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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是个多山地区
,

山丘面积占全 区总面积的肋写
,

是全国五大山区中水热条件优

越
、

经济基础较好
、

开发潜力最大的山区之一
。

但长期来
,

该区经济发展缓慢
,

人民生活贫

困
,

部分地区尚处在温饱线以下
。

因此
,

如何促使山区经济发展
,

农村脱贫致富
,

是山区经

济建设的重要环节
,

也是党和政府极度关注的间题
。

一
、

自然经济特点

南方 山区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经济地域单元
,

山丘是土地结构的主体
,

其基本格局是
“

八山

半水一分田
,

半分道路和庄园
” 。

与平川地 区相比
,

山丘地区起伏高差大
,

自然条件变化复杂
,

具有多种多样的土地资源
,

森林
、

水资源
,

矿产资源 (如有色金属
、

稀有金属 ) 以及名优典特

产资源及风景资源等
。

盛产林
、

竹
、

茶
、

果
、

药等适于层状垂直布局
,

发展立体农业
。

但另

一方面
,

由于山广人稀
、

交通不便
、

经济封闭
、

人才
、

资金与信息曦乏
,

因而
,

长期以来发

展以农
、

林为主体的自给型产业
,

同时随地势变化
,

不 同地段在人 口
、

交通
、

城镇及文化程

度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

对各 自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表 1 )
。

此外
,
本区自然资源的数最虽

大
,

但人均占有量较小 , 资源的开发潜力大
,

但转化为商品的能力小
; 不少地区资源开发程

度并不高
,

但引起环境的破坏
,

特别是山区的水土流失却相当严重 (表 2 )
。

所有这些
,

都是造

成山区贫困的自然与经济历史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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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
:

山区的贫困与人为因素也有很大关系
。

特别是过去一段时期
,

片面强调

了山地开荒种粮
,

以致形成山区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

如安徽款县深山区
,

历来

盛产林
、

果
、

茶
,

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
,

后因片面强调粮食自给
,

开荒种粮
,

加之人口增长
,

致使森林覆被率 由功年代初期的 68 %降到 42 % ( 60 年代 )
,

再降到 36 % ( 70 年代 )
,

水土流失面积

翻 了一翻
,

自然灾害加剧
。

不少村庄土壤蓄水能力降低
,

甚至冬季饮水困难
,

最终被迫搬迁
’

使历史上的富庶山区
,

不到 30 年变为贫困之地
。

此外
,

资源开发及投资等政策的偏差也是造

成 山区贫困的原因之一
。

浙江省西部的淳安县
,

原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商品粮基地山区县
,

杭

州市在该县建造了一座新安水电站
,

仅水电每年获利达 1 亿元
,

但效益均产生在山区以外的

地区
,

而淳安县本身却变得严重缺粮
,

同时
,

由于水运交通阻塞
,

仅运杂费全县年增加 1 00 多

万元
,

成为杭州市郊最贫困的山区县之一
。

二
、

开发策略

根据多年实践经验
,

我国南方山区的开发途径
,

应该是依托山区资源优势
,

大搞综合开

发治理
,

解决土地退化和资源更新
。

从而发展具有山区特色的综合经济
,

将其它地 区的
“

靠山

吃山
,

靠水吃水
”

及
“
治山养山要寓于开发之中

”

的基本经验
,

运用于本山区的综合开发
。

贫困 山区的综合开发
,

其主攻目标是对山区各种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开发
,

具体内容包括

3 个方 而
:

首先是广度开发
。

即充分利用山区的荒山荒地与水资源
,

提高土地资源的实际开

发率
,

在注意水土保持的前提下
,

因地制宜地建立农
、

林
、

茶
、

果
、

渔的立体开发生产模式
;

其次是精度开发
。

主要是对山区低产田
、

园
、

林
、

塘的改造
。

根 据 调 查
,

目前 山 区 耕 地
100 %缺氮

,

58 %缺钾
,

至于磷的亏缺
,

水稻为 60 %
,

早地为 1 00 %
,

此外
,

南方山区与全国

其他山区相比
,

其作物产量仅为生物生产潜力的 l邝一 1 / 5 (表 3 )
,

说明只要增加物质与科技投

入
,

即可提高作物单产及增加经济效益 ; 第三是深度开发
。

即突破
“
原材料输出型

”

