总数的 45,14%,

投人种植业的为 22.92%, 行政技术管理人员占职工总数的 15.28%,从 事 工副业 (含

运输)生产的工人占职工总数的 ⒋86%,从事卫 生保健和教育的 人数分别 占职工总数

1.53%和 10.28%。 各部门劳动力负载的消费人口数量有差异 (图 2)。

由于研究的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是以草地牧业、种植业为主体的经济生态复合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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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图2 系统内各部门劳动力和消费人口的分配

Fig.2 Thed‘ stFib。 tio:l of lsbors and hu:Ila!1 Consunlers i!l the dep8ftnlents of the systen.

系统内的管理、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少量的工副业都是为草地牧业和种植业服务的,我
们的价值流分析将从系统内草地牧业和种植业两个部分着手。

研 究 方 法

为测度系统内价值流流量,首先建立标准劳动日 (standard labor day,sLD)的 概念。所谓标准

劳动日就是研究地区平均状态下劳动力一日中体力与脑力支出所创造的价值量。为简便起见,以研究
地区劳动力的平均日工资收人,作为系统价值流流量的测量单位 sLD。 在本研究中,不仅用来测度 劳
动创造的新价值,而且用来测度物化劳动的消耗。为定量研究系统内的价值流动规律,统一比较的基
础,将在单位面积上研究劳动力密度、消费人口密度以及价值流流通密度。本文的价值流流程图中的
符号系统,基本上采用 0duII1(1983)在 “systen EcOlogy” 一书中使用的符号系统。

以草地牧业和种植业为主体的经济生态系统,系统中的能量流与系统中的价值流有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故从草地牧业、种植业两个分部的能流过程着手研究。

由于海拔和地理位置的差异,草地牧业区太阳辐射能为 5.753× 1ozkJ/(cm2年 )

(风峡口气象观测站资料),而种植业区的太阳辐射能为 5.857× 1o2kJ/(cm2· 乍)(浩门

农场场部气象观测站资料)。

助
 
 
 
 
 

如

o
u
d
一

〓
Φ

0
~
Φ

~

^
察

ˇ
出
怂
●

的
 
 
 
 

⒛

●

〓
'

· 861 ·

结 果 与 讨 论

(-)革地牧业和种植业分部的能流过程

一「
︱
︱

l
I



`
`
、

`

6.090× 10‘

草地牧业分部

‘.438× iOc kJ/ha· yr

1(

◇

亠
·

3,o62 X tO5、 .、

·
 〓〓0
〓

~
 ·

诊

`
、

‘
一

`岔

·′‘

F,422× 】。5 kJ/ha· yr
`“

`ex‘

|

6.3⒃

`s

心

.934X10 /h8· yr

种攫业分韶

图 3 系统的能盂流

Fig.3 Thee:lergy flowˉ i:l the system..

1.太阳 so△ ;2.人工草地 Afuficial pasturlalld,3.草 地初级生产Pr血 ary prod“ cuon of pasturcland,么 .天然草地 Natural pas“ feland;5青稞 Highland barley,

6,油莱 Rape,7.燕麦Y的 8,作物地初级生产P0mary producuon of far‘ nland;9.马 Hofse;lO.牦 午 Yak;11绵羊 sheep;12,牧 工Herds皿an;13,种植工人

FarI!lef;1d.管理及其它 Management and oth efs;15,市场 Markot.



不同草地类型的净初级生产按面积和比童进行加权平均,求出每公顷草地面积上每

年的4初级生产
1)为 12559.21kg,含能量 2,`1227× 10:kJ。 作为草地初级生产的负载 ,

次级营养层上草食家 畜的数目,1984年未较 198连 年初有较大 辐度的增长 (表 1)。 其

表1 1984年二食索t效】和单位审地面积上的展△i
′
rable l  

′
rhe nuinbers of do△ 。.estic herbivores alnd stocking rates on~ △nit gfassland, 1198d.

