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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对策 
生 三±盟 √ 刘宏茂 段其武 崔号云” 张佐武 · 

【摘要】文章认为影响西双版纳农业茇展的主要障碍是： I．交通不便．运输困难：2 农业 

基础建设擞资少、设施差：3．坝区、山区土地分配不均、坝区占有大量水田而大量丢荒．山区 

Iii少而大量砍伐森林 ：4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5 劳动力素质差 ：6 广种薄收．粗放经 

营：7 农业技术推广力量薄弱：8政府对农业缺乏宏观指导 农民在r}『场经济中不知所从： 

9．品种单调．优质种类稀少．缺乏竞争力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互 窭 主 睦堡生墅 l2、孚 卜 寸 
一 )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南部 北回归线以南 (北纬 2l'／10 ～22 40’ ． 

海拔高度460～2 400m 全州面积 19 125km!．其中95％为山区 半LⅡ区、其余为【U间盆 

地 (平坝) 气候炎热 自然资源 十 分丰富，是发展热带亚热带农业的理想地区 雨量充 

沛 全卅1人口8O万、其中少数民族占73％(1990年) 各民族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居住于山 

区的民族仍实行刀耕火种、部分人口仍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相对稀少的 

人口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适， 1994年农村人均收入945元，虽高于云南省人均收入的 

803元，但低于全国的 1 220元 ． 

1 994年西双版纳传统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4％、工业只占7 5％ 西双版纳的资源丰 

富主要是指它的地上资源、光、热、水、土地及其组合和生物资源．地下资源虽丰富，但还 

不具备开发条件 也缺乏发展其它工业所需的人才、资金和地理优势、这样就决定了它的发 

展方向．在近期内只能依靠农业 因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否是其发展经济的关键。 

l 西双版纳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 

1．1 丰富的光热资源 

西双版纳太阳年总辐射量 1 17～ 131 kcal／cm 且分布均匀、州内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 

温 18～22℃ 1月份平均气温 15℃ 只有旱季 (10～4月)雨季 (5～9月)之分 旱 

季光照尤为充足。而这时 我国大部分地区已气温下降．进入隆冬 发展反季蔬菜及水果用 

瓜类 (西瓜、甜瓜)尤为有利。现在西双版纳大多数耕地可利用的光热资源一年只利用了其 

中的4个月．尢部分浪费了 

1．2 充足的降水 

西双版纳年降水量为 1 500～ 1 800mm 但其分布不均．7．8两月降水占全年的 1／3 

以上、旱季降水较少、尤其 3，4月 但其月降水量仍有 20～30mm 由于该地空气湿度 

1人．补充了部分降水 这里河流众多．有丰富的灌溉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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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丰富的土地资源 

西双版纳众多的河流冲积平坝是发展农业的最好耕地 其中水田大于万亩的坝子 l5 

个．全州共有耕地 190万亩．其中平坝水田77万亩，园地 105万卣，荒地 850万亩 位于 

坝子周围的缓坡．大部分可以灌溉 

1．4 丰富的生物资源 

西双版纳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在不到 2万 km 的范围内．哺乳动物 102 

种．占云南省的40％、全国的 1／5：鸟类427种．占云南省的4O％；两栖类 92种及亚种． 爬 

行类 192种，分别为全国全省之冠；鱼类 100种．昆虫 1 500种 有高等植物 6000多种 

(李延辉， 1992)，其中经济植物 1 572种．有丰富的野生和栽培水果品种，药用植物品种和 

蔬菜品种，有我国目前仅存的和保护较好的热带雨林 

1．5 悠久的传统农业文化 

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积累了丰富的、适应于这里气候、土壤条件的农业生产知识，如哈 

