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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经济是影响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选择保山百花岭行政村 3 个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

条件不一致的自然村, 进行农户社会经济抽样调查及相关访谈, 并完成 9 户 37 个样方。对其资料进行整理后发

现: 农户人口和户数的改变对土地资源管理造成影响; 另外对经济结构与收入来源结构的分析, 得知农业社区

的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农户种植变动原因的分析及作物管理方

式的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倡导农户进行多样化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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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one of important factor which could affect the biodiversity change. Three nature vi-l

lages of Baihualing administrative village of Baoshan, which different natural and socio- economic enendowment were selected of

socio- economic survey and agrobiodiversity asses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and household change will cause the

change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to the analyzing results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come re-

sources, there is indiscerpt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change in agroecosystem. Diver-

sified cultivation is advocated in the ru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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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地区概况
111  百花岭行政村介绍

百花岭行政村位于保山市芒宽彝族、傣族自治乡南部, 地理位置为东经 98b51c92d, 北纬 25b
26c92d。2000年末, 全村的 9个村民小组共有村民 529户, 2192人。少数民族人口数 1037人, 占

全村人口的 47131%。主要民族有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和傈僳族。全村仅有 2人为非农业

人口, 劳动力行业的分布也主要集中于农业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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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的需要, 特选百花岭行政村内芒晃、古兴、汉龙三个村小组进行社会经济文化调查

和样地调查, 选择依据为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差异, 且村落分布于不同海拔地段, 自然条件

不一致。

芒晃离保山至六库的省级干道 4km, 处于整个百花岭行政村的最低点。村落海拔 1000m, 其

水田和旱地都分布在村落周围 800m~ 1200m的海拔范围内。村民多为 20世纪50年代末至此开荒

的留居者及后代。2000年共有 37户, 136人。古兴的村落海拔在 1200m 左右, 其旱地海拔与此

相当, 但水田却与芒晃的水田相接。2000年共有 39户, 166人。汉龙的海拔达 1550m, 是一个处

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缘的村落, 保山保护处下设的保护站及其生态旅游度假村就建在

村落边缘。其旱地基本分布在村落周围, 水田分布离村落较远, 约 3 ) 5 km, 并且与芒晃和古兴
的水田不属同一流域, 二者属于芒岗河流域, 而汉龙的水田属于澡堂河流域。汉龙 2000年共有

44户, 204人。

2  调查及研究方法
211  社会经济调查

以村小组组长提供的农户名单进行随机抽样为主, 辅以农户推荐进行

2000年农户社会经济调查, 采用HH- ABA农户社会经济调查表, 各组抽样 60%。即芒晃 22

户, 古兴 23户, 汉龙 26户。

212  社会文化调查

主要采取访谈的形式, 访谈对象包括随机抽样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农户, 以及村社的相关负

责人。其目的是全面掌握村社社会文化发展情况。

213  样地调查

在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 60%农户中, 又随意选取不同农户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旱地、水

田、庭园、轮歇地等) 进行样地调查, 到目前为止, 共完成 9户 37个样方。记录不同样方的生

境和特点, 并现场访问土地所有者的管理、栽培等技术和知识。

3  人口、户数的增加与土地资源管理
1981年及其以后的几年, 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他们开始了承包土地自行管

理的日子。1982年, 百花岭也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当时的各个社根据土地拥有情况、人

口及户数情况划分承包土地。

如芒晃有 96亩水田、40亩旱地, 而户数为 18家, 根据统计 81人参与承包, 于是以好田 1

亩/人、坏田 111亩/人、旱地 0149亩/人的原则进行划分。这种划分延续了近二十年。2000年,
芒晃已增至37家, 1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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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人口户数增加的原因, 百花岭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此相关。白花林是一个民族杂居的社

