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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南方红壤丘陵区 61 9个县市可再生资源结构分析人手
,

通过 w ae ve r 组 合
,

指数计算与相应的土地开发

经济评价
,

用 G is 技术
.

揭示 了本 区土地现状利用的组合类型与经营特征
; 经对光

、

温
、

水
、

土
、

生等自然资源几个主

要生产力指标的数值分析与区域对比
,

评估 了本区 自然生产潜力
、

耕地粮食生产
、

生物产品贡献等方面在全 国的战

略地位
、

潜力优势
、

开发效益
; 最后结合农村十大产业经济的现 今演变特征与今后发 展趋势

,

就本 区同新型产业体

系相对应的自然资源协调开发方略
,

进行 了初步探索
。

南方红壤丘陵区地处热带
、

亚热带
,

位居我国东南沿海开放区
,

跨接中西部战略地带
,

一方

面 以其 1 1 3
.

3万平方公 里的 国土
,

养育着 我国 22
.

5%的人 口
,

贡献 了全 国工 农业总产值的

3 0
.

2% ;
另一方面

,

本区明显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
,

引起了国内外投资开发者的热情关注
,

可

以预见
,

未来十年
,

本区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

必将以其巨大的特色产品贡献和规模经济效益
,

成为我国经济振兴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重点转移的新举措
。

一
、

资源利用现状及特征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

因此土地利用现状
,

总体上反映了人类有史以来利用资源发展经

济的主要活动与水平
。

一方面
,

长期的土地农业经营
,

作物与土地充分匹配
,

已形成了许多与气

候
、

土壤和地貌相适应的农业生产系统
;
另一方面

,

由于人类对土地的认识水平与产业层次及

经济发展需求间的不协调
,

长期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又导致并加剧了各种土地退化过程
,

表

现为水土流失
、

地力下降
、

生物多样性衰减
、

以及人地矛盾激化
,

由此引起的生态失衡
、

环境恶

化
,

业 已威胁到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与稳定
。

为此
,

通过土地现状利用结构与地域

类型结构的对应分析
,

有助于了解 目前土地的开发经营特征与主要存在问题
,

提出未来的适宜

用地方 向
。

要对经营特征进行正确分析就必须对本区 6 19 个县 (市 )进行定量分类
,

以弄清各县 (市 ) 目

前究竟以何种方式利用土地
。

确定土地利用组合类型的具体方法如下
:

( 1) 选用各县 (市 )8 大类土地利用数据 ( 国家统计局 1 98 7 )
。

以县 (市 )为 (记录 )行
,

以耕地
、

园地
、

林地
、

牧草地
、

居民点工矿地
、

交通用地
、

水域
、

非利用地为 (字段 )列
,

构建大型用地结构

的矩阵 ( 6 1 9 X 8 )
。

( 2) 计算 W
e a v e r 组合指数

〔` , 。

以观察各县 (市 )用地类型的实际分布
,

并 同若干种假设分

布相 比较
,

分别建立各县 (市 )最接近的近似分布
,

初步确定各县 (市 )现状用地结构的组合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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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区可再生资源组合类型构成

组组合类型型 占总县数%%%%% 组合类 型型 占总县数%%%

((( 以县为单位 )))))))( 以县为单位 )))))

以以种植业为主
:::7 1

.

855555 林一耕一园
、

牧牧 5
.

8999

耕耕一林一园
、

牧牧 4
.

466666林一耕一水
、

未用地地 8
.

2 111

耕耕一林一水
、

未用地地 5
.

0 00000林一牧一未用地地7
.

8666

耕耕一牧一林林 1
.

2 55555 林 一水
、

未用地 一
耕耕 6

.

2 555

耕耕一水
、

未用地一林
、

牧牧7
.

144444其它利用方式
:::

9
.

6 444

以以林业为主
:::

7 2
.

5 00000牧 一林一未用地地 3
.

999 3

纯纯林林2 5
.

66666 3水
、

未用地一林
、

牧一耕耕 5
.

5 444

林林 一耕耕 8 1
.

9 33333居民点 及其他设施施 0
.

