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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石 山 地 区 产 业 结 构 现 状 及 经 济 社 会

综 合 评 价

黄 毅

( 广 西 杆 学院 )

摘 要
: 石 山 地 区 的 产 业 结 构 决 定 其 经 济 社 会 的 情 形

。

本 文 通 过 大 量 数 据 和 现 状

的 分 析
夕

表 明 石 山 地 区 产 业 结 构 严 重 地 倾 向 第一 产 业
, 呈 农业 型 的 经 济 结 构 特 征

。

与 广 西 和 全 国 相 比 较
, 石 山 地 区 农 业 型 的 经 济结 构 反 映 在 经 济效 益 上

,

其 经 济 密 度

仅 相 当 于 全 广 西 的 3 0
。

36 %
, 全 国 的 1 4

。

7 9% ; 反 映 在 社 会 效 益 上 是 县 赤 民 贫 , 反 映

在 生 态 效 益 上 是 对
一

大 自然 毁 灭 性 地 掠 夺
,

使 环 境 日趋严 重 恶 化
,

各 种 灾 害 须 繁 , 反

映 在 分 配
_

L ,

省 费结 构 方 面 是 以 生 存 型 为主 体
。

凡 此 种 种
,

表现 了石 山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的 基 本 区 情 是 典 型 的 不 发达 的 经 济 社 会 形 态
。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

在 “ 改 革
、

开 放
、

搞 活 ” 方 针指 引 下 ,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发 生 了

很大 变 化
,

国 民 经 济 出 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好 形 势
。

1 980年 以 来 社会 总 产 值 和 国 民 收入分 别 以 年

均增 长 13
。

3 8% 和 1 1
.

42 % 的 速 度发 展 ;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以 年 均 增 长 13
.

09 % 的 速 度发 展
,

至 1 986

年社会 总 产值 达 5 4
。

2 9亿 元
、

国 民
’

}勺
一

入 达 2 9
。

7。亿 元
,

工 农 业 总 产值 43
.

6 2亿元
,

占广 西 同 期

产值 的 14
.

97 %
、

16
.

89 % 和 1 5
.

39 %
。

改 革 使石 山 地 区 经济 增长 向前迈 了 一 大 步
,

然 而 与

广西 经 济发 展 的速 度 相 比
,

与全 国 经 济发 展 速度 相 比
,

石 山 地 区 经 济 仍 较 为落 后 ( 表 1
、

表 2 )
。

“ 结 构 决定 功能 ” 。

石 山 地 区 经济 落 后
,

除 了 历 史 原 因
、

自然 和 社会 因 素外 , 现 行 的 经

济结 构 , 特 别是 三 大 幸 业 结 构的 不 合理
,

乃 是 影 响其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原 因 之 一
。

本文 仅 对 石

山地 区 27 个 代 表 县 ( 市 ) 的 产 业 结 构 现 状 特征 及 经 济 社 会 状 况 做初 步 的分 析 和 评 价
,

以 求能

为 石 山 地 区发 展 战 略 研 究 提 供依 据
。

表 1 石 山地区 19 8 0~ 19 8 6年经 济增 长情况 表 单 位 : 亿元
、

%

19 8 0 1 98 5 1 98 6
19 8 0~ 198 6

年均 增 长 率
19 8 5~ 19 8 6

社 会总产 值 ( 当 年价 )

国 民收入 ( 当年价 )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 当年 价

25
.

5 6

15
.

5 2

弓

4 6
.

弓3

2 6
.

32

3 3

5 4
.

2 9

29
.

7 0

6

13
.

3 8

1 1
.

4 1

年增 长 率

16
.

68

12
.

8 4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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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8 7
.

7 4 2
.

2 1
.

09 1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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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石山地区 与广西
、

全国 1980 ~ I SBB年 经济幼长衬照衰 ( 按 当年价计 )

社 会总产值年

增 长率 ( % )

国 民收 入 年

增长本 ( 写 )

工农业 总产值 年

增长串 ( % )

19 85 年人均工农业

总产值
.
( 元 )

19邪 年经济密度
`

( 元 / 平方公 里 )

石山 地 区

广 西

全 国

13
.

38

20
。

6 0

1 1
。

4 2

13
.

1 7

1 3
.

09

14
。

2 1

309
.

96

5 5,

11 68
.

79

2 58 7
。

8丁

8 524
。

60

1749 6
.

3 4

!
les
les、一̀

!!
l

ll
J

.

以 80年不变价

农村产业结 构 现状及特 征分析

石 山 地 区 农村 产业 目前仍 以 农 业作 为主体 , 非 农 产业 比例 较 小
。

因此 , 本 节 重 点 以 农业

为主 要 对 象 进行 分 析
。

~
、

农 业 生 产 结 构 现 状

石 山 地 区 是典 型 的农业 区 , 长 期以 来 , 落 后 的 农业 一 直是 国 民 经 济 的 主 体
。

全 地 区

9 85
.

95万 人 口 中 , 农 业 人 口 占92 % 以 上 , 农业 劳动 力 占全 社会 劳动力 三分 之二 强 , 农 业 总产

值 占全 社会 总产 值近 三分 之 二 , 占农村 社会 总 产值 的90 %左 右 , 农 业 生 产 内部 , 以 生 产粮 食

为 中心 的种 植业 为主 , 致使 97 %的 农村 劳动 力集 中在 仅 占土 地 总 面 积 不 到 10 % 的 耕地 上 , 种

植 业产值 只 占农 业 总 产值 的 三分 之 二 强 , 农业 生 产 水平 低 , 投 入 产 出 效益 很差 , 万 元 种植 业

产值 所 需耕 地投入 10 7亩 , 而 亩 产值 只 有 93 元
,

仅相 当 于 广 西 平 均水 平 的72 % , 人均 农 业 产 值

仅相 当 于 全 广西 平 均水 平 的 80 % , 人 均 口粮 仅 有 18 2
.

5公斤
,

农 民 人 均 年纯 收入 仅有 168 元
。

农 业经济 自给不 足 的状 况 和 单 一 的生产结 构 严重 制 约 了农 村 社会 经济 的发 展
。

近 几 年
,

虽 然 石 山 地 区 经历 了 农村 经济 体制 改革 和 农 村 产业 结构 的初 步 调 整
,

农 林 牧 副

渔业有 了 增 长 , 农 村经 济有 所 改观 ( 表 3
、

图 l ) , 但 由于 传 统 的生 产方 式 和 自然 经 济 格 局 以

及 石 山 地理 屏 障的 影响 , 调 整 结构步 伐迈得 不大 , 农业 基础 仍 然很脆 弱
,

」

与其 他地 区 相 比 ,

农 业 生 产仍很 落后 , 农 林牧 副 渔 尚未走上 因 地 制宜
、

协 调 增长 的轨 道
。

二
、

农业 生 产 结 构主 要 特征 及 分 析
.

纵观 石 山 地 区 农业 生 产 和 结 构 变化
,

我 们 认为石 山 地 区大 农 业给构 现 状有 以 下 特 征
。

1
。

土 地 利用 结构 不 合理 , 生 产结 构单 一 化 倾 向非 常突 出
。

石 山 地 区 土 地资 源 类 型 主 要 由耕地
、

林地
、

牧 地 和难 以 利用 的石 山 等 组成
。

由于 石 山 地

区 内岩 溶广 泛 发 育
,

地形 地貌 较为复杂 , 各类 石 山 岩 溶 区 域 内 , 各类 土地 资 源 可 开发 利用程

度 不 同 , 峰 丛 洼 地适 宜 以林
、

牧 为 主
,

峰 林 山地适 宜 以 粮 和林
、

牧 为主 , 孤 峰平 原适 宜 以 粮 为

* 有 关数 据除注 明外
,

其余均指 6年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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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石 山地区 农村产业给构和农业给构状况衰 单位 : 万元
、

%

农村产业 结 构

⋯ , 5 5年
-

农 业生 产结构变化状况

1 9 78 19 8 5 19 8 6

产 值 } 构 成 产 值 {构 成 } 产 值 }构成 { 产 值 }构 成

J口丹才,奋几J15O产内才nU内J4
..

⋯
613
一U夕00

目ó,山,占49793561”57519160

⋯
一

85176913868315no

全社 会

其 中 :

农业

工业

建 筑业

交 通 运 输

商业 服 务

3 27 15 4 1 00 13 89 41 18 3 76 1

27 4 34 5

1 5 75 0

1 04 70 2

1059 4

1 5 4 21

6 48 1

15 15 5

8 3
.

8 6

4
.

8 1

4
.

7 1

1
.

9 8

4
.

6 3

农 业

其 中
:

种植业

林 业

牧 业

副 业

渔 业

9 47 26

5 35 8

2 17 69

1 655 8

5 30

1 8
.

9 2 4

1 04 0 11

1 047 0

35 00 2

29 68 3

1 3 66

万元
、

吨

3 685 7

29 9 8 5

16 23

*

为当 年价 格
.

其 余为 8 0年 不 变价

单位 :

农 业 总 产 位

、

立 方米
、

儿

1 18 09 23

!

补一最.0一产幻值一l品.8产一产42总一水11占lwe|
we

|倒

!
种 植业产值

10 4 01 1

占总 产 值 57
.

49

林业 产 值

104 70

占总 产值 5
.

79

牧业 产 值

35 0 02

占总 产值 19
.

35

副业 产值

3 00 50

占总产值 16
.

61

1
渔业产 值

1 39 0

粮食 作 物 产 量 经 济 作 物 产 量 茶桑 果 产量

夕7 28 34 0

林 产 品产量 }猪
1

、

牛
、

羊 肉 产量
}

捕 猎 产 值

一木材
一稻 一油 料 一 茶

16 3 76 5

62 50 9 8 1 4 24 70
.

5 2 1 64
.

9

占79
.

8 0

一家庭手工业产

占2 0
.

20

一油茶籽
一 玉 米 一 花 生

1 179 7

2 8 73 3 54 3 9 2 60

一 桑

4 2 1
.

6

一 果
一桐油 籽

一薯 类 一 甘 蔗
99 8 9

.

5 5

16 0 79 5

一其 他

19 16 7 5 60 16 5
.

8

1 1 76 61
.

5

一 猪 肉 产盈

占9 6
.

4

一 牛 肉产量

占2
.

2 4

一
羊 肉产 量

一 占1
.

3 2

一八 角
一红 黄麻

1 66 4 6
.

15

44 32 09 1 61 1 7
.

5

一烤 烟

2
.

16

图 石 山地 区农业生 产结构状 况 ( 5 年 ) ( 年不变价 )1 19 8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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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但 目前 区 域 内仍沿袭传 统 的生 产 方式 和 习 惯
,

各类 不 同的岩 溶区 对 土 地 利用类型大 致相

同 , 按 土 地 利用 类型 面 积 比例 , 基 本 上 都 是 林 业 用 地 > 牧 业 用 地 > 耕 地 ( 表 4 )
。

而

各类用 地反映 在大 农业 产 值上 的效 益 则截 然 相 反
,

种植 业 产值 > 牧 业 产 值 > 林业 产值
,

表现

出土 地 利用 结构 与大 农业 结 构 的不协 调关 系 ( 表 5 )
。

由于 在 土 地 利 用 上 仍 沿 袭 传 统

校 食播 种面积 (万 亩 )

\
\

一、

.

蒯侧

\ \

一5 “ 年 公了

十
.

l
.t

七职拍的,

一 一 _ _ _ 一 奋产

粗 食产 价 `
一

十万 斤 》

人 均 有 桩 〔百 斤 )

一
,

小 , 一

表 4

图 2 广西石 山地 区 历年人均有粮
、

粮食产且和粮 食播种面积变化

石 山地 区土地利 用类型 单位: 万亩

类 型 面 积 { 占总面 积% 面 积 占总面积%

耕地 ( 1986 )

园 地

林 地

其 中: 森林

疏 林

灌木 林

幼 林

迹 地

苗 圃

112 4
.

7 9
.

74

0
。

13

3 9
.

63

12
.

9 0

1
.

9 8

5
.

5 6

0
.

6 0

0
.

63

宜林荒地

收 地

其 中: 宜牧荒地

宜农荒 地

难以利用 上 地

水 面

其他 ( 1986 )

合 计

2 07 1
.

2

1 5
.

3

45 7 4

180 6
.

6

6 19
.

8

.

0 5

2 0 8
.

55

32 28
.

9

2 11
.

5

37 8
.

1 5

1154 2
.

8

17
.

9 4

1弓
。

65

弓
.

37

1
.

1 6

2 7
.

9 7

1
。

83

3
。

28

1 0 0
.

0 0

1

1!
.

esesr!
llll
ereses

哎J曰j曰李问」,J,才O,ù月

甘̀八门é,J14 89

286941
口山产O

根 据 《 广西 农业 自然资 源数 据集 》 整 理 ( )
. 19 8 4



增 刊 黄 毅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产业 结构 现 状 及 经济 社 会 综合评 价 8 1

表 6 石山通区不 同岩落类型 区各县农业 与种橄 业关系状况 ( 19“ )

峰丛 山

地各 县

农面总产值 }种植业 产值 {种植 业 占农 峰林谷

地各 县

农业总产值 1种植业 产值 }种植业 占农

( 万元 ) ( 万元 ) 业 总产值 % ( 万元 ) ( 万 元 ) }业总产值 %

上 林

马 山

夭 等

忻城

田 阳

平 果

德 保

靖西

那 坡

凌 云

隆 林

河池

环江

巴 马

南 丹

凤 山

东 兰

都安

合计

82 8 8
.

0

69 32
.

0

5 66 4
.

0

60 32
.

0

7 28 8
.

0

7 40 9
.

0

574 6
`

1

10 6 32
.

2

3 04 5
.

0

2 559
.

0

56 5弓
.

8

4 564
.

0

60 74
.

4

4 18 1
.

7

507 8
.

6

24 0 2

409 3
.

6

12 0 9 1
.

0

4 919
.

0

38 18
.

0

32 9 1
.

0

3 7 39
.

0

44 2 9
.

0

4 34 8
.

0

2 578
.

1

57 7 9
.

8

136 8
.

0

1 10 6
,

0

2 7 00
.

8

2 39 0
.

0

29 4 7
.

8

20 6 2
.

5

2 1 44
.

4

1 14 1

17 3 6
.

9

6 0 33
.

0

56 5 3 2
,

3

59
.

4

55
.

1

58
.

0

61
.

9 8

6 0
.

7

5 8
.

61

4 4
.

8 6

5 4
.

4

4 4
.

9

4 3
.

2

47
.

7

5 2
.

37

48
.

5

4 9
.

3

42
.

2

柳 城 1 03 8 4
.

0 6 57 5
.

0 } 6 3
。

3

69 3 1
.

0

80 62
.

6

6 6 14
.

0

76 5 6
.

0

63 54
.

2

4 35 7
.

0 } 62
.

86

5013
.

6 } 6 2
.

18

5 09 5
.

2 1 77
.

03

49 63
.

0 } 6 4
.

8

389 1
.

4 ! 6 1
.

20

1 30 87

1 159 5
.

4

89 2 6 68
,

2

“ 60
.

1 }
、

55
。

,

安朔新左州宾山阳大崇隆龙来宜

107 7 3 6

4 7
.

5

4 2
.

4

49
.

89

52
.

47

罗 城

合计

5 34 0 2888
.

0 } 54
.

08

7 6 032
.

9 2 48 169
.

3 ! 6 3
.

3 5

表 7 石 山地 区 19 8 0~ 19 8 6年粮食 生 产情况 单位 ; 万亩
、

亿公 斤
、

公斤

一,自一J环,口Rù一只ù一4
月峥哎」

19 8 0 19 8 1 1 98 2 1 98 3 19 8 4 198 5 19 86

.

1eses

esss
n月

声

00八à3粮食播种 面 积

粮食 总产量

人均有粮

18 7 6
.

7 7 “ , ,
·

6

⋯
` 8 8 0

·

`

)
` 8 05

·

2,
·

6`

{
’。

·

5,

{
2,

·

3 02
.

3 } 3 3 1
.

9 1 3 15
.

1 73 5

2 6
.

8 1

29 9
.

7 28 2

1 60 7
.

2 4
.

250
.

1 6 43
.

6

2 3
.

89

24 2
。

44

地 区 需 要调 入粮 食 2
.

18 亿公 斤
。

目前
,

约有 50 0万 人仍 靠 吃 返销粮 和 救 济 粮 解 决 温 饱
,

粮食 生

产 自给不 足
。

3
.

发 展 经济 作物 和 商 品 经 济潜 力 很大
,

但 目前结 构和 品 种仍 以 传统 产 品 为主
。

石 山地 区 植 物种 质 资 源 十 分 丰 富
,

据统 计 约有 种
,

其 中有不 少 珍稀 植 物
,

同时 适 于

各种经 济 作物生 长 的 光热 水资 源 条 件 也 较 优 越
,

农 业 劳 动 力 充 足
,

开 发 资 源 , 发 展具 有地 方 特

4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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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 5 土地利 用给 构与大农业产位 关系 单 位
:

万亩
、

纬
、

万元
、

%

拥 有土地 面积 占大 农业 用地 产 值 占大农业产值

8 62 4
.

2 5

1 18 0
.

6 4

4 5 74
。

7 5

2 82 0
.

15

4 8
.

7 1

10 0

1 3
.

69

53
.

0 5

32
.

7

0
.

56

18 376 1

104 702

10 594

36 8 5 7

16 2 3

10 0

56
.

96

弓
.

, 7

2 0
.

07

0
.

8 7

的单 一 经营 的耕 作方 式
,

没 能 按 宜农 则农
、

宜 林则 林
、

宜 牧 则牧 进行 改 革和 调 整 夕 形成 了 现

时 不 合理 的土 地 利用 构成
,

·

由此导 致 了 农 业 生 产结 构的单 一 化
。

突 出表 现 在大 农业 生产 中以

种 植 业 为 主
,

产 值 构成 占56
。

9 6% , 在种植 业 内部 以 粮食 生 产 为 主
,

粮 食播 种 面 积 占 总 播 种

面 积 的 8 8
.

27 % , 产 值 占种 植 业 产 值 的70
.

65 % , 在 林业 生 产 内部 以 发 展 用 材 林 为主 , 用材 林

与 经济林
、

防 护林
,

薪 炭林结 构 比 例是 7
.

6 : 1
.

3 : 。
.

6 : 0
.

5 , 畜牧 业 内却以 生猪 为 主 , 猪 肉

产量 占猪 牛 羊 肉产量 为 96
.

4%
,

草 食 动 物和 家禽 偏少 ; 副 业 生 产 内部以 采 集野 生植 物和 捕 猎

为主 , 产 值构成 占 79
.

