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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开发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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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 面分析 了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开发潜 力和制约其发展 的 6个因素 ，提出了开发西南喀斯特 

地区的 5大战略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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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喀斯特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国家， 

西南地 区喀斯特总面积 42．62万 ，其中又以 

黔、滇、桂 3省(区)晟 为集 中，其裸 露和覆盖的 

喀斯特面积达 32．06万 km2，占3省(区)土地总 

面积的 39．71％_1j。该区域总人 口超过 l亿，居 

住着 48个少数民族 的 2 000万人 口，是我 国南 

方的主要贫困地区 ，全国近 1／2的贫困人 口集 

中于本区。西南喀斯特地区有着丰富 的生物、 

矿产 、水能、旅游资源 ，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加 

之地处我国地势的第 2阶梯 ，成为长江 、珠江中 

下游地区的天然生态屏 障。因此，西南喀斯特 

地 区可持续发展，对振兴西南经济 、缩小东西部 

差距 、促进民族 团结和长江、珠江中下游的持续 

繁荣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l 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开发潜力 

1．1 林牧业前景广 阔 

本区以云贵高原为主体 ，北部、东部和东南 

部分别处于向四川盆地、湘西丘陵及广西盆地 

过渡 ，以中低 山为主 ；滇西南和滇西北喀斯特区 

分属横断山余脉和横断山中北段。全区平原和 

坝地面积约 占土地总面积 的 10％，林牧用地广 

阔。全区现有林地面积 l 587．13万 ，宜林 

荒地 395．30万 hm ，较宜林而不宜农 >25。坡耕 

地 105．02万 hm2，合计 2 087．45万 hm2，占土地 

总面 积 的 46．60％。 现有牧 用地 804．77万 hm ， 

宜牧荒地 336．97万 h ，合计 l 141．74万 h ， 

占土地总面积的 25．5％，可利用草场(包括 林 

问草场和灌丛草场)面积 l 348．34万 ，占土 

地总面积的 3O．1％。另外，还有 667万 h 左 

右未计人宜林牧荒地中的石化荒山，可作为林 

牧业的后备土地资源。 

1．2 “立体农业”特点突出 

全区土地总面积按热量带划分：北热带和 

南 亚 热 带 区 占 l1 89％，中 亚 热 带 区 占 

32．31％，北亚热带 区 占 27．65％，暖温带区 占 

l3．04％，中温带 和寒温带 区占 15．11％。气候 

条件十分复杂，但仍以亚热带气候为主，水热资 

源较丰富，受地形 、地貌和“立体气候”的影响， 

基盒珂目：国家 九五”攻关项 H(96—920—04—02—02) 

收稿 日期 ：2OOO一12—0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0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17卷 

“立体农业”特点十分突 出，适于多种作物 的种 

植 和生长 。 

1．3 生物及森林资源丰富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 

复杂，生物种类繁多 ，其中高等植物多达 1．5万 

余种，占我 国种子植物的一半以上。有利用价 

值的乔木树种 、芳香油料植物 、药用植物等在全 

国都 占有重 要地 位 

1．4 水能资源储量大 

本区年地表径 流总量达 2 3O0多亿 ，人 

均占有 量约 3 500 m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理论水能蕴藏量达 6 500万 kw以上，占全国的 