7 111

型
。

( 3 )借用改进的地理序列分析法
〔之飞 。

最终确定各县( 市 )现状用地结构的组合类型( 表 1 )
。

表 1结果显示
,

本 区 8大类可再生资源在长期开发经营中
,

逐渐形成了山区农业的经营特

色
,

表现为
:

( l) 耕地少
、

林地多
,

林业生产力不高
。

林地占本区总面积的 35 %
,

7 2
.

5%的县以林用地为

主
,

包括林或林一耕
、

林一牧组合型
,

只有 1 7
.

8 %的县以农用地为主
,

主要为耕一林或耕一牧组

合型
。

然而
,

林业生产力不高
,

1 9 9 1年全区林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 6
.

2%
,

相反
,

种植业的产

值却占了 51
.

5%
。

( 2) 畜牧业用地不多
,

产值贡献较大
。

除中亚热带沿海地区略低外
,

区内各地包括典型山

区
,

畜牧业产值比重恒高于副业
,

成为仅次并依附于耕作业的部门
,

畜群结构类似农区
,

但畜牧

资源开发不够
,

畜牧用地不足
,

以牧一林组合型为代表的牧用地县 (市 )仅占总县 域数的 .3

3 9%
。

( 3) 本区水源充沛
,

水域面积达 70 0 0万亩
,

占区域总面积的 5%
,

江湖与山丘构成一连续带

谱
。

上述结果与本区土地类型及其利用适宜性的结构对应分析表明
:
( 1) 本区内宜农荒地开

垦利用比较充分
,

部分地区出现过垦
; ( 2 ) 本区水域仅利用了可养殖面积的 70 % ; ( 3) 本区其

它可进一步开发经营的后 备土地包括 3亿亩 山丘荒地与河湖滩地
,

9 6 0 。万亩东海与南海滩涂
。

进一步剖析本区人地关系与农业结构不难发现
.

本区资源 利用与区域农业发展至少面临

如下二方面的主要问题
:

( 1 ) 人多地少
,

人地 矛盾突出
。

当前本区 人均占 有土地而积 7
.

36 亩
,

仅为全国平均值 ( 14

亩 )的一半
.

人均耕地 ( 0
.

93 亩 )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 l(
.

4豹打
,

, 且后备土地资源中耕地极其

有限
,

质量差
.

开发投资大
。

另一方面
,

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
、

沿江地区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比较注重经济开放
,

而尚未顾及资源的全面开发
,

使农村劳力超限度向二
、

三产业转移
,

耕地抛

荒现象已相当普遍
,

而且 乡镇工业和开发区对耕地的污 染和侵占也 日益加剧
,

加上人 口 急剧增

长
,

人地矛盾相当尖锐
,

农业呈萎缩状态
。

( 2) 农业结构不合理
,

山丘优势未发挥
。

本 区在地貌组成上
,

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体
,

各占该

区总面积的 38 %
,

而在土地利用上
,

长期实行 以种植业为主体
,

粮食为中心的单一
“

沟谷农业
”

模式
,

仅对占全 区面积 20 %的山 丘间沟谷
、

河谷平 原和缓坡地实行相 对集约的农业经营
,

近

8 0 %的劳力拥挤在这里
,

而对大面积的山丘
,

则几乎处于荒闲状态
,

使占土地 总面积 35 %的林

地优势远未发挥
。

1 1 4



从上述分析可知
,

本区 6 19 个县市的可再生资源中
,

可耕地已开垦充分
,

局部过垦
,

扩垦增

粮潜力不大
,

今后的出路在干中低产田投入改造与高产 田的稳定提高
。

林用地面积大
,

结构不

合理
,

利用不充分
,

现有 5亿亩林地的挖潜与 1亿亩灌木疏林地的开发将对全区林业产值与产品

增加产生极大影响
。

畜牧用地与众多水域的充分利用
,

对农业转型
、

培殖经济增长因子
,

至关重

要
,

潜力可观
。

本区台地和低丘可开发利用面积达 2
.

