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石漠化山区农村土地利用冲突的调控机理研究
——以贵州麻山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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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石漠化型土地利用冲突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西南石漠化山区农村土地利用冲突

的调控机理为探究的目标．以贵州麻山地区为例，立足于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土地系统演变中日前呈现的灌丛荒草生态系统实

际，探寻加速该地区植被恢复的低成本的生物式的生态型农牧业优化配置机制，提出贵州石漠化土地利用冲突中农牧业优化配置

调控的原理并建议加以运用，以实现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村的和谐共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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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农村的石漠化是诸多土地利用冲突表现形

式之一，贵州较为典型。石漠化是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活动的结果。人类的土地利用与脆弱的生态地质环境形

成诸多偏差。导致石漠化不断的形成、发展演化。贵州的

石漠化已经成为严峻的生态经济问题，其需要高度地重

视。石漠化是在亚热带湿润气候条件下的喀斯特地区．由

于自然凶素和人为活动的影响．植被严重破坏和土壤严

重侵蚀，岩石大面积裸露。土壤肥力严重下降，地表呈现

类似荒漠化的景观和过程。土地石漠化是不可医治的“土

地癌症”。喀斯特石漠化是土地荒漠化的主要类型之一，

它以脆弱的生态地质环境为基础．以强烈的人类活动为

驱动力．以土地生产力退化为本质．以出现类似荒漠景观

为标志tlj。中国西南地区碳酸盐岩出露广泛，土壤和植被

是其岩溶生境中最为敏感的自然要素，有的学者综述了

西南岩溶区的土壤形成与演化、植被生态特征与演替等

方面的研究进展．探讨了岩溶区生态脆弱性的评价理论，

指出岩溶生态重建关键问题和进一步需要研究的主要内

容，并对西南岩溶生态恢复与重建对策进行了探讨，强调

国内外注重喀斯特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的研究大都为

大尺度及单一因素的研究【2】。有的学者为了给岩溶山区生
态系统的保护、重建与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通过

对岩溶山区生态系统特征的辨识．从多样性和易损性、容

量、生物生产力与生物量、敏感性和承灾能力等方面的分

析，阐述贵州岩溶山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特征．提出了适

度开展生态移民、加快小城镇建设等适合贵州岩溶山区

生态系统建设的对策措施13J。还有学者通过对石漠化综合

治理过程中植被群落结构特征的连续观测，对影响植被

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植被结构随治理时间变化的规

律进行了研究，指出：受人为扰动及石漠化等级程度的双

重影响，植被结构具有异质性．即人为干扰程度加强，生

物多样性降低；随着石漠化等级程度的提高，植被盖度、

生物量降低：而生物多样性却随着石漠化等级程度的提

高而增加．这种反常现象归根于治理初期生态系统的紊

乱，在综合治理过程中。应针对人为扰动方式、程度及石

漠化等级程度采取相应措施64]。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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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中国岩溶环境地质问题日益突出．已引起党和政

府的高度重视．有学者分析了我国岩溶研究所面临的形

势与机遇．认为进一步加强岩溶基础与应用问题研究，尤

其是西南岩溶石漠化综合治理、岩溶地下水资源开发与

保护研究。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岩溶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

和谐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岩溶研究院所

机构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ts]。目前的研究与发展表

明，仅靠T程等技术手段，不足以解决石漠化难题，我们还

得关注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当地各族居民在世代

积累中必然形成了一整套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相互耦合

演进的成套本土生态知识。发掘利用这样的技术技能．在

针对已经演变后的土地资源系统的实情及景观上的差异

的表象，通过物种置换的办法优化农牧业配置调控，就可

望取得在农牧业生产利用中进行生态治理的良好效果．

以化解土地利用的冲突。

土地利用冲突的形势日益严峻，成为可持续土地利

用的重要瓶颈。有限的土地资源与经济不断增长的多样

化需求是构成土地利用冲突根源，并表现为土地利用在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研究者们提

出诸多应对策略．为构建农村土地利用冲突调控机理提

供了一个框架性思路。但是，这些研究着重从程序上加以

探究。从实质上探究显得有些不够，特别是针对西南等石

漠化山区七地利用冲突，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

合的办法加以探索值得深入思考。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
展开研究的目的是立足于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地系统演变

的实际．着眼于土地利用冲突的现状，以贵州麻山地区为

例．探寻加速该地区植被恢复的低成本的生物式的生态

型农牧业优化配置的调控机制，提出相应的调控原理及

规程。形成相应的支持和决策，促进社会的和谐共生，以期

在西南类似地区加以运用。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愈加

彰显。必要性就不言而喻。

l贵州麻山地区农村土地利用冲突的困境

石漠化山区在中国西南分布甚广，总面积达17万

km：．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南部各支流、珠江支流——西江

的中上游。主要包括贵州南部、中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

和广西省整个中部和西部地区。贵州位于西南喀斯特分
布区的中心。贵州的石漠化已经成为最严峻的生态经济

问题．其土地利用的冲突问题受到了各界的重视。时任贵

州省长林树森就指出：石漠化是当前发展中面临的4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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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战略问题之一。石漠化问题不解决，生态优势就会

