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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的 出路之一

中国科学院红壤丘陵开发战略研究小 组
*

摘 要

本文根据中国科学 院在南方红壤丘陵 区 6个农业生态试验站的研究成果 及实践经验
,

分析了该 区的优势与

潜力
,

提出了发展战略和建议
。

我国农业生产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
。

在我国
,

以占世界总耕地 7 %的土地
,

养活

了四分之一的世界人 口 ; 1 9 8 4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 2 4 1公斤
,

远远高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
。

但是
,

随着人 口不断膨胀
,

需求 日益扩大
,

非农占用耕地急剧增加
,

可垦荒地面积越来

越少
,

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
。

如不及时采取措施
,

不仅小康很难实现
,

温饱也成问题
。

为

此
,

控制人 口和减少非农占用耕地
,

提高粮食单产成为解决当前农业
、

粮食和人口 矛盾的重

要途径
。

` 我们认为
,

解决我国的农业出路问题
,

不能只着眼于现有的耕地上
,

而应采取多 途径
、

多层次
、

发展大农业 的办法
。

一方面充分利用和保护好现有耕地
,

控制非农占用 的速度
,

着

力改造中
、

低产地
,

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 另一方面要扩大视野
,

把注意力 转移到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 60 一 70 % 的低山丘陵区
。

特别是综合开发利用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区
,

是提

高土地承载力
,

改善生态环境
,

缓解人口一粮食矛盾
,

促进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
。

一
、

优势与潜力分析

我国南方红壤丘陵主要分布在浙
、

赣
、

湘
、

闽
、

粤
、

桂
、

琼 (以下简称东南七省区 )
,

约

45万平方公里
,

占七省总面积的 4 4
.

3%
,

区内山丘多
,

耕地少
,

人均占有耕地不足一亩
。

但

这里暖热多雨
,

自然资源丰富
,

生物生长速度快
,

周期短
,

因此
,

具有高额的生物产量潜力

和良好的投资效益
。

由于利用上的失当
,

这些优势长期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

因此被称为潜在

优势
。

(一 )商额的生物产量潜力与不合理的农业结构
·

— 存在巨大潜在优势的原因之一

衡量一个地区农业增产前景的常用指标之一是生物产量潜力
。

它取决于水热条件和人为

影响
,

是指在充分供应养分
,

充分控制病虫害和没有任何毒害物质存在时可能达到的 产 量
,

是实践中经过努力可以实现 的目标
。

以广州为例
,

该地生物产量潜力 ( 指生物体总量 )为 3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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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 区

( 代 友市 )

我 国 部 分 地 区 的 生 物 产 量 潜 力 的 比 较

生物产量 潜力 ( 公斤 /亩 )

月 平均 气温
_
)0 1℃的月份 }

有灌溉时 一 无灌溉时

以哈尔滨地 区 有灌

溉 时的潜力 为 10 。

哈 尔 滨

北 京

洒 泉

南 京

j
一

州

5一 9月

4一 10月

5一 0 1月

4一 1 1月

1一 1 2月

15 15

1 20 0

16 0 0

2 20 0

3 150

9 9 5

1 20 0

0

2 20 0

3 1 50

0 0 1

13 9

10 6

16 4

20 8

注
:

资料 引 白南京国际早地会议 ( 1 98 6年 )

表 2我 国 南 方 红 壤 丘 陵 区 18 9 5年 农 业 总 产 值 构 成 (单位
:

% )

省 ( 区 )

浙 江

福 建

宇 I二 西

湖 南

J“ 东 ( 含海南 省 )

广 西

合 计

农业总产 量 种 植 业 林 业 牧 业 副 业 渔 业

0 10

0 0 1

10 0

0 0 1

0 0 1

10 0

10 0

57

5 3

6 3

6 4

5 1

58

58

3 9 1 9
.

6 1 2
.

1

0 1
.

7 16
.

5 10
.

8

6
.

56 1
.

7 1 1
.

5

4
.

6 2 2
.

0 6
.

6

10
.

8 1 7
.

5 1 4
.

0

7
.

2 21
.

1 1 1
.

0

7
.

8 3 1
.

9 1 1
.

0

公斤 /亩
,

比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和西北地区的酒泉高出 1 倍以上
,

是华北地区北京的 1
.

5倍 以

上 (表 1 )
。

上述生产潜力
,

在我国东南七省区的某些高产田块上已经基本达到
,

而大部分农

村的作物平均亩产水平尚远低于此数
,

可见其增产潜力极大
。

长期以来
,

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使本区巨大的增产潜力无法发挥
。

单一经营使农业总产值

中的 5 8
.