尼族．基诺族林下种植茶叶．傣族樟树 +茶叶等混农林传统。傣族传统的庭园种植和林缘 

地的养殖业．尤其是傣族人工种植薪材林——铁刀木，对保护自然环境，使之稳定，持续发 

展提供了保障 

1．6 有一定的科研力量 科技人才比较集中 

西双版纳州有中央，省属从事生物类研究机构5‘个，有 1 1个县级国有农场 据 1990年 

人口普查资料．西双版纳卅I每万人口中拥有的大学生人数在全省仅次于昆明 

2 西双版纳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 

2．1 交通运输困难 

西双版纳 (景洪)距省会昆明730 km．离最近的火车站个旧400 km。物资运输主要依 

靠汽车 其境内许多村仍未通公路或只有简易的机耕路．雨季大多难以通行 从景洪至昆明 

的公路，山高路险．车流量大 运输时间长 成本高 国际公路通行条件 艮差 短期内西 

双版纳的交通困境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2．2 农业基础设施差 

西双版纳水田主要集中在沿河两岸的平坝，且几乎没有排水设旖．因而雨季整个平坝常 

常被水淹没 造成大量的肥水流失和病害流行 旱季可灌溉的面积不足耕地的 1／3．这是造 

成旱季农田大量抛荒的重要原因 山区的防洪抗旱设施几乎为空白，一遇 大雨 山上刀耕火 

种地的大量泥沙把山脚仅有水田冲刷得—干二净，或堆积成小山丘 

2．3 土地分配不均 

除傣族外．其他民族只能在山区依靠刀耕火种维持生计。现在山区人地矛盾越来越突 

出．较大面积也被划为自然保护区，残存的森林地已无法满足正常的刀耕火种，为了 引降生 

计 只能靠缩短轮歇年陨和不断地扩大刀耕火种面积 以前轮歇年限—般为1 3～15年，而 

今只以5～7年．刀耕火种的面积比5O年代扩大了—倍。单产下降了1 3％ 而南区由于占 

有许多的水田．只需广种薄收即可满足其生活需要．因而造成很大的土地浪费 西双版纳水 

田只有雨季种一季水稻．一边是无地可耕而大量地吹伐森林 一边是大量的农田抛荒浪费。 

2．4 劳动力素质差 

西双版纳现有青壮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4O％．山区民族更为严重，许多中青年尤其是 

妇女还不能听懂汉语，这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对外经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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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传通习俗影响深远．广种薄收粗放经营 

西双版纳的农业．既不施肥．也不用药，甚至不进行田问管理 当地各民族都不设厕 

所 不积农家肥 稻谷收获后．其稻草等作物秸秆一律放火焚烧．农作物普遍不施农家肥， 

土壤有机质含量很低，作物产量不高．几十年 来亩产一直在 200～300 kg之间，旱稻单产 

反而逐年下降，棉花亩产 3～5 kg。 

猪 牛习惯于放养 主要用青饲料 —般 2～3年才可出栏 不少人把养牛数量的多少 

看成是家庭富裕与否的标志，因而长年养殖不及时出栏，经济效益很低 

2．6 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力量薄弱 

西双版纳虽然有许多研究机构 但因隶属不同 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各自的专业方向，如 

茶叶 橡胶等农场种植的作物上 有些科研成果也不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如热带植物所 

(植物园前身)获得全国科技成果奖的胶茶人工群落在西双版纳的推广面积不大．而在海南 

却大面积应用。而对关系西双版纳几十万人民生存生活的常用农业技术却少有人问津．卅l农 

科所由于经费有限而很少开展这类研究 虽然各乡镇都有农科站，然而人员少．各民族的农 

业科技人员更为奇缺，各村几乎没有科技人员 由于劳动力素质差，农业技术的推广尤为困 

难和重要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亚热带，病虫害危害十分严重．如水田肥力高．纹枯病危害 

严 重．反而减产．故农户不希望提高水田肥力 有意识不施肥 维持低水平的稳产 部分仍 

不用农药防治．而举行降虫仪式．希望用咒语和神灵把病虫害赶走 而其他经济作物如果 

树 西瓜 辣椒等的病虫害防治更是空白。 

禽畜病害危害十分严重．如曼么村 1995年 6月短短几天就死亡耕牛 8头，生猪 107 

头，因没有合格的兽医，只好把其它的耕牛长期藏身深山，不敢回村耕田．严重影响了水稻 

生产 。 

2．7 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西双版纳的森林以每年 20万亩的速度减少，其天然植被的覆盖率已由50年代初的 

60％，下降到现在的34％ 许多刀耕火种的休耕地，植被还未恢复就再次耕种，使用工具由 

传统的刀耕为锄耕和牛耕，这样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有些已成为泥石流，土壤严重退化，丢 

荒后．植被很难恢复而成为不能复耕的荒山。现在西双版纳有这样的荒山850万亩。严重的 

水土流失，淤塞下游河床，影响两岸水田，西双版纳的较大自然灾害80年代较之50年代增 

加36次。 

由于植被的减少．西双版纳的气候也发生了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变化．80年代温度有所 

提高，湿度降低．雾日明显减少，旱季降水更少，加重了旱季的干旱 

2．8 缺乏宏观指导，农副产品产销脱节，挫伤农民积极性 

2．9 产品单调缺乏竞争力 

西双版纳的农作物主要以自给自足为主，只有茶叶、橡胶，砂仁、西瓜和辣椒外销。这 

里可以发展的热带水果种类十分丰富．如芒果，荔枝 龙眼、红毛丹、柚子，人心果．蛋黄 

果．椰子和腰果等几十种水果 而这些只是零星种植．规模小，管理粗放，品质差，不能形 

成商品优势 

3 发展西双版纳农村经济的主要对策 

3．1 开发坝区，保护山区．ig-~ ~生态环境的破坏 

发挥西双版纳农业的优势就是要充分利用坝区丰富的水田，尤其充分利用旱季的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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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内地种植业的空档．坝区现有的开发强度远远不够 其潜力巨大 1979年较 1949年 

粮食增加了两倍．而单产只增加了0．5 kg，几十年来其粮食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毁林扩大耕地 

面积 只要把坝区的水田充分利用起来 增加复种指数 提高单产、就可满足其 90％的粮 

食需要 把现在的山区保护起来，使自然植被覆盖率逐年提高、最后能稳定在 50％左右 

3．2 充分利用西双版纳丰富的生物资源 发展有特色的高效农业和旅游业 

西双版纳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我国仅存的热带雨林，吸收着国内外游人．1994年 