逐渐丧失，建设牛态文明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

跨越也就失去r基础。贵州麻山地Ⅸ(“麻山”一名始见于

清代典籍，当时所指范围涵盖目前贵州省的紫云、单谟、

惠水、长顺、罗甸五县的毗连地带)。目前伞境内60％的地

表呈现为不同程度的石质荒漠化，石漠化严重地带地表

基岩和砾石的裸露范围超过了地表总面积的75％，最严

重的地段甚至超过了95％．除了岩缝之外，几乎看不到土

壤．这类地区土地利用冲突极为严重。这些地区已高度石

漠化。原生生态系统已蜕变为石漠化灌木荒草生态系统，

经济价值几近于丧失。

2石漠化山区土地利用冲突的调控机理的多维思考

社会各界提出各种化解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冲突的

生态恢复办法．比如封山育林、移民搬迁、用现代技术人

为的找土、找水等工程手段。这对石漠化治理起到J，一定

作用，但其局限性值得反思。笔者认为，所有的土地资源

都要不断地与外界发生物质与能量的运行与聚合，而生

态系统又必须与相应的土地系统相匹配，因而生态蜕变

后土地系统的物质能量运行方式必然有别于破坏前，这

正是西南喀斯特山区一旦石漠化后难以治理的原因所

在。当地各族居民在世代积累中必然形成了一整套人类

活动与生态系统相互耦合演进的成套本土生态知识，通

过物种置换的办法优化农牧业配置以化解土地利用冲

突．并存农牧业生产利用中进行调控。

如何认识当地土地利用冲突的实际与利用维持当地

土地系统稳定的原生生态系统与农牧业配置的兼容性，

及在此基础上研究两者相兼容的机理。提出土地利用冲

突的调控模式．乃是问题的关键。

西南石漠化LIj区，少数民族居民较多。贵州麻山地

区。其主要世居居民是苗族．其传统的生计方式属于游耕

类型的复合农牧产业。西南石漠化山区农村土地利用冲

突的凋控机理在于。当地的原生土地利用系统是在当地

土地E．依赖苔藓一类的植物部分地代替土壤发挥水资

源截流储养能力，靠蕨类植物的残株提供底层阴蔽，靠藤

蔓类高等植物对基岩提供中层阴蔽，高大乔木则构成最

高层次的阴蔽覆盖，目的在于减低风速和日照，确保有效

降低整个土地利用系统因降温而蒸腾的水蒸汽量，从而

极大地节约水资源的消耗，维持整个土地利用系统稳定。

由于长期与所处生态系统耦合演进，因而都能规避当地

的生态系统和土地资源系统的脆弱环节，在现实中表现

为愈来愈多的土地利用的冲突问题发生。西南石漠化山

区农村土地利用冲突的调控机理在于借助这样的机制与

模式．引进现代牛物科学知识和技术，对它的传统复合农

牧结构物种构成和物种比例进行优化配置并加以调控，

将会加快石漠化荒山的生态恢复速度，缓解土地利用冲
突问题．确保当地群众获得应对市场波动的可观经济收

入，有效地规避生态和市场两个方面的贡献，并在这样的

传统基础上升级换代的农牧业优化配置的调控方式，应

对土地资源系统激烈演替、土地利用冲突。我们对这样一

种土地系统特点的认识并运用于农业配置的实践，整合

多种资源规划好农作物的种类选择与种植方式并引导群

众积极参与。

3西南石漠化山区农村土地利用冲突化解的对策措施

西南石漠化山区土地利用冲突的内在结构足一个矛

盾体。是从理念、制度、实践三方面的对立统一；农村土地

利用冲突嵌入丰十会结构中。其化解又与社会结构这一外

在结构存在对移统一：农村土地利用冲突是矛盾运动的

结果，有其根源、过程及影响。我们需要运用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立足西南石漠化山区实际，关注

贵州麻山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探究有别于府对土

地利用冲突的工程手段．发掘利用当地各族居民在世代

积累中形成了一整套人类活动与土地系统相瓦耦合演进

的成套本土生态知识，在针对已经演变后的土地系统的
实情及景观上差异的表象。通过物种置换的办法优化农

牧业配置来调控土地利用冲突，并希望在西南类似地区

农牧业生产中加以运用，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在藤蔓丛林生态系统的基础七，建议通过物种置换

的办法．在当地传统牛计的基础上，替换经济价值较高的

物种。形成可以和巾．场接轨的复合牛计方式；政府引导群

众执行免耕不翻土的耕作方式．种植的农作物以木本与

藤本植物为主：适当恢复当地的苗族居民早年曾普遍种

植和利用如棕榈植物、豆科植物、桑科植物等物种种植。并

从中获得收入；引导群众对农牧业配置动植物物种进行

调整．使之适宜于藤蔓从林环境下的半驯化牧养，并优化

当地已有的马、牛、羊、猪养殖方式。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

藤蔓丛林．而又不损害藤蔓从林的稳定。通过农牧业优化

配置。化解土地利用冲突。从而可综合产出畜产品、纤维产

品、粮食产品、饲料产品、药材产品等，以均衡的产出应对

市场的波动．并将这样土地利用冲突的调控机制传授给

当地乡民．使他们不依赖单一的农业种植去谋求发展，而

是靠优化的农牧业配置．在兼顾生态安全的情况卜．求得

稳妥的发展。具有较好的推广运用前景。

同时．当地土地系统在不断演变。建立其土地系统E
的喀斯特山区原牛的藤蔓丛林有其原生脆弱性。需要探

索其原生的喀斯特藤蔓丛林蜕变为灌丛草地、石漠化荒

坡的演替过程及成因。由于此种土地系统资源具有其特

异性及其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有其延续、依存芙系及相互

作用机理。实际中，需要依托当地的本土生态知识，适当

的辅以容易接轨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扩大与

稳定当地土地系统及其建立在该系统上的生态系统，建

构复合的立体的优化农牧、眦配置的调控模式，并重建以

利于市场接轨的制度体系，以化解当地的土地利用冲突。

以便支持当地各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从而发

挥优化农牧业配置模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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