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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石漠化治理的历程、成效、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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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省是我国石漠化面积最大、比例最高、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建国以来，贵州省一直坚持不懈地

开展石漠化治理。本世纪以来．治理成效显著，石漠化加剧的势头得到抑制并出现了逆转的趋势。文章对建

国以来贵州省石漠化治理的目标、措施与成效进行了阐述，并对变化发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管理体制变化

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背景进行了粗浅分析：指出了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存在问题．提出了对策与建议．以期对今后

石漠化治理的决策和石漠化发展趋势的预测有所稗益。

关键词：贵州省：石漠化：治理效果：存在问题；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X1 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1—48l()(2()l 6)Oj 0497一06

O 引 言

以贵州高原为中心的西南喀斯特地区，地处长

江、珠江上游地区。长期以来，在脆弱生态环境背景

与不合理人类活动双重作用下。产生了以地表植被破

坏、土壤流失、基岩大面积裸露为主要特征的石漠化

现象[I。“。严重石漠化引起的土地退化问题不仅是

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三大集中连片

贫困区极度贫困的根源，也严重威胁长江、珠江两大

流域的生态安全和重要因素。建国以来．石漠化地区

的各级政府领导广大群众不断地开展石漠化的治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称为石山治理)，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管理体制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石

漠化治理的目标和措施也有所变化。进入本世纪．治

理成效显著，石漠化加剧的势头不但得到抑制．而且

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2006年以来，笔者一直从事西南喀斯特水土流

失的研究，也非常关注石漠化的治理工作。2015年8

月，笔者参加了中科院学部组织的《“十三五”石漠化

治理与区域发展》咨询项目的贵州考察，听取了有关

厅局的汇报。收集阅读一些贵州石漠化治理的文献资

料，对贵州石漠化治理历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本文

对建国以来贵州石漠化治理的目标、措施与成效的变

化，及其变化发生的社会经济发展，管理体制变化和

科学技术进步的背景进行了粗浅分析，指出了存在问

题．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对今后石漠化治理的决策

和石漠化发展趋势的预测有所稗益。

l 石漠化治理的阶段划分

受“荒漠化”名词的启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贵州省科学院山地资源研究所杨汉奎“3和中国地质

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袁道先等¨针对喀斯特地区

荒漠化现象提m了“石漠化”的概念．得到了社会和学

术届的认同．石漠化危害的严重性也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关注，之前的“石山治理”也改称为“石漠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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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项目的级别和强度明显提高：4。依据石漠化科

学概念，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和石漠化治理、天然林保

护等国家重大生态治理T程提出的时间节点．笔者将

建国以来的石漠化治理初步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石

山治理阶段(19jo一1980年代中期)、石漠化治理初

始阶段(1980年代中期一1998年)、石漠化治理生态

建设阶段(1999—2008年)和石漠化治理设置专项阶

段(2009年以后)。表1具体概述了石漠化概念从认

知到治理的目标、措施、社会经济发展和治理项目变

化情况。j。。

表l 不同阶段石漠化治理措施的变化

TE11)lc 1 Changes of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n c。ntrol measures in different stages

主：× 术采用措施：☆一般措施；☆☆一重要措施；☆☆☆一m常匝要措施。

2 治理目标与措施的变化

2．1 治理目标的变化

石漠化治理的总体目标是改善当地居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增加群众收入。发展区域经济。

但不同阶段有所侧重．石山治理阶段侧重解决群众的

温饱问题；石漠化治理初始阶段，以改善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遏制石漠化加剧趋势为目标；石漠化治理生

态建设阶段，以逆转石漠化发展趋势，增加群众收入

为目标；石漠化治理设置专项治理阶段，以加速逆转

石漠化趋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

2．2治理措施的变化

石漠化治理措施根本是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

坡改梯、水保林、经果林、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小型

水利(水保)T程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治理项目

资金投入加大．石漠化科学认知水平提升，机械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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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高等原因，不同治理阶段采取的措施的不尽相