2 % 依靠种植业
,

而种植业所占用 的仅仅是不足 14 % 的耕地
;
对大片低山丘陵

,

未能

很好利用
,

其林
、

牧
、

副
、

渔各业发展微弱
,

产值不高 (表 2 )
。

据统计
,

东南红壤丘陵区有

林地 3
.

似亿亩
; 草地 1

.

78 亿亩 ; 宜农荒地0
.

45 亿亩
,

只要认真利用热带
、

亚热带多种经济作

物的优越条件
,

综合开发低 山丘陵
,

其生产潜力即可得到充分发挥
。

(二 )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掠夺式的经营手段— 存在巨大潜在优势的原因之二

东南红壤丘陵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

不仅有大片林地
,

而且有品种繁多 的热带
、

亚热带

经济林果
。

除海南省外
,

广东
、

广西的南部沿海也可生产橡胶
、

紫胶
、

胡椒
、

剑麻
、

香蕉
、

菠

萝
、

香料等经济价值甚高的作物
;
甘蔗

、

茶叶
、

柑桔等产量 占全国的绝大部分
; 一批在国内

外享有盛誉的名特优产品 (如 中华称猴桃
、

龙眼
、

荔枝
、

乌骨鸡及各种名贵药材 )可为本区经

济起飞和占领国内外市场作 出贡献
。

但是
,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给自然资源带来严重后果
:

不少名特优产品退化或濒临 灭 绝
;

森林面积急剧下降
,

全区目前已有 四分之一以上的山丘失去森林保护
,

红壤丘陵大多荒芜
; 水

土流失日益严重
,

土壤侵蚀面积已达 2
.

60 亿亩 ( 表 3 )
。

严重的水土流失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生态环境
。

洞庭湖近 20 年中平均每年淤高 3
.

5厘米
,

1 9 77 年比 1 9 4 9年湖面缩小 3 7 %
,

湖容量减少了 40 % ; 大片 良田或被冲走表土
,

或被泥沙堆埋
,

使土壤生产力越来越低
; 绿色屏障的破坏使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

,

旱涝灾害频繁
,

抗灾能

力下降
。

长此 以往
,

不仅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

而且将直接影响本区的粮食生产
。

(三 ) 良好的投资效益与十分低微的农业投资现实— 存在巨大潜在优势的原由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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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东 南 七 省 (区 )水 土 流 失 概 况 (单位

:
亿亩 )

水 土 流 失 总 面 积

省 区 名
统计区

面积
水土流失
面 积

水毛笋失
}面 积 { %’ 面 积

0 7

轻 度

一

面 积 一

一 3ób CJlb
.

…
n
é目了
,立5ǹn二no乃口

0 6 8

0 6 8

1 1 1

13 5

10 5

18 0

6 6 7

::
`

:
月̀llJ任né八bl勺叮̀曰zJ性一b

月,ō匕ǹ甲
.

n”óU
,1,é0
ù
1ō匕

.

……
nU0no八曰nnù行̀ǐ匕O。门了OQùùb

.

……
一了介匕
,工闷了ùOnǎ乙八口̀任眨JAlbd叹月

::
`

;
2 2

.

7

2 0
.

9

14
_

2

0目
0

tlō心8O山ǹ的合一bnQ
.

…
nnnUCn

:
’

:
7

::
’

;

0
.

0 8 4

0
.

0 9 6

0
.

2 9 7

0
.

3 1 5

0
.

2 0 9

0
.

2 6 9

1
.

27

8弓J,1内n甲̀J任O曰,1一石ùó1
.

六匕比J一己

……
`

1火,工0目nJZn口̀组

ù.1

*

**江西建东南西计浙福江湖广广合

* 不包括杭嘉湖平原 区 ; * * 含海南省
。

由于本区水热条件优越
,

自然资源丰富
,

生物生产周期短
,

周转快
,

给予必要的投入
,

便能产生良好的效益
。

中国科学院先后在本

区建立了小良
、

鹤山
、

桃源
、

会同
、

千烟洲

和鹰潭等 6 个农业生态实验站
,

通过长期的

科研积累和试验示范
,

已显现出明显的效果
。

我国投入农业 的资金历来偏低 (表 4 )
。

根

表 4 我国农业投资占农业产值的比重

项
一

目
。1 9

52 年
1少

}1

亚
一1 9 8 0年

农业总产量 (当年价格
,

亿元 )一

农业投资 ( 当年价格
,

亿元 )一

投资与产值比 一

4 1 7 :5 37

6
.