5亿亩左右
,

是 区内潜力最大
,

近期开发条

件最好的土地资源
。

此外
,

本区以有色金属为特色的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

合理开发利用这类资

源
,

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

将对全区经济建设和农业开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

二
、

资源开发潜力与效益

本区资源无论与国外同纬度地区相比
,

还是和国内其它地理区对照
,

不但具有热带亚热带

气候资源与以有色金属为主的矿产资源之绝对优势
,

而且丰富的水热资源也赋予了本区很强

的生物再生能力和土地更新能力
,

加上位居东南沿海经济开放区
,

并跨接我国中西部战略带
,

因而具有明显的生产潜力与开发优势
,

以及巨大 的投资吸引力与经济辐射影响力
。

除具有前述

的资源类型与数量上的开发潜势外
,

本区资源产品的经济贡献
,

亦颇具规模与特色
,

直接显示

了资源开发的巨大潜力与效益
。

现仅就 自然生产潜力
、

耕地粮食生产
、

生物产品贡献等三方面

对本区资源开发的战略地位
、

潜力优势
.

综 合效益作 一评估
。

(一 ) 本区资源产品的生产规模 巨大贡献类型多样综合优势明显

应用重要性指数 (I l) 和多样性指数 ( I D ) 〔
, 〕 ,

对全国 43 种主要农
、

林
、

畜
、

水产品的综合考察

分析可见
:

表 2 各区农产品占全国的比重 ( % )

项项 目目 全 国国 区 ,, 区
,,

区 333 区
...

区 5
...

区 `̀

粮粮 食食 1 0 000 2 3
.

6 999 1 6
.

6 555 14
.

4 111 2 3
.

5666 1 5
.

5 888 6
。

1 111

马马铃薯薯 10 000 6
.

8 999 7
.

2 111 3 8
.

4 444 7
.

9 666 23
.

9 888 1 5
.

5 222

棉棉 花花 1 0 000 5
.

8 888 2 3
.

5 333 2
.

6 000 5 4
.

1666 0
.

7 555 1 3
.

0 777

油油 料料 10 000 1 4
.

2888 8
.

0 444 4
.

1999 4 9
。

9 999 15
.

7 111 7
.

8 111

油油菜籽籽 1 0 000 2 2
.

3 333 3 5
.

6 999 2 9
.

4 666 3
.

2 222 1
.

3 888 7
。

9 333

麻麻 类类 10 000 1 8
.

6 111 2 1
。

0 000 13
.

0 000 ] 3
.

6 111 32 0 999 1
.

6 666

甜甜 菜菜 10 000 0
.

6000 0
.

0 888 0
.

1 444 6
.

0 222 67
.

0 000 2 6
.

7666

甘甘 蔗蔗 10 000 8 2
.

6 111 0
.

8 777 16
.

4 333 0
.

] 000 0
.

0 000 0
.

0 111

晒晒土烟烟 10 000 1 3
.

0 222 6
.

8 222 4 0
.

3 888 2 3
.

1 888 10
.

0 777 6
.

5 222

烤烤 烟烟 10 000 1 1
.

9 222 5
.

4 777 4 1
.

3 222 2 5
.

4 333 9
.

2 555 6
.

6 111

蚕蚕 茧茧 1 0 000 3 0
.

0 777 2 8
.

2 444 28
.

9 111 5
.

5 444 4
.

7 333 2
。

5 222

绿绿茶等等 1 0 000 5 6
.

8 333 2 0
.

9 000 19
.

7 111 1
.

1 333 0
.

0 000 1
.

4 555

红红毛茶茶 1 0 000 5 6
.

0 333 1 3
,

7 111 3 0
.

2 555 0
.

0 000 0
.

0 000 0
.

0 000

水水 果果 10 000 4 1
.

1 333 5
.

7 000 9
.

2 777 2 8
.

6 111 5
.

8 333 9
.

4 999

III lll 1 0 000 2 7
.

2 444 1 4
.

1 000 2 0
.

2 999 1 7
.

8 111 13
.

5 222 7
.

4 777

lll DDD lll 0
.

8 只只 0
.

8 888 0
.

9 000 0
.

7 888 0
.

6 000 0
.

6 888

注
:

① 全国栏内不包括港
、

澳
、

台资料
; ② 区 :

一湖南
、

江西
、

浙江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海南
:

区 2
一湖北

、

安徽
、

江苏
、

上海 ; 区 :
一

云南
、

贵州
、

四州
、

西藏
; 区

4

一北京
、

天津 河北
、

山西
、

山东
、

河南
; 区 。一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内蒙
:

区。一陕西
、

甘肃
、

宁

夏
、

青海
、

新疆
; ③ 1 1一重要性指数

; I D一
一

多样性指数
;

④ 表 3
、

表 4同上
。

( 1) 本区农产品的贡献规模居全国首位
,

品种类型与南方生态条件多样性匹配
。

本区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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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产品贡献的重要性指数达 7 2
.