8%
,

家庭 手 工 业 所 占比 重较 低
。

农 业 生 产结 构与 自然 条件 和 资源 极 不

协 调 , 山 区 优势 发 挥不 出
,

传统 的 自然经 济生 产格 局仍 占主 导地 位
。

2
。

以 粮食 生 产 为 中心 的种 植 业 仍是 不 同类 型 石 山 岩溶 区 农 业 生 产 的主 体
,

但 因 投入 产 出

效益 低 , 粮 食 生产 自给 不足
。

石 山地 区 岩 溶地 貌类 型 复杂 , 农业 生 产条 件各 不相 同
,

按 因 地 制宜 原 则
,

应 分 为 : 孤 峰

平 原 和 河 谷 平 原 以 水 田 为主 的种 植业 类 型 , 峰林谷 地 和 土 山 丘 陵 以 水
,

’

早 和 林
、

牧 为主 的 类

型 , 峰丛 洼 地 和鼻场 以 早作
、

林
、

牧 为主 的类 型
。

近 几 年
,

虽 然 区 域内 各县 不 同类 型 的 石 山

岩 溶 区 均 在不 同 程 度上根 据 自身 农 业 生产特 点
,

对 农 业 和 种 植业 内 部 进 行调 整
,

力 求 努力 向

稳 定粮 食 生产
、

发展 多种 经 营方 向转变
。

但 是传 统 的 自然 经济 格局 的梗 桔 和 石 山 的地 理 屏 障

及 劳动 者 的素质 影 响 , 使得 各类 石 山 岩溶 区
,

突 破 不 了传 统 的生 产方 式 和 耕 作制 度
。

至 今 ,

无 论是 宜 农
、

宜林
、

宜 牧 区和 峰 丛山 地
、

峰林 谷地 各县 , 以粮 食 生 产 为 中心 的 种植 业 生产 仍

是 大 农业 的 主 体 ( 表 6 )
。

由于 没 有合 理 利用 土 地
,

生 产结 构单 一
,

农业 生 产内部 不 能有 机 的相 互 联 系 , 相 互 促

进
,

功能 难 以 发 挥好 的效 益 ; 另 一 方面 耕 作方 式 原 始
,

耕地 超 负荷 垦 殖
,

管 理 水平 落 后
,

因

此
,

造成 农 业生产 投 入产 出效率 低
。

据 1 9 86年统计 分 析
,

每 100 亩耕 地 约拥 有劳 力 300 人
,

比

全 广西 平 均 水平 高 出40 人 , 每 万 元 种植 业产 值 所需 107 亩 耕 地
,

比全 广 西 平 均水平 高 出30 亩 ,

而 亩 产 值 仅93 元
,

低 于 全 广西 平 均水平 , 粮 食单 产水平 较低 , 长 期 徘徊 在飞50 公 斤 左 右
。

农

业生 产 结构 的不 合理 , 使生 物种 群组 合缺 乏 科学 地 有 机的 联系
,

生 态系 统平 衡 失调
,

抵 御 白然

灾害 能 力极 弱
,

加之 耕地 和 粮 食播 种面 积连 年递 减过快
,

造成 粮 食生产 增 长 不 稳 定
,

近 年连

年 减 产 ( 表 7 )
、

( 图 2 ) 的 局 面
: 19 80年 至 198 2年粮 食 总产 以 平 均 6

.

8% 的速 度增 长
, 1 982

年粮 食生 产 达历 史最 好水平
,

总 产量 3 5 5亿 公 斤
,

人 均 有 粮 33 公 斤
,

而 年 以 来
,

粮 食生 产逐年 减少
,

6年 粮食 总 产 量 降至 3 亿 公 斤
,

人 均 产 粮 公 斤 , 同 年石 山

0
.

8 1
.

9 1 9 82

1 9 8 2
.

8 9 2 4 2
.

4



增刊 黄 毅 广西 石 山地 区 产业 结 构现 状 及经 济 社 会综 合评 价

色 的经济 作 物和 商 品生 产潜 力很 大
。

但 由于 粮 食生 产 基 础不稳
,

人 口 增长 过快
,

解 决粮 食 问题

与发 展 经济 作物 的矛 盾 十分 突 出
,

加之 传统 的生 产 习 惯 和 观念 约束 了 发 展 商 品生 产的 冲 动
,

现

有 的经济 作 物发 展 仍 然很 慢
,

并 以 传统 的 老 品种油
、

蔗
、

麻
、

茶
、

桑
、

果 为 主
。

然而
,

由 于 受 石

山 地 区 各 种 生 产 条件 和 处 于 偏远 山 区 交 通 不 便的 限 制
,

除 茶叶 以 外产 品的产 量 租质 量都 竞 争

不 过 平 原 地 区
,

形成 规模 生产 的条 件较差
。

据统计
, 198 6年 油 料产量 仅 占广 西 的 1 6

.

72 % , 蔗

产量 占19
.

96 %
,

麻 产 量 占 3
.

9 %
,

茶 产量 占2 3
.

2 1 %
,

桑 产量 占11
.

7%
,

果 产 量 占11
.

7%
。

而

许多 具 有地 方 特 色 和 优 势的产 品芒果
、

田 七
、

大果 由 植
、

茵油
、

鸡皮 果
、

八 角
、

龙眼 等 虽 然 正

在逐步 建 立 生 产 基 地
,

又 因 目前 经 营管 理 人 才严 重 缺 乏
,

产供 销 一 条龙 的 社会服 务 体 系 尚未

健 全
,

还 有 许 多 有待 解决的 技术 以 及 深 加 工 问 题
,

规模 经 营前 景 仍然 十分 有 限
。

4
.

林收 业 结 构 与 上 地资 源 配 置不 协 调
,

生 产方 式落后
,

发 展 速度 缓慢
。

石 山 地 区 包 括 中山
、

低 山
、

石 山
,

以 及 丘 陵在 内的 土 地 面积 占土 地 总 面 积 的91
.

36 %
,

其 中

宜 林 宜牧 山 地 占5民 28 %
,

农 业 劳 功 力 人 均 林地 1 1
.

4 亩
,

人 均牧 草 地 4
.

5亩
,

发 展林 牧 业 的土 地

资 源 比 较 丰 富
,

但 目前林 业资 源 : 森 林覆 盖 率 还不 到 1 5%
,

其 中又 多为用 材林
,

经 济林
、

防

护 林
、

以 及 薪 炭林 只 占褥少 的 比 例
,

且 林 业 旧 地 目前 已 利用 的主 要 是 土 山
、

半 土 半 石 山 , 大

面 积 的裸 露 石 地 的 开 发 利用 尚未 引起足 够 的 重 视
。

牧 业 主产 中
,

草 坡牧 地 利用 规模 小 , 载 畜

量相 当有 限
,

至 今
,

仍 有大 面 积 的 宜 牧 也和 宜 牧荒 地没 有 得到 利用
。

由 于 林
、

牧 业 生 产 绩 构

与 土 地资 源 配 置不 协调
,

使二 者产 值在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重
,

长 期徘 徊在 5 % 和20 % 左 右
。

分

述 如 下
:

( 1 ) 林 业 生 产经 营 管理 落 后
,

森 林覆 盖率 急 剧 下 降
。

石 山 地 区 林 业 生 产结 构不 仅 与 土 地

资 源关 系 不 协 调
,

而且
一

长期 以 来
,

休业 生产 沿 用 上 池 发展 林业 的生产 和 经 营方 式 ,
’

单 一 种植

用 材 林
,

而 用材 林 中 以 杉木 为 主 使林 木 种 群 组 合欠 合理 , 而大 量适 宜石 山生 长的 乡 土 树 种 得

不 到 重视 和 发 展
。

林 业 生 产 内 部 结 构 匀不 合 遇
,

使其 功能 的 转 化率 低 , 产 出效 益差
。

石 山 地

区 现 有 林 业生 产每 万 元 林 业产 值需 要 用 地 2 363亩
,

用 地 比 全 区 ( 1 7了9亩 ) 水平 高 ,

耐亩 产 值

则 仅4
.

23 元
。

另 一 方 面
,

近 年 来对 森林 的砍 伐量 大于 生 长量
,

使 森林 镬盖 率 急剧 下 降资源 濒 临

毁灭 边 缘
。

据实 地调 查
,

目前 石 山 许多 县 森 林覆 盖率 均 在 12 % 以 下
,

其 中忻 城县 最低
,

仅有

2
.

9%
。

区 域 内 现有的 森 林不 仅多是 次生 林
,

还多 为 中龄
、

幼龄林
。

虽然 目前许 多县 分 别 在

规 划 建 立 一 些 杉 木基 地 和 经 济林基 地
,

但许 多 适应 石 山特 点 且很 有发展前 途 的地 方树 种
、

竹

类
,

由于 缺 乏 科 学的生 产指 导和 组 织 发 展 , 尚未能 进行 适度规 模 经 营
。

( 2 ) 生猪 词 养 受粮 食 自给不 足 的制 约
,

,

草 食 牲畜规 模发展 受传 统主 产 方式 影 响
。

畜 牧

业 虽 然 比 林业 发 展 快
,

可 由于 以词 养生 猪 为 主
,

一

长期 以来 饲 养方法 落后
,

耗 粮多
,

且 目前 石

山池 区 粮 食 生产 又 自给不 足
,

饲 料 紧 缺
,

养猪 业 的 发 展 受到 一 定 限 制
。

大面 积 的牧 草 地 和 石 山

以及 许 多 适 于 饲 养草 食性 牲 畜的值 御茎 叶
、

木 本粮 食是 发展 牛 羊 的极好 资源
,

但 是 目前对 这 些

资源 开 发 利 用 还 存 在 许 多 问题
,

利 用程 度 仍相 当 低
。

在 石 山 区 部分 县 建 立 的 广 西 商 品 牛
、

羊生

产基 地
,

如 环 江
、

忻城
、

隆 林菜 牛 基地 和都 安
、

马 山 养羊 基地
,

虽 然 己开 始 从 事 一 定规 模 的

草食性 牲 畜生产
,

但 由于 传 统 的 经 营方 式和 低 水平 的词 养方 法 以及 素 质偏 低
、

信息 闭塞 的劳

动者
,

使其 经营 规模 和 发 展 仍然 受 到很大 限 制
。

据 198 6年 末统 计 , 环 江
、

忻 城
、

隆 林
、

南

丹
、

罗 城
、

崇左 等县 牛 的存 栏头 效 仅占全 石 山 地区 的 21
.

4%
,

占全 广酉 的 7
.

7%
。

而 在 这 些

菜牛
、

羊 商 品 基 地县 内 , 生猪 饲 养 和 产 量 仍 占主 体 ( 表
、

)
。

5
。

掠 夺性 生 产是 石 山 农 业 生 产 结 构 不 合 理 的 集 中表 现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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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石山地 区商 品牛若地县猪
、

牛生产对照表 ( 198 6年 ) 单位 : 万头
、

牛存栏头 数 1 猪存 栏头数 }牛相 当猪 比 重 { 牛肉 产量 猪肉 产量

公 斤
、

%

牛肉相当
猪肉比 重

888
.

8 888 13
.

1 666 6 7
.

444 18
.

2000 42 6
.

888

777
。

9 888 13
。

1 666 60
.

666 44
.

0000 8 0 6
.

444

888
.

0999 1 3
,

3 666 6 0
.

555 71
.

2 000 69 0
.

666

666
.

8 222 9
.

8 000 69
.

666 9 8
.

4 000 5 38
.

222

777
.

3 777 13
.

3999 5 5
.

000 49
.

0 000 8 9 2
.

222

666
.

7222 10
.

8 000 6 2
.

222 20
.

6 000 7 7 5
.

888

表 9 石 山地 区 商品 羊` 地县猪
、

羊由 产对照 衰 ( 198 6年 ) 单 位 :

万头 ( 只 )
、

万斤
、

%

牛存 栏头数 } 猪存 栏 头数 }牛相 当猪比 重 { 牛 肉 产量 猪肉 产 最 牛 肉相 当

猪 肉 比重

2 0
.

79 43
`

9 8

19
.

76

27
.

65

36 42
_

4

18

12

3
.

7 0

3
.

3 4

1 05 7
.

4

3 15
.

6

18 4
。

8

8
.

6 6

1 7
.

4 7

隆 林 42 6
.

8 1 7
.

24

7弓qRù门石丹子nU

安山都马

土 地 利用 的不 合理 性
,

引 起生 物种群 比 例失 调
,

导 致 农 业 生 产 结 构 单一 化 ; 单 一 化 的结

构诱 发 了 人 与 自然 的不 协调 关 系
,

加之 人的 素质 偏 低
,

造 成了 在 农 业上 对 土 地 和 资源 的 掠夺

性生 产
。

首 先 表 现 为 对 土 地 超 负荷 的垦 殖
:

用 地不 养地 “ 今年 烧 一 坡
夕

种 一 窝
、

收 一 箩
,

明

年 再 移坡 ” ,

对 土 地 投入 水平很 低
,

据 1 9 86年 统计
,

万 元 农业 总 产 值投入 物质 费用 3489 元
,

相 当 于 广 西 平均 水平 的 8 5
.

5 %
,

化 肥 投 入 量 相 当 于 8 8
.

8 % ; 其 次 表 现 在 对 森 林 的 滥砍

乱 伐 和 对 野生 动 植 物过 度 的采 集
、

浦 猎上
,

据 1 9 8 5年 石 山 地 区 伐 薪柴 耗 材 的 统 计
,

仅此 一

项 耗 木材 525 万 立 方 米
,

超 出 当年 木材 生 长 量 的 2
.

3倍
,

约减 少 森林 150 万 亩 , 近年 来石 山 地

区 副 业 发展 相 当快
,

是 农业 收 入 的 重 要渠 道
,

然 而 副 业 收 入则 是 以 对 野生 动植 物的 捕 猎
、

采

集 为主 , 人工驯 养 和 栽培 极少
,

因此 副业 收 入 越高 说明捕 猎
、

采 集 越 严 重
,

过 度地对 大 自然 进

行 掠夺 , 不 仅将 使资源 锐减 加剧 , 同 时 也 潜 伏着 副业 收 入 必 然 也 会 随 之 减少 的 危机
。

其 二
,

表 现在大 自然对 其 经济 和社会 的 惩 罚
。

石 山 地 区 是 农 业 区
,

农 业 人 口 和 农 业 劳 动 力 占92 % 以

上
,

在农 业 生 产上 长 期的 掠夺 性 经 营
,

造 成 地 力 下 降
,

水 土 流 失
,

自 然 灾 害 频 繁
,

旱 涝 交

迭 , 生 态 环境 日趋严 重 恶 化 ; 造 成 农 业生 产 中 粮 食年 年 减 产
,

对 国 计 民 生 威 胁 大
。

大 自然 的

惩罚 集中 表 现 在 经 济 和 社 会 效 益 上
,

最 主 要 的 是
:

石 山 地 区 解 决 了 部分 农 民 温 饱 问 题 又 出 现

新 的 贫 困 户 , 目前 靠 吃 返 销 粮租 救 济粮的 农 村 人 口 仍 有 500 万 ; 人 畜 饮水 的 困 难 面 仍 然 很大

而 且 在 继 续 扩大
,

国 家 对 解 决石 山 地 区 人 畜饮水 困 难 的投 资 和 种 种 努 力
,

抵 不 上 频 发 的 早 情

影 响
, 1 98 6年仍 有23 6

.

17 万 人和 2 0 0
.

84 万 头牲 畜 饮用 水 困 难
,

比 19 85年 增 加 82
.

59 万 人 , 增

加 3
。

万头 牲 口
。

上 述 种 种 特 征
,

表 明 石 山地 区 农 业 尘 产 和 内 部结 钩 在 现 阶段 仍 然 是 非 常落 后 和 不 合理

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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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只 有使 其 农 业 经 济 结构 合理 化
,

才 能改变 目前 石 山地 区 经 济增 长缓 慢
,

农 民 生活 贫 困的

状 况
。

唯 其如 此
,

合 理 调 整 农村 产业 结 构 , 因地 制宜调 整 农 业 生 产结 构
,

农 村 经 济方 能加 快

增长
,

农林 牧 副渔 各业 方 能 协调 增 长
,

贫 困 地 区 脱贫 致 富的步 伐 才 可 能加快
。

工 业产 业结 构现状及特 征

工业 是 国 民 经 济 的主 导
。

工 业 产业 结 构在整 个 国 民 经济系 统 中 , 起着 决 定其 功能 效 益 的

重 要 作用
。

对 于 在 国 民 经 济 中仍 以 落 后 农 业 为主 体 的石 山 地 区而 言
,

全 面 分析 现 有的 工业 产

业 现 状和 结构 特征
,

分 清 优 劣势
,

对 于 合理 调 整 工 业 结 构 , 加快 工 业 的 发展 水 平
,

使其 从 以

农业 为 主 导逐步 走 向 以工 业 为 主 导
,

无 疑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一
、

工 业 产 业 结 构 现 状

( 一 ) 石 山 地 区 工 业 发 展 简 况

解 放 前 , 石 山地 区 的 工业 基 本上 是 手 工作 坊和 家 庭 手工 业
。

主 要 生 产 粗 土 布
、

纸
、

土

糖
、

草 席
、

小 农 具 以 及 从 事 一 些 简单 的 煤矿
、

采 掘 和小 食 品生 产
。

解放 后 , 在 50 年 代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时 期 , 开 始新建 一 批 小型 企业 , 如 小矿 山
、

小 电站及

小 型 农 副土 特 产 品 加 工 业 等 , “

大跃 进
”

的时 期也 曾兴 建 了 一些 大型 骨干 企业
,

这 些 企 业 在 困

难时 期 已 陆 续下 马 , 60 年 代初 至 70 年 代 中期
,

随着 国 家 “ 三 线” 建 设 的进行 和 地方 “ 五 小工

业 ” 的发展
,

广西 也 在西 部 地 区 建 设 “ 小 三 线 ” ,

发展 “ 五 小 工 业 ” , 这 时石 山地 区 区 域 内才

开 始 有 了 一 批 中央 和 自治 区 所属 的大 中型 企 业
。

与此 同 时
,

石 山地 区 也 开 始 真正 建设 了 一批 县

级 骨干 企业
,

主 要 有化 肥
、

轻 纺
、

机械
、

建材
、

制 糖 等
。

目前
,

大 中型 企业 有河 池氮 肥 厂
、

宜 山 维尼

纶 厂
、

宜山 轴承 厂
、

宜 山 玻璃
、

钢 厂
、

河 池 地 区水 泥 厂
、

巴 马 水 泥
、

田 东水 泥 厂
、

田 阳 绢纺厂
、

河 池

东 江 棉纺 厂 以及 一 批糖 厂 等
。

这些 企 业 的 建 立
,

对 带 动 石 山地 区 的 经济发 展 起着 积 极的 作 用
。

“ 五五 ” 后 期 至 “ 六 五 ” 期间
,

在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全会 以来 的方针
、

路 线指 引 下 , 通过 改

革
、

调整 , 自治区 确定 了 “发 挥 优 势
、

杨 长避 短 ” 的 经 济发 展 指 导思 想 , 提 出 重点发 挥八 大

优 势
。

而这 些 优 势相 当一 部分 集 中在石 山地 区
,

如水 电
、

有色金 属
、

农 副土 特 产 品 等 资源
。

因此 , “ 六 五 ” 期 间 , 石 山地 区 工业 生 产 比 以前 各 个 时期 得 到 更迅 速 的发展
。

( 二 ) 现 有工 业 产 业 规模 和 水平 及在 广西 的 地位

1
.

现 有 工业 产 业规 模 和 水平

解 放 三 十 多 年 来
,

石 山 地 区 的 工业 已 从 解 放初 期仅 有一 些 以 日用小 商 品 为 主 要产 品 的 单

一 的手 工业 和 农 副 产 品 加工 的 小 作 坊
,

发 展 成 现 在 拥 有 冶 金
、

电力
、

化 工
、

机械
、

建 材
、

森

工
、

食 品
、

纺 织等 近 20 0。个工 业 企 业
夕

并 已 形成 以 国 营 为主 体
、

集 体和 乡 镇 企业及 个体 为 辅

助的工 业生 产 体系
。

1 98 6年 全社 会工 业 总 值 达 1 3
。

39 亿 元
,

比 解 放初 期的。
.

23 亿 元 增 长 近 60

倍
,

其 中全 民 工 业 企 业 总 产 值 1 1
.

16 亿 元
,

集体。
.

93 亿元
,

个体 0
.

59 亿 元 ; 工 业 总 产 值 在农 业总

产值的 比 重 已 由解 放 初期微 乎 其微 的 比 例 上升 至 42
.

16 %
,

以 落后 农 业 为主 体 的国 民经济 开 始

向与工 业 协 调发 展方 向 靠拢 , 固 定资产 有 了 很 大的增 长
,

区 域 内 个 县 的 5 3个全 民独 立 核 算

工 业 企 业 固 定 资产 原 值 亿 元
、

净 值 3 6 亿 元
,

分 别 比 年 增加 5 6 % 和 5 % ,

飞Q 个 集体独 立 核 算 工 业 企 业 固 定资产 原 值 5 亿 元
、

净 值 亿 元
,

分 别 比 年 增 长

27 2

1 8
.

28 1
.

1 1 9 8 0 9
.

2 0
.

7 4

91 0
.

9 0
.

7 1 19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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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9。 %和 35
。

1 5%, 工 业企 业 劳动生 产率也 有 很大 提 高
,

全 民 工 业 企业 全 员劳动生 产率上 万

元的 有n 个 县
,

占40
.