9％～10％。其 中可开发量近 5 000万 kw，占理 

论蕴藏量 的 75％左 右 。因受 地 形 地 貌 和经 济 

技术条件制约 ，目前 开发利用不 到 5％，开发潜 

力大。南、北盘江 ，红 水河 ，乌江，金沙 江等 河 

流，都是我国现已确定的水电资源重点开发区。 

1．5 矿产资源丰富 

西南喀斯特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 

矿产分布集中、规模大 、质量好、潜力大，为喀斯 

特地区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全国现已探明的 

140种矿产资源 中，本区分布有 1o0多种，其中 

储量占全国保有储量 30％以上的矿产就有 20 

余种。仅贵州省探明储量的各矿产潜在总值达 

29 835×108元，其 中能源矿产 (煤 )占 87．6％， 

金属矿产占 3．5％，非金属矿产 占 8．9％。煤炭 

储量是江南 9省区的总和，保有储 量居全 国的 

第 5位 ，磷矿居全国第 3，汞资源储量及产量长 

期名列全国第 1，铝土矿居全国第 2。贵卅I省矿 

产资源保有储量潜在价值人均 8 1万元，单位 

国土 面积矿产储量潜在价值 1 682万元／kII12． 

两者均高 于全 国平均水平 云南省煤炭储量 

l77亿 t，居全国第 9值 ，铝 、锌、锗探 明储量居 

全国第 1位 ，锡 、锆 、铟居第 2位 ，铜 、铂 、镍居第 

3位。非金属及化学原料矿也十分丰富。 

1．6 旅游业发展条件良好 

本 区 岩溶 发 育 形 态 多样 、类 型 齐 全 ，以 名 

山、秀水、奇峰 、异洞 、瀑布、湖泊、温泉、峡谷的 

岩溶 自然风光独具特色 贵州被誉为世界“岩 

溶博物馆”，最为著名的景点有织金洞、安顺龙 

宫与黄果树瀑布等。这些景点与广西挂林、阳 

朔的山水，云南的石林 、温泉等景点地缘较近， 

构成了我国特殊的岩溶风光，加上地方民族风 

情，对中外游客颇具魅力 ，为旅游业的发展开辟 

了广阔的前景。 

2 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开发的主要制约因素 

2．1 生态环境恶化 

碳酸盐岩 的成土速度极为缓慢 ，喀斯特地 

区 l 000 a的风化残留物仅 1．27～4．6mm，即需 

2 000～8 000 a左右才能形成 l em厚的土层 ．石 

漠化形成后 ，环境恢复的困难程度极大 J。所 

以，喀斯特环境属于一种动态的脆弱系统，只有 

‘当环境参数被严格地限定在一定 的范围内，系 

统才能持续存在 ，当系统受到外界干扰 ，并超过 

系统的容忍限度时，喀斯特生态系统便发生变 

异 、退化甚至崩溃。 

在脆弱的喀斯特环境背景上，叠加人类不 

合理经济活动，如人 口增长过快，森林乱 砍盗 

伐 ，陡坡地开荒等导致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水 

土流失是喀斯特 山区生态恶化的主要表现形 

式，由于喀斯特山区地貌类型复杂、山高坡陡、 

土层薄而不连续 ，加之森林覆盖率低和人为活 

动的干扰影响，水土流失 日益严重。贵州省水 

土流失 面积 从 50年代 占全省土地总 面积 的 

14．2％、60年代的 19．9％、8o年代的 28．4％，发 

展到 90年代的43．5％。根据 1998年贵州省水 

电厅最新资料，全省土壤年侵蚀总量 已达 2．8 

亿 t，相当于有 4．33万 }1|r ／a、平均厚 度 33 cm 

的土层被冲走。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石漠 

化问题 日益严峻．贵州省目前土地石漠化面积 

已达 5万 k ，在最近的 20 a内(1975年 ～1998 

年)，平均扩大 l 800 k ／a；广西石漠化面积 已 

达 2 3万 k ，并 每年 3％ ～6％的速度扩大， 

再加上云南省，我国西南喀斯特地 区平均石漠 

化面积约为 2 500 km ／a，与西北地区沙漠的扩 

展 速度相差无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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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口增长过快 。劳动力素质低下 

