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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在付出沉重的经济、
生态和社会代价后的理性选择 ,是人类发展战略的

根本变革 ,是对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消费 、高享
受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否定。“可持续农业”或农业可
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

领域的延伸 ,它是在对现代常规农业发展引发的一

系列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逐步形
成的 ,其核心是正确处理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社
会的关系 ,促进社会 、经济、生态三方面效益的统一
与协调。 当前 ,贵州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农业生产水

平低下 ,产业素质差 ,社会经济发展滞后 ,农村贫困

面大 ,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重困难。面
对入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

高 ,贵州农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沉重的话

题。为此 ,本文在研究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

要障碍的基础上 ,对实施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技术选择及制度安排展开研究。

1　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1. 1　农村人口规模大、素质低
大量研究表明 ,人口问题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素

质问题 ,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

素 ,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障碍。作为经济
发展严重滞后、农村贫困面大的贵州农村 ,人口问题

显得尤为突出 ,严重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实施。
1. 1. 1　人口增长过快 ,生态环境压力大　建国以
来 ,随着经济发展 ,贵州人口快速增长 , 1978年达到

2 686. 48万人 ,短短 29年净增人口 1270. 08万人 ,

年均增长 2. 23%。 改革开放以后 ,尽管全省实行了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由于人口基数大 , 2001年人

口达到 3 798. 51万人 ,比 1978年增加了 1112. 03万
人 ,年均 48. 35万人 ,年均增长速度 1. 52% ,远远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贵州人口密度高达 215. 7人 /

km2 ,比全国平均人口密度高出 62. 3% ,大大超出了

目前生产技术水平下喀斯特地区平均约 150人 /

km2的合理人口承载容量。过大的人口规模 ,直接导

致对资源环境的过度需求 ,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

破坏 ,给贵州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

力。同时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 ,人口规模过大 ,加大了

劳动力资源的就业压力 ,农业内部难以消化 ,城镇难

以容纳 ,阻碍了农村脱贫致富的步伐 ,严重影响到全

省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
1. 1. 2　人口素质低 ,科技文化落后　贵州人口问题
主要集中在农村 , 2001年底 ,全省农村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高达 83. 21%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21个

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 ,文盲半文盲人口

比例高达 21. 42%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3. 33个

百分点 ,比东部地区高出 16. 67个百分点 ,即使与落

后的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相比 ,仍高出 5. 51个百分

点。从科技力量上看 ,全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

口的比重不足 1. 5%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林
牧渔业科技人员比重更小 ,全省仅 2. 65万人 ,每万

人口中仅 7人 ,人员少 ,经费不足 ,使农业科技成果

推广受到严重制约 ,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目前仅达

到 35%左右的水平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余个百

分点。 由于科技文化落后 ,人口素质低下 ,科技、信
息、资金等生产要素缺乏 ,客观上导致农村对人口数

量的过度追求 ,从而加大了人口控制的难度。 同时 ,

由于人口过快增长 ,反过来又加大了提高人口素质

的投入负担 ,严重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 ,从而陷入

人口素质低—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
口素质难以提高—人口增长快的恶性循环 ,最终影

响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1. 2　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差
1. 2. 1　水土流失严重　长期以来 ,由于人口增长过
快 ,造成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 ,导致生态环境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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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治理改善、整体仍在继续恶化的严重局面。据统
计 ,贵州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 , 50年代为

14. 2% ,到 80年代提高到 28. 4% , 90年代初这一比例

提高到 43. 5% ,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7. 67万 km2。近年
来 ,全省通过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 ,特别是小流域

治理及封山育林等措施的实施 ,水土流失面积不断

扩大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但目前流失比例

仍高达 40%以上 ,每年流入长江、珠江的泥沙量高达
6 100多万 t。严重的水土流失 ,一方面使耕地资源本

就十分短缺的贵州丧失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 ,削

弱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 ,也直接影响

到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的长治久安。
1. 2. 2　石漠化面积日益扩大　由于水土流失面积
广、强度大 ,加上特殊的地形地貌 ,使威胁人类生存

的石漠化面积快速发展 ,目前全省已达 2. 34万

km2 ,占国土面积的 13. 3% ,而且每年还在以 900多

km2的速度不断扩大。
1. 2. 3　自然灾害频繁 ,防灾抗灾能力弱　由于土壤
退化、生态环境破坏 ,自然灾害如干旱、低温、洪涝、
凝冻、冰雹、病虫害等连年不断。 据统计 ,建国以来 ,

全省大旱、特旱平均五年一遇 ,中旱二年一遇 ,进入

90年代以后洪涝等自然灾害程度逐步加大、频率逐
步加快。
1. 3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与城镇居民、国内其他地区农村居民进行比较 ,