74 % ; 工 业 企业 在经 济建设 中 日趋显 示 出 其 重 要 作用
, 198 6年 全 部 独

立 核 算工 业 企 业上 交 利润 税 收合计 104 18万 元
,

占石 山 地 区 27 个 县 财 政 收 入 2 3261 万 元 的
14

。

79%
。

2
。

现有工 业 企 业 在 广 西 的地 位

石 山 地 区 由 于 其 特定 的 地理 位 置 和具 有 丰 富的 水能
、

矿产 资 源的优 越 条件
,

是我 区 甚至

全 国发 展 重工 业 的 原料 基地
。

中央 和 自治 区 在 这 里 有直 属 大 中型 企 业 67 家
,

这 些 企 业 拥有 先

进的 设备 和 雄 厚的 技术 力量
。

随 着 经 济体 制改 革 和 企 业的 放宽 搞活
,

中央 和 自治 区 直 属企 业

打开 了 长期 关 闭 的大 门
,

与地 方开 展 技 术协作 和 联系
。

19 87年 经 自治 区 批 准
,

河 池氮 肥 厂 等

10 多 个 自治 区 直属 企业 下放 给地 方管 理
,

这 些 技术密 集 型 的企业 与石 山区 劳动密 集型 的工 业

相结 合
,

对 推 动地 方工 业发 展
,

振兴 石 山 地 区 经 济将 起 重要 作用
。

从 以 下 几个 方 面看 石 山 地 区 工业在 广西 的 地位
。

( 1 ) 所有制结 构 1仑8 5年 区 域 内全 民 独 立 核 算 工 业 企 业万68 个
,

占全 广 西 总 数 2 3
.

32% ,

独 立 核算 集 体所有 制工 业 企业 109 1个
,

占全 广西 总 数 2 1
.

5 6%
。

( 2 ) 企业 规模 石 山地 区 27 个 县 夕 全 部工 业 企业 1 731个
,

其 中大型 企业 5个
,

占全 广西

总 数 的 9
.

6%
,

企业 产 值 1
.

96 亿 元
,

占全 广 西 总 数 9
.

83 % , 中 型 企 业 36 个
,

占 全 广 西 总 数
2 3

。

2 3%
,

企业产值 3
.

88 亿 元 占全 广西 总 数 的 12
.

82 %
。

( 3) 轻 重 工业 比重 变化 19 85年 区 域 内轻 工 业 产值 5
.

07 亿 元
,

占工 业 总 产 值42
.

46 % ,

是 全 广 西轻 工业 产 值7
.

06 % , 重工 业 产 值为 6
.

87 亿 元
,

是全 广 西 重工 业 产 值的 13
.

16 %
。

轻 重

比 例 从 19 78年的 63
.

5 , 3 6
.

5变化 为 198 5年 的 42
。

5 : 57
.

5 ,

开 始 向协调 方 向 发 展
。

(表 1 0
、

11 )

( 4 ) 部 门行 业 结 构 从 石 山 地 区 的工业 主 要 行 业 产 值 和 实 现 税 利与 广西 全 区 比 较
,

可 看

出
,

石 山地 区 的 工 业企 业 已 从过 去单 一 的 日用 小 商品 和 农 副产 品 加工 业发 展 成 门类较 齐 全
、

初具 规 模 的 地方 工 业 企 业
,

部分 行 业 的发 展 己 在 全区 工 业 中 属 于 举 足 轻重 的地 位
。

( 三 ) 工 业 结构 现状

石 山地 区 工 业 企 业 以轻 重 工 业 分
,

轻 工 业 占54
.

77 %
,

重 工 业 占45
.

23 %
。

轻 工 业 中以 农

产 品 原 料 的 企 业 占 63
。

60%
,

非 农 产 品 为 原 料 的企 业 占 36
.

40 % ; 重工 业 中
,

采 掘
、

原 材 料
、

衰 10 19 8 5年石山地区 和全广西工 业结构 比较表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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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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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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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石 山地区和广西轻 , 工 业变化 比较 〔 19 80 年不 变价 ) 单位 : 亿元
、

纬

一⋯

{

一一

}工 业 总产值

}
_

二
_

_

些 竺
_

_ 区
_

_

⋯
一

21经2肚
一二

-

一
西一 ⋯

一

:
竺

-

石 山地 区 占全 广 西比 重% } 9
·

, 1

19 8 0 年
19 8 0 年

轻 工 业 重重 工业业 工 业 总产值值 轻 工 业业

产产 值值 构 成成成 产 值值 构成成
444

.

14 333 53
.

8 111 1 1
.

9 333 5
.

0 6 6---

;
4 2

.

4。。

{{{{{{{{{{{{{{{{{{{{{{{{{{{{{{{{{{{{{{{{{
57

.

8 9 ...3332
.

6 777 4 2
.

0 888 12 3
.

9 111 71
,

733333

777
.

0 66666

重 工业

产产值值 构 成成

666
.

8 6 666 57
.

5 444

5552
.

1梦梦 声峨 1 宝宝

一ó廿、一q产一,山一一̀口一一峭二一n,一一七币一̀U一曰了一一月一络哎Jù

乙U一

一与王已J甲r一,占一八“匕JQ
户

一O
尹

一é广
咨

一飞ú一J峪一咋矛
一

一ù月峙

表 1 2 石 山地 区主婆行 业产值
、

实现锐利 占全区 的比 , ( 1, 8 5年 )

⋯⋯⋯
}}} 实 现 税 利利

企企企企 业 数 ( 个 ) 企 业 总产 值 ( 万元 )))))))))))))))))))))))))))))))))))))))))))))))))))))))

全全全 区高 丽 山 一仁又石石 } 一

( 石 丁屯 不石忌下 I 又石万区 占全 区 纬纬 全 区区 石 山地 区区 占全区%%%
一一一全 区 { 盆 岑 { 占全 区 % { 全 区 { 石 山 地 区 { 占全 区 纬区区区区区
一一一一一一一工 以 } 地 区 1 曰 二

`

却
“

{ 工 巴 一 洲 ~ ~ ~ { ~ 一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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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1 557 2 3 { 2 19 45 1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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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888 4 4 55555

}}}}}}}}}}}}} 2 055 1 6 55 11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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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合合金 工业业 2 0855 18 6 }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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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3 1 88 5333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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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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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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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建建材工业业业 1 8
.

8 888 60 4 3 777 74 9 666 12
.

444 178 1333 196 999 1 1
.

0 555

化化 学工 业业 2 7333 一 3 000 10
.

99 ( a 1 37 7 }}}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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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3777 1409 5
,,

9 2 777 6
.

5888

采采掘 工业业 6 0 111 1 8 555 3 0
,

8 8 J 62 72 777 20 19 555 3 2
.

222 I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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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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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

10
.

499999 5 7 7666 4
.

9 222 2 4 12 777 8 7444 3
.

6222

加 工 工 业分 别 占2 4
.

66%
、

35
.

31 % 和40
.

03 %
。

1 985年 全部 独 立核 算工 业 企 业 产 值 10
。

76 亿

元
,

其 中 轻 工 业 433 08万 元
,

以 农 产品 为 原 料 的 工 业 产 值 3 6071 万 元
,

占轻工 产 值 83
.

28 % ,

重 工 业 产 值 6 4 50 3万 元
,

其 中采掘 工 业 产 值 1 9474万 元
,

占30
。

1 9%
,

原材 料 工 业 2 82 90万 元 占
43

.

邓 %
,

加 工 工 业1 656。万元
,

占25
.

67 %
。

以上 数 据表 明石 山 地 区工 业 结 构 中 , 轻工 业 以

消耗 农 副 产品 原 料 为 主
,

重 工 业 以 原材 料 工 业 为 主
。

轻 重 结构 中 以全 部工 业 而 论 ( 含 中央
、

自治 区属 工 业 ) 轻 重比 为 42
.

5 : 57
.

5 ,

属 重型结 构 ; 完 全 以石 山地 区 县 属 工 业 为统 计
,

轻 重

比 为 70
。

8 9 : 2 9
.

1 1 ( 1 98 4年 ) 县属 工 业 仍表 现 为 轻型 结构
。

二
、

石 山 地 区 工 业特 点 及 优 劣势 分 析

( 一 ) 工 业 特 征

经过 三 十 多年 的 社 会主 义建 设
,

石 山 地 区 已初 步 成 为广西 发展 经济 的能源
、

矿 产 等 原 料

工 业基 地
。

但 目 前 己 建成 的具 有 一 定规 模 , 且有较 强 生产能 力 和 技术 力量 的大 中型企 业 , 绝

大部 分 属 中央和 自治 区 企业
。

县属 地方 工 业 由于 历史上 的空 白以 及长 期 以 来重 视不 够
,

基 础

仍然很 薄弱
。

虽 然经 过 近 十 年 的改革
、

调 整 , 工业 有 了 较大 发展
,

但仍 处 于 创 业 阶段
,

还没

有形 成与 自己资 源 特 点结 合 的优 势产 业秘 拳头产 品
,

且 明显 表 现 出以 下 几 个 特点
。

工 业 在 国 民 经 济发 展 中 尚未 确立 主 导 地位
。

6 年
,

全 国 工 业 总 产 值 占工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比重 为 6 纬
,

全 区 为 63 3%
,

区内较为发 达 的地 区 和 县 ( 市 ) 工 业 总 产 值 占工 农 业 产 值

1
.

19 8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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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比 重 也都 在 05 %左右 , 而 石 山 地 区 比重 仅 为 30 % 左 右
。

少数 县 目前还 没 有什 么象 样工 业
。

比如 , 工 业 总 产值最 低 的凤 山 县
, 1 986年 仅 511 万 元

,

工 业 总产 值 占工 农 业 总 产值 的 比重只

有17
.

5 % , 工 业 产 值最 高 的是 宜 山 县 为 17 7 1 6万 元
,

占工 农总 产 值 的 60
.

5% , 但 还 达不 到广

西 的平 均 水平
。

石 山 地 区 人 均工 农 业 总产 值 为取
.

14 元
,

仅 为 广西 375
.

6元 的 25 %
,

工 业 从业

人 员 比 重也 很低
,

大 量 的 剩余劳 动 力 滞 留 在低 生 产率 的农 业 部 门
。

2
.

大 中型 骨干 企业 少而 偏
,

占主 体地 位 的全 民 工 业 对 集体
、

个体 和 乡 镇 企业 尚未形成较

强 的 牵 引能 力
。

石 山 地 区的 工 业 总 产值 1 98 6年 为 1 2 6800万 元
,

全 民 为 1 1 1 600万 元
,

集体 为

93 00 万 元
,

个体 为 5 900万元 , 全 民工 业 占 88
.

0 叫
,

集体 和 个体工 业 分 别 占7
。

3% 和 4
。

7%
。

在

全部工 业 191 5个企 业 中 , 大 中型 骨干 企 业 4 1个
,

只 占全 部工 业 的 2%
,

在 这 41 个 大 中 型 企 业

中 , 隶 属 中央 6个
,

自治 区 12 个
,

自治 区 辖 市 5个
,

共 占5 7
.

5% , 这部 分企 业 的 产 值 为 438 13

万 元
,

占全 部工 业产 值 的 34
.

6%
,

虽然 这 些 企业 的 产值 按地 域 原 则 , 都计 算 在这 些 县 ( 市 )

上 ,

但真 正 属 地
、

县 办 的大 中型 企 业 不 仅 少 而 且偏
,

仅 有 的 17 家 大 中型 企业 16 家 为糖 厂
。

此

外 , 百 万元 产 值 以上 的企 业 屈 指 可 数
,

一 般 企 业 的 产值 只 有 50 ~ 60 万元
。

以 石 山 地 区 工 业 企

业 较多 的河 池地 区 为 例 , 198 6年 全 部工 业企 业 73 8个
,

大 中型 企业 只 有 18 个
,

占全 部 企 业数

的 2
。

4 %
,

其 中
夕

大 型 企 业 只 有 1个
。

而小 型 企 业 72 0个
,

产值 30 770万 元 , 平 均 每个 企 业 的产

值 只 有42
.

7万 元
。

由于石 山地 区 县 属 工 业 缺 乏 具 有 较强 牵 引 和 幅 射能 力 的 骨 干 企业
,

至 使整

个 工 业发 展缺 少 了 前导 行业
。

与此 同 时
,

集 体工 业 和 个体 工 业 以及 作 为农 村经 济支 柱 的乡镇

企 业 也相 当落后
夕 198 6年 石 山 地 区 乡 镇企 业 总 收入 43 147万 元

,

仅 占全广西 乡 镇 企 业 总 收入

的 10
。

35%
。

整 个 工 业 发 展 的结构 和 层 次不 够 协调
。

3
.

自然 资源 型 工 业 特色 明显
。

石 山地 区 有 着 丰富 的 水能
、

矿 产 和 农 副 土 特 产资 源 , 为发

展 具 有 地方 特色 的综 合工 业 提供 良好 的条 件
。

但 目前 石 山地 区 的工 业仍 以 原 生 型 工 业 为 主

体
,

基 本上是 资 源 的开发 利用 或对 原 材 料 的简单 加 工
,

以 深 加工 增 值为 目 的工 业 尚未 成 长 发

育
。

据 198 5年统 计 全部 工 业 总 产值 中
,

轻工 业 占4 2
。

4 9% , 重 工 业 占57
,

51 %
。

轻 工 业 中 以

农 副产 品 为 原 料 的工业 为主
,

产 值 占 8 2
.

28% ; 重工 业 以 原材 料
、

采 掘 工 业 为 主
,

产值 占

74
。

04 %
。

表 现 出 明 显 的依 赖 于 自然 资源 的 资源 型 工 业
。

4
.

工 业 发 展 的不 平 衡性 十分 突 出
。

石 山 地 区 各 县 自然经 济状 况 不 一样
,

由此 表 现 出工 业 发

展 的不 平 衡
。

l( )离差 大
。

石 山 地 区工 业 总 产 值 最高 的 是 宜 山 县 1 7 5 33万 元
,

最 低 的凤 山 县 仅

为 42 3万元
,

前 者 为后者 的4 1
.

45 倍 ; 人 均工 业 产 值 最 高 的河 池 市为 55 3
.

25 元
,

最 低 的都 安 县

为 25
.

17 元
,

前 者是后者 的22 倍
。

( 2 ) 地 区 差 异 明显
。

城市 或城 郊
、

交 通 比 较发 达 的石 山 县

( 见 表 4一 2一 4 )
,

工 业 发 展 水平 一般 都 比较 高
。

( 3 ) “ 二 元 性 ” 开 发 落 后的传 统工 业 与 先

进 的 现 代 化 工 业 并 存
,

城市 工业
、

大 企 业 与 小 企 业 之 间 的技 术 差 距 和 规模 相 当 悬殊
。

5
.

工 业结构 偏差 大
。

所 有制结构 偏 重 于 全 民 所 有制工 业 ; 产 业结构 以 全部 工 业 而言偏 重

于 重 工 业 , 以县 级工 业 而言 偏 重 于 轻工 业 ; 企 业规 模偏 重 于 超微 型
。

1 985年
,

在石 山 地 区 工

业 总值 中 , 全 民 企 业 占 8 5
.

4 4%
,

集体 和 个体 占1 4
.

56 %
夕

集 体 和 个体 企业 低 于 全 区 ( 20 % )

和全 国 ( 2 9
.

5% ) 显 然 与 目前 石 山 地 区 生 产水 平发 展 不 相 适应 ; 轻 重 工 业 的 比 例 含中 央
、

自

治 区 企 业 为 1 : 1 : 35
,

县 属 工 业 为玉 : 0
.

41
,

全 区 为 1 : 0
.

73
,

全 国 l : 1
.

02
,

石 山 地 区 轻 重

比例 两 种明 显 的 区 别
,

说 明国 家 重 点在 这里 开发 能源 和 有色金 属 使其工 业 发 展 趋 向 于 重工

业
,

县级 工 业 主 要 以 农 产 品 加工 为 主
,

重 工 业 发展 缓慢 ; 石 山 地 区 各县 企 业 小 而 全
、

使 其工

业 缺 乏 特色 且 投 入 产 出 效 益 差
,

平 均 每 个企 业 产值 只 有 万 元
,

仅相 当 于 全 区平 均水平4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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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2
.

0 1万 元 ) 的 3
。

08 %
。

6
,

工 业 门类逐 渐增多
,

优势 产业 和 有地 方 特 色 的工 业 产品 初步 确立
。

以 石 山 县 ( 市 ) 分

布 最 广 的河 池 地 区 为 例
,

解 放初 期
,

全 地 区只 有两家 国 营企 业
,

五 十 六 家手 工 业 作 坊 , 工 业

产值 仅 为 13 68万 元
,

经 过 三 十 多年 的建 设
,

已逐 步 形 成 了 以 冶 矿
、

机 械
、

电 力
、

建 材
、

化

工
、

轻 纺
、

食 品 等 产业 为 主 体 的工 业 结构 ( 见 图 3 )
。

表 13 19 85 年广西 石山地区工 业产值 分组

占总产值%

> 10 00 0万元

工 业 总 产 值 ( 万 元 )

4 5 20 0

宜 山 县 ( 1 7 53 3 )
、

河 池 市 ( 1 4 76 8 )
、

马 山 县 ( 12 899 )
3 7

.

88

50 0 0一 10 000 万元

3 3 71 3

南 丹县 ( 78 6 5 )
、

来宾县 ( 76 39 )
、

田 阳 县 ( 74 3 8 )
、

柳 江 县 ( 559 2 )
、

大新 县 ( 51 79 )

19 44 6

28
.

2 5

3 00 0一 50 00万元 环 江 县 ( 4 7 77 )
、

沂城县 ( 39 4 7 )
、

祟左 县 ( 39 4 5 )
、

龙 州 县 ( 3 7 1 3 )
、 16

.

3 0

阳 朔 县 ( 306 4 )

10 0 0一 3 00 0万元

19 354

隆安 县 ( 2 82 8 )
、

都安 县 ( 2 19 6 )
、

靖 西 县 ( 1 9 6 3 )
、

罗 城县 ( 1 8 7 6 )
、

平果 县 ( 1 8 63 )
、

德保 县 ( 1 78 1 )
、

上 林 县 ( 1 7 80 )
、

天 等县 ( 139 9 )
、

隆 林 县 ( 1 3 16 )
、

巴 马 县 ( 13 14 )
、

东 兰 县 ( 10 83 )

1 6
.

22

< 10 00万元
16 19

那 坡 县 ( 60 7 )
、

凌 云 县 ( 5 89 )
、

凤 山县 ( 旦23 2
1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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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业 结构 图

从 河 池 地 区 的工 业 结构 中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石 山地 区 的工 业
,

现 在 一 些 以 资源 优 势为 基

础的产 业 已 初步 确立 夕 为 自然 资源 优势 逐步 向产品 优 势和 经 济优 势转化 打 下 了一定 基础
。

一

批 具 有地 方 特色 的产 品 已 打进 了 国 内外 市场
,

如 南 丹大厂 的 锡 矿 的 锡
、

锌
、

锑 等 有色 金 属矿

产品
,

以 及其 他 县的水泥
、

轴 承
、

矿 山 设 备 , 各种 农副 土 特 加工 产 品 等
。

特 别是有 色 金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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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电
、

建材
、

化纤
、

拷胶 等行 业 和 产品
,

在 区 内 以 至 国内 市场 占有 重要位 置
。

( 二 ) 工 业 发展 的 优劣 势分析 .

优势 条件

l
。

自然 资源 丰富
。

石 山 地 区 拥 有 丰 富的 自然 资源
,

为工 业 以 至 整个 经 济发展 提 供 了 极其

优 越 的 资源 条件
。

2
.

具 有 铁路
、

公 路 和 水 运 配 套 的 交 通 网 络
。

黔 桂
、

湘 桂 及 即 将 动 工 修 建 的 南 昆 铁 路 三

条 铁 路 干 线 贯 穿 于 石 山 地 区 境 内 , 红 水 河
、

左江
、

右江 三 条河 流 流经 石 山 地 这 的 大 部分 县

( 市 ) ; 南宁 至 百 色
、

南宁 至 河 池
、

南 宁至 凭祥
、

南 宁 至柳 州 等 已 建成 的 公 路 干 线 以及 规划

中 的盘 百 公 路 , 沟 通 了 石 山 各 县 与全区 各地 的 联系 以 及 与外省 的 联系
。

铁 路
、

公 路
、

水 运 盆

配
,

将 为石 山 地 区工 业 发 展 创 造 优越 的 交 通 条 件
。

3
.