数  量
N】】ber

载  畜 量
stocking rate(No/ha)

年 初 l 年 未2 年 初】 年 末2

马

牦

绵

Horse

牛 Yak

平 sheep

20钍2

4243

20姓74

2姓82

4762

22163

8.71× 10^2

1.73× 1o^l

8.21X1o^l

9.56× lO^2

1.83× 10^1

8.54x10^】

1 'rhe bigiiling of the year.

2 
·
rhe end 。f the y· ear.

中,马增长 21.55%,牦牛增长 12.23%,绵 羊增长7.62%。 3种草食家畜的现存生物量为

每公顷 88.妮9kg,草地牧业负载人r1的现存生物量为每公顷 2.5“ kg。 如果在草食动物

的现存生物量中加上小型哺乳动物的现存生物量 (每公顷 18.080kg)和 自留 草食家畜的

现存生物量 (每公顷 17.547kg),那 么从草地初级生产每年每 公顷 12559.21kg到 次级

生产中一级消费者每年每公顷现存生物量 119.056kg,再到次级生产中的主要二级消费

者— 人类种胖的每年每公顷现存生物量 2.514kg,基本上每一级食物链 环节较前一级

环节减少两个数量级。

每公顷草地面积上,草食家畜生产的畜产品以生物量计,每年为 18,6483kg,加 上

每公顷草地上牧民的畜产品自耗量 3.9407kg,草食家畜每年 在每公顷草地 上输出的净

表2 每公顷率地上革贫宋t的净次级生产输出
'rable 2  ′

I′ be outputs of the secondary production of donlestic llerbtvores

per llectare gfassiaild.i:l tlle syste,△ ..

生 物 虽  Biomass[kg/(ha.yr)]

产  出

ootput

自  耗
△onsuIIled bV

herdnlen

自  耗
Consu:ned bv

herdI【len

马
I·】orse

牦 牛
Yak

牦 牛 奶
Yak :〖 lilk

牦 牛 毛 绒
I`·ak 18ir a:ld !!:ldeFha

绵 羊
sheep

绵 羊 毛
sheep hair

o

1.818× lO^】

2.526

1.926× 10^8

0.978

2.523× 10^l

7.24

2.33

2.23

7.70× 10^2

5.48

1.29

6.在 18× 10‘

2.096x10‘

8.8在 2× 108

7.113× lO2

6.096X10‘

2.64‘ ×104

0

1.636× 10:

9.996× 108

1.779× 10

1.080X10‘

5.561× 10:

18.65 3.940 1.821× lO; 2.8083X104

】)该诤初级生产包括植物群落的埤上部分和地下根系部分,系研究地区备种植被净初级生产的加权平均值。

· 86日  ·

s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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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能  Biσenergy[kJ/(ha,yr)]

产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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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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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生产为 22,5892kg。 以生物能计算,每年每 公顷草地输出的净次级生产为 2,1066×

106kJ〈 表 2)。

每年每公顷种植作物地上的净初级生产,随着种植 作物种类的不同而有差异 (表 a)。

表 3 系统内每公顷种植地面积上】含于种抒中的净初级生产辑出

Table 3. 1′ he outputs of the n.et prilm.ary productio:l in.the seeds oF corps

per ha, cFOpla:ld in. the systeo1,

生 物 蠹
BioIIlass(k√ ha)

生 物 能
Bioenergy (kJ/ha.)

青  稞
I-lighiand barley

热  麦
Yat

油
R

菜
8pe

加权平均

`Veighted nlea!1

面  积

Are3(hs) 产  出

output

自  耗
Consum.ed by

farner

产  出

output

-自  耗
Cons11nled bv

laroler

266.67

200

1366,67

1108,67

822,4d

822.44

230.62

170,00

d3.73

1,67姓 4× 107

1.d800× lOa

2,0027x10?