贵州农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表现在: ( 1)城乡差距

逐步拉大。 1978年贵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

2. 36, 1985年略有扩大 ,进入 90年代以后进一步扩

大到 3. 2以上 , 2001年达到 3. 86(表 1)。而从全国平
均水平来看 , 198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比为

1. 86,整个 90年代一直维持在 3. 0以下 , 2001年这

一比值为 2. 9; ( 2)与国内其他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相

比存在着较大差距。 2001年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是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 64倍 ,东部地区更是贵

州的 2. 18倍。 即使是落后的西部地区 ,其整体水平

也是贵州的 1. 13倍 ; ( 3)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慢。按
可比价格计算 ,改革开放 20多年来 ,贵州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上能与全国城镇居民保持同步
增长 ,年均增长 7. 72% (全国 7. 76% ) ,而全国农民

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 7. 2% ,贵州仅 5. 47% ; ( 4)

农村贫困面大 ,相当数量的人口还在为生存而苦苦

挣扎。 截止 2000年底 ,全省仍有 313万农村贫困人

口 ,贫困发生率高达 10. 02% ,比全国平均贫困发生

率高 7. 02个百分点。
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速度慢 ,城乡差距扩大 ,

农村贫困发生率高 ,严重影响和制约贵州农业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 1)影响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水平 ,使贵州农业难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 ( 2)形

成“马太”效应 ,造成农村资源 (如资金、智力等 )的大

量外流 ,进一步削弱了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 3)影响农村市场的启动 ,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

持续、健康发展 ; ( 4)进一步加大了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的压力。
1. 4　农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比较效益下降

1. 4. 1　农业结构不合理　据统计资料显示 , 2001

年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 1412元 ,其中来自第一产业

855. 5元 ,占 60. 59% ,而在第一产业中 ,农业、林业、
牧业、渔业分别占 75. 80% 、 2. 18% 、 21. 85%和

0. 16% ,这与贵州自然资源条件形成强烈的反差。贵
州立体农业特点显著 ,有利于发展效益型、生态型、
特色型农业 ,而且全省草山草坡 428. 67万 hm2、占
24. 36% ,有林地面积 451. 87万 hm2、占 25. 67% ,具

有发展林果业和畜牧业得天独厚的立地条件。 而做
好林业、畜牧业这篇文章 ,也正是当前乡镇企业和城

镇吸纳能力下降情况下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实现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
性选择。
1. 4. 2　农业比较效益下降 ,农业增产不增收　主要
原因在于: ( 1)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 ,农产品市场走出了长期短缺的困境 ,并出

现结构性过剩 ,加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仍向城市倾

斜 ,国家从农业取得多、给得少 ; ( 2)城镇化发展滞

后 , 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第一产业、 83%
的农村劳动力仍然固守在耕地上 ,劳均耕地面积不

断下降 ,导致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难以提高 ; ( 3)长

期以来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 ,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
剥夺现象依然存在。

表 1　贵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异变动对比

项　　目 1978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 　 109 287. 83　 435. 1 1086. 6 1276. 7 1298. 5 1334. 5 1363. 7 1374. 2 1411. 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256. 8 687. 1 1405. 1 3931. 5 4221. 2 4441. 9 4565. 4 4934. 0 5122. 2 5451. 9
城乡收入比 (以农村居民为 1) 2. 36 2. 39 3. 23 3. 62 3. 31 3. 42 3. 42 3. 62 3. 73 3. 86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贵州统计年鉴》提供资料汇总整理。

2　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选择

促进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必须消

除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 ,紧紧围绕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实现农村脱贫致富这个中心 ,树立生态建

设与反贫困同等重要的思想 ,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发

展、生态恢复与生态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 ,积极开展

技术创新 ,构建切合贵州喀斯特山区农业可持续发

展需要的技术支撑体系 ,实施生态经济综合开发模

式 ,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促进社

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2. 1　喀斯特生态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技术体系
2. 1. 1　生态移民技术体系　贵州目前人畜饮水困
难的人口高达 712. 7万 ,其中生存环境极为恶劣、需
要异地搬迁的人口高达 87. 99万人。 如不对这部分
人口采取异地搬迁安置等措施 ,一方面不可能彻底

解决其脱贫致富问题 ,另一方面会加剧对生态环境

的持续破坏 ,从而进一步恶化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然而 ,要解决近百万人口的移民搬迁问题受

诸多因素的制约 ,既是一个社会问题 ,又是一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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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还是一个严重的生态保护问题 ,而且生态移民