石 山地 区有 一 部分 县 是 民 族 自治 县
,

可 以 根 据 民 族 自治 法行 使 比 一 般 县 更 大的 自主

权
,

采 取 一 些 特殊 的政 策及 措施
,

因 地 制 宜 地 制订 社 会 经 济发 展 计 划 和 政 策
,

还 可 以 得 到 从

中央 到地 方 各级 政 府
、

部 门 的 人
、

财
、

物 等方 面 的 支 持
。

4
.

石 山地 区工 业 经 过 三 十 多 年 的建 设
,

已 经 具 备 了 一 定 的 基础
,

充 分 利 用现 有井 础
,

加

强 对 现 有 企 业 的 改 造
,

对 于 加快 工 业 的 发 展
,

具 有 重 要作 用
。

制 约 因 索

石 山 地 区 与发 达地 区 相 比 夕 社会 发育程 度 低
,

虽 然大 多有 自然 资渊 优势 , 但 他们 的 自然

资源 优 势往 往 抵不 上 社会 资源 ( 如 资金
、

技术
、

人 才
、

基础 设施
、

市场 条 件 等 ) 的 劣势
,

因

而 石 山地 区 的工 业 发展 面 临着 十分 严峻 的 现 实
。

客 观地诊 断 出 石 山地 区 工 业 发 展 迟 缓 的 “ 症

结 ” ,

找 出 制 约 工 业 发 展 的 因 素
,

才 能够 找 到石 山 地 区 工 业 发展 战 略的 金钥 匙
。

首 先
,

由 于 石 山地 区 的工 业 目前 正 处 于 发育 阶段
,

因 此
,

不 可 避 免 地存 在着 与 一般 工 业不

发 达 地 区 所 共 有 的制 约因 素
。

一 是 工 业企 业 技术 装备 落 后
,

机 器设 备 陈 旧 ,

大 多 数 企 业 的 设

备
、

工 艺
、

产 品
、

科研 水平 处 于 五
、

六 十年 代 的 初级 水平 , 中高 级 的 极 少 ; 二 是职 工 素 质 普

遍偏 低
,

工 程 技 术人 员 奇缺
,

如 : 都 安 瑶族 自治 县 19 85年 全县科 技 人 员 183 4人
,

每万 人 中仅

有 科技 人 员 2 1人 ( 全 区 为 10 7
.

3 )
,

少 得 可 怜
,

其 中
,

每万 人 中仅 有工 程 技 术人 员 2
.

8人
。

南

丹 县 , 经 委 口 所属 14 个 国 营工 业 企 业
,

职 工 1 30 0多人
,

技术人 员仅 占职工人 数 的 0
.

9% , 乡

镇
、

二轻 企业 几 乎 无本科 毕业 技 术人 员 , 该 县 为 “ 有 色金 属 之 乡 ” ,

但 选矿 技 术 人 员 仅 1人
夕

冶 炼 技术人 员 还 是空 白
。

职 工 素 质偏 低的 另 一 个表 现 是 科 技人 员 的能 级结 构偏 低
,

初 级 及 未

定级 的 科 技人 员 比 重 过 大
。

又 以 那 坡 县 为 例
,

全 县科 技 人员 为 2 8 1 7人
,

其 能 级 结构如 下 表
:

表 14 单位
:

人
、

%

一重
,

高 级 初 级 未 定 级
级匆\

\
数 盈 数 t

38 4

]]]]]

`̀ 3
·

6

⋯⋯

数 量

23 9 3 8 5
.

1

摘 自杨 道 喜等 《石 山 地 区工 业 开 侧 战略研 究 》摘 耍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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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缺 乏 技 术 及人 才 , 一 些 工 厂企 业无 法 投产 , 甚 至 倒 闭 , 三 是 企 业 经 营管理 水 平低 ,

产品 质 量差
,

花 色品 种 少 , 产 品单 一老 化
,

缺 乏 竞 争力 , 应 变能 力及 市场 开 发能 力 , 经 济效

益不 高
,

大 部分 县 ( 市 ) 除 了糖 厂
、

水 泥 厂等 略 有盈 利
,

作 为 县 办骨干 企 业 以 外
,

其 余 相 当

多 的 企 业都 亏 损
。

全 民 工 业 百 元投 资增 加产 值仅有50 ~ 60 元
,

经 济效益 差
,

企 业 自我 发展 能

力 弱
。

除上 述 一 般 存 在的 问 题 和 制 约 因 素 外
,

石 山 地 区 工 业 的 发 展 还 面 临着 下列 的 特殊 困 难
。

1
.

部分 石 山 县 ( 市 ) 处 于 边 远 山 区 , 交 通 不 便
,

远 离 中心 城市
,

城 乡 结 合
、

城市带 动 农

村 的 辐 射作 用微 乎其微
,

这 就决 定了 石 山地 区 的工 业 发展 不 可能 走完 全依 靠 城市工 业扩 散 的

路子
。

而 且 由于 运 输 困难
,

运输 成本 高
,

也 制 约着边远石 山 县工 业 的发 展
。

2
。

由于 经济 技术水 平
、

职 工素 质 和管理 水平 低
,

稍微先 进 一 点的技术 输入
,

都 往往 出现
“ 消 化 不 良” 的 现 象

,

因 此
,

短 期内 单 一 引进 先进技术 , 效果 并不 一 定理 想
。

一 些 县 ( 市 )

花大本 钱 办起 与 发达地 区 同等装 备水 平 的企 业
,

但 经 营效 果 比 发 达地 区 要 低得 多
。

由于 这 一

因 素 的制 约
,

使 得 石 山 地 区 }即 使有 先 进 国 营企业 的镶 入
,

也 很 难与 当地 的经 济融 合 起来
,

带

动 乡 镇 企 业 的 发 展
。

3
、

由于 受 体 制上 条块分 割 的影 响
,

目前石 山地区 的工 业 , 各部 门
、

各企 业之 间的关 系松

散
,

横 向联 系 及 融 合性 不 够
,

产 业 关 联 度低 , 缺 乏 一个 各行 业 之 间 相互依 托
、

相 互促进 的 共

同发 展 的整 体关 联
,

形 成 不 了 技术优 势
、

产品 优 势 和 对外 优 势
,

从而 削弱 了工 业 结构 的整体

效益
,

与先 进 地 区 相 比
,

这 恰好 是石 山地 区工 业发 展 水平低 的主 要症 结之 一
。

4
,

投 资环 境较 差
,

资金 奇缺
。

石 山 地 区 的水
、

电
、

路 等条 件较差
,

兴办 企业 不 仅不 能 享

受 现 成 墓础 设施 的便 利
,

而往 往 是需 要 在建 厂前 大 量兴建 基础 设施 , 这样 既 扩 大 了 投资 额 ,

延 迟 了投 产 期 限
,

还 降低 了 投 资效 益 , 加 大 了投 资 的风 险程 度
。

加之流 通和 通信
、

邮 电等 社

会服 务系 统不 发 达
,

吸 引外 部 资金难度 很大
。

而石 山地 区 财力 微 薄 , 大 多 数 县入 不敷 出 , 拿

不 出 多 少 财 力 用 于 开 发 建设
。

现有 企 业 信誉不
r

高
,

使 用信 贷资金 的能 力 一 般都 较 差
。

这也 增

加 了 解 决 资金不 足 的难度
。

5
.

石 山地 区 的 工 业 企 业 , 而相 当 部分 是 在 十年 动乱 建设 “ 小 三 线 ” 时 搞起 来 的
,

.

许多 企

业 存 在着 布点 及 选址 不 当 的问 题
,

运输 线路 长
,

远 离城镇 , 且 缺水
、

缺 电等 困难十分严 重 ,

目 前许 多企 业 在进 行 搬迁
,

如 金 城江 水 电设备厂 迁 南宁
,

宜 山 广 西第 一 机床 厂 迁 桂林 , 宜 山

轴承 厂 也 准 备迁 柳州
,

这 些工 厂 的搬 迁 , 削弱 了 石 山 地 区工 业 发展 的基 础
。

6
.

石 山 地 区 的工 业 比 全 区 落后
,

而 农业 比 全 区水 平 更落后
,

特 别是 近 几年 , 生态 平 衡遭

到 破 坏
,

自 然灾 害频繁
,

粮 食近年 连年 减产
,

农 业 基础不 稳 , 大
.

大 地 影 响 了工 业 的发 展
。

脆

弱 的 农 业
,

不 可 能 支撑 一 个 现 代 化 的工 业
。

7
.

旧 观 念 约 束
。

观念 支配发 展
,

发 展 受 制于 观念
。

石 山 地 区 观念 的 约束主 要 表 现 在 自然

经 济 观念严 重 , 商 品 经济 思想 淡薄 , 这 种观念 对 群众 生产 活 动及干 部 的 经 济决 策指 导 思 想 影

响 甚 深 , 如 生 产满 足 于 自给 自足 , 对 资金
、

人 才
、

技术 等外部 资源 的输入 和 实行 开 放 , 往 往

产生 严 重的 排 它性
。

因 此 , 石 由地 区工 业 发展不 仅受 资金
、

人 才
、

技 术 等硬 因素 的制约 , 而

且 还受 观念 滞 后 的约束
。

在 商品 经济 条件下 , 软 因素 的约束 比 硬 因 素 的约 束 更有根 本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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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产业 结构现状及 特点

石 山地 区 的 第三 产 业 即交 通邮 电通信 业
、

商 业 饮 食服 务 业
、

卫 生 体育
、

科技教 育
、

金融 保

险业 等 社 会服 务 业 的发 展
,

在
“

经 济发 展 概 况 ” 己 作 论 述
,

本节 重 点分 析其 结构 现 状 及 特点
。

第 三 产业 是凭 一 定的物 质 技术设 备
,

为 社 会 生 产和 人 民 生 活 提 供 服务活 动的 各行业 的总

称
。

第 三产 业 的兴 起和 发展 是 社 会分工 进一 步 发展 和 劳 动 生 产率 不 断 提 高 的 必 然 趋 势
,

是现

代 经济 的 一 个 重 要 特征
。

石 山 地 区 受其 区 域 经 济 特征 的 影 响
,

第 三 产 业 一 直 处 于 严 重 落后 状

态
,

交 通 不 便
、

信 息 不 灵
、

产前 产 后 的 服 务 以 及 商 业
、

金融
、

技 术 咨询 等 事业 都 很 不 发 达
,

造 成资 金 使用效 益 差
、

生 产率 低
、

群 众生 活 十 分 不 便 等等
,

长 期 以 来 其发 展 速 度 一 直 很 缓

慢
。

党 的十 一 届 三 中全会 以来
,

虽 然 经 过 改 革调 整
,

石 山地 区 的 经 济 有 了 新发 展
,

但 第三 产

业 发展 水平 仍然 较 低
。

1985 年第 三 产业 产值 仅 为 5
.

75 亿 元
,

占全 社会总 产值 的1 2
.

3 7%
,

比全 广

西 的水 平 低 14 个 百分 点 , 比 全 国 低 8个百 分 点 , 从 业人 员 为 2 7
.

6万 人 ( 第 三 次 人 口 普查 统 计

数 ) 占 全 社 会就 业 人 员 的 6
.

04 %
,

同 期 比 全广 西 水 平 低2个 百 分 点
,

比 全 国 低 5个 百 分 点
。

石 山

地 区 第 三 产业 产 值 比例 低
,

从 业人 员 偏 少
,

既 反映 其 经济 欠发 达
,

也 反映 了 发 展 第三 产 业 的

潜 力 还很 大
,

为 了 便于 在 综合 开 发 中合理 调 整 产业 结构
,

合理 安 排 第 三 产 业 的 发 展
,

在此
,

将 石 山 地 区 几 项 重 要 的社 会 服务 业 结构 特 征 进 行 如下 分 析
。

一
、

交 通 运输 及 邮 电通 信 业

交 通 运 输 及 邮 电 通 信业 是 联系 工 业 与 农 业
、

生 产 与消 费
、

城 市 与 乡村 的 重 要 纽 带
,

是社

会 生 产 的 必 要 条件 和 整 个 国民 经 济发 展的 命脉
。

因此
,

交通 运输 和 邮 电通 信 业 的发 展在一 定

程 度上 反映 了 一 个地 区 的社会 生产 力 和 科 学技 术发 展 水平
。

1
.

交 通 运 输 现 状及 特 点

石 山地 区 经 过 多 年的 建 设 己初 步 形 成 了 以 公 路 为 主
、

铁 路
、

水 路 为 辅 的 区 域 交 通运 输 网
。

较 大的交 通枢 纽 有 以 百 色市 为 中心 的 滇 黔 桂 边 缘 区 陆
、

水 运输 网
,

以 宜 山 河 池 为 主 体的黔 桂 铁

路 沿 线的 铁 路
、

陆 路运 输 网
。

各县 ( 市 ) 之 间 的 干 线 公 路 也 基本 上 能 互 通 和 联 网
夕

绝大 部分
节

县 ( 市 ) 与乡 之 间 已 修 了 公 路 , 运 输紧 张 的 间 题 得 到 初步缓 解 ; 部 分 山 高 坡陡 偏 僻的地 区 ,

交 通 运 输仍 以 机 耕 路 为 主
,

辅 助于乌驮 路 , 边 远 的 山 寨大 部分 主 要 靠 马 驮 路 和 人 行 便道
。

从 经 济发 展 和 社会 进 步 的 要求看
,

与广 西 交 通 运 输 业 相 比
,

石 山 地 区 的交 通 运输 业 还很

落后 ( 表 15 )
。

主 要 表 现 为 ;

( l ) 公 路 路 面 以 大 量 低 级和 等外 线路 为 主
,

高 级 路 面 少
,

公 路 通过 能 力 弱 ( 这 与 货 源

和 车 辆少 也 有 一 定 关 系 )
,

公 路 与铁 路
、

水 路 配 合 不 良
,

区 域 运 输 网络 综 合运 输能 力 尚差
。

表 ” 石 山地 区 与广西交通 运输 业情况 比 胶衰 ( , 986 年 )

目 } 石 山 地 区 { 广 西 { 石 山地 区 占广 西 %

铁 路通 车里 程 ( 公 里 )

公 路通 车里 程 ( 公 里 )

航 道 里 程 〔公 里 )

交 通 运 输 业 产 值 ( 万元 )

3 21

1 19 4 6
.

9

.

5

2 1 15
.

9

3 3 22 2
.

0

5
.

6 5

15
_

17

3 S

1090

11 791

4 20 9

120 1

24 1 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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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受地质 环 境 复 杂的 影响 , 铁 路
、

公路线 路 建设制 约 因 素 多
,

营 运 自然 灾害 ( 暴 雨

冲刷
、

地 陷
、

塌 方 等 ) 严 重 , 影 响运输 产值的上 升
。

( 3 ) 水 运航 道建设 缺 乏 统 一 规 划 , 开 发水 利水 电资源 尚未能 与航道 综 合治 理 和 利 用 统

一 起 来
,

水 运优 势发 挥不 出
。

( 4 ) 区 际
、

县 际 或通 往 外地 的主要 干 线公 路 仍有 部分是 断 头 路 , 尚未形 成畅通 无 阻 的

公路 循环 系 统
。

2
。

邮 电 通 信 业 现 状 及 特 点

邮 电通 信 业是 国 民 经 济 的 神经 系 统
,

是 社会发 展的 必 要 条件
,

尤 其 在 当 今信 息 社会 中
,

越

来越显 示 出 重 要 的作用
。

石 山 地 区 的 邮 电通信业 , 经过 许 多 年的 建设
,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基本 上 实 现 县有 邮 电局
,

乡 有 邮 电 所
,

乡 乡 能通 电话 , 县 城到地 区 , 地区到 中 心 城市 都 有 了

直 达载 波 电 路
,

多种手 段 的 通信 网 正 在 初 步形 成
。

石 山 地 区 邮 电通 信 业 虽 然 有 了 很大 发 展
,

但 与发 达地 区 相 比 , 差 距 仍然 很大
。

邮 电 通信

目前 仍 仅 以 县
、

乡 畅通 为 主
,

大 部分 乡 村 邮 路仍然 经常 受 阻塞 , 除 了 一 般 家信 邮件 外 , 其 他

信 息 仍 然 非常 闭 塞
。

归 纳 石 山 地 区 邮 电通信 存在 以 下 几 个 间 题
。

( 1 ) 通信 能力 不 足
,

供 需矛盾 突 出
。

现 有 的 16 10 0门 电话
,

扣 除地
、

县各 机关 和 区 直 设

在 石 山 县 的企 业 外
,

所 剩 无 几
。

一 方 面 电话 机普 及率很 低
,

另 一 方 面大部 分 电话 交 换 机实 装

门 数 已超 出 规 定 范 围
,

由 于 机 线设 备超 负荷
,

许 多急 需的 电 话 用户 无法 安装
。

( 2 ) 长 途 电 话 线 路少 且通 信 质量 差
,

满 足 不 了 社会对 长 途 通信 的需 要
。

石 山地 区 除 了

少数 边境 县外
,

长 途 通 信 质 量 都很 差
,

不 仅音量 小而 且用户 等 候时 间长 , 许 多外面 信 息进 入

石 山 地 区 常受 阻
。

( 3 ) 通 信 技 术 设备 落后
,

农村 电 话 和 市 内 电话 设 备 陈 旧
。

通 信 技 术 仍 以 明 线 通 信 为

主
,

电 话
、

电 报 主 要 靠 人工 转接
,

农 村线 路绝 大部 分 是 一 线 多机
,

音小 质差
。

( 4 ) 石 山 地 区 交 通不 便
,

邮 电线 路 架 设 和 检 修十 分 困 难
,

同 时 各种破 坏 邮 电 通信 设 施

的 情 况 常有 发 生
,

由此 造 成通 信线 路 阻 断
,

影 响农 村 邮 电通 信业 的发 展
。

综 上 所 述
,

石 山 地区 交 通 运 输 邮 电 信业 的 结构 现 状 和 特征 , 反映 了其社会 生 产力 和 科 技

水 平 仍然 是非 常 落后 的
。

1 986年区 域内交 通运输 邮 电 业 的 产值 为 1
.

179 亿元
,

仅 占广 西 同类 产

值的 9
.

77 %
。

作 为社会服 务业 的一 大产 业
,

交 通运输 邮 电 通信 业 在 今后 应有一 个较 大的发 展

速 度 , 方 能保证 和促 进 其 经 济社会 向前 发 展
。 、 ·

二
、

商 业 服务 业 现 状及 特 点

一 个地 区 的 社 会 商业 服 务业 的发 展 如 何
,

体现 了 该地 区 社会发 育程 度的 高 低
,

也 是 反 映

其 经 济 社会发 展 水平 的 标 志 之 一
。

石 山 地 区 虽 然 也初 步 建成 了 以 国 营 为 主
,

集体
、

个 体等 多 种 经 济 成份 和 多 层 次
、

多渠 道 的

商业 体 系 和 服 务 网 络
。

但 由 于 受其 区 域经 济特 征 的 影 响 , 加 之 城镇 稀 少
,

社 会分 工 程度 低
,

商业 服 务业 的发 展 速 度是 非常 落 后 的 , 并 表现 出 主 要 集 中于 城 镇 的 “ 一 头 沉 ” 的特 点
。

1986 年石 山地 区 有 101 个 城镇 , 每 100 平方 公里 只 有 0
.

13 个集 镇
,

平均每 个集 镇覆 盖 面 积

75 6平 方 公 里
,

集镇 密度 相 当低
,

仅 相 当于 全 国 平均水 平 的2 1
。

6%
,

相 当 于 发 达地 区 江 苏 省
·

` %, 每个 集 镇要 覆盖 的 面 积 是 全国 的`
·

` 倍
,

邹
苏省 的“ 倍 , 区 域内 社会 分工 程 度

低
,

从事 商 业 服 务业 劳 动 力 仅 占 % 左右
,

比 全 广 西 平 均 水平 约 低 3 个百 分 点
。

全 社会 商业 服
v7rJ 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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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网 点 6093 7个
,

从 业 人 数近 10 万人 夕 主 要 集 中在县 城 和 部分 乡 政 府所 在地
。

目前 仍有相当

部分 乡 政府 所在 地 , 没 有象 样 的商业 服务 网点 , 只 有少 许烟 酒小 杂货店 , 平 日冷 清清 , 服务

对 象也 主 要 是 乡镇 干 部群 众和 偶而停 下的 过往 车辆及 行人
。

由于 商业 过度集 中于 城镇 ( 平均

每 个集 镇 约有 4 00 个 商业 网 点 )
,

广 阔的农村 市 场 尚未 形成
,

整 个 社会 商 业 服务程 度十分落

后
。

1 98 6年全 社会 商业 饮食 业 产值 55 788万 元
,

其 中农村 商 业 饮食 服 务 业 收 入 巧 15 5
.