3,从 833× lO:

2.5农 6‘ ×lOt

1.5323× 10B

981,14 84.69

据测定每年每公顷油菜地上的净初级生产为 7286.67kg,其 中油菜籽产量为 866,17kg,

每公顷青稞地净初级生产为 21857.78kg,其 中青稞产量为 1339.29kg,燕麦作物地 净

初级生产为每公顷 29533.33kg,其 中燕麦产量为 992.姐 kg。

输人系统的太阳能被绿色植被固定后在系统内各分部的营养级上的流动与分配情况

见图 3。 每公顷作物地上,蕴含于作物种籽中的净初 级生产输出为 2.0680X1o7kJ, 每

公顷草地上,由 子草食家畜的采食,而流进草食家畜各种群的净 初级生 产 为 2.1673×

I07kJ,

(二)系统内的价值流

1.草地牧业分室中的价值流  人们的劳 动和物化劳动主要在草 地牧业分室的初

级生产和次级生产两个生物能量转换环节投人,草地牧业的初级生产由天然草地和人工

草地两部分组成,次级生产中的草食家畜有牦牛、绵羊 和马 3部分 (图 4)。 在天然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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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系统内草地牧业分部中的价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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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设围栏草场和水利设施等草原基本建设投资的价值不是在投资的当年就全部流出

初级生产,而足以折旧的形式遂年进人系统的价值流,囚 而在图 dl” ,每公顷天然中地上

有 0,95SLD的价值贮量。而一年生人工草地上,一般当年投人 的价值当年 全部进人系

统的价值流。在草地分部的次级营养层上,各草食家畜种群都需要维持一定的基本繁殖

群体,才能保证种群的世代繁衍,这种繁殖群体所具有的价值量,是以前活劳动物化的

结果。视为单位面积草场上次级营养层的价值贮量,也将逐年进人系统的价值流。 ~

从初级生产营养层流出的价值流总流量的 3.56%流人次级生产营养层上的牦牛种

群,当这股价值流流出牦牛种群时,流量增大了 19.″ 倍,流人绵羊和马种群的价值流流

量分别占流出初级营 养层的价值流流量的 11,99%和 84.45%,而 流出这两个草 食家畜

种群的价值流流量分别为流入量的 8.34倍和 逐.42倍。不妨称这种 效应为经济生态复合

系统中价值流在营养层间的倍增效应。价值流倍增效应,一方面与对前
一

级营养层的净

价值流消耗有关,如图近中,在次级生产输出恒定的前提下,消耗的初级生产价值量愈

少,则倍增效应愈大。另一方面倍增效应与该营养层上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投人量有

关。在图 4中 ,在输人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在次级生产营养层创造的价值愈多,消耗的

物化劳动愈多,倍增效应愈大。次级生产营养层上各种群维持群体繁殖的价值贮量与流

出种群的价值流流量比例,不妨称之为该节点的价值流的增殖比例,增殖比例的高低,既

取决于种群的生态学特性,也取决投人该种群的劳动的社会特征,如劳动生产率和物化劳

动价格等。在图 4中 ,价值流的增殖比例以绵羊种群最高,牦牛种群次之,马种群最低。

除去牧民的自耗和输人系统内其它分室中的价值流流量,最后流出系统的价值流流量与

其价值实现量的比例,不妨称为价值流的实现化。若生产该产品的劳动和物化劳动耗费

低于或等于社会平均水平,则价值流的实现大于或午于 1。 否则价值流 的实现比小于 1。

在图 4中 ,流经牦牛和绵羊种群的价值流实 现比分别为 1.2888和 1.1821,而 流经马种

群的价值流 实现比为 0.8娴 4。

2.种植业分部中的价值流  人们在种植 地上直接收获初级生产,没有 次级生产

达一生物量转换环节,因 而种植业 分部中 的价值流过 程较为简单 (图 5)。 油莱、青稞

和燕麦都是一年生作物,在 作物地上投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消耗的物化劳动,均在一年