也不同于库区移民 ,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供借鉴。 因
此 ,必须结合贵州喀斯特山区的特殊情况 ,加强对生

态移民技术体系的研究。
2. 1. 2　喀斯特生态区生态环境恢复重建技术体系
　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针对不同类型喀

斯特生态区水、土资源时空配置规律 ,积极开展: ( 1)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 ; ( 2)喀斯特地区

石漠化防治技术及森林植被恢复与保护技术体系研

究 ; ( 3)喀斯特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用技术及农

民增收技术体系研究 ; ( 4)根据贵州地形地貌复杂的

特点 ,积极开展区域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的研究 ;

( 5)围绕减少三废污染开展环保技术创新。
2. 1. 3　农村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体系　贵州广大农
村特别是边远的贫困农村 ,目前仍大量依赖于森林

资源提供生产、生活能源 ,造成对森林资源的极大破

坏 ,因此 ,必须改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积极发展

农村沼气 ,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 ,积极开展新能源如

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应用技术研究 ,从而扼制对

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和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2. 2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技术体系
2. 2. 1　良种研究开发利用技术　 ( 1)以生物技术为

核心开展农业科技创新 ,培育优良农作物新品种和

动物新品种 ,实现农业生产的质优、高效 ; ( 2)开展适

宜于贵州立地条件的特色、优质苗木的研究与开发 ,

发展贵州林果业 ; ( 3)围绕贵州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

加强技术攻关 ,培育适合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特色

优质新品种。
2. 2. 2　农业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技术　 ( 1)加强兽

药、兽用疫苗和饲料的技术研究与创新 ,提高畜牧业

生产效率 ; ( 2)围绕绿色食品开发 ,开展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的技术研究 ,增强贵州

农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3)围绕提高水、肥等生产资
料利用效率 ,开展生产资料高效利用技术体系研究 ;

( 4)积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特别是利用电子、
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促进传统农业产业的升级

换代 ; ( 5)积极开展传统技术、工艺和装备的技术创
新 ,提高乡镇企业技术装备水平。
2. 2. 3　耕地改良技术体系　贵州土地利用率为
84. 6% ,土地垦殖率 27. 84% ,均高于全国 77. 61%

和 14. 21%的平均水平。 由于山高坡陡、地表破碎、
土层浅薄 ,中低产田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高达

78. 6%。如何对中低产田土进行改良 ,提高土地产出

水平 ,是实施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

任务。因此 ,必须在对不适宜耕作的土地实行退耕的

基础上 ,加强对喀斯特生态环境耕地的治理改良技

术体系的研究。
2. 3　农村产业结构优化技术体系
2. 3. 1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体系　充分利用贵
州喀斯特地貌这一独特优势 ,以及由此造就的丰富

多彩、独特绚丽、神奇诱人的喀斯特人文景观等宝贵
资源和发展资本 ,大力开展旅游资源利用的技术创

新 ,形成具有贵州特色的旅游产业。
2. 3. 2　特色生态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贵州气候类

型多样 ,生物资源丰富 ,环境污染较轻 ,给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立地条件 ,而且无

公害蔬菜、辣椒、猕猴桃、小叶苦丁茶、特色畜产品、
蘑芋、花卉、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已具有一定
的基础 ,形成了一定规模。今后需进一步加强统一规
划 ,积极开展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 ,提高资

源利用率、土地生产率、劳动就业率 ,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 ,从而推动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
2. 3. 3　农副产品加工技术体系　发达的农副产品
加工业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贵州农副产品加工发展
严重滞后 ,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今后
应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以农副

产品精深加工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促进贵州农业产

业化经营的发展 ,实现农副产品增值 ,增强贵州农业

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2. 4　人力资源开发技术体系
人口控制历来是贵州农村工作的一个难点。 为

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必须加强贵州人

力资源开发技术的研究: ( 1)结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计划生育实际 ,积极开展计划生育技术创新 ;

( 2)为推动农村预防保健的进一步普及 ,大力加强相

关技术研究 ,为人口控制提供技术保障 ; ( 3)开展推

动农村素质教育的技术体系研究 ,全面提高少年儿

童科技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生态文明素质 ; ( 4)开

展建立适合贵州特点的科技普及和科技服务技术体

系研究 ; ( 5)开展如何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素质培

训的技术体系研究。
2. 5　推动贵州农村城镇化发展技术体系
贵州城镇化步伐严重滞后 ,而且城镇建设缺乏

统一规划 ,呈低、小、散发展状态 ,城镇功能难以发

挥 ,目前城镇化率仅 16. 79%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为推动贵州城镇化建设的发展 ,促进农村剩余劳