来西双版纳的国内游客达 130多万．旅游业产值7 9亿 大大超出工业的产值。为使旅游业 

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 并利用西双版纳丰富的热带，亚 

热带栽培和野生的果树资源，野生蔬菜资源 富有特色的动物水产资源．对这些进行深度开 

发 以满足旅游业的需求 

3。3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国家，地方要加大对其基础建设的投资．各级政府要组织农民投工投劳 因西双版纳 

河流多，许多小流域只需少量投资 修好引水渠即能灌溉，大的平坝即要修建水库 为旱季 

蓄水。实行—个—个小流域的治理．既要加强抗旱工程的建设 也要搞好排涝工程 山区主 

要抓好旱地的水地保持以固定耕地 

3。4 总结传统农业文化，不断完善和提高 

西双版纳各民族有其独特的适合于本民族环境特色的传统农业知识，对于这些传统知识 

要加以总结、提高．使之更好地适应于现代社会 如林下种植砂仁就是在其传统的林下种茶 

叶的基础上的一种成功模式．砂仁已成为基诺族，啥尼族的重要经济收入 

傣族的庭园有悠久的历史，庭园是能流物流转化的中枢．是各种经济植物引种栽培的中 

心．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仍有巨大的不可取代的作 

用 林缘养殖园．就是在森林边缘．多年生种植园中建--d,住房，在种植经济植物的同时 

养殖家禽 由于人1：3增加对生活要求提高．房屋数量不断增多，面积不断扩大、村寨拥挤． 

传统的庭园一再缩小．许多已没有庭园。将一部分家庭从大寨子中间迁出，建立新型的庭 

园．以把庭园和林缘养殖园结合起来。这是今后庭园发展的方向。 

3．5 加强科技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 

加强科研单位、国有农场与社区的紧密结合．尽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西 

双版纳的各研究机构、国有农场．集中一定的科研力量，开展与 

究，各单位同时成立农业科技荆 I1中心．并把以前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岛 与当地社区发展结合起来．形成辐射效益 

关的技术研 

把这些 孤 

培养各民族自己的农业科技人员尤为重要 在中小学教育中要增加养殖业、种植业等农 

业科技的内容，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 健全村级的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加强对各民族基层 

干部的农业实用技术剖 『I．真 

3．6 加强宏观调控．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城镇建设 

由于西双版纳地理偏僻，信息反馈不灵．政府必须要有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 稳定和扩 

大当前自发的反季蔬菜销售的昆明、广州、贵阳、重庆和成都等内地大中城市的市场。建设 

成为他们的冬季蔬菜基地 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开发各民族的名，优、特产 

品．通过乡镇企业对其农产品收购的市场拉力．促进其对土地的利用 

现有的小城镇对当地民族缺少吸引力。西双版纳现有人口分布基本 匕傣族住平坝．其他 

少数民族住山区．外来人口主要为汉族住小城镇． (下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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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寺位于西安西偏南 50km处的圭峰山北麓．海拔 700m．它的东西还有紫阁太顶 、 

凌云、罗汉等峰．皆突兀峻拔．形势佳胜 唐代诗人游历此山．挥毫赋诗： 壮国山河倚碧 

空．回拔烟霞侵太白 绿峰下视千万寻．青天只距百余尺 山区还有高冠峪和太平峪等河 

流， 高冠峪口的瀑布．落差 20多米． 半空白皑皑，喷壁四时雨 ．景色颇为壮观 游览 

草堂寺．你还可以看到 八宝玉石玲班塔 ，塔 珍贵罕见的艺术品令人拍手叫绝。草堂寺 

年平均气温比西安略低．4—5月． 9～lO月是草堂寺最美的季节．此时登临草堂寺．溪 

流纵横．树丛花影．田西山色，别有风致 当朝阳从山峦之后升起，圭峰下还是黎明破晓， 

云雾漫延酤 寺周围．轻烟淡雾．犹如仙境．蔚为奇观．这便是 草堂烟雾 的奇景 

春秋季另外一个旅游胜地是l羹观台，它南倚秦岭．北临渭河．东有田峪河．西有瓶峪 

河，海拔500～l 100 n1．山上竹林茂密．古木成荫．是—个风景秀丽的游览地．被命名为国 

家级十大森林公园之一 踏青，觅春、观赏秋色之余，还可以看到说经台等十三处道教遗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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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l7页)小城镇的发展没有当地民族的参加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城镇化是农业 

(村)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采取有利措施吸引为富余农业人口．减轻对山区森林的压力。 

3．7 调整土地面积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它影响到各民族的切身利益．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 

土地占用状况．在新的条件下进行适当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生存条件恶劣．已不再宜于 

农业生产的山区．可将其搬迁瑟l土地宽阔人均占有量大并目．土地浪费严重的坝区．进行土地 

再分配．或者允许他们旱季使用坝区荒闲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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