中实现,故初级生产中无价值的贮量。大量的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使得单位面积种植

地上的价值流 量远大于单位面积草 地上的价值流量。价值流 的实现比,油菜 种植地为

1.4597,青 稞种植地为 1.1513,燕 麦种植地为 0.9789。

草地牧

"L和

种植业中生态能量转换效率的差别,以及人们所最终获取的劳动产品中

所凝集价值量的不同,使得单位面积的草地和种植地上,劳动力的投人密度 和 负 载 人

口密度不一样 (表 4)。 每公顷面积上,草地负载的人口密度为 0.0419人 ,而种 植地则

负载 0.526人 。其原因是由于在草地上,人们所能利用的劳动产品取自生态系统的次级

生产营养层,比种植地上多一道生物能量转换环节。

3.系统的价值流过程  将草地牧业分部中天然 草地和人工草地初级生产 价值流

流出量相加,业将次级生产中 3个草食家畜种群的价值贮量相加,流出次级生产的价值

流按流向累加。在图 5所示的种植业分部中也对价值流作相应的处理,不同的是对流出初

级生产 3种作物种群的流量按各自的种植面积进行加权平均,求得从单位面积种植地初

级生产中流向系统内其它分章和系统外的价值流流量◇于是图 4和图 5所描述的价值流

● 866 Q



`
、

`
丶 9  ′

△
'
`
·

d
F

●̀
品

〓
`
0
日

o
ω

●

n
j

”
>
·

·o
口
0
.
d

`
丶

`
丶

`
丶

丶

丶

`
丶

丶

丶

丶

Φ~
.
∞

`
0
●

o
是

`。

·”‘

99.60s△ D/ha· yr
79.28sLr)/ha yr

99.53sL19/ha· yr

73.4衽 sLD/ha

图5 系统内种植业分部中的价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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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系统内草地牧业分部和种植业分部的劳动力密度和负载人口密度 (人数/ha)

'rable 在  
′
l′ lle labor densilics and carrying po.pulation densities (No./ha) in tbe gfasslaild

aniinal h11sbandfy sectio∶ l and pla∶ ntation. section of tlle systeIn,

部   i1
DepartIIlent

劳动力密度
Labor de:lsity

负载人口密度
pop1‘latioil deilsity

草地牧业分部

Pas|ureland section

牧  工
Hefd‘nen

管理人员
Mana陟 ment

小  计
sunl

1,25x10^2

2.在0X10^s

1.d9x10^2

3.66× 10^2

5.26× 10^:

d,19× lO^2

农
Fa

工 7.39 x lO^2

4,遮 OX 10^2

1.179× 10^】

姓.00X10^l

1.26X10^l

5.26× lO^!

管理人员
Management

小  计
suIn

过程便归纳 成为图 6形式。

图 6中 ,虚线框里面的部分是草地牧 业分部和种植业分部的负载一 人类种群。人

类种群消费着草地分部的次级生产和种植业分部中的初级生产。而且人类种群是系统内

的调节控制者,通过 自身劳动和消耗系统内外的物化劳动,调节控制价值流的流量与流

向,如在草地牧业分部中通过建立围栏草场,人工草地,在天然草地上采取灭鼠、治虫

等措施增加初级生产,通过调节次级生产中各草食家畜种群结构、种间比例,出栏时间

以及对草地的放牧利用强度等措施优化次级生产,提高生态能量转换利用效率,从而增

加草地牧业分部的价值流输出。在种植业分部,除草、灭鼠、治虫等措施,抑制初级生

产中的杂草种群和次级生产消费者种群,施肥、灌溉则相当于部分生态因子的优化,这

些措施都将有利于增加种植业分部中的价值流。但人类种群在本系统中的作用,就现阶

段而言,毕竟相当有限。系统的价值流与草地牧业和种植业中能量流有密切关联,而能

量流则受到高寒生态环境的强烈影响 (张树源和马章英,1982,皮 南林,1982,工祖望

等,1979,蒋志刚和夏武平 ,1985)。 如何通过增加系统中 的能量转换利 用效率,从而

增加能量流流量,以及系统中能量流与价值流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系统价值流总体分析,在系统内部流动的价值流流量占价值流总流量的比重比较