区, 而由于这些民族多为零散迁徙或搬迁至此, 所以他们本身已鲜有保留其传统和文化。但百花

岭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族村落, /男婚女嫁0 就不是这里的普遍规则, 百花岭更盛行的是
/招婿上门0。准确地说, 除无儿的情况下招婿外, 有儿、且不止一个儿子的家庭也为女儿招婿,

并分给一份田地。

下面是调查到的芒晃的两个大家庭的婚姻变化状况图:

从以上的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 两个家庭都从第一代的一户发展到现在的七户, 七户中有三

到四户是因为 /招婿0 而得以在村中继续发展。一般说来, 诸如这两个家庭的第二代, 应该在

1982年分得了自己的土地, 但第三代则不同, 他们当时年龄较小或尚未出生, 到他们开始成家

时, 只能从自己父母的承包田中划分出一部分。从一到七的增长, 其结果是各户所拥有的承包土

地越来越少。

这种增人增户不增地的情况, 直接影响了以农业为本的农户的经济生活, 于是各种应变措施

出现。农户新垦土地或租用土地。
表 1  芒晃抽样农户 2000年新垦、租用土地情况

户主 新垦田亩数 种植物 开垦时间 租用田亩数 种植物 租自何方

方国久 6 甘蔗+ 芒果 1994

赵新伟 1 咖啡+ 芒果 1996

杨福良 3 玉米 白花林

刘安永 1 甘蔗 1990

8 玉米 1996

蒋会昌 3 玉米 芒晃

万树华 4 玉米 1996

赵子春 116 水稻 白花林

常信民 4 甘蔗 1993

3 甘蔗 1995

袁中海 2 玉米 2000

刘安良 4 咖啡+ 玉米 1993

1 玉米 2000

袁树富 415 甘蔗 鱼塘

0158 水稻 土官寨

118 甘蔗 土官寨

据调查, 上述家庭中, 除刘安永、蒋会昌和赵子春 3户外, 其他全部都存在自己本身是外村

上门女婿、本代或上代中有人招婿的情况, 从而影响了原家庭承包土地的再次划分。还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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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般分家还将把六十年代划定的自留地划出作为新家庭的宅基地, 而通常自留地即农户特殊

的土地形式 ) ) ) 庭园, 从而自留地的划分并挪作他用, 直接使农户的庭园面积减小或失去了庭

园。

另一方面, 个别家庭又因女儿出嫁等原因面临着承包土地剩余的情况。如古兴杨根伟一户,

当年承包了 6个人 (即自己、妻子、3 个女儿和小儿子) 的土地, 如今, 3个女儿已经出嫁, 儿

子已娶了媳妇, 于是 6个人的土地归 4个劳动力劳作。在劳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 有近 6. 5

亩的土地荒芜。同时由于无人分家, 自留地也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全家拥有 2亩多 ( 40m @ 37m)
的庭园。这不仅使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而且有效地保护保存了生物多样性。

4  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变化
411  经济结构和收入来源结构

百花岭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区, 它以种植业作为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从全村的情况看,

2000年农业收入占了总体收入的 64^8%, 而农业收入中较大的部分是依靠出售甘蔗、咖啡等经济

作物, 另外部分剩余粮食的出售也是农户获得现金收入的主要方法。在我们调查的芒晃和古兴,

2000年内甘蔗收入占了其收入的 63%和 57%, 而甘蔗收入仅占 32%的汉龙, 非农事活动的收入

占36% , 仍不及出售种植物的收入, 其甘蔗、核桃、板栗及蔬菜等的出售占其收入的 51%。所

以, 农户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412  经济因素与种植变动

农户的种植变动这节影响到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变化, 而经济利益又是导致农户进

行种植变动的主要原因。

2001年初, 百花岭出现这样的情况: 少部分农户砍倒了已种植几年的咖啡树, 其主要原因

是2000年咖啡的售价从几年前的十几元一斤, 将至 2~ 3元/斤, 这种落差是农户决定放弃咖啡

的种植。

2000年, 全国糖价上涨, 百花岭所属的芒合糖厂鼓励农户扩大甘蔗的种植面积, 并推行新

增种植面积1亩, 补助180元人民币的政策。这极大地推动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我们的抽样农