9万 元 ,

占产 值 的 27
.

17%
,

与广西 水 平 相 比 二者分 别 仅 占18
.

2 % 和 1 9
.

5%
。

石 山地 区 商 业 服 务业 对广 大 农村 的服 务主 要 由供 销 合 作社 来体 现
。

供 销 合作 社是 农 村商

品流 通 的 重 要渠 道
,

是开 展 城 乡 物质 交 流
、

联结工 业 与农 业
、

生 产 与消费 的 纽 带 和 桥梁
。

通

过近 几 年的 改 革
,

如 今 供 销合 作 社 已 是 “ 完全 独立核 算
、

自负盈 亏
、

自主 经 营
、

由群众 民主

管 理 ” 的集 体所 有 制 合作 商业 , 在 促进 产生
、

引导生 产方 面 比改 革前 有 所进 步
。

但 在 当前商

品经 济生 产中
,

供 销 社在 商品 流 通 中本应 起着 主 渠 道 作用
,

可 实 际 功 能 却表 现 得 十分 弱 小 ,

尤 其是 产前
、

产中
、

产 后 的服务 体系 尚未健 全
,

以 致 广 大 农 民 在 出 售 农 副 产 品 和 购买 生 产资

料 过程 中
,

深 受流 通 渠道 不 畅
,

环节 多 之 苦
。 “ 以 低 价格 出售 农 副产 品

,

用 高 价格 方能 买 到

农 药
、

化 肥 等 生 产资 料 ” “ 生 产前 积 极号 召 , 收 成后 因 过 剩而 压 价收 购
、

甚 至 不 收” 等等坑

农现 象
,

在 石 山地 区
,

尤 其在 边 远 的大石 山 区 仍然 十 分 突 出
。

要使石 山地 区 农 村 商 品经 济 得 以 迅速 发 展
,

供 销 社的 服 务结 构 必 须 要进 一 步调 整 改 革
,

使 其功 能 良化
。

同 时 建立 以村 屯为单 元的 小 片服 务 网 点
,

逐 步 形 成 社会 化 服 务体 系
,

以 改善

农 村 商业 服务 业 落 后 的状 况
。

三
、

金 触 业 现 状及 特 点

经过 三 十 多 年的 建 设
,

石 山 地 区 的 金 融 业 初步 形 成
,

、

建 立 了 以 人 民银 行 为主 体
,

各 专业

银 行
、

保 险公 司
、

信 用 合作 社 为 组 成部分 的金 融 体系
。

各层 次金 融 网 络 的 建 立 和 发 展
,

对 于

促 进 和 保障 石 山 地 区 各 县 的 经 济 发 展 夕 促进 农 村 经 济 向专 业 化
、

商 业 化 发 展 起 了 积 极作 用
。

党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后
,

石 山 地 区 的 经 济建 设有 了 较大 发 展
,

·

各县 各类 银行 吸 收存 款

有 了很 大 的增 加
,

其 中 19 86 年城乡 居 民 存款 余额 达 5
.

“ 亿 元 , 比 19 80 年 增长 5
.

8倍
。

吸 收 存款

的增加 , 为各 县 的 经 济建 设 聚集 一 定数 量 的信 贷 资金
。

随 着 国 家 加 强对 少 数 民 族地 区 和 贫 困 地 区 经 济建 设 的关 心 和 重 视
,

各种 扶 持 发展 经 济建

设 的 资金 不 断 增 加
,

石 山 地 区各县 历 年均有 相 当额 度的 各种 贷款 发放
。

银行 信 货资 金参 与各

项 经济 建设 活 动
,

给社会 带 来较 好的 效 益
,

成 为石 山 地 区 建 设和 商 品 流 通 的 主 要 贡 金 力 量
,

同 时 也 反映 了石 山 地 区 金 融业 的 建设 进 入 一 个 新 的 水 平
。

然 而
,

石 山 地 区 的 金 融 业作 为 一 个 部 门经济 , 受着 石 山 地 因 总 体 经 济发 展 水 平 的 限 制
,

表 现 出 贫 困 地 区 的 经 济 水 平 和 不 发 达金 融 业 的特点
。

1
。

经 济建 设 资金 匾 乏
,

银 行贷款 指 标 剩余额 度大
,

资 金 管理 使用 水 平 低
。

当前
,

石 山 地 区 各县 为 了 摆脱 贫 困
,

正 在大 力 开 发 优 势 资源
,

许多 急 于 要 上马 的 建设 项

目 急 需 大 量资金
。

但 一方 面 由于 县财 政 拮据 , 贷 款受 到影 响
,

另 一方 面
,

由于 以 往部 分 贷 款项

目 因管理 水 平差
、

经 济效 益 低或 项 目上 马 前 缺 乏 科 学论 证
,

以 致 造 成银 行 到 期 收不 回 贷 款和

大 量 贷款沉 淀 的事例 在 石 山地 区 比 比 皆是 : 如河 池地 区 19 70年至 1985年投 资 4 02 3 1
.

5万 元 , 损

失 6 万 元
,

占总 投 资 % , 同 期 河 池地 区 农行 投资 损 失 5 6元 , 靖西 县 在 公 社化 时期
,

贷 款 6 多 万 元 沉 淀 了二 十 多 年
,

而 目前 又 有 多 万 元 到期 贷款 未 还
。

这 种 种 现 勿
,

使 部分

7 4 4 1 9
.

00 1 1

1 00 4 0 0 0



增 { U 黄 毅 广 西 石 山 地 区产 业结 构现 状 及 经 济 社会综 合 评 价 95

议 ;了对 县 级 经 济失去信 心
,

以 致 造 成 ,’I 日贷 未 还
,

新 贷不 借 ” 。

无 经 济实 体担 保和 自筹资 金

不 足 一 定数 额
,

在 目前 既 是石 山 地 区 大 部分 县级 经 济 的现 实状 况
,

也 是银行 贷 款指标 完 成 不

了 的 拦 路 虎
。

2
.

观 念 落 后
,

金融 业 网 络 作用 尚未 发 挥 , 金 融业 发展 落后
。

目前 在 一 些 发 达地 区 建立 各

层 次
、

多 类 型 的 投 资金 融体 系
,

通 过 信用 手 段促 使 自然资 源 的开 发 利用
、

催 化 地 区 经 济 的重

新 组 合
、

指导 劳动力 流 向
、

使地 区 经 济结 构 和 产 业结 构 得到合理调 整
,

促 进 经 济发 展 已 是 很

普 通的金 融 业 务
。

然而 在 石 山 地 区 仍 然 是 墨 守 成 规
,

不 敢越 雷池 一 步
。

国 家 下 拨 的各项支 持

发 展 生产 的 资 金分 别集 存 在 各 专 业银 行 内
,

形 成 各 口 管理
、

分 兵 把守 的格局
。

而 对 于 各种资

源 开 发 利 用 的 资金 投 入
,

往 往 一 个 专业银 行 又 不 能独立 承担
,

金 融业 的 网 络机 制 尚未能 协调

和 发 挥作 用
。

另
`

一 方 面 金 融业 在 配 合 经济 体制改 革 发挥 信贷 资金作用
,

支 持 当地 先进 或盈 利

企 业 兼并 落后 或亏 损企 业
,

支 持外 来先进 企业 到 山 区 搞承 包
、

租 赁和联 营
,

支 持具 有先 进 水

平 的 集 体
、

个 体企 业 租 赁 国 营 中 小 型 企 业 等方 面 的 经 济活 动 尚处 于 萌芽 阶段
。

利用 信 贷 的杠

杆 作用
,

促 使 那些
一

长期处 于 亏 损 状 态 的国 营
、

集体 小型 企 业 租乡 镇 企 业 实行 承 包
、

租 赁 和 转

让
,

搞 活 所 有 企 业
,

这 万 面 的工 作对 于 石 山 地 区 金 融业 来 说 目前 也是 刚起 步
,

而 在其 他地 区

己 是 轰轰 烈 烈
。

此 外
,

资金 市场 发 育程 度也是 非 常低 的
,

其 中 民 间借 货市 场处 于分散
、

隐 蔽

自 由发 展 状态
。

由此 可见
,

石 山 地 区 金 融 业 的发展 仍 然是 相 当落 后 的
。

3
.

农村 信用 社发 展 不 平 衡
,

基 本上 仍 是 服 务于 简单 的再 尘 产
。

石 山 地 区 由于 经 济不 发 达

和发 展 的不 平 衡 性
,

受其 经济 条件 限 制
,

目前 农 村 信用 社 处于 三个 层 次结构 状 态
。

第 一 层 次

是 服 务型 的信用 社 , 通 常设 置在 经 济 落后 交通不 便的大 石 山 区
,

主 要业 务是 服 务于 简单 再 生

产
,

信贷杠 杆 作用不 能 很 好发 挥
,

这类 合作 金 融 企 业 实质 上 完 全 依 赖银行 支 持
,

其 经营 长 期

亏 损
。

据 河 池 地 区 统计
,

该 地 区 19 9个 农 村 信 用 社
,

19 84 年 有 135 个亏 损
,

金 额 54
.

9 7万 元 ,

二

98 5年 仍 有 79 个 亏 损
,

金 额 34
.

51 万 元 , 1 9 86年 还有 48 个 亏 损
,

金 额 34
。

53 万 元
,

这 些 亏 损 的

信 用社 主 要 集 中 在 第 一 个层 次 的信用 社
,

约 占三 分 之 一
。

第 二 层 次
,

是半 服 务 半 经 营 的 信用

社
,

主 要 设置 在 石 山地 区 的峰 林 谷 地 区 域
,

约 占一 半 强
,

这些 信用 社大 量信 贷投 入传 统种 植

业
,

由 于 业 务拓 展 慢
,

积 累 率 低
,

收 入 不 稳定
,

仍 然 靠银行 支 持
。

第 三 层 次 是 经 营型 的 信用

社
,

主 要 设 置 在 交 通 便 利
、

经 济 较 发达 的 乡镇
,

这类 信用 社 由于 天 时 地 利
,

经 营效 果好 , 年

年 有 盈 余
,

在 石 山 地 区是 处于 高层 次 的 合 作信 用 社
。

三 种不 同 层 次的 合作 信用 社集 中 反映 了

石 山 地 区 金 融 业 发 展 受其 区 域 经 济特 征 的 限 制
,

无 不 打 上 其经济 发展 水 平 的烙 印
。

综上 所述
,

石 山 地 区金 融 业 的发展
,

受其 经 济 社会 发 展 水 平 的影 响
,

而 落 后 的 金融 业 又

制 约了 经 济的 发 展
。

要使 石 山 地 区 经济 社 会 有 个 较大 的 发 展
,

必 须 进 一 步 改革 现 有金 融 业 的

服 务体 制
,

建立 多 层 次
,

多 类 型 的金 融 体系
,

同 时制 定 和 执 行符 合石 山地 区 区 或 经 济 发 展 特

点的 区 域 信贷政 策 和 产 业信 贷 政策
。

只 有 这 样方能 真 正 利 用 信贷 的 杠 杆作用
,

促 进 发展 商 品

经 济
,

不 断提 高社 会 生 产 力
,

逐 步 摆脱 贫困 落 后 , 走 向繁荣
。

四
、

财政 状 况 及 特 点

三 十多年 来
,

随 着 国 民 经 济 的 发展
,

石 山 地 区 财 政收入 饭 然 也 不 断有 所增 长
,

但财政 支

出也不 断增加 , 且 支 出增 沃大 于 收 入 增 长
。

地 方 财 政表 现 出 明显 的 贫 困 型 经 济
—

长期靠 国

家补贴
,

以 维 持 收 支 平 衡
。

卜面 对 “ 六 五 ” 期 间 财 政 收 支 情 况 作 一 简 要分 析
。

“

六 五 ” 期 间石 山 地 区地 方 财 政总 收 入 为 亿 元
,

占全 广西 地 方 财 政 总 收入 的 6 %
“

7
.

47 1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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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1 85 9年 收入 为1
.

7 9亿 元
,

比 1 98 0年 增收 68
.

81 %
,

年 增 长率 为 1 1
.

0%
。

财政 收入主 要来食

国营和集 体企 业 , 在 收入 结 构上 , 独 立核算 工业 企业
_

L 交的税 收 占 总 收入的 ;“
.

92 %
。 J

五年

间
, 1983年 创最 好纪 录 , 工 业税 收 1

。

3亿 元
,

比 198 0年 增加 3 2
。

09 %
。

石 山 地 区 财政 收入 的一 个 特 点是
:

工 业 税收 逐年上 升 , 农 业 税 收逐年 下 降
。

工业 税收逐

年上 升 反 映 了石 山 地 区 工业 在 国 民经 济发展 中的 比例 逐年 加大 , 农 业 税 收逐年 下 降主 要 是 由

于 国 家对贫 困地 区 休养生 息 政 策 和 农 业税 收 政 策的稳 定 所致
。

财政 收入 另一 个 特 点是绝 大部

分 县入 不 敷出
。

五 年 间靠 国 家 补贴 6
.

93 亿 元 , 占总 支 出 的 4 7
.

86%
。

石 山地 区 27 个 县中 能依靠

自己力 量 保持 部分年 份 财政收 支平 衡 或略 有 结余 的 县 极 少 , 且 逐年 减 少
。

1 9 81年 有崇左
、

来

宾
、

忻 城
、

田 阳
、

河 池
、

宜 山
、

环 江
、

南丹 等 8 个 县 ; 1 98 2年 有隆 安
、

崇左
、

来宾
、

柳江
、

田 阳
、

河 池
、

宜 山 等 7个 县 ; 1983年 有 隆 安
、

崇左
、

来宾
、

田 阳
、

宜 山 等五 个 县 , 198 4年 和

19 85 年 只 剩来 宾
、

河 池
、

宜 山 等 3个 县
。

而 能 保 持 连续 五年 收支 略有结 余的只 有 来宾 和 宜 山

县 , 仅 占27 个 石 山 县 ( 市 ) 的 7
.

4%
。

“ 六 五 ” 期 间 财政 总支 出 14
.

40 亿元
,

占全 广 西 财政 总 支出 的 13
.

69%
。

其 中 1 985年 财政

支 出 4
。

14亿 元 , 比 19 8 0年 增加 91
.

2 7% , 年 增 长率 为 1 5
.

8%
。

财政 支 出的特 点是 支 出增 长 快 于 收 入增 长
,

非生 产性 支 出逐年大 于 生 产性 支 出
。 “ 六五 ”

期 间财政 收入年 增 长率为 11 %
,

而 财政 支 出年 增 长 率 为 13
.

8%
。

据对 部分 财 政支 出 统 计 数 据

分 析
,

1980年 基 建 投资
、

科 技三 项经费
、

支援 农 业 拨 款 和 行政 管理 经 费支 出 合 计 为 91 20
.

24

万 元
,

生 产性 支出 占6 1
.

86 % , 1985年上 述 各类 支 出 合计 为 8 07 0
.

69万 元 , 生 产性 支 出 下 降为

占支 出 的 24
.

85 % , 而 行 政管理 经费 等非 生产 性 支 出 由 19 8。年 占支 出的 38
.

14 % , 上 升到 19 85

年 的 7 5
.

15%
。

石 山地 区 财政 支 出 增 长大 于 收入 增 长
,

非 生产性 支 出 高于 生 产 性 支出 的 主 要 原 因 有 以 下

几点
:

( 1 ) 近 年 各 项事业发 展
,

管理 机 构增 加 , 人 员 和 各种补 贴 相 应增 多
,

支 出 口 子 加大
,

造成 支 出 增 长 加快
,

以 致 形 成 了 脆 弱 的 经济 基 础 支撑着 庞 大 的上 层 建 筑 的 现 状 ; ( 2 ) 社

会 劳 动生 产率 低 , 国 家 对 石 山地 区 基 本 建 设投 资 比 例少
,

使 其 缺乏 一 批 支 撑地 方 财政 收入 的

骨干 企如 造 成 经济发展 水 平 低 , 财 政 收 入增 长 速 度慢 , ( 3 ) 贫 困 程 度大 , 国 家 给 予 的 财

政 补贴 基 数低 , 27 个石 山 县 ( 市 ) 全属 广西 48 个 “老 少 边 山 穷 ” 地 区 , 其 中有 15 个 县是 国 家

划定 的 重 点贫 困 县
,

全 石 山 地 区 至 今 尚未解 决温 饱 的农 民 还有 5 00 多万人 , 而 国 家对 广 西 的

财 政 补贴人 均 只 有 7
.

9元
夕

仅为 全 国 八个 实行 民 族 自治 区 人 均补 贴25 元 的 28
.

36 % , 为 了 维 持

正 常 的经 费开支 和 必 要 的生 活 补贴
,

石 山地 区 各县 只能 压 缩生 产 性开 支
,

导 致非 生产 性 支 出

高 于 生 产 性支 出
。

要 使石 山地 区地 方 财政 现 状有个 较 好的 转变
,

除 了石 山地 区 自身要 进 一 步 深 化改 革
,

以

适 应新 形势 的 需 要
,

增强 自力 更 生
,

发展 以科 技 为 支柱 的 商 品 经济
,

增 加 地 方 收入 以外
, 还

要 靠 国家 )增加对 石 山地 区 的 基本 建 设投 资 , 组建 和扩 建一 批 骨干 企 业 , 同 时增 加 财 政补 贴 的

基数 , 使 其 真正 有一 个 较 长 的 休养生 息 的 阶段
。

只 有 国 家 和 地 方 共 同 努力 , 石 山 地 区 财政 状

况 才 可能 好 转
,

才有 可 能 支持 租促进 工 农 业 的 建设
,

贫 困面 貌 才 有可 能 改 变
。

五
、

科 技 教 育现 状及 特点

( 一 ) 科技 现 状及 特 点

石 山地 区的 科技 事 业 在 党 的
一

}一 届 三 中全 会 以 后 才开 始走 向正 轨
。

地 县 科委
、

科协
、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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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技术 局 和 下属 科研
、

技 术推 广机 构及 职能逐步 建 立 和 完善
,

27 个 石 山 县 (市 )现 有地 县级

农
、

林
、

牧
、

情 报 等专业 研 究所
、

推 广 站 12 2个
,

各 种科 学研究 学会 和 团 体有 2 29 个 , 乡镇 均

相 应 成立 了 各 种技 术推 广 站 和科普 协会 , 近 年 来 以 科 技扶贫 为 主 体的 各种 农 民 科研 小 组 , 如

雨 后春 笋迅 速 成 长
。

专 业 研 究 所
,

农村 四级 科 研 网 和 工 厂企业的 技术 改造 小组 以 及 各层 次 各

类 型 的 科研 团体
,

构 成石 山 地 区 科技 力量 的生 力军 , 在经 济建设 中发 挥 重 要作 用
。

19 85年 全 区 科 技普 查统 计
,

石 山 地 区27 个 县有 科 技人 员4 8 622人 , 其 中
:

高级 科技 人员 8

人
、

中级 科 技 人 员 2 48 人
、

初 级科 技 人 员 33” 人
、

技 术 员 8 3 69人
。

与80 年 前 相 比
,

科 技
1

队 伍

有 了 较大 的 发 展
。

仅 河 池地 区 1985年 各 类 专业 人 员 总 数 就是 19 65年 的 36 倍 , 年 均增 长 62 %
。

科技 队 伍的不 断发展 状大
,

科 研 成果应 运而生
。

多年 来 , 广大科 技 人 员 围 绕 开 发 山 区 经

济
,

提高生 产 力 方 面
,

开 展 了一 系 列的 农 业
、

工业 科 研 和推 广新 技术 项 目近 7 00 项
,

并 取 得

了 一 批有 水平
、

经济效 益 高 的 科研 成果
,

其 中获 得 国 家
、

部委 和 自治 区
、

地 区 优 秀科 研成果

奖 的有“ 项 ( 1984年统 计 数 )
。

这 些 科 研 成果不 仅 反 映 了 石 山 地 区科 学技 术水 平 有了 较大 的

提高 , 更 重 要的 是成果 的推 广
,

使石 山 地 区 部分 县 市在发 展 经济
,

改 变贫 困 面 貌的建 设 中取

得 较好 的 经 济效 益
。

宜 山县 近 年 的 10 项科研 成 果 推 广 后 , 增 收产 值 614
。

8万 元 , 增 产 粮

食 395 8
。

1 5万 斤
。

科 学 技 术的 进步 , 促 进 了 经 济社会 的 发 展 , 而 经 济社 会 的发展 水平 在 很大程 度 上 也制 约

着科 学 事业 的发 达
。

与经 济发 达地 区 相 比
,

经济 社会 贫 困 落 后的 石 山 地 区 的科 学 事业 也摆脱

不 了 落 后 的 状 况
。

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几个 方 面
:

1
。

科 技 队 伍 结 构欠 合理
,

力 量 单薄 机 构 偏而 少
。

以 19 85丰科 技普 查 统计 , 石 山地 区 27 个 县 的科 技队 伍 由 48 622名科 技 人 员 组成 ( 表 16)
。

这支 科 技队 伍从 素 质结 构看
,

以初 级 技 术人 员 和 未定 职 称 的 人 员 为 主 体
,

占 99
。

5%
。

即便近年

晋升 了 职 称
,

初 级 技术 人 员 仍 然 占主 体 ; 从 文 化结 构看
,

以 中专 文化 水 平 为主 体
,

占79
.