大。从草地牧业次级生产流出的价值流的 8.56%被牧 民消耗,23.83%流 人系统内其它

分部,输出系统的部分为 67.61%。 从种植业初级生产流出的 价值流,9.1硅 %被种植工

人消耗 (其中 81.16%是 维持再生产的种籽价值),11.26%流 向系统内 其它分部,输出

系统商品化的劳动产品占价值流总流量的 79.60%。

系统内价值流的实现比,草地牧业分部的价值流实现比为 0.955⒋ 低于 1,究其原

因为占草地牧业价值流总输出的 66.26%的 马种群之价 值流实现比仅0.8淫 94,从而降低

整个草地牧业分部中价值流实现比。种植业分部价值流之实现比为 1.3547,前 面已经分

析过,除燕麦作物之价值流实现比略低于 1外 ,油案和青稞的价值流实现比都较高。价

值流实现比的大小,只是社会总劳动量应分配给这类商品的份额。 价值流实现比小于 1

的劳动产品包合的劳动量超过社会需求的该类商品的劳动量 ,多 余的部分将 不为社 会

所承认,因而,应 当调整价值流实现比小的产品的生产量。

· ◆6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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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The valtte flow i:l the syste111

1. 教|育、 保健 Edumtioil a:ld cli△ :c;  2. 运输、 销肖售·Trailspoitation and se11ing;

3.管理者|Manager,4,牧 工 Herdsman;5.种 植工人 Farmer; 6.草食动物 Herbivores,

7.草地初级生产 P“血af` pfod△ ction of pastureland; 8.种 植地初级生产 Primary
prod“ctioo of f日 r1!lland|8ˉ 4,18 sLD/h钙 ; b02.06 sL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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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价值的产生,一是劳动的投人,二是物化劳动的消耗,在系统内,管理人员

投入的劳动鞋,在草地牧业分邮巾,每年每公顷为 0.6411 SLD,在 种植 业分部中,每

年每公顷为 13.7311 sLD。 前者占该分部输出系统的价值流流量的 12.13%,后者占

17,08%。 对于高原牧业这种技术构成不高、生产 方式原始的经济生态 复合系统,共比

例明显偏高。

综上所述,价值流贯通整个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其在系统内各分部间的流向和流量

分配,其输出系统的流量,以及其实现比,反映了该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同时也表征了

该系统与更高层次系统间的功能联系。

由于劳动的投人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价值流每经过生态系统的一级营养级,其流量

将发生倍增效应,这条与生态系统能量流、物质流一般规律相反的规律,反映了价值流

的实质。

经济生态复合系统中价值流的实现比,表征了系统的价值流与更高层次系统中的价

值 (货币)流的相互关系,是衡量系统内投人价值流的劳动和物化劳动得到社会承认的

标尺,亦 应成为调节投人价值流的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标准。

价值流在系统内的流向与分配,系统内、外的流量比,与系统结构有关,也与系统

内的劳动生产率有关,进而言之,与系统的生态能量转换效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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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0rfⅡ 四csr PIoJeoIr rms|il“ 扌召 or BJolo口 ″, r而e cn|"ese'cddcm矽 or scicmccs)

T·aking an alpine stocding farnl (1ong lO1° 12′ )on the Qinghai-· ribctan plaˉ

teau.as an cXample, t|he value flow in.tlle econoin.ical ecolog.ical intcgrate systeln

w.as studied in 1985. Thc flow density of unit area in the systena was!∶ neasurcd by

the value created in a sta,ld白 rd libor day(sIJD|), ∶Both living labor input and t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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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Were estiinated by sLD in thc study.

