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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综 合

治 理 与 开 发 战 略 研 究
”

的 介 绍

陈 震 宇

(广 西 科 学院 )

广西石 山面 积 8
.

95 万 平 方 公里 , 占广西 总面 积 的 37
.

8%
,

其 中裸 露 的石 山 面 积 7
.

88 万 平

方公 里
,

主 要 分 布于 广西 的西 部 和 北部
。

我们 以 裸 露 的石 山 面积 占县 级行政单元 土 地 总面 积

s0 % 以 上 , 或 裸露 的石 山 面 积超 过 10 。万 亩 的县 级 行政 单元 作为 划定 必 须 工 作 区 的 标准 , 结

果 将忻 城
、

都安
、

靖 西 等27 个 县作 为 广 西 的石 山地 区 的代 表来 加 以研 究
。

这 27 个 县 土 地 总 面

积 7
.

6万 平方公里
,

占广 西土 地 总面 积 的32 % , 其 中裸 露 的 石 山 面 积 为 5
.

31 万 平方 公 里
,

占广 西 裸 露 的石 山 面 积 的 66
.

5%
。

广 西 的石 山 地 区 接壤 云 贵高 原
,

构成 了 高 原斜 坡
,

形成 了 峰洼 连 绵 的喀斯 特 峰 丛 洼地 和 峰

林 谷 地 ,
’

海 拔 多 在数 百米
,

乃 至 千 余米 之 间
,

加 上北 回 归线 横 贯 广西 石 山地 区 , 气 候属 典型

亚 热带 季 风气 候
。

年平 均 气温 在 18 一 22 ℃ 之 间
,

降雨 量在 135。~ 1750毫 米 之 间
。

由于 地 形复

杂
,

气 候 的纬 向变 化及 垂 向变化十 分显 著
,

造 成 了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气候 的多样 性
。

气 候 的多 样性
,

为 多种生 物 的繁 衍提供 了 条件
。

据调 查 , 广 西石 山 地区 的生 物 种质 资源

有
:

植 物3。。o多机 其 中不 乏 颇具价 值 的亚 热带水果
,

如 荔枝
、

龙 眼
、

批 把
、

李
,

大 果 山

植
、

刺 等 , 陆 栖 脊 椎动 物 500 多种 , 昆虫 近 30。。种 , 大型 经 济 真 菌80 多种 , 生物 种 质 资 源

中
,

可 作药 用 的生 物超过 200。种 , 有潜 在开 发 价 值 的 至 少 占三 分 之 一
。

流 经 广西 石 山 地 区 的 河 流 有 红 水 河
、

柳江
、

左 江
、

右江
。

这 些 河 流都 蕴 藏着 巨 大 的水能

资源
。

如 红 水 河
,

年径流 量 达 130。亿 立 方 米
,

可 装机 1 100 万 千瓦
,

年可 发 电5 00 多 亿 度
,

是

中 国 水 电 “ 富矿 ” 之 一
。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的矿 产 资源 也相 当丰富
。

截 至 198 6年止
,

已 发 现各类矿 73 种
,

探 明储 量 的

有 53 种 150 多 处 , 其 中大
、

中型 矿床80 多处
。

主 要 的矿 种有: 锰矿
、

铁矿
、

锡矿
、

铝 土 矿
、

金 矿
、

银矿
、

稀 土 矿
、

石 灰石 矿
、

重晶石 矿
、

膨 润 土矿
、

煤矿
、

石 油 等
,

有 着 巨 大 的 开 采价 值
。

但 是 广西 石 山 地 区 的生 态 系统抗 干扰 的能 力 却十 分 脆弱
。

由于 喀 斯 特地 貌异常 发育
,

溶

洞
、

溶 沟
、

裂 隙和 喀斯 特漏 斗 随 处 可 见
,

再加 上 森林 植 被 的 急剧 减 少
,

使 得 该 区 域 水 土 流 失

十 分严 重 , 土 层 薄疮
,

肥 力很 低
,

早象 严 重
,

生 态 环境 进 一 步 恶 化
。

生 活 在 石 山地 区 的 人 民 约 两千 万人
,

其 中调 查 工 作 区 2 7个 县 有 人 口 97 。万 ( 1985 年末 )
,

其 中农 业人 口 8 95 万
,

约 占92 % , 少数 民族 人 口 780 万 , 占总人 口 的80 %
, ; 主 要 的少 数 民族有

壮 族
、

瑶族
、

苗族
、

松佬族
、

毛南族 等
。

可 以 说
,

石 山 地 区 是一 个 以传 统 农 业 为 主 要产 业 的

多 民族 聚 居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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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石 山 地 区 耕地 19 85 年末 仅 110 0万 亩
,

其 中水 田 52。万 亩 , 人 均 耕地 仅 1
.

