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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山地综考的重要性

陈 震 宇

(广西科学院 )

摘 要

本文试从广西 多山 的 自然资源实况论证山地综考的必要性
、

迫切性和重要性
,

说明理应及早对广西 山地的 自然资源 进行全 面的综合性科学考察
,

并试将 山 区和海

洋资源开 发的共性 方 面用程序方框 图模式化
。

自然资源要开发
,

国土要整治
,

环境要保护
,

这是任何国家发展经济必须解决和不得不

面临的严峻现实
。

人类既往所付出的庞大
“
学费

” 和所走过的冤枉弯路无一不是由于违背了

客观的事物规律和 自然法则所使然
,

诸如水土流失
、

沙漠化
、

盐碱化
、

生物资源的 日趋枯竭

和环境污染等等
。

应该承认经验是深刻的
,

教训是惨痛的
。

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
,

所谓优势和劣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指 自然资源而言
。

但
.

人的素质

( 体力与智力 ) 是可 以改变的
,

而对 自然资源则仅能够转变其形态和使用价值
,

控制妥善
、

综合利用或能造福于人类
,

盲目开采
、

滥用虽可获利于一时
,

但终将贻害子孙后代 !

本文是想探讨一 下开发 自然资源的程序
,

论证对山区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的必要性
、

重

要性和迫切性
,

供有关部门在制定农业 自然区划及相应的技术政策和考虑投资重点时参考
。

就共性而言
, _

仁山
一

F水开发全山银海可分为非生物资源和生物资源
。

前者可划归于不再

生的资源范畴
,

有的可循环利用
; 后者则可称为再生性资源

。

再生性资源即指有机体利用外

界 自然因素制造 出人类适用的食物和原料
,

这就必须弄清有机体的再生能力
,

选择或研究出

最佳的增产措施
,

使之成为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供应源泉
,

则 国民经 济 的
“
持续

、

稳定
、

协调
”
发展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

。

要判定真正的 自然资源优势
,

必须先掌握有各种 自然资源比较系统全面的定性和定量的

数据
,

经过综合分析比较才能得出结论
。

因此
,

山区或海洋的综合性的科学考察 ( 以下简称
“
综考

” ) 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和首要环节
。

综考不同于单种资源的普查或某类特定资源

的一般性调研
,

更不同于行政部门的社会调查或对某专项资源的量的勘查
。

它是 多 种 学 科

的
,

既有宏观也有微观的立体性调查
,

既要求定性更要求定量又注意横 向相关
,

是 比较深入

和复杂的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
。

为了节省篇幅
,

下面试将山区
、

海洋资源开发程序编

绘成方框图
,

然后再加 以简单论证
。

鉴于全国性的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研究工作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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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完成
,

广西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涉及一市三县
,

近海渔业资源又已捕捞过度
,

故

在本文中论证综考时专指 山地
,

这也是结合广西的具体现实而自我圈定的讨论范围
。

图中将始于综考 ( 属于投入范畴 )
,

终于产出创收
、

上缴财政等人类社会生产和管理的

全过程划分为21 个环节
,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箭头所示
。

从方框图内容可知它涉及不同战线的

许多部门和众多学科
。

中国科学院
、

国家科委
、

国家计委国土局
、

国家海洋 局
、

农 牧 渔业

部
、

林业部
·

一对全国的自然资源的综考非常重视
。

广西从六十年代花坪林区综考到七十年

代末的鼻岗和八十年代的大瑶 山综考都是集中了十儿个专业的科技人员常年爬山越岭才完成

的
。

政府在部门分工和科技投资方面如何结合国民经济 发展的需要
,

有计划有组织地部署综

考工作显然是不能不及早作出决策的一项战略和战术性任务
。

山区
、

海洋资源开发程序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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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宏观的综合平衡 ( 指广西经济要先翻身
,