1,ivi【lg in the 33o,46 squarc kilometcrs area of thc studying area, there were

2 458 people of IIan, Hui, ·
ribetan and Mong·olia nationality by the end of 1984.

The econO1n.ical and ecological integrated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nain

scctions: the scction of pasture13nd and thc section of plan.tation, 45,149‘  of thc

total labor ill thc farin.wcre working on thc 25 962 ha natural pasture and 533 ha

artificia1 grassland in thc pastureland section.  22,929'o of tbe total labor werc

working on the 1 838.34 ha corpland in thc plantation scction. Renlains of the labor

wcrc distributed ill the d.cpartnlent  of managcIne‘lt, education, transportation,

clinic and so on withiII the farm.

sincc thc valuc flow is closcly rclated.to thc e11ergy flow, as thc first step of

thc study, wc f。calizcd iil thc energy flow in thc “vo main sections of thc systen1.

1·

′
he solar rad.iant cn.ergy pcr hcctare of thc ipastureland.is 5.753× 1010 kJ an(1

5.857× 1010 kJ pcr ha for thc corpland. `Vcightcd by the arca of differcnt vcge-

tation Form,, the nct prinlary production of the grassland is 2.482× 1o kJ, 2.167

×10 kJ of which is consulnped by thc doniestiC herbivores.The net secondary pro-

duction pcr hactarc of thc per hectare grassland is 2.2o× 1o kJ,13.87。 '‘  of which is

consuInpcd by thc huInan consumers on th.c grassland. 1.031× 1o k.J of  the ilct

secondary production per hectare of thc donlcstiC herbivores are cxported in the sys-

tcm,Thc farnler gathers secds of rape, oat, and highland barley in thc plantation

scction of the systc1。 .so that the net primary production in the sceds is ofimportance

to thc encrgy floW and value flow ill the scction.

Thc valuc f1ow in the systcmo.、Vas analyscd along the trophica1 1cvcls in the

scctions firstly as the analysis of cn.crgy flolv in thc sections, secOIldly, the value

flow·s wcrc integrated into one, I· herc are some valuc storagcs in the pastureland

section, the valuc of ·“
`ired fcnccs of the fcnccd  grasslaFld  and  the  irrigation

cquiplllents  on thc pasturc and the valuc of the basic reproductive hcrd of thc

dotlcstic herbivorcs arc  the valuc of labor in thc past, which will rclease int°

the value flow gradually, 1· hc value flow from first trophic level to the second

onc will bc nluch. This effect is called thc effect of multiplication of value flo、 v

bcw.tccn thc trophica1 1evcl in the systcin.. The effect of rnultiplication for shccp

and. horsc  was 8.3遮  a11d 4.姓 2 rcsipcctively.  The  volutne  of thc v31ue flow in

thc animal products as good.s cxportcd.thc system to thc moncy flow ovcr into the

systenl is the so ca11cd the rcalization proportion of the valuc flow, which is re-

lated to the social avcragC 13bor cO11suinp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thc goods. Thc

realization proportio,, of thc value flow in the pasturcland scctioil was 1.289 for yak

population, 1.132 ￡or shccp. populatio∶〖l and O.8吐 9 for horsc populatioi1. Thcrc is

Ilo suCh a biological cnergy transformation as thc secondary production in the

pasturcland section,so that the prooess of the value flow is relativcly sirllple in t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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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ation scction.The realization proportion for rape was 1,460,￡ of oat was

o,979 and 1.151 for highland barley. The voluine of thc value flow exported in

the systcm per h.cctare .w· as 5.286 sI,1) in pasttlreland section and 80.414 sI,D in

plantation section. 1· hc carrying density of hurnan population wos O,0419 per

hcctare in the pastureland and O.526 per hectare corpland irl the systenl by the

end.of 19184 for tLc differen.ce of tlle efficien.cies of ecological energy tran.sfor。 aaˉ

tion and the valuc of the labo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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