25 % ,

表 1 6

职 “

⋯

石 山地区 科技人 员状况 筒表 *

高级 工程 师 工程 师及
相 应职 称

助 理工 程师
及 相 应职称

技术员 及
相应 职 称 未 定职 称人 员

人数 ( 人 )

占总数 ( 写 )

8

0
.

02

2 48

0
。

5 1

3 39 9

6
.

9 9

8 369

17
。

2 1

36598

75
.

2 7

文化状 况 大 学专科 中 专 高 中及高中以下目川川
人数 ( 人 )

占总数 ( 写 )

⋯
大学 本“

⋯
2 5 8 2

{一 塑 匕

⋯
科“

⋯
工程 、

⋯;::
6

⋯
::⋯

750 5 3 71 13

15
。

4 4 75
.

3 3 25 3

129 9

2
.

6 7

专业状 况 科技 管理

* 根 据 5年全 区 科技普查 统计整理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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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 结构看 , 以 经济业务类 为主 体 , 占5 6
.

8%
。

从上 述 结构看
,

石 山地 区 的科 技队伍结构
特 点是 以 中等 文化程 度 和初级 人 员 为主 体 的一 支 技术 队伍 ( 尚谈不上 科学研 究 ) , 这支队伍

又是 以 经 济业务 人 员 为主 体
。

这样 的科 技队 伍 , 在 经济 不 发达且 以 农业 为主 体 的石 山地 区 ,

显然是 不 合理 的
。

在 这 些 科技 人员 中 , 从 事科 学研 究人 员 占0
.

36 % , 在工 农生 产第 一 线的工

程 农 林 人 员 占1 3
.

27 %
,

除医 务 教学 技 术人 员 外 , 大量 的 科 技 人 员都 集 中在 政府 管理 机关
。

现有的 研究 机构 以 农
、

林类 占绝 对主 体并 以 技 术推 广和 普 及工 作为 主要 任务 , 开发 性研 究工

作 极 少
,

基础研 究 更 谈不上 , 工 业类 研究 所力 量极其 单 薄
。

随着经 济建设 的改 革 和调 整
,

石

山 地 区工 农业 生产 急 需大批 的技 术力量 , 这 样使 得 原有 的 人 才奇缺 的矛 盾 更 加 突出
。

农 村 推

行 家庭 联产 承包责 任 制 , 分 散在 千 山万 类的 千万 户 农 民 迫 切 需要 得 到生产技 术 指导 和 信息 服

务 , 而 现 有为数不 多 的农业 技术 人 员 难 以 应 付其局 面 ; 工 业 企业产 品 的更 新换 代和商 品 经 济

发展 , 需要 企业 对陈 旧 的设备和 落 后的生产 工 艺进行 挖 潜改造 和 转轨换型 , 而大 部分 工厂 企

业 因缺 少 必 要 的技 术力 量而 束手 无 策
。

2
。

科研经 费 少 , 条件 落后
,

人 员 素质 低
。

27 个 县 “

六 五 ” 期 间 科研 三项 经费 仅有 3 7。
。

17

万 元
,

地方 财政 用于 科 技 方面 的 经费 仅能解 快行政 开 支 和 工 资支 出
,

平 均 每个 科 技人 员 的三

项 科研 经费 只 有80 元 , 仅 相 当于 广西 198 5年 全 民 所 有 制 科 技 人 员 ( 18 112 人 ) 平 均 水 平

(1 n 元 ) 的 72
.

07 %
。

现有 的科研 条件 也十 分 落 后 , 大 部分 农科 所
、

林科 所 尚 未 能 建 立 起

码 的 试 验 室 和 推 广新 技术 的基 地 , 加之 近年 来 因 经费 削减
, 下 乡推 广新 技术 常受 经费 限 制 ,

许 多县 每月 每个农 林 技术 人员 活 动费
、

出 差费不 足 10 元
。

由于缺 乏 必 要 的工 作 条件和 实 际工

作 的锻 炼 , 影响 了 科技 人 员 素质 的进 一 步 提 高
。

据 1985年统 计 , 27 个 县 4 6139 名 科 技 人 员

中 , 获 得高级 职 称仅 有 8人 , 占总数 的 0
.

似% , 中级 职称 2 48 人
,

占总 数的 0
.

51 %
。

与全广 西

同类 情 况 比 较
,

水 平差 距 甚 远 , 全 广西 每万 名科技 人 员 中有高级 人 员 25 人
,

中级 46 。 人 , 石

山地 区 则分 别 为 2人和51 人
。

3
。

资源 开发 和 经济建 设 急 需 科技 人才 与 人才严 重 外 流的矛 盾 十分 突 出
。

在 石 山 地 区 社

会 经 济 由 自然经 济 向商 品 经 济转 变的 过程 中
,

发 展 以 科 技 为支柱 的商 品 经 济 已 成 为 十 分 重

要 的迫 切的 任务
。

在 发展商 品经 济 的汪 洋大 海 中 , 从 农 林牧 综 合发展 到 立体 农业
、

的 开 发 布

局 , 从 开 发 生物资 源到 加工 农 副产 品 , 从 开 采 地下矿 资源 到矿 产 品加 工 , 从企 业 的挖 潜改 造

到 产 品 的 更新 换代 都离不 开 科学
,

离不 开 科 学 技术 的指 导
。

这 几年 石 山地 区一 方 面 是通 过 招

聘 引 进人 才 , 以 缓解 山 区 人 才奇 缺的矛 盾 ; 而 另 一 方 面 是 山 区大 量 科技 人 才不 断外 流
,

加剧

了 人 才 的短缺
。

河 池 地 区 1 979年 至 1 98 5年 间
,

仅 自然 科技 方 面 的 中级人 员 外流 了 117 人
,

占同

类 中 级 人 员 总数 的 35
.

3%
。

由于 许 多 中 年科 技 骨干 的 调 出
,

使 不 少 单位 技术 工 作无 人 主 管
。

造 成上 述矛 盾的 主 要 原因 , 一 方 面 是石 山 地 区 过 去 长期 缺乏 吸引 人 才的经 济环 境 , 各方 面对

技术 吸 收 , 消 化 能 力 低
,

承 受不 了先进 技 术 的输 入
,

同 时 也 忽 略科 学 技术 的吸 收和 储备
,

这

二是导 致 科技 人 才增加 缓慢 的 因 素 , 另一 方 面
,

长期 以 来 只 看 眼 前 生产 利 益
,

不 重 视 科 技人 员

工 作和 生活 条件 的 改 善
,

部分 地 方压 制人 才现 象严 重
,

使 得 原 育人 才的 才 智和 能量 受到 压 抑
。

因此
,

一 旦 有 机会 , 技术 人员 的流 向
,

必 然 是往 只 要他 辛 勤耕耘 就会 有收 获 的天 地里 去
。

在 石 山地 区 这 片 急 需 科 技进 步 来开 拓
、

耕 耘的 土 地 上
,

必 须 要 创造 条 件
,

爱 护 人 才 , 留

住人 才 , 才 能 更好 地引进 人 才
。

关 键是 要 使科 技体 制纳入 经 济体 制 改革 的 改革 轨 道上
,

要 创

造 更 优惠
、

更 特 殊 的 政 策
,

使 石 山 地 区 的科 技 人 员 为石 山地 区 的经 济 发展 更充 分 发 挥 自 己 的

特 长 和 才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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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 育 现状 及特 点

日 前石 山 地 区 已初 步 建 立 以普 通教 育 为主 , 民族 教育 和 职 工
、

农 民 教育 为辅 的教 育 网
。

据统 计
夕 1 98 6年 石 山 地 区 已发展 了小 学 43 68所 , 在校 学生 1“

.

% 万 人 , 普 通 中 学 620 所
,

在 校 学 生 2 6
.

53 万 人 ; 衣 业
、

职业 技工学 校 5所 , 在校 学生 5 20 人 , 中等 专业 学校 25 所 , 在校

学 生 63 44人 ; 自治 区 设 在石 山 地 区 的 高 等学校 2所 , 在 校学生 1 750人
。

教 师
_

队伍 也 在逐步 壮

大
, 19 8 6 年 专 任教 师 已 有 70 585人

,

其 中
,

中等 专业 学校教 师 5 67人 , 普 通 中 学 教 师 14 158

人 , 小 学 教师 55 8 6。人
。

民 族 教 育除 了 右江 民 族 医 学 院
、

民族 师 范专科 学校
、

民 族商 校 等高
、

中 等学 校 外
,

还 在 普 通 学校设 高
、

初 中 民 族斑
,

在 民 族乡 设 民 族小学 班
。

职工教 育和 农 民技

术 墙 训 等也 在 各 地县 有 所发展
。

虽 然教 育的发 展 使经 济建 设 有 了一 定 的 后劲 , 然而 也 由于 过 去教 育发展 的 缓 慢和 现 状的

落 后
,

使石 山 地 区 的经 济 建设 仍 然 远 远 落在 广 西 之 后
。

教 育发 展 缓慢 和 落 后的 现 状及 特 点
,

归 纳有 以 下 几点 :

1
.

中小 学教 育 形式 单一
,

适 应 山 区经 济发 展 的教 学体 系 尚未建 立
。

中 小 学教 育 事业 的 发 展
,

改 变 了 过 去读 书难 的状况 , 有 文化 的一 代正 在成 长
。

但 由 于 经

济 建设 仍 较 落后
,

教 育经 费 十 分 有限
,

加 之 许 多 因 素的影 响 , 各层 次的入 学率 都 低于平 原地

区
。

每 年 除 了 极 少 数 学生能 升大 中 专 , 部分 升 高中
、

升初 中外 , 大部 分 高
、

初 中小 学 毕业 生

进 入社 会
,

回 到 山 村
。

据不 完全 统 计 , 石 山 地 区 现有 高
、

初 中51 万和 小 学13 1万 毕 业 生
,

这

批 青年 本 应 是 山 区 脱 贫 致 富的 后 备 力量
,

是 人 才资 源
,

但 由于 石 山 地 区 现 有 的 中 小 学教 学

形 式单 一
,

除 按 普 通 教 育计 划 完成 基础教 学外 , 没 能根 据 山 区 经 济开发 的实 际 开 办实用 的 技

术 教 育
。

大 批 高
、

初 中毕业 生 回 到 山 村 只能重 复父 辈们 简单 落后的生 产方 式 , 不 能 因 地 制 宜

发展 多种 经营 和 商 品生产
,

只 有 等待 进 入 科 技扶贫 培 训班 , 学 习 1~ 2项生 产 技术
。

这样 的教

育 和 学 习 过程 难 以 适 应 当 前 山 区 脱 贫 致 富发 展 商 品 生产 的迫 切 需要
。

石 山 地 区 应 当 根 据 当前 脱 贫和 今 后 致 富的 需 要 , 改 革 现行的 中
、

小 学普 通教 育结 构 , 在

完 成基 础 教育 的 同 时 大力 发展 职业
,

技 术教 育
,

建立 多层 次的 教学体 系
。

各地 县可 根据 发展 需

要
,

集 中办 好 一
、

二 所 职业 技术 学校
,

同 时 在普 通 中学内 开办 高
、

初 中职 业 技术 班
,

在学生

走出 校 门前
,

应保 证掌 握 一 两 门 实 用 科 学技术
。

这样 可 以逐 步 解决 石 山 地区 脱贫 急 需 的大批

人才
,

也为 今 后发展 生 产和 致 富打 下基 础
。

2
。

中 高等教 育发 展不 平衡

为 了 培 养少 数 民 族 的 中高级 专 门人才 , 自治 区 197 8年和 1983年分 别 在百色 医 学 专科 学校

基础 上 创 办 了右 江 民 族 医 学院 ; 在 百色 师 范学校 基础 上创 办 了 右江 民 族师 范 专科 学 校
。

百 色

地 区 和 河 池 地 区 也先 后 建立 了 卫生 学 校
、

商业 学 校
、

师范 进修 学校 等
。

高
、

中 等 学 校 的 建立

和发 展 对 培 养石 山 地 区 各 专业人 才 , 促进 经 济发展创 造 了 条 件
。

但 由 于 石 山 地 区 长 期处 于 经

济不 发 达状 态 , 教 育 的 发展 受着 经 济建 设和 社会 经济 条件 制约
。

百 全 广西 相 比
,

石 山 地 区 每

万人 中 有 高
、

中 等 学 佼 在 佼 学 生 1
.

8和 6
。

9人
,

广西 万 人 中 有 大 学 生 7
。

9人 , 石 山 地 区 仅 相 当

于 全 区 的 22
.

8%
。

石 山 地 区 的 高中 等学校 不 仅发展 慢 , 且 在地 区 四 发 展 也不平 衡
。

中 等专业

学校较 集 中 地分 币 在 左 右 江一 带
,

如 右江 民 族 医 学 院
、

右江 民 族师 专
、

百 色 地 区 师 范
、

百 色 农

校
、

民 族 商校
、

供 销分 校
、

财 贸职 工 中专
、

民 族 卫校
、

农 机校 等
。

河 池地 区 的中 等专 业学校

与百色 地 区 相 比
,

目 丽 只 建成地 区 师范 学校
、

农佼
、

卫 校 等中 等专业 学佼
。

司属 经济 不 发 达

地 区
,

由 于 百 色 地 区 教 育友 展快 , 不 仅 各类 中等 专业 技术人 才在 经 济 建设 中发 挥 了 重 要 作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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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同 时也促 进 了 全 社会文 化教 育的发 展
。

据不 完全 统 计
,

百色 地 区 到 1985年止 , 已建 了职

业技术 学校 13 所 , 招新生 135 0人 , 占普通 高 中招 生数 的 36
。

9%
,

在校 学生 2364人 , 占普通 高

中在校生 的 2 0
.

9%
。

职 业 教 育的 发展
,

对 提 高社会 劳动生 产力 , 解决 现 阶段 各行 业 急需的技

术工 人 提 供 了 条件
。

3
。

初 级 民 族 教育 仍 然 十 分落 后
,

文盲 率 高
。

在大 石 山 区 和 边远 的 少 数 民 族 村 寨
,

由于 交通 闭 塞
,

经济 落 后
,

群众 生活 贫 困
,

文化教

育 更是 落后
。

为 了 提 高这 些 地 区 少 数 民 族群 众 的 文 化 水平
,

普及 小学 教育 , 解决 读书难的 间

题
,

石 山 地 区 各 县分 别 在 县 城设 立 了 民 族 高
、

初 中班
,

在 民 族 乡 设 立民 族 小 学 班 , 民 族村 屯

设教 学 点
,

配备 一 定的 民 族 教 师 , 初 步 建立 初 级 民 族 教育 网 点
。

从 南 丹县 里 湖瑶族 乡 的 文 化

教育 可 看 出石 山地 区 初 级民 族 教 育的 一 般状 况 , 该乡 主 要 居 住着 白 裤 瑶 群 众
,

全 乡 有小 学

( 点 ) 46 所 , 其 中纯 瑶族 19 所
,

苗族 2所
,

在 校学生 18 18人 ; 配 备瑶 族教 师 24 凡 全 乡 适 龄儿

童 154 3人
,

入 学 率 达 87 %
,

其 中瑶 族学生 入 学率 71 %
。

从 里 湖乡 的 民 族 教 育情 况 可 以 看到 民

族 地区 的教 育工 作 已 开 始走 向正 常
。

但 由于 少数 民 族 群众 中文 化 素 质 极 低
、

文 盲比 例 较大
,

加 之 生产 水平 落 后
,

生 活 贫 困
,

在 群众 中 普 遍存 在 “ 读 书无 用 ” 的 观念
,

认 为 农民 子 女早 晚

当农民 , 不要 知 识也 一 样 “ 子 承 父业 ” ,

因 此 对子 女上 学不 重视 不 支持 甚 至 反对
。

以致造 成

目前 民 族 乡村 的 小 学 教 育 普 遍存 在入 学 率低 和 巩 固 率 都很 低 的状况
。

从南 丹县 里 湖 乡 岂地 大

寨村 适 龄 儿童入 学及 巩 固率情 况 ( 表 17 ) 可 见
,

石 山地 区 民 族 乡村 这种 落 后 的 状 况 与提 高全

民 族 文 化 水 平 的要求
,

差 距非 常遥 远
。

产生 这 种情 况 的 原因
,

除 了 部分 少数 民 族 群 众 思 想

素 质低 外
,

现 有 的教 学条 件差
,

设备 落 后 , 也是其 中 重 要 原 因
。

南 丹里 湖 乡
,

除 岂地 大 寨小

学 教室 桌椅是 新建 的 外
,

其 余的小 学危 房较 多 , 体育 音乐 器 具 少 得 可 怜
,

教师 住 房 也是 多年

失修 的危房
,

有的 连 教 师 住 房都 没 有
,

这样 的 条件不 仅 使 教 师不 安 心 教 人
,

学生上 学 也不 感

兴 趣
。

表 1 7 里湖 乡岂地大 寨村适龄儿 童入 学情况 单位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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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 9 81年调 查
,

白裤 瑶 的文盲
、

半 文盲 占 总 人 口 的 90
。

5%
, 19 85年上 升 为 95

。

5%
。

这种

文 盲 人 口 不 仅 不 下 降 反而 上 升 的 状况 夕 反映 了一 种 危 机 “ 旧 的 文盲 没 有 扫 除
,

新 的 文 盲在 大

量 出 现 ” 。

经济社会综 合评价

前 面 己对 石 山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的 自然 条 件 和 经 济状 况 进行 了 论述及 初 步 评 价
,

本 文前 三 节

也着 重 对 三 大 产 业 的结 构 现 状 及特 征 作 了分 析
。

通 过 这 些章 节的分 析
,

石 山 地 区 经 济社 会 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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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面 貌
,

即 由 “ 贫 困 落后
、

生 态 环境 严 重 恶 化 ” 和 “ 矿 产资 源
、

生 物 种质 资源 和 水能 资源 丰

富 ” 所 构成 的 “ 矛盾 统 一体 ” ,

已 展 示 在 人 们 面前
,

而 且 “是 个 相 当 封 闭 的 人 工 动 态 系

统” 。

为 了 便 于 全 面 认识 石 山 地 区 的 经 济社 会
,

在 前 面分 析 的基 础上
,

本 节重 点对 其经 济社

会 的 条 件
、

经 济特 征
、

结构 特征 和 社 会分配 消费结 构进行 简要 归 纳和 综合 评价
。

一
、

经 济 社 会 条件 及评 价

1
。

自然 环境 石 山 地 区 的 自然 环境 就 总 体 而言 并不 优 越
,

但局 部地 带 则 具 有 优 越 性
,

可

将 自然 环 境分 为 : 环 境 较劣 的桂 西北
、

桂北 峰丛 山 地和 环 境 相对较好 的 桂西 南
、

桂 中 的 峰林

山地 两部分 ( 详见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岩 溶类 型 区 划 》 )
。

桂西 北
、

桂 北 绝 大部 分地 带 , 由于 岩

溶广 泛 发 育
,

地 形 切 割剧 烈
、

复 杂 , 发 展 农业 生产 的水
、

土 和 机耕
、

灌 溉 条 件相 当恶 劣
。

但

山 区 垂直 的 自然 带 变化 , 小地 区 范 围 内各 种小 生 境 仍有 明显 差 异 , 有 利 于 发 展 多种 经营
,

有

利 于 农
、

林
、

牧 的综合发 展
。

作 为 以 农 业生 产 为主 的石 山地 区
,

应 当充分 利用 小生 境 小气 候

发展 以种
、

养为 主 的庭 园经 济
,

增 加商 品 性 生 产
。

自然 环 境相 对好 的峰林 谷 地
,

如 右江河 谷

一 带 的 百色
、

田 阳
,

桂西 南 的崇 左
,

黔桂 铁 路沿线 的宜 山
、

河 池 , 湘桂 铁 路沿 线 的 来 宾和 中

部 的柳 江
、

隆安
。

这 些 地 县 地 理 位置 较好 , 交 通运 输较 发 达 , 工 业生 产有 一定基 础 , 发展 农

业 生 产 的 各 种有 利 条 件相 对好 些
,

有 利 于 发展 粮 食生产 和 亚 热带 经济作 物 , 有利 于 发 展农 副

产 品 加工工 业
。

目前 , 各县 已开 发 的 各种 商品 生 产基 地
,

只要 逐步 形成 产
、

供
、

销一 条龙 的

社会 服务 体系
,

必 将对 整 个 石 山 地 区 经 济发 展 起 重 要 作用
。

2
.

