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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石 山 地 区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模 式  

【摘要】广西石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应 当是以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 良性循环为基础的高效率可持续发展模式。 

而石山 区农业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 ，合 

理布局，水土流 失综合 防治 ，石漠化的治理 ，实行退耕还林 ， 

合理开发林特产资源，建立地头水柜等举措都是改善生态环 

境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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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广西石山地区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
、 地形破碎 ，水土流失严重。广西山多地少 ，地形破碎 ， 

加之盲目开垦，致使水土流失严重。据统计，1999年广西水 

土流失面积达 3．06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12．9％。 

水土流失造成严重的 “三跑”，即跑土、跑水、跑肥，致使农 

业生态的土地环境退化，土壤贫瘠化，土地生产力水平大大 

降低。 

2、石漠化加剧。石漠化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极端形 

式，主要发生在桂西北岩溶石山地区。据统计广西年石漠化 

土地面积已达3450万亩，占石山区面积的29％，而且仍以每 

年3％～6％的速度递增，涉及广西 82个县市。长期以来 ，由 

于石山地区人地矛盾突出，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过度砍柴、放 

牧以及石山火灾等破坏石山植被的人为因素导致了严重的石 

漠化，而石漠化又加剧了石山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导致严 

重缺水缺土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j、水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广西是全国降水量比较多 

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毫米至2000毫 

米，但在石山地区 “靠天吃饭”的现象却很普遍，除了地区 

分布不均匀外，同一地点不同年份的降水量相差也很大，而 

且因降水集中 (汛期水量可占平均水量的70％)，降水强度又 

大，加之岩石透水性强，地表水很快转变成岩溶地下水流失， 

因而旱涝频繁，农业用水严重缺乏，人畜饮水普遍存在困难。 

4、人口素质低。广西石山地区经济贫困，教育落后，人 

口文化素质低。第五次人 口普查公报表明，2000年全区总人 

口4489．37万人，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高中(含中专) 

文化、初中文化√J、学文化、文盲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2．39％、 

9．55％、32．34％、42．18％、3．79％。而人口素质对于生态环境 

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5
、 贫困人口依然存在。目前广西的贫困人口多处于生态 

环境恶劣的石山地区。调研中发现，在生态条件越恶劣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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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户就越贫困。在都安、凌云、大化等县的部分农村，一 

些农民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 

6、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由于人地矛盾加剧，因而过多 

地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不得不 

毁林开荒以扩大耕地面积、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生产，导致生 

态系统的进一步恶化。目前在很多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即使 

是陡峭的山旮旯，农民也见缝插针地种上庄稼，而一场大雨 

过后，这些地方的土壤极易流失，岩石裸露。 

7
、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改革开 

放以来，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总产值稳步增长， 

农业种植品种与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近 1 0年 

来，广西的农、林、牧业及渔业都有较快发展，尤其是牧业 

与副业的产值年增长均在 3倍以上，但它们所占据的份额仍 

然不高，全部合计不足 50．0％。而林业产值则更少，不超过 

5％。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就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二、广西石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类型 

1
、 恭城模式。恭城是 目前广西已有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农 

业持续发展模式，是一个由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所组成的整 

体，形成一种包括农田生态、森林生态、草地生态、水域生 

态等系统的有序整合，以自我循环为主，以经营农业生物为 

目标的有机网络，它具有结构有序、反应连锁、反馈调节三 

大特征，通过正常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使整个农业 

系统具有生生不息的再生能力和一定限度的调节能力。模式 

的具体做法：在石山地区的土山、洼地种上果树、畜牧、建 

设沼气池，以畜禽粪便作沼气原料生沼气，以沼气照明、煮 

饭炒菜，以沼池水浇灌果树，以沼渣肥田、喂鱼。通过养殖、 

沼气、种果三位一体或果、猪、沼、渔四位一体方式，实现 

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良性循环，改善石山地区生态环境。 

2
、 原貌模式。即不做任何人工雕琢，保持石山地区自然 

原貌特征。 

在降雨时，由于植被的枝叶树冠能够截留65％的雨水， 

35％变为地下水，减少了雨点对地面的直接冲击，植被的根 

系深扎干土层之中，支持和充实土壤肥力，并且吸收和保护 

了水分。由于森林植被主要是通过林冠截流、枯枝落叶层吸 

收、土壤吸收和下渗，因而减弱了降雨对林地土壤的冲击和 

地表径流。而植被破坏会改变局部水分循环过程，大大增加 

地表径流和水土的流失，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j、立体农业模式。立体农业是指单位面积土地 (或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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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过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的巧妙结合，建立多物种 