的农村经

济体系
,

延长农
、

林
、

矿产资源的开发系列
。

开拓多层次加工增值的经济领域
,

并与大 中城

市相配合
,

发展成为一个农工商结合
、

城乡互补的
“

加工增值型
”

农村经济体系
。

以容纳剩余

劳力
,

壮大农村经济
,

提高资源开发的总价值
。

由于山区的财力
、

物力有限
,

不可能百业俱兴
,

只能按其地域特点
,

瞄准优势资源
,

以

国内国外的两个市场为导 向
,

依靠技术进步
,

先易后难
,

深层开发
,

梯级推进
,

建设具有地

表 3 南方山区与其他地 区年理论

生物生产潜力比较
* (公斤 /亩 )

地 区 ! 植物生长量 作物经济产量

区特色和一定规模的商品基地
,

进而发展 以

拳头产品为主的
“

基地开发型
”

生产格局
。

强

调开发与治理相结合
,

将开发建立在 良性循

环的生态基础上
,

防止对生态与环境的破坏
。

东北地 区

华北地 区

黄上高原地 区

四川盆地地区

云贵高原地 区

西北地 区

青藏高原地 区

南方 山区

2 5 0一 5 5 0

4 5 0一 80 0

4 5 0一 6 5 0

8 5 0一 1 0 0 0

8 5 0~ 1 0 0 0

1 5一 1 50

3 5一 1 50

9 0 0一 1 10 0

2 50一 5 0 0

7 5 0一 1 0 00

5 0 0一 7 5 0

1 0 0 0一 1 2 5 0

2 0 0一 5 0 0

5 0~ 1 5 0

50一 2 5 0

1 2 50一 17 50

三
、

振兴步骤

* 资料来源
:

据贺庆崇等《中国植物的可能生产力》 和

侯光 良等 《我国气候生产潜力分区》 整理
。

( 一 ) 因地制宜
,

抓好起步

开发治理 山地是一项系统工程
,

必须有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

其中制定规划
,

抓好起

步是实施开发策略的关键
。

由于山区的自然

资源
、

社会经济条件不一
,
应 区别不同情况

2 2 6



因地制宜地确定不同类型山区的突破 口
:

安徽的黄山汤口乡
,

发展旅游业 ; 霍山县立是当地

资源
,

建立 8 大基地 (林
、

果
、

茶
、

桑
、

药
、

水产
、

食用菌
、

芒麻 )
, 6大经济支柱 (造纸

、

轻

纺
、

食品
、

制药
、

采矿
、

小水电 ) ;福建省福安县背山靠海
,

大念
“
山海经

” ,

建立李
、

菇
、

竹
、

茶
、

对虾
、

奶牛 6 大基地 , 江西省井岗山地区则应发挥盛产生姜
、

竹笋
、

木耳
、

香菇的优势
,

开

拓销售渠道
,

搞好服务加工
,

开展横向联合
,

进行山货加工
,

使之成为国内外生产玉兰片
、

井

岗翠绿
、

笋罐头等重要基地
。

1 9 8 7年以来
,

该地区年出口创汇已达百万美元
。

赣中地区的吉

泰盆地的千烟洲乡
, 19 8 3年开发荒 山草坡

,

建立了
“
丘上林草丘间塘

,

缓坡沟谷果鱼粮
”

的立

体农业模式
,

使开发者 5年就踏上了脱贫致富的良性循环轨道
,

80 %农户成 了万元户 (表 4 )
。

项项 目目 开发前前 开发后后 1 9 87年比 1 9 8 222

((((( 1 9 82年 ))) ( 19 87年 ))) 年增加 的倍数数

基基基 111 土地面积 (亩 ))) 3 0 62 555 3 0 62
.

555 000

本本本 222 人 口 (人 ))) 3 111 2 0 666 5
.

666

悄悄悄 333 劳 动 力 (人 ))) 1111 1 0 111 8
.

222

况况况 444 人均土地 (亩 /人 ))) 9 8 888 1 4
.

999 一 O
。

8 555

勺勺勺勺 土 地利 用率 ( % ))) 1 2 333 7 8
.

111 5
.

333

生生 态态 666 林地 占总面积比 重 ( % ))) 0 444 6 1
.

333 1 5 2
.