户2001年也有了种植变动。芒晃有 10户 13195亩水田改种甘蔗, 同时有 3户 515亩旱地改种甘
蔗; 古兴寨有 8户1917亩水田改种甘蔗, 并由 3户619亩旱地改种甘蔗 (表 2)。

汉龙更是经济利益趋使改变种植的典型, 汉龙海拔较高, 旱地种植甘蔗产量低且价格低, 但

其自然条件优势和经济林木的种植, 于是农户一方面注意到了近年来经济林果经济效益增加的现

象, 另一方面又处于经济林果属于 /懒庄稼0, 可腾出时间从事非农事活动的考虑, 开始种植核

桃、板栗等林果, 26个抽样农户中的 8416% , 即 22户将核桃、板栗等与玉米套种。另外, 部分

农户在得知波寇的收购价格较高后, 开始在庭园种植波寇, 这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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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芒晃抽样农户 2001年种植变动情况表

户主 亩数 类型 亩数 类型 亩数 类型 亩数 类型

方国有 3 咖啡+ 龙眼

方国久 1 水稻y甘蔗 1 咖啡+ 龙眼

王世张 115 甘蔗y水稻

赵新伟 1 玉米y咖啡+ 芒果

聂地 1 玉米y甘蔗

杨福良 115 水稻y荔枝+ 龙眼

刘安永 2125 水稻y甘蔗

蒋立容 * 017 水稻y甘蔗 112 甘蔗y水稻

袁树梅 211 水稻y甘蔗

赵子春 * 019 水稻y甘蔗 018 甘蔗y玉米

常信民 * 112 水稻y甘蔗 1 玉米y甘蔗 219 甘蔗y玉米
蒋会云 2 水稻y甘蔗 315 水稻y甘蔗

张国才 2 水稻y甘蔗

袁中海 115 甘蔗y玉米

赵新扬 018 水稻y甘蔗

刘安良 114 甘蔗y玉米 1 水稻y甘蔗+ 荔枝+ 石榴

袁树富 1 水稻y甘蔗

总计 13195 515 913 715

古兴抽样农户 2001年种植变动

户主 亩数 类型 亩数 类型 亩数 类型 亩数 类型

杨尔明 317 水稻y甘蔗

袁其刚 216 水稻y甘蔗

董应明 2 水稻y甘蔗 414 玉米y甘蔗

杨根伟 4 水稻y甘蔗 10 甘蔗y玉米+ 李子+ 龙眼

李春仓 2 水稻y甘蔗

郑加兴 117 甘蔗y玉米
赛虎海 2 玉米y甘蔗

吴志相 * 2 水稻y甘蔗 315 甘蔗y玉米

袁其茂 215 甘蔗y玉米

龚占扬 212 水稻y甘蔗 015 玉米y甘蔗

龚自其 * 112 水稻y甘蔗 2 甘蔗y玉米

总计 1917 619 917 10

注: * 表示因轮作需要而进行了种植变动

413  经济效益与作物管理

庭园是一种特殊的土地类型, 农户在庭园中种植蔬菜或果木, 并且基本自产自消。于是他们

基本采取了传统的管理方法对庭园进行管理, 如除草, 农户采用锄或拔的方式, 另外, 有的甚至

有意留下一些可入药或可喂猪的 /杂草0, 显然, 这种管理方式有效的保护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

和发展。所以, 庭园才成为物种保存的良好基因库 (刀志灵等, 2000)。而同样是除草, 对于水

田和旱地农户却使用了化学药品。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很简单, 化学药品价钱不高, 如农户常用

的草甘膦和扑草剂分别是 4元/瓶和 3元/盒, 但能 /治标治本0, 从而使高投入的肥料能够完全

作用于种植物, 提高种植物的产量, 最终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且不论化学药品对土壤、水源等的影响, 也不讲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实, 杂草在农田中具