动力非农转移 ,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

提高农村收入水平 ,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研究符合贵州资源和环境条件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发展模式 ;二是加强贵州小城镇发展规划研究 ,促进

农村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 ;三是加强如何发挥贵州

山区小城镇功能的研究 ;四是加强农村城镇化与农

村工业化协调发展的研究 ;五是强化农村城镇化的

产业支撑问题研究。

3　促进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3. 1　进一步加强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经济开发项
目的前期论证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使西部地区成为世人

关注的焦点。 国家对西部地区实施了倾斜的投资政
策和产业发展政策 ,用以加强和引导西部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项目的实
施 ,这是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然而 ,目

前对实施项目的管理却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领导拍

板项目、论证不充分项目时有发生 ,使本就十分紧张

的建设资金产生了不必要的浪费。 目前即使是经过
可行性研究的项目 ,也存在着人为技术处理可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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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缺乏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 因此 ,在贵州喀斯

特地区生态经济开发过程中 ,必须进一步加强生态

建设项目与生态经济开发项目的前期论证 ,对拟实

施项目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精心策划 ,反复

推敲论证方能上马 ,从制度上杜绝项目资金浪费现

象的产生。
3. 2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科技意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 但是 ,工业文明发展历程表明 ,科学技术

是一柄“双刃剑”: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极大地增强

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欲望 ,在促进

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对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

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把人类带到了不可持续发展

的边缘。显然 ,传统的科技意识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 ,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 人类如果缺乏生态文明意识、环境保护意
识 ,科学技术水平越高 ,给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

的危害就越大。然而 ,即使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已被人

类广泛接受的今天 ,传统的科技意识仍未从根本上

打破 ,在农业科技领域更是如此。我们的科技成果考
评、科研工作实践 ,无不打上追求高产、超高产的烙
印 ,导致农业投入不断增加 ,经济效益不断下降 ,具

体表现为增产不增收 ,而且对土壤质地造成极大破

坏 ,使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因此 ,实施农业可持

续发展战略 ,必须首先从我们的科技界开始 ,树立可

持续发展的农业科技意识 ,增强效益观念 ,以质优、
高效为目标开展农业科技创新 ,实现社会、经济、生
态效益协调发展。
3. 3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促进贵州农业技术进步和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贵州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 20% 、科技在农业
中的贡献率仅 35% ,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与

贵州传统的农业科技体制有很大关系。因此 ,为推动

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 ,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的作用 ,必须对传统的农业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 1)

结合贵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际 ,采取撤、并、转
等形式 ,改革调整现行农业科研机构 ; ( 2)围绕贵州

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大力调整科研方向和布局 ,促

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 ( 3)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 ,推

动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 ; ( 4)拓宽融资渠道 ,多

方筹集技术开发资金 ,促进贵州乡镇企业和农村产

业结构的升级。
3. 4　加强制度创新 ,为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

力和保障

实施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消除阻碍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必须有相应的技术作支撑 ,而技

术创新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为此 ,结合贵

州实际 ,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抓好制度创新:

一是改革现行资源环境使用和管理制度 ,实行资源

有偿使用和环境污染超额付费制度。 同时改革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 ,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

目标和衡量发展水平的尺度 ;二是营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 ,完善技术创新投入体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推动农业技术创新 ;三是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加

强对有限耕地资源的保护 ,减轻人口增长对资源环

境的压力 ;四是加快贵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积

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

企业 ,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 ,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
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 ,增强农业整体竞

争实力 ;五是进一步加大政府补贴力度 ,促进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封山育林工程、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 ;

六是加快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
革 ,积极推进贵州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七是改革长

期以来形成的向农业过多索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积

极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3. 5　建立和完善农村技术服务体系
科技促进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 ,需要创设一定

的条件 ,以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对接”: ( 1)建立和完

善全省农业防灾、抗灾技术服务体系。在系统研究灾
害发生规律的基础上 ,应用高科技手段建立灾害监

测、预报网络 ,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和灾害发生可能性

的科学判断 ,制定综合性减灾政策 ,提高全社会综合

防灾、减灾、抗灾能力 ; ( 2)进一步加强农村市场体系

和农村信息技术服务体系 ,为贵州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提供畅通的信息服务 ,促进农村资源的优化配

置 ; ( 3)建立和完善农业和农产品质量管理、监测技
术服务体系 ,以提高农产品质量 ,增强贵州农业的国

际竞争能力 ; ( 4)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扭转

农村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线断 、网破的严重局面 ,

更好地为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服务 ; ( 5)进一步加强

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技术培训体系的建设 ,使农村

少年儿童享受到应有的教育权利 ,使农村劳动力素

质得到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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