1980年至 1987年本区总人 口净增 744．37 

万人，年递增 1．72％，远高于全 国同期 人 口增 

长速度 特别是少数民族人 口的增长速度明显 

高于汉族 ，人 口增长过快给喀斯特地区的经济 

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据全国第 3次人 

口普查资料，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 口占人 口总 

数的 0．58％，初中以上文 化程度 的占 25％，小 

学文 化 程 度 的 占 38．33％，文 盲 半 文 盲 占 

3_4．23％。云南 、贵州 2省贫困山区文盲率将近 

50％。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状况更是令人 

堪忧，文 盲率高达 60％[31 由于地处偏 远、交 

通不便 、信息闭塞 、缺乏师资、教育投入严重赤 

字等原因，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尚未完成，新 

文盲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仅罗甸县 l2一l4岁 

的人 口中，文盲半 文盲 的比例 已在 6o％ 以上 。 

2．3 自然灾害频繁 

早、涝、低温、绵雨、冰雹等 多种 自然灾害， 

严重威胁 当地农业生产，尤其是早涝灾害较非 

喀斯特地区严重。据贵卅l省建国 5O多 a来灾 

情统计：大旱和特早平均 5 a一遇 ，中早 2 a一 

遇 ，小旱几乎年年都有，且有不断加剧 的趋势 。 

平均受旱灾面积约 35．67万 h ／a，占该省同期 

年均受 灾面积的 57．4％。从全省 旱灾分布情 

况看，凡是旱灾较轻的年份 ，受灾面积大都集中 

在喀斯特区，旱情较非喀斯特区明显加重。涝 

灾常与旱灾交替发生，对喀斯特洼地平原和河 

谷低地 的农业生产威胁最大，年受灾面积约 占 

农作物 总播 种 面积 的 3％ ～5％，太涝 年可 占 

10％以上。低 温、绵 雨、冰雹 因受气 候变 化所 

致 ，常造成局部性 的灾害 

生态环境 的破坏 缩短 了灾 害发生 的周 期， 

增加灾害的严重程度 ，而连年不断的 自然灾害 

又致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自然灾害给贵州 

省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仅 1996年全省 86个 

县(市)区均不 同程度遭受各种 自然灾害，其中 

重灾县 45个，特重灾县 29个 ，农作物受灾面积 

194．67万 hra2，成 灾面 积 ll9．93万 hm2，绝 收 

28．2万 hrn2，毁损耕地 9．13万 ，粮食减产 l5 

亿 ，全省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162．22亿元。 

2．4 经济落后 ，贫苦 问题突出 

喀斯特地区财政普遍困难 ，全区 75％以上 

的县财政收支人不敷出，增加物质投入和扩大 

再生产的能力有限。贵州省人均 GNP占全国 

人均 GNP的 比例 从 1978年 的 46．2％下降 至 

1997年的36．4％，相对差距扩大9．8个百分点， 

绝对差值从 1978年的 2O4元猛增到 1997年的 

3 864元 ，差幅扩大 _『 l8．94倍 ；与东部沿 海地 

区相 比 差 距 更 大，所 占 比 例 从 38％ 降 至 

20舟％，相对 差距扩大 l7 2个百分点，绝对差 

值从 285．6元扩大到 8 442元，差幅扩大 29．56 

倍。 

1999年贵州省 GDP为 911．86亿 元 ，占全 

国 GDP的 1．1l％，居 26位 ；地方财政收入 74．3 

亿元 ，占全国的 1．33％，居 25位；农业综合开发 

支出仅 1．73亿元 ，居全国的 24位；固定资产投 

资 222．3亿元，占全国的 0．99％，居第 27位；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 407．1亿元，占全国的 1．66％， 

居第 22位；工业总产值 551．7亿 元，占全国的 

0．75％，居第 27位；人均 GDP 2 463元 ，占全国 

人均 GDP的 37．63％，全国倒数第 1；人均 固定 

资产投资 603元 ，占全 国平均水平的 33．72％， 

全国倒数第 l：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202元，占全 

国平均水平 的 45．39％，全 国倒数第 1；人均地 

方财 政 支 出 463元，占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64．2l％，全 国 倒 数 第 2。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l 363．07元 ，占全 国平均水平 的 61．67％，全国 

倒数 第 2。1999年底 ，贵州 省仍 有贫 困 人 口 

571．60万人 ，其中绝对贫困人 口 70．78万人 ，48 

个国家级贫困县占全省 国土面积的 63．3％．耕 

地 占57．2％，人 口占 53．4％，而 GDP仅 占全省 

的 33．1％，固定资产投资 占 懈．3％，地 方财政 

收入占 22．1％，地方财政支 出占 23．7％，农 林 

牧业总产值 占 58．4％，粮食产量 占 57培％，工 

业 总产值 占 ll 5％，人均 GDP占61．9％，人均 

财政收入 占 41．3％．人均财政支出 占 44．3％． 

返贫率高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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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土地生产力低 ，经济结构单一 

由于本 区 土地质 量差 ，中、低 产耕 地 占 

80％以上 ，且以坡耕地为主，农业生产投入少 ， 

生态 日益恶化，自然灾害频繁 ，且抗灾能力低等 

原因，使土地生产力很低 1987年全 区农用地 

产值平均 429．3元／ ，比全 国农 用地平均产 

值 684．0元／h 低 37．24％；耕 地 平 均 产 值 

2 699．4元／ ，比“亚热带七省”耕地平均产值 

低 33％ 一50％。 

喀斯特地区经济结构单一 占全区土地面 

积 10．o9％的耕地 ，创造 了 58．36％的农 业总产 

值，而 占土地面积 53．4％的林牧 业用地．仅 创 

造了 30．49％的农业总产值 。由于 75％的耕地 

用于生产粮食 ，加之长期重用轻养、耕作粗放， 

致使地力逐年下降 ，林牧业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2．6 交通闭塞．观念落后 

建国以来 ，喀斯特地区交通状况虽有较大 

改善，但受地形地貌条件影响 ，线路质量和营运 

状况仍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公路是当地 

交通运输中的主体，而等外公 路 占 75％以上． 

为全 国之 最，使 全 区运 输 成 本 比 全 国高 出 

67％ 1997年贵州省仍有 23个乡镇不通公路， 

3 547个村不通电 ，5 858个村未通邮，37个乡没 

有卫生院。喀斯特地区交通闭塞不仅直接限制 

生产力 的发展 ，还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文化教育的普及 ，对喀斯特农村经济发展速度 

有极 大 的影 响 。 

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实现思想观念的跨越。 

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研究适应新形 

势的新方法、新机制 ，加快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 

步伐 ；改变“立足资源搞开发”的传统思路 ，从资 

源依赖型转向市场导向型 

(2)切实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 和建设 。喀斯 

特地区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应该 

分恢复重建和可持续发展 2个阶段来完成 

(3)提高人口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核 

心问题是控制人口数量、开发人力资源，把发展 

的重心从 自然资源 的开发转 向人力资源的开 

发 加强基础教育的优先发展 ，特别是加快少 

数民族地 区和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 ，提高人口 

素质 要千方百计地使用好现有人才 ，采取积 

极措施引进人才，大力培养各类人才【 

(4)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加 大扶 贫攻 坚力 

度。发展有市场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 

从重点培育地区比较优势转向重点培育地区竞 

争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把扶贫开发与 

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 ，增加 

扶贫投入。 

(5)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资源可持续利 

用。要 以公路建设为重点 ，加强铁路建设；加强 

电网、通讯和广播 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i加强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坚持把水资源合理 

开发和节约利用放在突出的位置。做到合理开 

发，综合利用，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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