15 亩 , 而

且 耕地 土 层 痔薄
,

作 物 声 量 很 低
, 1985 年粮食 作物平 均 单产 每亩 15 1公 斤

。

石 山 地 区 长 期 处 于 闭 塞 状 态
,

交通 不 便
,

信息 不 灵
,

商 业 很 不 发 达
。

19 85年
,

27 个 县 全

社会 工农 业 总 产 值 为 30
.

0亿 元
,

人均 3 10 元
,

是 全 国 均值 的26 % , 相 当 于 全 国 19 65年 人 均工

农 业 产值 308 元的 水 平
。

人 民 生 活 相 当 贫 困
。

1 9 85年人均 占有 粮 食 250 公 月
,

双 民 人 均 口 粮 198 公 斤
,

农 民 人 均纯

收入 15 7元
。

在 140 万农 户中 , 有72 万户 农 民 食不裹 腹
、

衣 不御寒 , 住 不 避 风 雨
。

在 895 万 农

业 人 口 中 , 饮 水有 困 难 的 308 万人 , 占34
。

4%
。

生 产落 后
,

经 济效 益 低
。

19 85年27 个 县平 均经 济密 度为 每平方 公 里 创 财政 收入 258 0元
,

是 全 国 均 值 的 14
.

了%
。

因 此 , 每 年都 需要 上 级 财政 给 予 大 量 补贴
。

1985 年27 个 县 财 政 收 入
l

。

96 亿元
,

而 支 出 为 4
.

12 亿 元 , 收支相 抵 , 需 上 级 财政 补贴 和 赤字共 2
。

17 亿 元
。

文化 教育 和 科学 技术 相 当 落 后 , 12 岁 以 上 人 口 的文 盲 率半文 盲 率相 当高
,

如 隆 林 县 高 达

65
。

5%
,

巴 马 县
、

凌 云 县
、

那 坡县 等均高 于 5 0%
,

是 广西 的文 盲 率半 文盲 率 的两 倍 多
。

喀斯 特

山 区 的 自然 科 学
、

社会 科 学技 术人 员较 少
,

每 万人 中 仅有49 人
,

相 当于 全国 水 平 的以 %
,

而

且 技 术水平 也 与 全 国 水 平 相差 较 大
。

由上 可 见 广西 石 山 地 区 是 一 个 生物 种 质资源
、

水能 资源 和矿 产 资源 丰富
,

生 态 环 境严 重 恶

化 , 人 民 生 活 贫 困 落 后 的矛 盾统 一 体
,

是 一 个相 当封 闭 的人工 动 态系统
。

尤 其 是 目 前 还 面 临

着 日益 恶 化 的生 态 环 境 的 压 力
、

急 剧 增长 的 人 口 的 压 力
、

日渐减 少 的耕地 秘粮 食 歉 收 的 压

力
、

发展工 业 和 乡镇 企 业 对 农 业 基 础 的压 力
、

资金 短 缺 和 人才不 足 的压 力
、

基 础 教 育渐 趋 落

后 的压 力
:

正 处 于 生 态 环 境
、

经 济 和 社 会状 况 的 三 重 恶 性 循环 之 中
,

如果 听 其 自然演 变
,

将

会使 经 济
、

社 会 的 发 展 陷入绝 境
,

使 它 与先 进 地 区 形 成 寸木 岑楼 的 巨大 差 异
。

为 了 帮助 石 山 地 区人 民 群众 摆 脱 贫 困
,

把 石 山 地 区 繁 多 的 土 特产 种类 资源
、

水 电 资源 和

矿 产 资源 开 发 出 来 , 支 持广 西 发 展外 向型 经 济
:

配 合 中 国 大 西 南 的 开发 , 为 了 恢 复 广西 的生

态屏 障
,

改善 全 广西 的生 态环 境 , 对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进 行综 合治理 与 开发 , 已 成为 刻不 容缓 的

任 务
。

经 过 调 研
,

我们 的结 论是 :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的 面 貌是 可 以 改 变 的
,

生 态环 境是 可 以 从 恶性 循

环转 化 为 良性 循 环 的
,

我 们 有 决心
,

也有 办 法 解决 山 区 人 畜 饮水 问题和 人 民 生 活的 温饱 间题
。

悲 观的论 调 是 没 有根 据 的
。

石 山地 区 人 民 已 在 那 里 繁 衍
、

生 产
、

生活 了 数 千 年 , 这 是 历 史 雄

辨 地 证 明 了 的 事 实
。

石 山地 区 经 济
、

社会 发 展的 出 路何 在? 研究 表 明
,

要 改变 贫 困 落后
、

生态 环境严 重恶 化

的 现 状 , 必须 对生 态
、

经 济
、

社会
、

科 技和 教育系 统 进行 综 合治理
夕

对 丰 富 的 自然 资源 进 行

合 理的开 发和 综 合利用
,

走在 开发 中治 理
,

以 治 理促进 开发 的 道 路
。

综合 治 理与 开 发 的战 略 指

导 思 想可 归 纳为 : 改善 生 态 环 境
,

注 入 时 代意识 , 重视庭 园经 济
,

发 展商 品 生 产
,

疏 导 流通

渠 道
,

达 到共 同 富裕
。

经济 发展 战略 , 应分 三个 阶段 考虑 : 首先 解 决 人畜 饮水 困 难和 温饱 问 题 , 近 期 应 采 取
“ 脱 贫” 的措 施

,

中期 找 到 “ 富 民 ” 的 办法
,

长 期是
“经 济振 兴 ” 和 “ 富裕 ” 的战 略

。

只 有

从 解决 山 区 人 民 温 饱 间 题
,

进而 改 变贫 困 落 后 面 貌这 一基 点出发
,

才有 可 能逐 步走 上 经济 振

兴 的道 路
。

在战 略 目 标的 选择 上
;

要 实事 求是
,

留有 余地
,

考虑 困难 , 注 意协调
。

广西 石 山 地 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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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民 经 济 主 要指 标方 面 大 约 要 比全 国 落 后2 0年
。

我们 拟 定 的 目标 是
:

经 过 努 力
,

在 一 段不 太

长 的时期 内
,

控 制住 目前 与全 国水平 相 差 20 年的 距离
,

争 取差 距 不 再 扩 大
。

即到 第 10 个五卑
计划 结束 ( 2 00 5甲 ) 时

,

山 区 主 要 人均 国 民 经 济 指标要 达 到 19 85年全 国 的 平 均 水平 , 解决温

饱 间题 , 初 步 改变贫 困 落 后 的面 貌
。

在此基 础 上 , 逐 渐 向小康 的 目标奋 斗
。

广西 石 山 地 区 自然 条 件恶 劣
,

交通 不 发 达
,

基 础 设施 薄 弱
,

生 产技 术落后
,

这 些 因素决

定 了 该 区 经 济发 展的 关键 在于 增 强 其 内部经 济 活 力
,

不 断提 高 自我 发展 的能 力
。

但 是
,

就目

前 的 起 步 阶段
,

需 要外 界 ( 指 自怡 区
、

国 家 和 友 好 国 家 或地 区 的 财 团 和 基 金 会 ) 对这 个地 区 给

予 必 要 的投 入
。

外部 的 力 量在 该 区 域 经 济 发展 中 是 一 个 启 动器
,

在 启 动 其 内部 活 力 方 面 助上

一臂 之 力
,

以 克 服 山 区 经济 发 展缓 慢 的 惯 性
。

然 而
,

外部 的 支 持只 能 起辅 助 作 用
,

对 促进 地

区 经 济 发展 起决 定作 用 的 仍 是 内部 的 运 行机 制
。

由 于 山 区 地 貌复杂
,

地 形 切割
,

互 不 联接
,

不 可 能 进 行 连 片 开 发
。

因而 其开 发模式 应 是

多 层次 的和 多 元 化的
,

要根 据 实 际 情 况
,

确 定 开 发 模式 及 开 发规 模
。

但在 进行 大 区 域经 济 开 发

时
,

我们 仍 提 出一 个 可 供 参考 的 开 发 模 式
夕

即 “ 协 调 发 展 的 点 线浸 润 式
’夕 。

沿 江 沿 路 ( 铁路

与主 干 公 路 ) 交 通 相 对 发 达区
,

经 济 基础 较好
,

资源 集中且 易 于 开 发
。

经 济 开 发 首先 要从交

通 干 线 突 破
,

然 后 沿 着 交 通 干 线 两 侧扩 散
,

渗透 , 呈 点 线 浸润 状
。

广西 石 山 地 区 是 一 个起 点很 低的 贫 困 地 区
,

进 行 治理 与 开 发 的 战 略 重 点 应 该 是 分 阶 段转

移
,

资金 的投 入 可 分 层 次投 入
。

在 开 发 的起 步 阶段
,

首要 的任务 是 解决 温 饱 问 题 和 环 境 治 理

问 题
。

因而
,

其 经 济 社会 发展 的 战 略 重 点 应 是抓 优 势 资源 的 开 发
夕

走 资 源转 换 型 的 路 子
,

抓

资源 密集 型 和 劳 动密 集型 产业
。

要摆脱 生 态环境 的 恶 性 循环
,

经 济 的 恶 性循 环 和 社 会 的恶 性

循 环
,

必 须选 准 突破 口 ,

三 重恶 性循 环 中
夕

突破 经 济 的恶 性 循 环是 关 键
。

我 们 认 为
夕

发 展 以

科技 为支 柱 的庭 园 经济 租小 场园 经 济
,

发挥 土 特 产 品 优 势是 石 山 区 千 山 万 异 最 低 层 次 的 经

济发 展 突破 口 ,

它 兼有 经 济
、

生态 和社会 效 益 , 是 一 个 投 资少
:

见 效快
,

效益 好 的 “ 起 步产

业 ” 。

庭 园经 济 的发 展
,

强化 了 农 民 对 科学 技术 的吸 收
,

强 化 了农 民 的 商品 意识
,

改 善 了 小

区 域的 生 态 环境
夕

也使 山 区 土 特 产品 进入 日益 紧 缺 的市场
,

缓 和 供 需 矛 盾
。

第二 层 次的 突破

口 是充分 利 用外 部对 当地 重 要资源 进 行投 资开 发 的机遇
,

大力 发 展 乡 镇
、

生产 国 家 重 点建 设

项 目 所 急 需 的各 种产 品
,

如 建 筑材 料
、

农 副食 品 等 , 要 注意发 展 相应 的服 务 行业
,

同时 大力

组 织 劳 务 输 出
,

这 样 既 可 以 为 山 区 经 济发 展 积 累 资金
,

又 改 善 了 人 民 的 生活
夕

同 时 又 可 以 减

轻农 民 长期对 土 地的 超 负荷 的垦 殖
,

使 生 态 环 境 有 一 个 恢复 和 调 整 的过程
。

第 三 层 次的 突破

口 是 国 家选 准对 能源
、

交通 等基 础 项 目 的建 设
,

逐 步 形 成 若 干 石 山 地 区 的 中小城 市
,

再 向农

村 辐 射
。

石山 地 区 经 济社会 的发 展要 有 几 个 层次 的投 入 ) 即 国家
、

地方
、

集 体 和 专业 户 的投 入
。

在 国家 的层 次上
,

主 要 是 基础设 施
,

如 能 源
、

交 通
、

水 利 枢纽 工 程
,

开 发 大矿 山
,

抓 基础 教

育 等 , 在 地 方的层 次 上
,

主 要是 抓本 地优 势 资源 的 开 发
,

大 力 发 展 龙 头项 目
,

促进 和带 动一

批其 它 产 业 的 发 展
,

抓职业 培 训
,

整 治小 流 域等 , 在 集体 和 专业户 的层 次 上应 该促 进 种养 业

的 专 业分 工
,

发 展庭 园 经济
,

建 立 小片 商 品 基 地
,

发 挥 土 特产 的商 贸作 用
,

促使 农 副 产 品 由
“ 自然 型 ” 向 “ 商 品 型 ” 转 化

。

对传 统 农 业进 行技术 改造
,

要有 足 够 的力 量 在技 术
、

良种 和 肥 料 等 方 面 支 持 粮食生 产
。

各

级 财 政 都 要拨 款支 持农 田 水利 基 本建 设
,

增 加对 农 业 的 投 资 , 以 提 高粮 食 自给 率
。

此外 , 要建设 一 套相对 完善 的经 济技 术服务 网络 , 使 各行各业 的 产前
、

产 中
、

产 后都 有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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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网 点提供 优 质 的服 务
,

以 促 进 生 产 之 发 展
。

根 据 区 域 自然
、

经 济
、

社 会 的 特 点
,

合 理 进 行经济 区 划
,

对 山 区 商 品 经 济 的发展 有 十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基 于 自然 条 件
、

自然 资 源
、

现 有 工 农 业 基础
、

能源 和 交通 条件
,

考虑 到地 域

分工
、

专 业 化 协 作 租 产 品 销售 市场
,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的 产 业 和 商 品 经济发 展 大体 可 划分 为 四 个

各 具 特 色的 经 济 区
。

( 1 ) 以 轻 工
、

食品 为 主 导工 业 的 左江 流 域经 济 区
。

该 区 走 亚 热 带农 业

—
农 副 产 品 加 工业 的 路 子

,

同 时 辅之 以 建 材业
、

采掘 工业 等 , ( 2 ) 以 右江 河 谷工 矿 业 走

廊 为 依 托 的 右 江 流 域 经 济 区
,

其 经 济发 展 的趋势 是逐 步形 成采 掘
、

冶金
、

建材
、

机 械工 业 和

轻纺
、

食 品
、

日用 消费 品 工 业 同 时 并举
,

轻重 结 合的工 业 结 构 , 农业 走 上 特 产 品 商 品化 的道

路 , ( 3 ) 红 水 河 流 域经 济 区
夕

其特 点是 以 红 水 河 梯 级 电 站 的开 发 为 契 机
,

兼配 水 力 发 电
,

航 运
,

要 有 火力 发 电配 套 , 要 带 动流 域 内经济 的总 体发 展 , ( 4 ) 黔桂 铁 路沿 线 及柳 江 流 域

经 济 区
,

该 经 济 区 工 业 发 展 走 重 型 结 构的 路 子
,

着 重 发展 采掘
、

冶 炼
、

机 械
、

建 材 等行 业
。

广西 石 山地 区 经济 的 发 展 要 纳入 全 区
、

大西 南乃 至 全 国 经济发 展 的 轨道
,

这 是 符 合国 内

外经 济发 展 趋 势的
,

因 而
,

建 议采 取 下 列 措 施 :

1
。

打 开 山 门
,

对 外 开 放
,

把 封 闭 系 统 变成 开 放 系 统
,

制定 优 惠 的 政 策
,

尽 可 能 把 国 内 外

的 人才
、

资金
、

技术和 信息 吸 引到 山 区 经 济开 发 中米 ;

2
。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

大力 发展 第 二
、

三 产 业
,

尤 其是 增 加第 二产业 的 比 重 把 优 势 资源 开 发

出 来
,

对 可 再 生 资源 应尽 快 开 发
,

对 不 可 再生 资源 也 要 合理 开 发 ,

3
.

发 展基 础 教育
,

抓好 职 业 培训
,

为庭 园经 济和 未来 的开 发 性 农 业提 供 技术 上 的 支 持 ,

4
.

搞好 计 划 生 育
夕

提 倡优 生 优育
,

限 制 人 口 的过 速增 长
。

对 于 石 山 地 区 的 综合 治理 与开 发
,

我 们 各专 业 还分别 提 出 了许 多 独 到 的 见解 :

1
。

广 西 扶 贫工 作要 走 企 业 化道 路 ; 民 族 地 区 重 大 资源 联合 股份 开 发 模 式
,

建 设 带 动山 区

富裕繁 荣 的 产 业 经 济群 落 的 设 想 ; 劳力 输 出 不 仅可 减 轻耕地 负荷 还 能促 进 观念 交流
。

2
.