5 } 1 2
.

7

` “

::
2 2

::
0

·

0 1 5 { 0
·

0 2 4
} 0

·

0 2 5 { 0
·

0 27

资料 来源 : 根据 《中国农牧渔业统计资料 ( 1 9 8 5 ) 》整理

据江西省典型地区调查
,

近年来粮食生产平均每亩年投资尚不足 2 0元
。

这样微薄的农业投资
,

很难产生 良好的经济效益
,

农业生产也只能停留在 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水平上
。

总之
,

我国南方热带
、

亚热带地 区既有得天独厚 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优势
,

也有影响农业

发展的夭然 的和人为 的不利因素
。

兴利除弊
,

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
,

制订出一条适合东南七

省区农业综合发展 的战略
,

用以指导当前 的农业开发
,

乃是当务之急
。

二
、

发展战略与前景

中国科学院在东南七省区 (调查范围已达南方十四省区 )开展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和定位试

验
。

大量科学研究结果表明
,

全面地综合治理红壤低 山丘陵
,

是维系农业发展的关键
,

利用

得当
,

可成为发展多种经营
、

促进农村致富的源泉和保护耕地
、

调节生态环境 的绿色屏 障
,

反

之
,

可导致水土流失
、

环境恶化
、

耕地毁坏
、

六业不兴的严重后果
。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发展

战略
:

充分发挥东南七省区水热条件的优势
,

以建设立体农业生态体系为 中心
,

依托低 山丘陵

林
、

果
、

牧
、

渔 的发展
,

为耕地提供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雄厚 的资金支持
,

带动丘陵地区经济

的全面繁荣
,

逐步建立新的用材林
、

木本油粮作物
、

草食牲畜生产基地
; 促进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
,

逐步形成具有自我发展能力 的
,

子孙后代可 以永续利用的亚热带丘陵经济开发区
。

所谓立体农业
,

是指根据本区丘
、

岗
、

谷地相间的地形格局
,

从理顺生态关系入手
,

进

行立体布局
,

形成多层协调利用
,

农林果牧渔综合开发 的生产体系
。

综合开发 山丘荒地
,

发

展立体农业
,

不论是单项效益还是综合效益
,

都是十分显著的
。

(一 ) 经济效益
` 在综合开发的布局上

,

可 以有目的的安排产投比高的作物作为支柱
,

以支持迟效 的林业

和需高投入的种植业
。

据有关部 门统计
,

温州蜜柑的产投比为 4一 6 ,

甜橙为 10
,

脐橙为 12 一

1 1 5



4 1;
在红壤丘陵区发展果树

,

每亩纯收入可达 3 2 0 0一 4 0 0 0元
,

茶叶为 7 00 一 80 0元
。

而柑枯
、

茶

叶
、

板栗等正是本区的主要出口产品
。

将这些作物引入立体农业
,

见效快
、

后劲大
,

有利于

脱贫致富
。

千烟洲农业生态试验站 的1 9 8 3一 1 9 8 8年农业总投资 40 万元
,

营造人工林
、

栽培果

树
、

筑坝蓄水扩大灌溉和养殖水面等 3 4 4 3亩
,

平均每亩投资约 1 60 元
。

6 年来
,

人均纯收入 已

从 1 30 元增至 1 0 7 8元
,

平均每年增加 1 60 元
。

随着果园逐步进入盛产期
,

用材林进入成熟期
,

人均收入还将大幅度提高
,

现已按合同要求全部收回投资
。

可见
,

综合开发 丘陵区其经济效益

是很高的
。

(二 )杜会效益

1
.

可为 国家提供大量用材林
,

并可与现有林地联成一体
,

形成我国未来最大最可 靠 的

速生丰产用材林生产基地
。

随着东北林区的超负荷采伐
,

林业生产布局由天然林向人 工 林
,

由温带林区向热带
、

亚热带林区的战略转移势在必行
。

据会同农业生态试验站研究
,

本区杉

木林生长 20 年即可采伐
,

自第21 年开始
,

每年采伐其中的二十分之一
,

同时营造等量面积 的

幼林
,

则年可获得相当于当前全国合理出材量 4倍
、

相当于未来全国木材年需求量 的二分之

2
.

可为国家提供大量草食畜禽产品
,

促进亚热带林草结合型草食畜禽 生 产 基 地 的 形

成
。

试验证明
,

在未郁闭的幼林地
,

实行林草结合
,

林下种草
,

割草养畜
,

既不影响林木生

产
,

又可合理用地
,

增加收入
,

还有保持水土
,

促进生态良性循环的积极作用
。

利用新造林地

的 5 年幼林期
,

在林间种植牧草
,

全区常年可以保持 1
.