自然 资源 及开 发 石 山 地 区 的 自然 资源
,

尤 其是 水能 和有色金 属矿 产 , 在广西
,

在西

南 甚 至 在全 国 均 占有重 要的 地位
。

但 是 因 资金 和 技 术力量 缺乏 , 环 境条 件差
,

目前 除中央 和

自治 区投 资 开发 的 红 水 河 梯 级 电站 和 南 丹大 厂锡矿
、

大新锰 矿 等大型 厂矿 以 及 正 在兴建 的平

果 铝 矿 一 期工 程 外
,

还有 相 当 部分 矿种 和 水能 资源 仍未 开发 利用
。

许 多 由地方 和 乡 镇 企业 及

个 体开 发 、 采掘 的 分 散 小矿 点
,

由 于 缺 乏 统 一规 划 和 指导 , 乱 挖乱开
,

加 上 技术 水平 低 , 开

采 和 初加 工 程度都 很 低 , 资源 浪费
,

环境 遭破 坏 程 度较 为 严 重
。

土 地资源 中 : 尚有25 % 的宜

林 宜 收 荒地 和大 部 分 可 养 殖 水面 没 有开 发 利用
,

28 % 的 裸 露石 山 的改造 利 用 问 题 还没 有 引起

重 视
,

而 许 多 已开 发 利用 的 土 地 资源 , 因生 产方 式 落后
,

拼作 技术 水平 低
,

经 济效 益 和 生 态

效益 均差
。

3
.

人 口 和劳 动力 资 源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密度大
,

劳动 力资源 丰 富 , 但 文 化 素质 低
。

1 9 86年来
,

石 山 地 区 每平 方公 里 人 口 密 度为 129 人 ( 比 广西 少 37 人 , 比 全 国 多 28 人 )
,

若 以 适 于 住 人 的丘 陵
、

台地 和 平地计
,

每 平方 公里 实 际 人 口 密 度 为50 1人
,

以 相 同条 件 与 全

国 同 期相 比
,

每 平方 公 里 多出 95 人
,

与 广西 非石 山 地 区 相 比
,

每平 方公里 高出 119 人
。

据 有

关 资 料分 析
,

石 灰 岩 山 区 按 土 地生 产 潜力计 算
,

以 最低 限度 维持生 存 ( 温 饱 ) 的 标准 要求
,

国 土 的人 口 负荷 量大 约为 每 平方 公里 只 宜 负载30 至 50 人
。

而 广西石 山 地 区 己 超 出 该 水 平 的

4至 3倍 多 ! 对 于 缺 资金 和 技 术 水平落 后 的 石 山地 区
,

人 口 过 于 稠 密
,

超 出 经济发 展 所 能承 受

的能 力
,

形 成耕地 负荷 过 重
,

必 将给社 会 经济 带来 沉 重 负担
。

目前 人 口 的 急 剧 膨胀 和 土 地 的

超 负载
, 已 造 成 社会

、

经 济
、

生 态 陷入 三 重恶 性循 环 的 困 境
。

1986年 末
,

石 山 地 区乡 镇 劳 动力 39 9
。

38万 人
,

占总 人 口 的43
.

82 %
,

乡镇 劳动 力 中 从 事

今 陈朝辉 《 广东省 山 区 开发 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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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生 产人数 为 3朋
.

22万
,

占劳动 力 的 97
。

2 1%
。

同 年区 域 内有 耕地 1117
.

84 万 亩
,

每个 农业

劳力 只 占有耕 地 2
.

87 亩 ( 比 全 国 平均 水平 少 1
.

93 亩 )
。

根据 对 普 通 地 区 的调查 和测 算
,

农业

劳动 力与耕 地资 源之 间 的适宜配 备 比 例是 1 : 15
,

即平均 一 个 劳力 每 年可 耕作 15 亩 土 地
。

石 山

地 区 因耕 地分 散 , 山 路 崎岖 , 若 按 普通 水平再 减 少 20 ~ 50%的 耕地 计算
,

当 年 可 有 2 95 万 ~

23 9
.

2万 劳 动力 剩余
,

仅都 安 县 当 年就 有 13
.

6万 常 年性 剩余 劳力
。

随 着 农村 产业结 构 的 调 整

和 农业 生 产率 的提 高
,

大 量 的 劳 动力 将从 农 业种 植 中转 移 出 来
,

剩余 劳 动力 也 将会 增 加
。

劳 动力 充 足 是发 展 经济 的有 利条 件 之 一
,

在 农 业 生 产中 可 以 实行 劳 动密 集
,

开 展 多 种经

营
,

精 耕 细 作
,

提高 单位 产 量 ; 在 工业生 产 中可 发展 劳 动密集 型行 业 ; 还可 以开 展 劳 务 输

出
,

增 加地 方经济 收 入
。

但是
,

石 山 地 区 的 社会 软环 境 尚未 能 吸 收 和 承 受过 多的 劳动 力
,

加

上 人 口 和 劳 动力 因 受 山区 长期 形 成的 封 闭落 后 的 自然 经 济格 局的影 响
,

文 化落 后
,

素 质 较

低
,

尤 其是 少数 民 族 地 区 的 劳动力 素 质特 别差
,

严 重妨 碍 劳 动生 产 率 的提 高
,

制 约着 经 济的

发 展
。

据 1985年统 计
,

石 山 地 区 每万 人 中有12 岁 以上 的文盲
、

半文 盲 人 数 31 54人
,

分 别 比

户西 高 17
.

64 %
,

比全 国 高的
.

19 % ; 石 山 地 区 每 万 人 中有 自然 科技 人 员 27
.

5人
,

而 同 年广 西

有 55 人
,

全 国有 77 人
,

石 山 地 区 仅为广 西和 全 国 平 均水 平 的 89 %和 “ %
。

低素 质 劳动 力 的充

足 与高 质 量 的技 术人才 奇缺 同 时 并存 ! 这 种 劳动力 素 质结构 是 贫 困 地 区 劳动 力 资源 的特 点
,

也是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和 劳动 力资源 的 特征
。

石 山地 区 要开 发
,

要改 变 落后 的 经 济 社 会 结 构
。

就

必 须 改 变 目前 的人 口 和 劳动力 文 化素 质落 后 的状 况
。

当前
,

除 了 采 取优 惠条 件 以 各种 形式 引

进 人才外 , 还要 努力 提 高现 有 劳 动 力 的文化 素质
,

通 过 开展 各种 形 式 的 职业 教育 ( 含 在职培

训 ) 以及 普 及文 化和 扫盲 等
,

逐 步 改变 落后 的文 化和 低素 质 的劳 动力 结 构
。

劳动 者是 物 质财

富 和精神 财 富的创 造者 , 在 生 产力 诸 因素 中
,

劳 动者是 最 活跃 的 因 素
。

一 旦 石 山 地 区 众 多的

劳 动者素 质 提高 后
,

经 济社 会发 展 水 平 必 将 有个 大 的提 高
。

4
。

区 域 自然 地 理和经 济 地理 位置 重要 广西石 山 地 区 地处 桂 西北 和 桂西 甫
,

是 我 国 大西

南
一

云
、

贵
、

J【!通往祖 国南 大 门 ( 沿海 ) 的 便捷 通道 , 而西 南 不仅 是我 国 唯 一 横 跨 东
、

中
、

西 部 三 大 经济 带 的 经济 区
,

而且是 集 有东
、

中
、

西部 诸 多 资 源特 性 的衔 接 地带
。

石 山 地 区 处

在 东西 部 的结合 部
,

将起着 东承西 启 的 重要 作用
。

区 域内有 部分 县 ( 市 ) 位 于 国 防 边 睡
,

与

越南 紧 邻
, 既 是 重 要 的哨 卡夕 又 是窗 口 , 部 分 县市 与滇 黔 毗邻

,

且 交 通运 输业 有 一 定 的 发

展
,

具 备 可 建 成 综 合运 输枢 纽的有 利条件
。

随着 开 放 和 今 后 国 际 环 境 的改 善
,

西 南 交 通 网 的

形 成夕

作 为西南 诸省 出海 口 的必经 之 路
,

作 为哨卡 和 窗 口 的石 山 地 区
,

它所具 有 的 重 要 军

事
、

经 济和 政治 地 理位置
,

是其 它 地 区 无 法取 代 的
。

5
。

经济建 设 已具有 一 定 的基 础 和 设 施
,

但 总 体 水平 还 比 较低
。

农业 基本 建 设 己建 设项 目有 蓄水
、

引水
、

提 水等 大小 不 一的 水 利工程 和 垒 墙 填 土 等 农

业 基础 设施
,

其 中大 中型 水 库44 座
,

小 型水 库 9 74 座
,

塘 坝 工程 9 089处
,

引 水工 程 32 44 5处
。

建 成 的水 利 工程 陆续发
·

挥效 益
,

据 19 8 6年 概查统 计
,

有 效灌溉 面 积 386
.

52万 亩
,

占耕地 总 面

积 33
.

4%
。

同 时
,

其 它 农业 生 产条 件 也有 了 改 变
,

农村 用 电量 逐年 得 到改 善
, 1 9 79年 农村 用

电13 532
。

7万度 , 19 86年 提 高至 21 379万 度 ; 化 肥 施用 量 也从 197 9年 的 2 7
.

59万 吨 提 高 到 198 6

年 的 47
.

08 万 吨 , 1 95 6年 底
,

农 村 农机 总 动 力 已 达 11 6
。

0 8万 马 力
,

大 中 型 拖拉 机 19 1 9 台
,

手

扶小 型 拖拉 机 288 84台
。

农 业 基 础 设 施 的改 善对 农 业 生 产起 了 保 证作 用
,

但 在 农 村经 济 体 制改

革深 入 发 展
、

生 产 资料归 属 和 管理 变 动 的情况 下
,

不少 地 区 集体 所有 的水 利设 施
、

农 业 机 械

和其 他生产 资料
,

因缺 乏必 要 的 管理
、

维修
,

不断 受到蚕食
、

破 坏
,

这无 疑对 发 展 农业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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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生 产力水 平 产生 严 重 的影响
:

在 落 实联产 承 包 责任 制 后
,

如 何巩 固
、

发 展 集 体 合 作 经 济

( 包 括乡 村 卫 生 设 施 ) 是 值得 高度重 视 的问题
。

在 工 业 方 面
,

制糖
、

建材
、

食 品
、

小水 电
、

小 农具 和矿 产采掘 以 及 农 副产 品 加工 业 等
,

在

设 备 和 工 艺技 术上有 所增 加和 改 进
,

生产 力 比 过 去有 所 提高
。

中央
、

自治 区 在石 山 地 区 的 大

中型企 业设备新
、

技术 力 量 强
、

劳 动 生 产率较 高
,

这 对 石山 地 区发 展 地方 工 业 是 起 积 极 促

进 作用 的
,

但 目前 地方 工 业 因 基 础 薄 弱
,

以 农 副 产 品为 原 料 的粗加 工 比 重 过 大
,

国营 和 乡镇

小 型 企 业 受 益 于 大 中型 企业 的幅射 网 尚未形 成
,

所 以 工 业 增 长 速度仍不 快
,

经 济 效 益 仍 很

低
。

6
.

科 学 技 术
、

文化 落后 科技 文 化 落 后 不 仅 表 现 在 每 万 人中科 技 人 员 少
,

在校 大 中专 学

生 少 , 主 要 还 表 现在工 农 业 生产 中新 技术 推广不 开
,

生 产 效率 和 效 益 差
。

农 业 生产 “ 杂 优 ”

良种 缺 乏
,

推 广面 积 少 , 生 产 粗放
,

产 量低 , 工 业 生 产企 业 技术 改 造步 伐慢 , 产品 缺 乏竟 争

力
,

百 元 产 值 税 利 低
。

7
.

资金不 足
,

管 理 和 使用 水 平较 差 石 山 地 区 因投资 环 境差
,

加之 过 去 自治 区 没有 充分

运 用 民 族 自治 权 利 , 财 政 包 千 基 数 低
,

建设 资金不 足
。

近 年 来
,

国 家加 强 了 对贫 困 山 区 和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资金 援助 , 这 无 疑 对改 善石 山地 区 各 民 族 人 民 的经 济文 化生 活 起 巨 大作用
,

也

为 石 山地 区 经 济 社会 的 发展 打 下 一 定 的基 础
。

但 由于 过 去 在对 帮助 落后 地区 发 展 经济 的 一系

列 做法上
,

救 济生 活 多 于 扶助 生产
,

天 长 日久
,

使 相 当多 的群众 和 干 部 养成 “ 等
、

靠
、

要 ”

的 惰 性
,

缺 乏 自力 更 生 发展 生 产 的干 劲
。

另 一 方 面 在 资金 发放 和 使 用上
,

由于 管理 水 平 和经

营 水平 低
,

存在 严 重 的弊 端
,

造 成浪费 和 损失 相 当惊 人
。

石 山 地 区 在经 济 社会发 展进 程 中集

中管理 和 使 用 好 各 项发 展 基 金是 个 至 关 重要 的 间 题
。

二
、

区域 经 济 结 构 特征 及 评 价

1
.

区 域 经 济 和 经 济结 构特 征

全 国 以 东 经 11。
。

为 分 界线
,

分 为 东
、

西 两 大部分
。

东部 人 口密 集
,

资源不 足
,

但 经济 发

达 ; 西 部 经济 落后
,

但 资源 丰 富
。

广 西 介 于 东西 部 之 间
,

地 域 经济特征 兼 而有 之
,

而 实 际 经 济 发

展 属 西 部 落 后地 区 之 列
,

如果 把 全 国 分 为 沿 海
、

中部 和西 部
,

广 西则 交 叉 处 于 三 大地区 的 边缘

地带
。

因此
,

从全 国 看
,

广西 是 发达
、

次发 达 和 不 发 达地 区 的交叉 点 . 。

广西 独特 的 经济 地理 位

置决 定其 因 域经济 内 部 的 差 异 大
、

经济发 展 水平 很不 平 衡 的特 点
。

广西 区 域 内以 湘桂 铁 路线

以西 的 桂西 北 地 区
,

地 域 广 阔
、

人 口分 散
、

经济 文化 落后 , 大部分 群 众温 饱 间 题 没 有 解决
,

贫困 面 大
,

属 广西 的不 发 达地 区 ; 湘桂 线 以 东 的桂东南 沿 海及桂 东南 地 区
,

人 口 密 集
,

农 业

集 约 化程 度 较 高
,

有 一 定 工业 基 地
,

出 口 口 岸 位 于该 地带
,

对 外贸 易活 跃
,

经 济 较发 达 ; 湘

桂 线沿 线 及 以 东地 区
、

湘 桂 线沿线 的桂 中和 桂 西 南小部分 地 区
,

人 口 集 中
,

科 技
、

文化
、

教

育 较发 达
,

工 业 密 度 高
,

商业
、

服 务
、

旅 游等 都较 发 达
,

是 广西 的经济发 达 地 区 ( 经济发 达 地

区是 对 广 西 西部 而 言
,

而 实 际上 广 西 在全 国 属 于 不 发 达地 区 )
。

广 西 石 山地 区 的区 域经 济特 征 与广 西 在全 国的 经 济特 征 既 有 相似 之 处
,

又 独具其 特 点
。

石

山 地 区 包 括 了桂 西 桂北 和 桂 中少 部分 地 区
,

在 自然 地理 上 广 西 的 中部 和 西部 兼而 有之
,

但 在经

济地理 上 主 要 以 西 部 经济 特征 为主
,

表现 出贫 困 落 后
、

经济极 不 发达 的区 域经济 特征
。

同时区

, 马 随
、

章 远 新 《 论 广西 经济社 会发展模 式选 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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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 经济发 展 也表现 出 差 异 大
,

不 平衡 的特 点
。

石山 地 区 经济 社会 落 后 状况
,

我们 在 《广西石

山 地 区 自然条 件和 社会 概 况 》 一文 中做 过 专 门论述 , 在 此 我们 重点结 合 经济结 构进行分 析
。

1蛇 5年 末 石 山 地 区 工 农 业 总 产值 . 达 30
.

0 6亿元
,

其 中农 业 为 18
。

12 亿 元
,

轻 工 业为 5
。

。7

亿 元 , 重 工 业 为 6
.

87 亿 元
,

农 轻重 比 例 为 60
.

3 , 1 6
.

8 : 22
.

8
。

同 期全 社会 总 产 值 ( 现 行价 , 下

同 ) 为4 6
.

53亿 元
,

第 一 产业 产 值 2 3
.

9 1亿元 , 第 二产 业产 值 为 16
。

86 亿 元
,

第 三 产 业 产值为

5
.

75 亿元
,

一
、

二
、

三 产业 比 重 分 别 为 51
。

3 : 36
。

3 , 12
.

4
。

上 述 数据 可见
,

石 山 地 区 经济 ( 产

业 ) 结 构 己 从过 去严 重倾 向第 一 产 业 的典型 农业 社会 经 济特 征 开 始 向第 二
、

三 产业发 展
,

并

出 现 好 的势头 , 产业结 构 既 与经济 发展 阶段 相联 系
,

又 反 映 了 一 定 阶段 经 济发 展 的水平 , 石

山 地 区 产业 结 构变 化
,

反映 其 经 济 社会 开始 向新 阶段 转移
。

但是
,

在没考 虑 到广 西和 全 国 的

发 展 而孤 立看 石 山 地 区 时
,

似乎 感 到进 步 和 发 展 了
。

一 旦 把石 山 地 区 放 到 广 西 和全 国 这个大

环 境里 去 比较
,

差距 和正 在不 断被拉 大 着的 差 距 又 严 峻 地摆 在人们 面前
。

当 然
,

我们 不 可 能

脱 离 石 山 地 区 的 实 际 去分析 间题
,

但必 须把 石 山 地 区放 在 广西 和 全 国 经 济发 展 的大 格局上 去

分析
,

才 有危 机 感 和紧 迫 感
,

才 能实 事求是 地 承认 自己 落后 , 才 能看 清 自 己 的真 实 面 目 ( 表

18 , 表 1 9 )
。

石 山 地 区 与 广 西
、

全 国 产业 结 构 比 重 的 比 较表 明 , 石 山地 区 的农 业 在国 民经 济 中仍起 重

要 的主 导作 用
,

呈 农业 型 的产业 结 构特 征
。

石 山地 区 农 业型 的产 业结 构特 征还 表 现 在产业 结 构 内部各 个构 成 要素 之 间缺 乏 有 效 的制

衡 机制
夕

各 要素 之 间 不能 有 机地 相互支 撑
、

相 互促进
,

而是 互相 制 约
,

且 结构 的 稳定 性差
。

农 业结 构 以 种 植业 为主 夕 产 值构成 占5 6
。

97% , 种 植业 内 部 以 粮 食生 产为 主
,

粮 食 播 种

表 18 石 山地 区 三 大产业结 构变化 比较 单 位 : %

19 80 198 5 19 8 6

第一 产业比 重

第二 产 业 比重

第三产业 比 重

5 8
.