有防止水土和肥料流失、能够保持水土和地力等等不可忽视的生态作用 (徐克章, 1999) , 化学

药品, 特别是除草剂的大量使用, 直接影响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

我们选取部分样方进行分析。如上图所示, 我们统计了三个农户不同土地利用阶段的物种丰

富度, 显然庭园的物种丰富度较高。7号样地的物种丰富度也较高的原因是农户尚未使用除草

剂, 即7号样地为核桃+ 板栗的混农林, 一般情况下, 等果子成熟以后, 农户将施用除草剂除去

杂草, 以便拾捡掉落的果子。8号样地的物种丰富度也不低, 其原因是 /此块地疏于管理0 (其

他农户语) , 也就是说土地所有者未使用除草剂有效除草, 从而与其他地块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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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抽样农户样方情况表

土地利用阶段 所属社 户主 样地序号 样地编号 当地名 海拔 (m) 坡向 坡度 土壤类型 物种丰富度

Homegarden 汉龙 吴朝民 9 W- H- 01 园子 1560 96

古兴 杨成吴 18 Y- H 园子 1430 82

芒晃 方国友 37 F- H 园子 1080 58

Agroforest 汉龙 吴朝民 7 W- A 大绿箐 1560 东偏北 26b 香面土 93

古兴 杨成吴 16 Y- U- 1 水沟头 1450 东南 10b 黄壤 15

芒晃 方国友 33 F- U- 02 红果坡 1160 东南 25b 香面土 20

Annual Cropping 汉龙 吴朝民 8 W- P- 01 高家田 1050 东南 台地 白砂土 43

古兴 杨成吴 17 Y- U- 2 岩门坡 1485 东南 20b 香面土 15

芒晃 方国友 32 F- U- 01 山坡田 1073 西南 台地 红土 13

414  多样化经济的发展与多样化种植

从白花林的情况来看, 甘蔗的出售仍然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但这并非是唯一来源, 我们

提倡多样化的经济发展, 更倡导多样化的种植。

汉龙因地处保护区下沿, 保护站及生态旅游度假村又建在村落边缘, 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发展

门道。森林产品的采集及出售是其在白花林村中独占的优势。另外, 旅游及考察活动又促进了汉

龙养殖业的发展, 而且村民担当向导、赶马驮运物资等也增加了农户的非农事收入。我们提倡依

靠外部环境, 寻求多样化的经济发展。

从农户立足之本的种植业来说, 同样需要多样化的思路。1995年, 混农林的推广示范在汉

龙推广, 当时, 有 12家农户种植板栗, 开始发展经济林木, 至 2000年底, 已有 110亩左右的土

地种植了甜柿、核桃和板栗。这种学习与效仿是因为多样化种植带来的经济利益所致。人均土地

较少、种植较为单一的芒晃也有农户开始种植咖啡、龙眼、荔枝、石榴等经济作物 (可参见芒晃

抽样农户 2001年种植变动情况表)。农户对其前景极为乐观: /三年吧, 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会有收入。这种发展应该可以。0

5  讨论
511  社会经济与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综合以上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到简单的模式:

社会经济 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 社会经济

经济上的压力是世界上大多数的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消亡的主要原因 (郭中伟、李典谟,

1998)。社会经济的发展抑或发展方向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保存与保护, 同时, 生物多样性的

保存与保护能否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条件或方向, 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农业社区是保存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区域, 但是人为作用过强, 所以又是极易使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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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丧失或破坏的区域。只有社会经济与之结合并协调发展, 才是众多农业社区的未来发展之

路。

512  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探讨
由于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直接拥有者往往存在经济发展问题, 所以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探讨

将更好地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

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探讨, 应注意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生物多

样性的经济价值利用, 及如何引导农户进行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开发; 另一方面是经济开发过程中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即从开发过程中使农户体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 并提高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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