大 农业 应 立足 治本
,

走生 态农 业 道 路
,

在 提 高粮食 自给率 的 同时 , 充 分发 挥 本地 资源

优势 , 抓 住沿 海 地 区发 展 外 向型 经 济 的机 遇
,

发 展 劳动 密集型 的 资源 农业
,

发 展资 源转 换 型

经 济
,

尽 快脱 贫 致 富
。

3
。

对 于 石 山 地区 丰 富的 生 物 种质 资源
,

其开 发 对 策是
:

利用亚 热 带不 同 地 域的 水热 条 件

和 小生 境 , 小 气 候 优势
,

在 治 理
,

改 善 现有生 态环 境 的基础 上 , 因地 制宜 地抓好 种 植 养 殖

业
,

促进 良 种 繁育
,

推 广 先 进 技 术
,

促 进 生 物资源 的 开发 从粗放 经营 向复 合 经 营
,

综 合 利 用

方 向发展
。

4
。

石 山 地 区 的生 态
、

水
、

土
、

资 源 四 个环 境要 素 中
,

生 态是关 键 的 因 素
。

恢复 和 重建 山

区 的生 态 环 境 已 迫 在 眉 睫
,

要 力 求 在 下 个 世纪 初 山 区 的森 林覆盖 率 平 均 达 35 一40 %
,

为生 态

农 业建 设 奠定 基 础
,

以保 护 日趋 枯竭 的 水 资源
、

生物 种 质资源
,

缓 解人 畜饮 水 困 难 等
。

5
.

石 山地 区 的 气候
—

主 态

—
农 业 系 统按 海 拔 高度分 三 种 地带进行 开 发

。

第 一 地 带 为

山 间谷 地 或洼 地
,

以发展 粮 食作物 及经 济作 物为主
,

以 满足 人民 生 活 所必 需 ,
,

第 二地 带 为 相

对 高度 小 于 300 米 的 山 坡
,

以发 展林果 业
、

畜牧 业 为 主 , 既 有显 著 的经济 效 益
,

又 可 为 山 间

谷 地 或洼 地 防 止
二

昔种 气象 灾害 提供 屏 障
。

第 三 地 带 为 相 对 高度 大 于 300 米 的 山 地
,

可作 为 水

源林 带
,

主 要 作用 是 涵 养水 源
,

保证 干 早季 节 的人 畜饮 水 和 农 业 生 产用水
。

这 一 设 想 的实 现
,

将 会使 喀斯 特 山 区 气候
—

生 态

—
农业 系统 日趋 优化

,

取 得显 著的 经济 效益 和生 态效 益
。

6
。

矿 产 资 源的 开 发 战略 因 地制 宜调 整产 业结 构
,

把单 一 的 小农 业 ( 种 植业 ) 向 以 大 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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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农
、

林
、

牧
、

副
、

渔 ) 为墓 础 为多种 产 业 互 相 结 合 及协 调 发 展 的 综 合型 产业 结 构转化 )

要使 投 资
、

就 业 、 收 入 都有 一 个 较 高的 增 长 速 度
,

就 必 须 把 开 发 本 地 区 的矿产 资源作为 开 发

重 点之 一 , 变 资源 优势 为经 济 优势
。

鱿

7
。

石 山 地 区 人 民 生 活 燃料 短 缺
,

导 致乱 砍 滥 伐久 禁 不 止 的 状 况
,

可 用 “ 生 态 能 源
’

的模式

来 解决
。

封 山育 林 , 积 极营 造薪炭 林
,

大 力 推 广节柴 灶 和 沼 气
、

煤 炭 和 小水 电
,

以 多 种燃料

取 代
.

单一 烧柴 的生 活用能 结构 , 缓 和 目前农村 生 活 能 源 的 供 需矛盾
,

使 山 区 森林 植被 和水土
,

有一 个 较长 的 休养生 息 时期
,

逐 步恢复 生态 环 境 的 良性循 环
。

8
。

将 战 略研究 用 数 模和 电脑作 定量 化 动态仿 真 预测
,

取 得 良好 效 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