4 2( 表 2)
,

占有绝对优势
; 产品贡献的多样性指数为 0

.

8 5 ,

略

次于西南
,

这与本区农业生态条件的多样性相一致
,

反映了本区农业资源开发及其产品贡献在

全国具有综合的优势
。

表 3 各区林产品占全国的比重 ( % )

项项 目目 全 国国 区
111

区 ::: 区 333 区
444

区
555

区 666

生生 漆漆 1 0 000 7
.

6888 ] 5
.

6 222 4 6
.

4 999 2
.

2888 0
.

0 000 2 7
.

9 555

油油茶籽籽 1 0 000 94
.

6 111 2
.

2 666 2
.

4 888 0
.

5666 0
.

0 000 0
.

0 666

油油桐籽籽 1 0 000 27
.

2 555 7
.

2 999 5 5
.

5 222 3
.

7 777 0
.

0 000 6
.

1 888

乌乌柏籽籽 1 0 000 14
.

6 444 4 2
.

7 777 3 8
.

5 222 3
.

4 333 0
.

0 000 0
.

6 444

松松 脂脂 1 0 000 94
.

3 000 0
.

9 666 4
.

7 444 0
.

0 000 0
.

0000 0
.

0 111

棕棕 片片 1 0 000 3 9
.

1 111 6
.

6 222 4 8
.

5 555 0
.

0 000 0
.

0 000 5
.

7 222

竹竹笋干干 1 0 000 86
.

2 888 3
.

3 222 9
.

9 222 0
.

0 666 0
.

0 000 0
.

4 111

核核 桃桃 1 0 000 5
.

0 333 0
.

9 777 3 8
.

6 222 3 0
.

5 666 0
.

3111 2 4
.

5 000

板板 栗栗 1 0 000 18
.

2 222 1 4
.

6 555 8
.

2 111 4 7
.

4 222 7
.

5 777 3
.

9 111

五五倍子子 1 0 000 10
.

0 111 1 5
.

3 555 4 1
.

4 111 1
.

5 000 0
.

0 000 3 1
.

7 222

木木 材材 1 0 000 29
.

2333 4
.

0 222 1 3
.

4 000 7
.

1 444 4 2
.

9 888 3
.

2 444

竹竹 材材 1 0 000 84
.

7 999 6
.

1 555 6
.

8 555 0
.

1 111 0
.

0 000 2
.

0 999

锯锯 材材 1 0 000 1 6
.

1888 1 0
.

0 555 9
.

8 777 1 0
.

3 999 4 9
.

8 000 3
.

7 111

胶胶合板板 10 000 44
.

6000 1 0
.

5 888 7
.

0 888 8
.

8 444 2 8
.

3 000 0
.

6 111

刨刨花板板 1 0 000 4 2
.

6000 7
.

4 222 6
.

5888 1 1
.

8 444 2 9
.

7 111 1
.

8 333

纤纤维板板 10 000 3 3
.

1333 1 6
.

3 666 7
.

3 000 1 3
.

9 444 2 2
.

7 555 6
.

5 111

松松 香香 1 0 000 9 1
.

8 777 1
.

0 888 6
.

8 666 0
.

1 777 0
.

0 000 0
.

0 111

拷拷 胶胶 1 0 000 44
.

7 333 9
.

6 333 12
.

8 666 7
.

8 444 17
.

4 888 7
.

4 888

紫紫 胶胶 1 0 000 32
.

4 222 0
.

0 000 6 7
.

5 888 0
.

0 000 0
.

0 000 0
.

0 000

III III 1 0 000 4 2
.

4 333 8
.

7 444 2 3
.

6 333 7
.

5 333 1 0
.

8 888 6
.

7 666

III DDD 111 0
.

9 0 555 0
.

8 4 555 0
.

7 6 444 0
.

6 9 000 0
.

5 4 000 0
.

3 3 888

表 4 各区畜产和水产品占全国的比贡 ( % )

项项 目目 全 国国 区
lll

区 222 区 333 区
。。

区 555 区 `̀

肉肉 类类 1 0000 2 1
.