555

效效 益益 777 平均土集流失量 (t / k m约约 4 7 111 1 0
.

333 一 .0 88
、、

经经经 888 农业总收入 (万元 ))) 0 5 888 1
.

8 111 3
.

0
,,

济济济 999 农业纯收入 (万元 ))) 0 3 777 1
.

2 777 3飞222

效效效 1 000 人 均纯收入 (元 /人 ))) 1 2 000 6 1 444 4
.

111

益益益 1 111 劳动纯收入 (元 /人 ))) 3 3 999 12 5 333 2
.

777

( 二 ) 智力开发
,

科技进山

智力开发是振兴山区经济的关键
,

主要是大力培养
“

不走
”

的人才
。

重点加强适用技术培

训
,

开展科技承包
,

组织短 (投资少
、

周期短的项 目 )
、

平 (农 民平常愿意接受的
,

而又易掌握的

技术 )
、

快 (能尽快取得经济
、

社会
、

生态效益的技术 )的技术项 目
。

建立技术服务体系
,

使科

技逐步进山
。

浙江省庆元县 19 8 4
’

年人均收入仅 10 0 多元
,

农大毕业回乡的谢力群
,

利 用 当

地 已有 80 0多年砍林长菇的传统工艺
,

结合引进袋料制菇新技术
,

使庆元县人均收入 2 年增

长 5 倍
,

一跃成为全国较大的香菇产销地
。

群众称后来当了县长的谢力群为
“

香菇县长
” ;扛

西省铜鼓县依靠科技开发深山竹林
,

将竹笋加工成甜
、

酸
、

辣
、

鲜等多种风味的方便笋
,
将

毛竹加工成毛竹系列产品
,
平均每

气

根毛竹增值 1
.

乐倍
,

年产值 7 8 2
.

6 8万元
。

(三 )发展交通
,

搞活流通
- -

交通是山区的命脉
。

有了交通
,

山区的经济才能搞活
,

山区应重点发展公路交通
。

但要

加强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

必须加强水运和铁路建设
。

如新安江大坝必须建船舶升降机
,

否

则新安江水系无法畅通
,

影响皖南徽州地区和浙江 山区的经济发展 ; 桐柏一大别山区
、

南岭

山区
、

闽南
、

赣南
、

粤东北
、

浙西南山区等
,

需修建铁路
,

以便使山区大量的农
、

矿产品向

外运输
。

此外
,

在发展山区交通的同时
,

应注意发展商业
,

形成山区商品流通网络
,

才能使

山区封闭与半封闭的自然经济转向开放的商品生产
,

使丰富的产品货畅其流
,

促进山区经济

的发展
。

(下转 第 2 3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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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设立重力侵蚀监测点
,

摸索重力侵蚀发生规律
,

探讨防治对策
,

以便能
.

及时对 重 力

侵蚀发生作出预报
,

避免造成大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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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政策与管理

针对山区落后
,

生产周期长的特点
,

应该让山区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转机
,

各项政策均需

稳定
,

如营林政策
、

小水电建设政策应几十年保持不变
,

以充分调动山区人民开发整治的积

极性
。

同时南方贫穷山区大多是革命老区
,

为了促使该区尽快脱贫致富
,

应专门制定适合山

区特点的优惠政策
,

如减免农业税
、

赊销粮棉
、

以工贷赊的政策
。

此外
,

应推行承包荒山
、

小

流域的治理开发等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

在资金的投放和借贷
、

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的供应
、

文教卫生
、

职工待遇
、

子女就业等方面都应有所倾斜
,

着眼于有效地搞活山区经济

和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
。

应当指出
,

在当前情况下加强贫困山区的管理
,

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

意义
。

我国至今尚没有一个协调和领导山区各项事业的职能机构
,

这就很难及时解决山区开

发中的各种矛盾和间题
。

当前
,

应在国家土地
、

森林等一系列法规基础上
,

制定一套有利于

山区资源开发利用
,

保护和振兴山区经济的地方性法规
,

发挥国家宏观经济对山区的指导作

用
。

总之
,

我国南方贫困山区的开发治理
,

是一个带有根本性与全局性的问题
,

在党和政府

的关怀与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

通过 山区人民 自己的艰苦努力
,

必定会尽快改善面貌
,

走向经

济繁荣
,

不断发展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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