共栖、多层配置、多级质能循环利用的立体种养模式和配套 

技术。 

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山间的平地和山脚处种植玉米、 

水稻等粮食作物；在山脚处种植龙眼、山黄皮、苦丁茶、金 

银花；在山腰处种植竹子，巨尾桉等经济林种；在山顶种松 

树等阔叶树种，形成 “树木盖顶，果树缠腰，米粮铺底”的 

立体种植模式。同时结合发展养猪、养牛、养鸡等。玉米、山 

芋头可以食用和做饲料，把目前市场卖粮难和价格低的问题， 

通过养猪、鸡、牛，使价值转移后得到增值，牛粪、猪粪、鸡 

粪可以做有机肥，不污染环境和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 

4、异地安置模式。即在一些自然环境特别恶劣，缺少基 

本生存条件的地方，由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当地农民异地开发， 

使人口从人口压力大的区域向人口压力小的区域流动，人口 

对环境资源 (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植被资源)的分 

配相应得到调整，使其早日摆脱贫困。 

5、低产林改造模式。即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原有低产经济 

林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高产，优质林。 

6
， 旅游农业开发模式。(1)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旅游 

业可以向消费者提供食、住、行、游、娱、购的服务，而这 
一 套服务涉及到旅游地多种经济行业，从而带动一、二、三 

产业的发展。而二、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2)解决农民增收难。(3)旅游农业还能在人力资源的开发 

和环境保护方面起作用。(4)旅游农业的发展使旅游地贫困 

农户摆脱了仅靠土地为生的状况，因而减少了农业生产给土 

地带来的压力。 

7
、 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化发展模式。农业结构调整就是 

要改变传统单一的、半封闭的粮食作物型种植模式，向以粮 

经作物种植的合理安排，乃至农林牧副各业协调发展的模式 

转变，促使土地、劳动力和有限资金合理配置。石山地区农 

业结构调整不仅要在横向领域进行农、林、牧、副各产业结 

构的合理安排，而且还要从纵向领域建立农业产前、产中和 

产后的关联产业系列，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8、改造模式。对岩石裸露，寸草难生，自然条件恶劣， 

通过原貌保护与还原休养都难以营造良好生态环境的石山地 

区，采用适宜的科学技术，如凿石注土种植，滴水滴灌，引 

种适宜性植物 ；筑石墙围土保墒；坡地改梯地等使石山山体 

长出植被。 

三．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对策 

1、政策倾斜与投入机制。广西石山地区长期面临着自 

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而这些问题仅仅 

依靠自己的能力是难以解决的，在广大农村，尚不具备建立 

相对完善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投入的机制。因此，重视和加强 

对石山地区的政策倾斜，帮助当地恢复生态环境与群众脱贫， 

建立起有利于资源开发、水土保持、生态改善的有效投入机 

制是现阶段的关键环节。农业持续发展的投入机制，在主题 

形式上应包括农民自主投入、政府扶持、社会个人或团体的 

支援，在内容上包括资金、技术、实物、人才等。 

2、进一步更新观念，提高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由于目 

前农村人口素质的普遍不高，而农村人口又占总人口的绝大 

多数，因此，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将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关 

键。就广西而言，当前环境保护知识的活动还不能惠及到农 

民，因此必须帮助农民了解和掌握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使 

农民了解生产和生活过程的各个环节对环境发生影响的机制， 

了解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和环境保护的技术知识，提高农民 

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提高农民的环境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水平， 

要求对 自然界承担责任，对农民环保能力的培养。包括：合 

理施肥、施药技术，节水灌溉技术以及防止、控制和治理污 

染的技术，只有农民熟悉和掌握，才能发挥保护环境、维护 

生态平衡的功能。 

5
、 税收调节。即对得益的一方征税，解决私人收益和社 

会收益发生的偏差，重新恢复社会成本和收益的等边际条件。 

目前广西在实行生态扶贫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应该利用 

国家拥有的征税权利，对那些获得外部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征 

收相当于私人与社会边际成本差额的税收或给予同等数量的 

补偿，通过这一途径可以有效地解决生态资源物质补偿和价 

值补偿的双重关系，从而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变为 
一 种具有内在商业价值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 山区资源优势 ，发展林果业生产。 

5、重视科教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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