6 000 1 7
.

1 111 1 1
.

1 666 2 8
.

1 333 1 2
.

8 555 9
.

1 666

猪猪 肉肉 1 0000 2 9
.

7 999 1 6
.

6 222 2 3
.

3 666 1 8
.

3 666 8
.

2 111 3
。

6 555

奶奶 类类 10 000 5
.

4 777 8
.

3 888 10
.

5 333 2 0
.

9 777 3 6
.

6 111
lll

11111111111111111 8
.

0 666

山山羊毛毛 10 000 1
.

0 333 1
.

1 666 8
.

0 222 4 3
.

8 444 1 5
.

3 999 3 0
.

5 666

绵绵羊毛毛 10 000 1
.

0 222 1
.

0 999 5
.

4 888 1 8
.

7 999 3 C
.

2 222 3 7
.

4 000

羊羊 绒绒 10 000 0
.

0 000 0
.

0 222 13
.

6 555 1 9
.

1 888 3 8
.

7 444 2 8
.

4 444

蜂蜂 蜜蜜 10 000 4 7
.

1 111 1 4
.

4 333 11
.

0 555 1 6
.

3 444 6
.

2 444 4
.

8 000

禽禽 蛋蛋 10 000 1 2
.

5 333 2 2
.

3 111 6
.

6 222 3 9
.

0 111 1 4
.

6 666 4
。

8 888

水水产品品 10 000 4 9
.

8 444 1 8
.

2000 2
.

4 333 1 8
.

4 777 1 0
.

4 555 0
.

5 111

海海产品品 10 000 5 4
.

9 777 6
.

9 888 0
.

0 000 2 4
.

7 666 1 3
.

2 999 0
.

0 000

III III 10 000 2 3
.

8 888 1 3
.

5000 10
.

6 222 2 2
.

7 999 1 7
.

7 666 1 1
.

5 444

III DDD lll 0
.

7 7 111 0
.

8 1 222 0
.

7 5 555 0
.

8 6 333 0
.

7 7 999 0
.

6 7 777

( 2) 本区林产品贡献的重要性指数达 42
.

4 3( 表 3 )
,

区
1

与区
2

合计则占全国一半
,

而且林产

品类型众多
,

与全国其它地区相 比
,

占有绝对优势
,

多样性指数达 0
.

90 5
,

比东北区林产品的多

样性指数高 69 %
。

( 3) 本区畜
、

水产 品贡献数量上与华北 匹敌
,

类型较为多样
。

本 区畜
、

水产品的重要性指数

1 1 6



为 2 3
.

88 (表 4)
,

比畜禽养殖见长的华北区还高出约一个百分点
,

主要原 因是近年来本区肉类产

品供应增加
,

其中猪 肉供应数量约占全国的 1 / 3
,

另外由于本区沿海河湖区的资源丰富
、

水产业

发达
,

水产品数量约占全国的一半
,

本区畜
、

水产品的类型亦较为多样
,

在多样性指数上较全国

平均还高
。

可见
,

本区资源产品贡献的类型与数量
,

在供应全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上
,

起着重要作用
;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
。

(二 ) 本区资源开发的潜在能力强经济效益高

1
.

自然生产潜力
:

由于受东南季风之惠
,

本地区是我国水热资源丰富
、

农业生产潜力很大

的地区之一
。

在本区
,

生物循环再生和土地更新能力强
,

全年都能发展种植业
,

有利于多种制立

体种植的发展
,

全区平均复种指数为 1 9 9
,

浙江高达 24 7
,

尚可进一步提高
,

以光
、

温
、

水为指标的

气候生产潜力
〔` 〕 ,

除秦包山区外
,

在 46 一 54 吨 /公顷
·

年之间
,

平均达 51 吨 /公顷
·

年
,

分别是三江

平原的 2
.

63 倍
,

黄土高原的 2
.

“ 倍
,

黄淮海平原的 1
.

28 倍
,

目前大面积种植业平均产量仅为气

候潜力生产量的 20 %左右
。

2
.

耕地粮食生产
:

如果考虑土壤肥力因子
,

从光
、

温
、

水
、

土生产潜力与当前该区粮食生产

水平 ( 2 / 3的耕地为中低产地
,

产量在 5 73
.