究竟从何入手
,
各种力量的合理

摆布
,

横向纵 向相关发展的节奏
、

重点如何随时间而转移 , 不同时期不同的主要矛盾和主要

矛盾方面的演变与预测等等 ) 的研究工作是个薄弱环节的话
,

究其原因乃是缺少准确的资源

数据
,

尤其是自然家底的素材
。

综考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

它是发展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基础
,

也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开发 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逾越的第一步
。

先进国家早在上个世纪

就已基本完成综考任务
。

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时期谈不上综考 , 解放后
,

百废待

举
,

中央就重视综考
,

如五十年代初广西就搞过热带生物资源综考 ( 橡胶宜林地综考 )
。

文

革岁月轻视科技
、

知识和人才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莫需赘述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短短

四年时间
,

广西依靠 自己的力量就完成两倍于此前三十年的综考工作任务
,

说明我们还是有

能力来完成综考任务的
。

但是
,

应该指出的是
:

三十多年来
,

我们实际只完成了三个大山区

的综考
,

而报告因缺印刷费尚未刊印间世 ! 眼看到本世纪末只剩十五年了
,

还有红水河畔天



第 2期 陈震宇
:

试论山地综考的重要性

峨到都安的都阳山脉
、

九万大山— 元宝山
、

西大明山
、

隆林金钟山—
田林秦皇老山

、

十

万大山
、

苗儿山
、

海洋山
、

灌阳都庞岭
、

与越北高原毗邻的靖西高原等七
、

八个大山区尚未

进行综考
。

如果两年考察一个大山区
,

加上一年的筹建准备
,

十五年正好完成应考察的山区
。

按每

个山区开支二十五万元计
,

总共也只需两百万元左右
。

但是只要看准并开发宝山中任何一项

资源
,

其经济效益将远远超过综考经费
,

何乐而不为? 有些被认为属装玻门面或非急需的豪

华建筑项目一年就耗费数百万元
,

笔者确实很难理解
,

为什么在考虑广西经济要先翻身的具

体措施时不将综考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 ?

没有资源基础工作 ( 即综考 ) 的开发项 目是盲目的
、

脆弱的
,

没有综考的自然区划或山

区致富规划必然是概念式的粗线条和难以定量的
。

广西的大农业基本上决定于山区的合理开

发
,

而 山区的合理开发又决定于综考质量
,

没搞综考何能谈其它 ? 里

综考有利于农业环境的保护
。

由于人类数量在增多
,

生存空间在扩大
,

生活 水 平 在 提

高
,

对能源的数量要求与 日俱增
,

对质量的要求也愈来愈高
,

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 已成为不

可回避的严峻现实
。

有识之士和先进国家企图通过大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来解决生态平衡问

题
,

大农业实质上是人工增殖自然资源的过程
。

从所谓第一次浪潮开始
,

作为第 一 产 业 的

渔
、

农
、

牧
、

林业就成为人类生存繁衍的物质基础而持续至今
,

并正在 ( 将要 ) 向深度和广

度发展以维持人类的存在与繁衍
。

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科学技术上促使各生产环节的

物质之间互为投入和产出
,

并尽可能做到无污
、

少污还给大自然
。

这种理想的模式已在部分

地区成为现实
,

但是前提条件是对农业自然环境有较全面的认识
,

综考就是这一全面认识的

首要手段
。

可见
,

只有在完成综考的基础上
,

有关部门才有可能进行优势资源的论证和发展战略的

研究 , 制定自然区划才有可靠的依据 , 然后才谈得上进行针对性开发研究 ( 即方框图的 6
、

7
、

2 三项 )
,

指导科技进山
,

综合治理和开发山区
,

彻底改变山区面貌
,

使广西国民经济

翻番既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

又有配套的适用技术
。

本文所强调的
,

实际上还是一个是否遵循科研程序的间题
,

希望尽可能避免人为的程序颠

倒 ( 必走弯路 ) 造成的浪费 ! 文短意恳
,

陈词切切
,
请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