5亿亩人工牧草地
,

可发展肉用牛 3 0 0 0一

3 7 0 0万头
,

为 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牛
。

3
.

可以发展木本粮油
、

增加耕地和促进现有农 田增产
。

本区有发展木本粮油的优 越 条

件
。

在国内市场上
一

十分抢手的板栗
,

是良好的木本粮食 ; 油茶是一种很好的食用油来源
,

其

油质好
,

耐贮藏
; 油茶籽和油茶枯饼既可作工业原料

,

又可作肥料和饲料
。

据桃源农业生态

站试验
,

只要适当抚育
,

合理施肥
,

亩产可达 35 公斤 以上
,

是 目前油茶平均单产的 10 倍
,

就

全区现有 6 0 0 0万亩油茶林来说
,

其增产潜力十分可观
。

4
.

可以增加丘 间塘库
,

发展小水面养殖
。

据不完全统 计 (缺浙江省资料
, 一

日刁)
,

本卜; 目

前淡水鱼产量约为 95 万吨
,

其中89 %来 自池塘养鱼
。

由于小水面养殖易于人工控制
,

便 于培

肥水质
,

因此产量较高
,

亩产达 1 35 公斤
,

远高于湖泊和水库 的生产水平
。

在丘陵区立 体 农

业布局中
,

根据地形特点
,

因地就势修建塘库
,

是红壤丘陵区渔业生产的重要途径
。

5
.

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和转移耕地上的剩余劳动力
,

壮大农村经济实力
。

丘陵地综合开

发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大量林
、

果
、

畜
、

禽和水产品
,

也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发展名特优产品的

原料
,

有利于加工型乡镇企业 的发展
。

通过丘陵低山的综合开发
,

一部分劳力从耕地转向山

丘
,

一部分劳力则转向加工业
,

这样
,

本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包括潜在剩余劳动力 )将得到

合理的安排
,

缓解了人地矛盾
,

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

(三 )生态效益

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建立生态立体农业 的必然结果
。

山
、

丘
、

平地综合治理后
,

绿色植物

成为区域环境的保护者
,

最突出的水土流失问题将会得到基本解决
,

局部小气候有明显的好

转
,

各种生物资源能发挥出最佳的生产潜力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与广东电白县合作兴办 的小良水上保持站 20 多年来的实践 表 明
,

在寸草不生的花 岗岩荒丘上
,

通过植被恢复和建立 良性生态循环体系
,

使该县生态环境发 /卜

的根本的变化
:

植被由原来 的寸草不生变为多层多种阔叶混交林 ; 地表径流泥沙 冲 刷 量 由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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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吨 /公顷
·

年下降到0
.

0 0 3吨 /公顷
·

年 ;气温年振幅也由 1 4
.

3℃ ,

降至 13 ℃ ; 大气相对湿

度由8 3
.

2 %提高到 8 7
.

3% ; 土壤有机质含量从原来的0
.

6 %
,

增加到 1
.

7 %
。

由于生态环境 的改善
,

既保蓄了水土
,

又保护了耕地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在其它增产措

施的配合下
,

水稻产量增长了 8 倍
。

另外
,

充分利用生物生长快
,

自然恢复能力强 的特点
,

只要注重抚育和管理
,

通过几年

封山育林
,

情况就会 明显好转
。

鹰潭农业生态站 自1 9 8 6年以来
,

对部份荒芜的马尾松疏林进

行封育
,

仅 3一 4年即已开始复苏 ; 用综合措施改造低产桔 园和茶园
,

使 4 80 亩柑桔的产量由年

产20 万公斤跃增至 80 万公斤
,

翻了两番
,

40 0亩茶园产量也翻了一番
。

立体农业体系建立后
,

有很强 的自我调节功能
。

各亚系统之间
,

系统结构 内部形成紧密

的联系
,

促进了生物资源 的多级利用和食物链 的衔接
,

从而形成基础比较稳固的生态体系
。

三
、

建 议

针对 目前东南红壤丘陵区在利用上的存在问题
; 针对我国人粮

、

人地方面的突出矛盾
,

将

本区的综合开发利用研究列入国家
“

八五
”

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
,

充分利用已经建立起来 的实验

点
、

站
,

组织多学科
、

多行业的综合研究
,

点
、

片
、

面相结合
。

通过研究
、

试点和示范
,

逐步

建立不同生态类型区综合开发利用模式
,

并取得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从而为我国的

农业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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