3公斤 /亩以下 )的比较来分析耕地的生产潜力
,

那么

亩均增产可达 30 0公斤以上
,

其中以海南最高
,

达 8 14 公斤 /亩
; 到 2 0 0 0年

,

本区各省增粮潜力以

江苏最高
,

达 40 0万吨
,

浙江
、

江西
、

两湖
、

广东在 20 0一 40 0万吨
,

福建
、

广西在 1 0 0一 20 0万吨之

间
,

全区增粮总潜力约为 5 5 0 0万吨
。

届时
,

将可部分缓冲本区两广
、

福建及海南的缺粮区的粮食

供应
,

在保证供给
,

稳定经济中起到 巨大的作用
。

3
.

特色产品贡献
:

生物产品是大农业再生给予人类的重大贡献和生存之本
,

在这 1 13
.

3万

k m
,

的国土 内
,

生物资源凭借其特殊性
、

速生性
、

多样性而成为本区的重大优势资源
。

从地域分

布上看
,

我国独特的 20 个热带农林经济作物分布区
,

本区就涵盖了滇外的全部
,

占总数的 80 % ;

从产品生产上看
,

本区也是我国热带
、

亚热带经济林果
,

经济作物及名贵药材等名特优创汇产

品的重要生产基地
,

盛产橡胶
、

竹木
、

油桐
、

茶叶
、

麻类等经济作物及热带
、

亚热带水果如香蕉
、

柑桔
、

龙眼
、

荔枝等
,

具有巨大的特色生物产品贡献能力 (表 5 ) ;
此外

,

本区具有全国意义的可供

未来规模经济开发的商品建设基础
,

不但产品类型众多
,

而且分布格局全面
,

其潜在的经济贡

献
,

必将通过综合开发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

表 5 本区热带
、

亚热带经济作物及水果产品对全国的贡献率 ( 1 9 9 1 )

经经济作物物 橡胶胶 咖啡啡 椰子子 油棕棕 腰果果 香料料 剑麻蕃麻麻 胡椒椒

(((((吨 ))) (吨 ))) (万个 ))) (吨 ))) (吨 ))) (吨 ))) (吨 ))) (吨 )))

贡贡献率 (% ))) 7 3
.

8 666 4 0
。

0 222 9 9
.

8 111 1 0 000 9 8
。

111 8 3
。

3 666 99
.

8 111 9 9
.

1 555

水水 果果 总量量 香蕉蕉 柑桔桔 菠萝萝 梨梨 葡萄萄 红枣枣 柿子子
(((((吨 ))) (吨 ))) (吨 ))) (吨 ))) (吨 ))) (吨 ))) (吨 ))) (吨 )))

贡贡献率 ( % ))) 4 6
.

4 222 9 6
.

9 000 8 2
.

8 999 9 3
.

6 777 16
.

999 8
.

8 333 7
.

8 666 2 6
.

7 111

(三 ) 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极高

通过本区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商品建设基地的特色产品贡献
,

将使 3亿亩山丘荒地中的 1
.

6

亿亩植树造林
,

5 9 2 0万亩拓荒支农
;
80 %的光

、

温
、

水生产潜力和 5 0 0 0多万吨耕地增粮潜力得到

逐步挖掘
; 到 2 0 0 0年

,

全区除贡献大量热带
、

亚热带名特优产品外
,

粮
、

棉
、

油
、

糖
、

肉
、

禽蛋
、

奶
、

水果
、

淡水产品
、

木材等大宗产品在全国的生产比重将分别达到
:

43
.

7
、

44
.

2
、

43
.

8
、

60
.

7
、

42
.

7
、

4 0
.

8
、

14
.

2
、

4 3
.

2
、

58
.

6和 35
.

3%
〔5〕 ,

大部分产品对全国的贡献值在 40 一 45 %之间
,

食糖与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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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过半
,

与 1 9 9 1年相比
,

粮
、

棉
、

油
、

禽蛋及奶的贡献率提高 4一 15 %
,

木材提高 2%
,

其它产品持

平
。

因此
,

本区资源潜力开发
,

综合效益极高
。

三
、

资 源 开 发 方 略

从前面的分析可见
,

就全国资源开发潜力而言
,

本区优势明显
;
就全国农产品供给与经济

增长发展关系而言
,

本区资源开发战略地位重要
。

因此
,

研究该区在当前经济转轨新形势下的

资源开发
,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笔者认为
,

本区开发方略应该是
:

面向市场经济
,

构建新型农村

产业经济体系和产品生产模式
,

通过不同产业和区域间资源一经济一环境的协调开发
,

增强农

村综合实力
,

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经济优势的转化
。

(一 ) 产业经济现状与今后发展走向

1
.

