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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农业一瞥

张 效 朴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橄研究所 南京 21 0 . 8

199 5年 7月
,

应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a I R R )之邀
.

我们去菲律宾参加一个有关持续农业

与乡村改造项目的讨论会
,

其间短暂地考察了菲律宾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情况
,

今特记述一

二
,

以供参考
.

1 自然条件

菲律宾是个地处西太平洋热带地区的岛国
,

人 口 6 800 多万
,

67 % 以上从事农业生产
,

因此属于欠发达的农业国
.

其自然条件较为优越
.

为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
,

年均降雨量在

150 0m m 以上
,

且年际
、

年内分布较均匀 ; 一年四季光照充足
,

气温变化较小
,

长年可生长

农作物 ; 雨量充沛
,

植物繁茂
,

到处是热带雨林风光
,

因此其光
、

热
、

水
、

生物资源都十分

丰富
.

2 早地与水田

菲律宾的早地
、

岭地面积较大
,

主要种植椰子
、

香蕉
、

菠萝
、

木瓜
、

芒果等多种热带经

济林果
,

也种植一些 山芋
、

玉米
、

木薯
、

花生
、

早稻
、

蔬菜等农作物
.

其经济林果一般都长

得很好
,

但早地农作物的产量一般都不高
,

花生为 100 余公斤 / 亩
,

玉米仅 100 一 200 公斤

/ 亩
.

最高不过 300 余公斤 / 亩
,

早稻的产量更低些
,

估计这是由于早作物不是他们的主要

粮食
,

所以一般不太重视
.

水 田主要种水稻
,

一年多种两季
,

实际可 以种三季
,

不种三季的水田一般休闲期较长
.

比起我国来
,

他们的水稻产量一般也不高
,

多数为 2 00 一 4 00 公斤 / 亩
,

属于中低产水平
.

这一方面由于是火山灰形成的水稻土 的养分含量较低
,

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资料投人水平较

低
.

例如
,

肥料中尿素的最高投人量为 27 公斤 / 亩
,

一般的只有 1 3一20 公斤 / 亩 ; 磷钾肥

用量更少些
,

由于实行部分稻草还 田
,

或者将稻谷壳烧成灰还田
,

所以他们认为磷钾肥可少

施
.

有些技术人员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
,

建议氮肥用量还要 (从 27 公斤 / 亩)减少 ;

不过国家农业部从农民的平均用量水平考虑
,

要求农民再增加化肥用量
.

稻田通常是使用杀

虫药剂的
,

但有些技术人员从生态农业的观点 出发
,

也要求降低甚至根本不使用农药和除草

剂
.

3 环境与保护

菲律宾的植被硬盖率较高
,

但对森林的毁坏程度也很严重
,

据说
,

目前每 2 小时便有 1

公顷森林被砍伐 ; 在 60 年代
,

森林面积约有 40 卜 600 万公顷
,

而现在只有 80 余万公顷
.

还同时存在水土流失间题
,

据统计
,

全国有 20 个省遭受水土流失
,

每年流失总量达 7 4 50 万

吨 ; 由于时常遭受暴雨袭击
,

所以某些流水沟被冲刷得很陡
、

很深
.

但又 由于大部分山岭
、

早地的树林
、

灌木和草类生长较为茂密
.

因此总的看来
,

其水土流失程度比我国的某些地区

要好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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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农业有个很大的特点
,

即生态农业的观念较强
。

所采取的生产措施
,

都比较注

意保护生态环境
,

减少污染
.

例如
,

其生产性投人水平较低
,

化肥
、

农药用量较小
,

一是为

了适应农民自身的生产
、

生活水平
,

二便是为了保护环境
,

为了获得较高质量的农产品
,

再

者
,

有些学者认为
,

低投人 的生态农业才是可持续的
,

这与我们的持续发展高产
、

优质
、

高

效农业有所差异
.

又如
,

菲律宾早地的种植比较注意生物多 徉性
.

在一些高坡地上往往开辟

为水平 沟梯地
,

沟埂边缘多种植一些速生 的豆科灌木及禾本科草类
,

因此保持水土效果较

好
.

据说
,

那些豆科灌木还有驱除害虫作用
,

看来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的生物综合防治病虫

害的一种较好方法
。

4 粮食
、

人 口与土地

菲律宾的耕地面积
,

据有关人士介绍
,

全国约有 10 30 万公 顷
,

但农民实际 占有的面积

很少
。

私人占有 32 0 万公 顷
,

且其中 80 % 左右为少数地主控制着
,

贫苦的农民只 占有 49 万

公顷
,

而水田区 的稻田面积户均只有 0
.

2一0
.

5公顷
.

菲律宾的某些学者认为
,

土壤仅蚀
,

肥力贫疮
、

产量和收人低
、

燃料和饲料不足是他们

农业和农村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

尽管如此
,

其增产潜力还是很大的
,

可垦荒地也很多
.

例

如
,

在不少公路旁
,

有大片土地供作牛羊的放牧地
,

然却不是人为种植的牧草地
.

这些荒地

和农 田只要适当增加科技和物质投人
,

产量和效益都会大幅度提高
.

我们认为他们的农业和

农村中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人 口和教育问题
.

由于他们不实行计划生育
,

所以农村人 口

发展很快
,

但一般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
,

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

由于用于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不大 (据说
,

有 300 万农 民种水稻
,

2 00 万农民种玉米
,

而有 600 万农民种椰子
,

… … )
,

以及农作物产量不高
,

加上人 口较多
,

所以作为主要食粮

的稻米
,

菲律宾每年需要进 口
,

仅 19 9 5 年上半年 6 个月内即已从越南
、

缅甸等国进 口 60 万

吨大米
.

5 台风与火山

菲律宾的学者介绍说
,

他们的农业中有两大灾害
,

一是台风
,

二是火山
.

一年中台风有

数十次
,

经常给农作物带来极大的危害
,

例如禾苗被刮倒
,

农 田被淹没
,

树木被折断
,

土地

被冲刷侵蚀
,

以至河流泛滥等等
.

然而那里往往是雨过天晴
,

不大有持续的阴雨天气
.

活火 山之多几乎也是 菲律宾所特有的
,

因此火 山对人类的危害在菲律宾十分常见
.

例

如
,

菲律律近年来的最大活火山—
“

皮那都博
”

口 in at u b o) 火山在 199 1 年大爆发时
,

不仅

直接对几十公里以内的民众及农业造成很大危害
,

而且还间接地影响了南亚乃至世界的气候

变化
。

我们在另一座活火山
“

马荣
”

(M a y o n) 火山附近看到
,

这座于 1992 年爆发的火山至今

仍在不断地 冒着浓烟
,

就连几十公里以外 的 cL g az iP 城内时常也可嗅到有硫磺味的烟尘气

息
.

我们看到火山熔岩塞满了河道
,

毁坏 了农 田
.

但这比 4 00 多年前 ( 1 587 一 1595 年 )特大爆

发时所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
.

我们参观了被这座 活火山熔岩掩埋了半截的小镇及教堂的遗

迹
.

这座小镇距离山脚至少有十几公里
,

其间目前已是地势相对较低的水田
.

我们还参观了

一个火山套火山的景点
:老 的火山 口 已形成湖泊

,

湖泊中又 冒出一座小火山
,

山 口仰嘴朝

天
.

由此可见菲律宾火山之多
,

爆发之频
,

危害之大之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