78

3 2
.

5 0

8
.

72

5 1
.

3 9

3 6
.

2 4

12
.

3 7

50
.

5 1

3 6
.

3 8

13
.

1 1

表 1 9 石山地区
、

广西
、

全 国产业结构与经 济密度 比较 ( 198 5年 ) 单位 : %

石 山地 ·

⋯二
{
一

{
石 山地 区: 匕广 。

{
石 山 地 区比 全国

} 全 国 } }

{ 1商或低百 分点
⋯

高 或低 百 分点

第一产业 比 重

第 二 产业比 重

第 三产业比 重

经济 密度 ( 财政 收入
/ 平方 公里 )

5 1
.

3

3 6
.

3

12
.

4

25 8 7
.

8 7

4 3

3 1

3 2

4 7

+ 19
。

3

~ 10
。

7

一 8
.

6

8 5 24
.

6 0 1 74 9 6
.

3 4

十 7
。

3

+ 5
.

3

一 13
.

6

仅相 当于 30
.

3 6 仅相 当于 14
.

79

率

年不变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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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积 占总 播 面 的 8 8
.

7 3%
,

产 值 构成 占70
.

65 %
,

农 产 品主 要来源 的经 济作 物 比 例仍 较小
,

其

发 展 受粮 食生 产 自给不 足 的 制 约
。

工 业结 构
,

整 体而 言 ( 含 中央
、

自治 区 属工 业 ) , 轻 重 比 例为 55 : 45 , 轻工 业 内部 以 农

产品 为原 料的 工 业 为 主
,

产 值构 成 占8 3
.

29 % , 重 工业 以 采掘 和 原 材料 工业 为主 , 产 值 构 成

分 别 占30
.

27% 和 了3
.

98 % ; 区 域工业 受体 制条 块分 割影 响 , 各 土业 部 门关系松 散 , 各产 业关

联度 低
,

整 体工 业 效益 尚未发 挥
,

尤其是 轻工 业 受 农 产 品 原 料不足 的 影 响
,

加之 轻工 企业 过

于 小型 化
,

竞 争能 力 弱
,

产 品 产 量 不 稳 定
。

社会 服务 业 结构 内部
,

受 区 域经 济发 展 制 约
,

偏 重于 商业 服务 业
,

产值 构成 占 79
.

5%
,

交通 运 输业 仍 然 很 落 后
。

由于 石 山 地 区 区 域内经 济发展 水平 不 平衡
,

各县产 业 结 构 也 表现 出 较 大 的 差 异 ( 表

20 )
:

第 一 产 业 占 比 重大 的 县 ( 市 ) 经 济 密 度 相对 小 , 反之 ,

第一 产 业 比 重 相对 小 些 , 而

表 20 石 山地 区各县产 业 给构 比皿 与经济 密度情况 衰 ( 1二 5年 ) 单位 : %

第 一 产 业 比重 第二 产业 比重 } 第三 产业 比 重
经 济密度

财政收 入 / 平 方 公 里

划盔“劝幼别那081662623734加8128751410,15,111910106 0
.

0 5

5 9
。

18

7 1
.

4 2

66
.

69

3 2
.

2 4

5 5
.

13

4 9
.

4 2

6 6
.

5 8

5 3
.

7 7

5 4
.

69

5 5
.

10

44
.

49

71
.

17

6 5
.

4 5

72
.

5 3

6 4
.

9 2

69
.

2 2

6 8
.

23

16
.

9 4

3 4
,

8 2

5 7
.

5 1

4 0
.

9 2

64
.

3 7

25
.

26

6弓
.

9 1

70
.

12

。

江朔林安柳阳上隆

马 山

8
.

24

802603秘9768223689484712119940sa,11413712

67710393肠07733707692817,2162328业7419.31..2128.24.62.30.39.24.31..3533.36.18.24.23.19..2122.42

5 6
.

2 1

3 4
.

0 1

38 8 1
.

9 1

4 24 4
.

14

254 4
.

9 7

3 47 9
.

4 9

26 6 4
.

17

40 0 9
,

1 7

294 5
.

2 3

1 6 17
.

3 2

33 5 6
.

6 3

4 4 9 5
.

69

3 109
.

0 1

5 140
.

3 1

19 63
.

78

16 3 7
.

1 5

14 0 1
.

9 8

8 29
.

2 2

9 2 1
.

57

9 24
.

4 6

7 26 9
.

23

5 630
.

6 5

20 09
.

17

155 4
.

8 5

10 1 1
一

10

1930
.

54

73 5
.

8 8

1 068
.

32

6

6叮
Jj̀l上,几4ó

书2
ō吕6
J绮Rù

.` .

⋯

,上40
矛

八曰,山
`

6
曰、ú弓山̀U邝̀八乙峭土

左等新州宾城阳果保西坡云林池山江城马丹兰山安崇大来忻龙天田平德靖那凌隆河宜罗环巴南凤东都

, 第二 产业 由中央
、 区 宜属企业 占主 体

,

地方 财政受益不多
。

71 04 114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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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三产 业 比 重 相对 高的县 ( 市 )
,

经 济密度 均 高
。

由此 可 见
,

农 业 型 的产业结 构 集 牛

反 映 了石 山地 区 区 域经 济贫 困落 后 的特 征
,

只 有调 整 其 产 业 结 构 方 能 加 快 其 经 济社 会的

发展
。

2
。

经 济 ( 产业 ) 结 构 功能 评价

石 山 地 区 农业 型 的产 业 结 构 功 能 ( 效 益 )
,

大 体上 可 以 用经 济 效益
、

社会效 益 和生态 效

益 来衡 量 与评 价
。

经 济效 益 反映 经 济效 益 的 指标 很 多
,

在此 我 们 主 要 用 经 济 密 度 ( 财 政收入 / 平方公

里 )
、

万 元工 业 总 产 值综 合能 耗
、

全员 劳动生 产率
、

百 元产 值利税 率 等 4个 指 标 ( 表 21 )
。

通 过 几项 指 标的 比 较 可 见
,

石 山 地 区 产业 结构 的经 济效 益 与 广西 平均水 平 的差距 还是 相 当大

的
。

从 全 国 来说 广 西 是 经 济不 发 达地 区 , 而石 山 地 区是 广西 的经 济不 发 达地 区
,

如果 把该 区

域产业 结构 效 益 与全 国 相 比 较
,

显 然 差 距必 定是 更 大
。

社会 效 益 我 们 在这里 用人 均地 方财政 收 入
、

人 均工 农 业 总产 值
、

人 均 国 民 收入
、

人均

有 粮 和 农 民 人 均纯 收 入 作 为 评 价产 业结构 所 产生 的社会效 益 的 主 要 指标
。

从 广西 和 全 国 的 比

较 中 ( 表 22 )
,

可 以 看 到
,

石 山地 区 现 有的产 业结构 所产生 的社 会效 益 是县 赤 民 贫
,

大 部分

农 民 尚未解 决 温饱 间题
。

生态效 益 长 期 处 于 不 发 达的 农 业 型经 济 的 石 山 地 区
,

因 社 会生 产力 水平低 下
,

激 剧增

长 的 人 口 压 力只 能 向大 自然 转移
。

长 期对 土 地 超 负荷垦 殖 , 对 森 林过 量采 伐 , 对 山 坡草 坡超

载 放牧
,

对 矿产 乱开 乱 挖
,

造成资源 日趋 枯竭
,

水 上 流 失
、

环境 污 染 日益 加重
,

生 态环 境 严

重 恶 化
,

给石 山地 区 经济 建设 带来不 利 的影响 , 也使 石 山 地 区 失 去 了对 平 原 地 区 良好 的 生 态

屏 障作 用
。

表 2 1 石山地区 与广西几 项经济指标的 比较表 ( 198 5年 )

_
_ _ _

_ _

_ ⋯
_ _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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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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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一

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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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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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5: ;
.

6。 } 一 59 36
.

73

万元 总 产值综 合能 耗 ( 标煤 吨 ) { 9
.

63 } 5
,

85 ! + 3
.

78

全 员劳 动生 产军 ( 元 / 人 ) } 77 28 } 110 7 5 1 一 33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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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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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石 山地区 与广 西
、

全 国社会 经济指 标 比较表 ( 198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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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山地 区 { 广 西 、全 国

{职 熊只担⋯愁婆黔护
!

`

“ 一 ` 一 {
’ 曰 } ` 曰

`

当 广 西% } 当全国 %

人 均工农业 总 产 值 ` 元 ,

⋯
3 09一

⋯
5 57一

⋯
立168一

⋯
55一

}
2 6

,

5 2

人均 财政收入 ( 元 ’

⋯
, 。

·

` 8

{
` 3

·

。。

{
` , 8

·

55

!
3 ,

·

。 ,

{
` ,

·

5 8

^ 均 国 民 收入 又 元 ’
{

2 , 5
·

8̀ { ` 。̀
·

。。

{
6` 2

·

6 2

{
6 8

·

, 8

{
` z

·

2 ,

人均 口 粮 ( 公 斤 ’
、 `

⋯
` 6 ,

·

`

{
3

,

,

}
5 5

·

5

}
` ,

·

5 ,

⋯
6 ,

·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人 ( 吕6年 ’
{

` 3
·

5

!
3 6

·

`

}
3 ,

·

!
5

·

5
’

⋯

·

“
, 自 山目 己 鱿 ,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口 , , , 州 侧 , , , 闷 , , 白 , , , 目 曰 曰 ~ 户甲

2 0 2 8 2

8 9 0 2 9 00 9 9 48

. . .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增刊 黄 毅 广西 石 山 地 区 产业 结 构 现 状 及经济 社会 综 合评 价 107
. . . 口二曰 门. 州 , . . ,

一 一 一
门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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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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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上 所述
,

石 山地 区 产 业 结 构所表 现 出 的经济
、

社 会
、

生 态 三 大 效益 的 情形 说 明 , 石 山

地 区 的 经 济结 构 是 属 贫 困 落 后型 的结 构
。

三
、

分 配
、

消 费结 构功 能 及 评价

1
.

分 配 结构

分 配 结 构 是 指 国 民 收入 中
,

国 家 ( 利税 )
、

集体 ( 企 业 留利 )
、

个 人 ( 工 咨 唱 利 ) 三 者

所 占金 额 的 比 重
。

现 以 农 村 收 益 分 配
、

全 民 工业 的 净 产值 分 配 情 况 来分 析石 山地 区 的分 配结

构
。

农村 收 益 分 配 1 9 86年石 山 地 区 ( 缺 柳 江
、

隆 林数 据 ) 农村 经 济纯 收 入 1 7
.

78 亿 元
,

其

中 牡交 国 家税 金 0
.

40 亿 元
,

集 体 提 留。
.

15 亿元
,

农 民 所得 17
.

21 亿 元
,

以 上国 家
、

集 体
、

农 民

的分配 比 例 为 2
.

2 6 , 0
.

87 : 96
.

87
。

集 体提 留部分 主 要用 于 救 济 五 保户 和 村 干 部 补贴 以 及集

体 的公 益 事 业
。

全 民工 业 企 业 净产 值 分配
,

据 19 85年石 山 地 区 56 8个 全 民 工 业 企 业 统 计
,

在 4
.

52 亿 元净

产 值 中
,

国 家所 得 2
。

00 亿元
,

企 业 所 得 1
。

17 亿 元
,

职 工工 资 1
。

35 亿 元
,

以 上分 配 国 家
、

企

业
、

职 工 听 占比 刘分别 为
:

44
.

21 %
、

2 5
.

90 % 和29
.

89 %
。

与 同年怪 广 西 2 461 个 全 民 企 业 净

产值分 配 相 比
:

在 净 产值分 配 中
,

石 山 地 区 上 交 国 家税 金 比 全广西 约 低八 个百 分 点 , 企业 所

得 从 相 对 比 重看
,

石 山 地 区 高 出全 广 西 不 到 一 个 百分 点 , 但 从绝 对值 看石 山 地 区 每 个企 业所

表 2 3 石 山地区 与广西全民企业净 产值分配情况 ( 1985年 )

⋯

一
庵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一

土

.

二一二
-

{
一

直坚 一{
一

全广 西246 1个企 业

每个 企业 万 元 每个 企业

工业净产值

其 中
: 国 家所得

企业所得

职 工所得

4 52 46

{
2。。。,

{ “
·

“

, , 72 2

}
’5

·

, 。

13 52 2 ! 2 9
.

8 9

7 9
.

66

3 5
.

2 1

2 0
.

6 4

2 3
.

8 1

3392 0 0

176 3 00

8 46 00

71
.

6 4

3 4
。

38

78 3 00 3 1
.

8 2

得 平 均值 仅相 当 于 全 广 西每 个企 业 所得 平均 值的 6 0
.

0 3% , 职工 所得 仅相 当 于 全 广 西 平 均 值

的 7 4
.

83%
。

按照 马 克 思 主 义 的基 本 原 理 , 生 产决 定分配
,

决定 消费 , 分 配 的 总 量
、

范 围
、

方 式 和 职 工 收入 水平
,

都 是 由生 产力 发 展 水 平 央定 的
。

从 石 山 地 区 工业 企 业 的分配 结构 与全

广 西 的差 距 可 见 其生 产 力 发展 的 水 平 还 是较 低的
。

在分配 当中
,

每 年除 了 按规 定
_

仁交 国 家税

利 和 用 于 职 工 工 资外
,

企业 留 利 仅 占较少 比 例
。

由于 积 累少 , 仅能 维 持简 单再 生产
,

扩大 再

生 产 的能 力 也就 谈不 上 了
。

因 此
,

连 技改 也很 难 实现 ! 许 多县 上交 的税 利 远不 及财 政开 支

大
,

长期靠 上 级补 贴 和 各 种拨 款
、

贷 款来 维持生 活 禾赵七产 , 实际 上 已无 力进 行建 设 和 发展 生

产 了
。

据 1 985年统 计
,

石 山 地 区27 个县靠 上 级补贴 的有 24 个县
,

占总数 85 % 多
。

因此 石 山 地

区 只 有 在发 展 生 产租 提高 经 济 效 益 的前提 下
,

才能 使 其有较 多的 积 累 , 才 能使生 产有 大 的发

展
夕

才能 抛掉 长期靠 补贴 过 日子 的 落后 帽 子
。

肉上 可 见石 山 地 区 经济贫 困 反映在分 配结构上 即是 上交 国家税利少 , 集 体 ( 企 业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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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基础 薄弱
,

群众 收入 仅 能 维 持低 水平的 生 活 开 支
,

发 展 生产 主 要 靠 上级补 贴 和 拨款
。

2
.

消费结构 石 山地 区农 业 人 口 占92 % 以 上
,

大 量 的消费 市 场应 在广 大的 农村
。

但 由于

生 产不发 达
,

各族 农 民 群众 经济 收入 低
,

生 活 仍相 当 贫 困
,

消费观 念 十分 淡 薄
。

反 映 在消费

结构 上 是 以 生 存型 为主
:

求 得 满足 维 持 一 般生 活 资料 的需 要 , 积 累 少
,

求得 能 维持简单的 农

业 再生 产 ( 主 要 满足 留 种 需 要 )
。

据 自治 区 农 调 队 的 调 查
:

石 山 地 区 田 阳
、

靖西 等15 个县 农

民 人均生 活 消费 结构 见 下 表
。

表 2 4 石 山 地 区 15 个县 农村人均生 活消费规金支出情况

生 活 费用 支 出 14 4
.

5 5元
、

100 %

生 活 消 费13 6
.

6 7元
、

94
.

55% 其 它 7
.

88元
、

5
、

4 5%

食 品

72
.

0 1元

52
.

6 9写

燃 料

0
.

90元

0
.

6 5% 17
.

5 5%

住 房

1 8
,

2 0元

1 3
.

3 2%

由上 表 可 见 , 费 用 支 出 中 94
.

55%用 于 生 活
, “ 吃 ” 占消费 的 52

.

6 9%
,

平均 每 月用 于 伙 食

6
.

00 元 , 是 同年调 查 广西 东 部合 浦县农 民 人均 月 伙 食 1 1
.

13 元 的 53
.

90 % , 相 当 于 全 国 1982年

农 民 人 均月 伙食 的 54
.

05%
。

可 见 石 山地 区 的人 民 的生 活 仍 然是 相 当清 苦 的
,

解 决温饱 同题仍

是 当前 经济 开发 工 作的 主 要 任务
。

在 生产 消费 中
,

石 山 地 区 15 个县 中 以用 于 生 产 支出最 多 的靖 西县 为 例
,

人 均 年支 出为

81
.

0 9元 , 尽 管 如此
,

与 较发 达地 区 相 比
,

仅 是合 浦 县农 业 生 产支 出的 65
.

15 %
。

在 农 业 人均

生 产 支 出 中
,

农 业 23
.

6 8元
,

牧业 28
.

8 3元 , 副 业 0
.

02 元
,

仅 能勉 强 维 持 简单 再 生 产
。

石 山 地

区 巴 马 县 用 于 生产 消费 支 出 仅 为 靖 西 县 支 出 的 40
.

33%
,

连 简 单 的再生 产 都 难 以 维 持
。

经济 活 动 的 目 的归 根 结底 是 消费
。

因此 消费 结构 也 是衡量 一 个 地 区 经济 社 会 发 展状 况 的

尺 度 之 一
。

从上 述情 况 可 见 石 山地 区贫 困 型 的经 济 社 会 , 反 映在 消费 结构 上是 以生 存 型 为主

体
。

综观上 述 种种 , 可 以 得 出石 山 地 区 经 济 社会基 本 区 情是
:

农 业 型 的 经济结 构
,

贫 困 型 的

社 会结构
,

生 存型 的 消费结 构
,

是 典 型 的不 发 达 的经济 社 会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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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 R A CT

T h e i n d u s t r i a l s t r u e t u r e d e t e r m i n e s t h e e e o n o m i e 一 s o c i a l s i t u a t i o n o f t五e

k a r s t r e g i o n 。

B y a n a l y s i s o f a w e a t h o f d a t a a n d P r e s e n t s i t u a t i o n o f t he

k a r s t r e g i o n ,
i t 15 s h o w e d t ha t th e k a r s t r e g i o n , 5 i n d u s t r i a l s t r u e t u r e

s e r i o u s l y t r e n d s t o t址 f i r s t i n d“ s t r y a n d a Pp e a r s i n a g r i e u l t 让 r a l e e o n o nz i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

C o m p a r e d t o G “ a n g x i a n d t h e w h o l e e o u n t r y , i n e e o n o m i e

e f f i e i e n e y , e c o n o m i e d e o s i t y o f t h e k a r s t r e g i o n 15 e q u i v a l e n t t o 30
。

36%

o f t il a t o f G u a n g x i a’n d 14
。

79% o f t h a t o f t h e w h o l e e o u n t r y , i n s o e i a l

e f f i e i e n e y ,
m o s t e o u n t i e s o f t il e k a r s t r e g i o n h a v e r e v e n o e d e f i e i t a n d

p e o P l e , 5 l i f e 1 5 v e r y p o o r ,
i n e e o l o g i e a l e f f i e i e n e y , t h e n a t u r a l r e s o u r e e s a r e

e r u s h i n g l y P l u n d e r e d t o r e s “ I t i n i n e r e a s i n g v i e i o u n e s s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f r e q u e n t v a r i o u s d i s a s t e r s , i n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n d e o n s u m e r s t r u e t u r e , e x i s -

e n e e 一 t y P e 15 t a k e n a s m a i n b o d y
。

A l l o f t h i s s h o w t h a t t h e ba s i e e e o n o m i e
-

s o e i a l s i t u a t i o n O f t h e k a r s t r e g i o n 15 t y p i e a l u n d e 丫 e l o Pe d s o e i a l
一 e e o n o m i e

f o r m a t i o n 。

( 秦 长文 译
,

王 晓 丽 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