主要产业经济现状
:

经对本区 6 19 个县 (市 )种植业
、

林业
、

牧业
、

副业
、

渔业
、

乡村工业
、

建

筑业
、

商饮服务业等 9大主要农村产业的产值经济分析
,

全区总体上可分为4种不同层次的产业

组合类型
,

即 ( l) 以种
、

副
、

牧
,

种
、

牧
、

林
、

副
,

种
、

工
、

商等产业组合型为特征的传统耕作农业类

地区
,

县 (市 )个数占总数的 28
.

3%
; ( 2) 以种

、

副
、

牧
,

种
、

工
、

商
,

种
、

工
、

牧等产业组合型为特征

的工
、

副发展农业类地区
,

它与工类区的差别在于乡村工业的蓬勃发展并已具相当规模
,

这类

地区的比重达 28
.

9 % ; ( 3) 以林
、

种
、

牧
、

渔
,

渔
、

工
、

商产业组合型为特征的特色资源开发类地

区
,

它的经济发展完全依靠并充分发挥了当地的特色资源优势
,

但这类县 (市 ) 比重仅为 3
.

2 % ;

( 4) 以工
、

种
、

牧
,

工
、

种
、

商
,

工
、

渔
、

种
,

工
、

商
、

副等产业组合型为特征的乡村工业主导类地区
,

这类地区乡村工业的经济贡献 已占主导地位
,

产业层次较高
,

经济实力强劲
,

这些县 (市 ) 比重

高达 39
.

6%
。

进一步分析还可看出
,

一方面
,

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类县 (市 )数比重高达 60 %
,

揭示

了本区农村产业层次总体上较低
,

资源潜势尚未能以合理的产业结构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
,

尤

其是长期的沟谷农业
,

资源利用单一
,

经营效益较差
,

相对的经济发展水平亦较低 ;另一方面
,

乡村工业主导类与蓬勃发展类县域比重分别达 39
.

6%与 27
.

3%
,

总计达 “
.

7%
。

事实表明
,

乡

村工业发展在增强农村经济实力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

使 23 %的县 (市 )走上了经济发达或较发

达的行列
。

2
.

产业发展今后走向
:

可以预见
,

今后产业发展从结构上看
,

乡村工业
、

建筑与运输业的发

展最快
,

大农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将随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与运作而不断提高
;
依然是广大农村

主导产业的大农业内部各业构成中
,

种植业 比重将持续下降
,

园地业
、

牧畜业
、

副业所占比重将

较快上升
,

林业所占比重上升较慢
,

水产业的总体发展规模有限
。

显然
,

根据全 区各县 (市 )产业经济类型与今后发展走向
,

结合基础设施与区位条件
、

资源

结构特征与开发潜力
,

构建较优化的产业体 系
,

是实施全 区未来产业规划
、

资源开发与生产布

局的首要前提
。

(二 ) 资源综合开发与产品系列生产的新产业体系构建

1
.

资源综合开发型产业结构新模式
:

在 内容上
,

它以不同类型区现有支柱产业为主
,

以农

业和交通运输业为基础
,

建筑
、

商饮服务等其它产业为突破口
。

在客观上
,

它有利于根据本区热

带亚热带的资源优势
,

综合考虑全区在全国的劳动地域分工
、

新体制下市场导 向与资源开发的

(下转 第1 3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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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种形态锰在土维剖面中的分布

土土 层层 样品数数 项 目目 全 锰锰 游离锰锰 无定形锰锰 M
n d /Mn ttt Mno /Mn ddd

MMMMMMMMMn o t (g /k g )))M
n o d (g /k g )))Mn o o (g /k g )))(% ( )))% )))

AAAAA 444又士 SSS 1
.

2 5士 0
.

2 777 1
.

2 1士 0
.

2 222 1
.

1 1士 0
.

2 9 111 0
.

3士 5
.

8889 9
.

0士 1
.

999

V CCCCCCC%%%2 1
.

666 9 1
。

666 8 1
.

999 6
.

444 1
.

999

BBBBB 1 333又士 SSS 1
.

1 4土 0
.

2 444 0
.

92士 0
.

2 444 0
.

5 3士 0
.

3222 79
.

9士 8
.

9 888 3
.

4士 36
.

999

CCCCCCCV %%%2 1
.

1112 6
.

9 111 1
.

444 1 0
。

999 9 3
.

777

CCCCC444又士 SSS 0
.

7 0士 0
.

2 0 333
.

4 0士 0
.

2 444 0
.

02 3士 0
.

555 5 5 0 0
.

6土 2 5
.

555 1 0
.

8士 5
.

000

V CCCCCCC%%%2 3
.

999 6 0
.

000 15
.

666 45
.

999 5 4
.

777

果表明
,

铁
、

铝氧化物的活化
、

络合等与有

机物质密切相关
。

比较胡敏酸和富里酸与

各态铁
、

铝的相关系数值
,

铁
、

铝 (包括 3种

形态 )与富里酸关系更为密切
,

这可能与富

里酸和铁
、

铝络合能力较强有关
。

3种形态

的锰与有机质各态也都密切相关
。

它 们与

有机质的密切程度按全锰
、

游离锰
、

无定形

锰的顺序逐步增加
,

表 明锰的活化与有机

物质存在有关
。

(参考文献略 )

表 5 土坡中有机物质与铁
、

铝
、

锰之间的相关系数

有有有 机 质质 腐 殖 质质 胡 敏 酸酸 富 里 酸酸

FFF e ddd 0
.

6 3
“ ...

O
。

6 9 二
’’

0
.

66
’ ...

0
.

6 7二
’’

FFF e ooo 0
.

5 9
“ ...

0
.

7 2 二
份份

0
.

66
. ,,

0
.

7 7二
““

FFF e PPP 0
.

5 1
...

0
.

6 7

……
0

.

5 9
. 协协 0

.

7 5
“ ` ...

AAA lddd 0
.

4 111 0
.

5 4
’’

0
.

4 6
““

0
.

6 0
“ 奋奋

AAA 1000 0
.

5 5
, ’’

0
.

6 7

……
0

.

6 2
件 ,,

0
.

7 0
`

””

AAA IPPP 0
.

4 333 0
.

6 0二二 0
.

5 1
...

0
.

6 8
. ` 圣圣

MMM n ttt 0
.

6 1 ”” 0
.

6 4二二 0
.

6 7
` 怪 书书

0
.

4 222

MMM n ddd{ 0
.

7 2
. ’ 心心

0
。

7 3二
,,

0
.

7 7
’

二二 0
.

6 6
价 ...

入入I n ooo 0
.

9 0

……
0

。

9 1 . ’ ... 0
.

9 0

……
0

.

8 9
。 。 ...

n = 2 1 ; 餐
P < 0

.

0 5 ; 书 书
P < 0

.

0 1 ` 井 荟 井
P < 0

.

00 1

(上接第1 1 8页 )

供求关系
、

技术进步与结构效益等实际问题
,

调整不同类型区主要物质产业内部结构
,

尤其是

农业内部结构
,

使得地尽其利
,

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尽快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

2
.

产品系列开发型农村经济新体系
:

在内容上
,

产品系列开发型农村经济体系是一种突破
“

原料型
”
转向 (农 )产品生产

、

饲养
、

多层次加工
、

售销
、

农村服务一条龙的生产模式
。

在客观上
,

它具有巨大优越性
:

一方面
,

它通过本区丰富多样的产品系列化开发
,

发展了乡镇企业
,

转移了

农村剩余劳力
,

缓解了人地矛盾
,

并使农业和乡镇企业联成一体
,

形成农村经济体系
,

使留在耕

地上的劳动人 口也能实现
“

小康
” ; 另一方面

,

各地利用 自己的优越资源
,

结合基地的选择和建

设
,

发展加工型农产品
,

把农业生产与乡镇加工业有机地联结起来
,

形成各种独特的开发系列
,

不断壮大经济实力
,

并反过来促进沟谷地带的农业建设和丘陵山区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
,

形成

良性循环的农村经济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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