同。石山治理阶段，为了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坡改

梯为非常重要的措施，未实施自然修复和乡村、田间

道路建设措施。石漠化治理初始阶段，坡改梯仍为非

常重要措施，植被恢复开始采用自然修复措施；石漠

化治理生态建设阶段，自然修复成为非常重要措施，

坡改梯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石漠化治理设置专项阶

段，配合新农村建设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增加

了乡村、田间道路改造；由于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和产

投比不高等原因，坡改梯降为一般措施。

3治理成效的变化

南于缺少卫星遥感图像资料．难以定量分析20

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贵州省石漠化时空变化情

况。众多的研究表明，尽管部分地区开展了石山治

理¨“。但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策失误和人口

急剧增长等原因，20世纪50一80年代森林砍伐和毁

林开荒现象严重，贵州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呈发展的

趋势。白晓永1“一等利用TM遥感图像和相关资料．

编制了贵州省1986年、1995年和2000年三期的

1：10万石漠化空间分布图．生成了GIS数据库。研

究表明，i期的石漠化面积(轻度以上)占岩溶区的面

积的比例分别为35．48％，35．23％和35．55％。基本

无变化，不同等级的面积变化幅度也均小于3．2％。

这表明，1986年一2000年间，贵州石漠化加剧发展的

趋势已有所抑制。扭转了明清以来石漠化一直呈发展

的趋势。2005年以来。国家林业总局开展了我国南

方石漠化的监测工作．根据国家林业总局每五年发布

的《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

底，贵州省石漠化面积302．38万hm!。比2005年减

少29．23万hm!，减幅达8．82％．年均减少1．47％。

2014年贵州省森林面积1 934．9}1m!．森林覆盖率

49．01％，近年来年均增长l％以上。从社会经济发

展态势和生态环境项目投入分析．2()O()年一2005年

期间，石漠化面积可能已开始减少；2011年以来．应

该延续或加速2005年一2011年期间的减少趋势。

2015年院士咨询团考察所到之处．除晴隆放牧山地

外，基本未见到大面积的裸坡．喀斯特山丘多为林草

覆盖．仅石质坡顶，灌草稀疏。由于缺少相关数据，本

文不讨论石漠化治理的其他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

效益。

笔者认为，2000年以来贵州省石漠化开始逆转。

2005年后呈现明显逆转的趋势。其驱动力主要

有二：

(1)大量农民外m务T。据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

查”_1 3]，2006年末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

l 619 79万人，外出务T-人员已达441．74万人，占

27．27％，是1996年的3．66倍。据统计，2011年。贵

州外出务工人员达7jo万，2012年接近800万，仅温

州地区就有80余万贵州人。按年人均收入6000元

计。每年劳务收入达340亿元。以每年500万人长期

在外出务工计算．每年可减少1／7的省内粮食和其他

农产品消费，大大减轻了土地的承载压力。农民外m

务工的劳务收入带回家乡。除置房盖屋，用于日常生

活消费外。部分还用于发展生产和石漠化治理。外f J『

务T农民回乡。不仅带回了资金。还带回了发达地区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反哺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2)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加大。1998年长江洪水

灾害后，国家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

等项目，力度很大。贵州省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截止2014年，累计投资31．4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

投资29．59亿元；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截止2012年。累

计投资180．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175．1亿元。

2008年启动的石漠化综合治理T程，至2010年累计投

资13．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12．1亿元。

4主要存在问题

4．1石漠化治理规划缺少分区指导。尊重地方和群

众意愿不够

参照水土流失治理规划．石漠化治理也按小流域

编制规划。贵州分布有喀斯特高原、喀斯特峡谷、峰

从洼地和喀斯特槽谷4个石漠化治理区，自然环境．

尤其是土壤的发育保存，存在明显差异．社会经济状

况和治理需求也不尽相同，但各个区的石漠化小流域

治理规划无甚区别。危害、治理措施和效益等主要部

分“如m一辙”。部分规划制定时实地调研不够，图上

作业、“克隆”痕迹明显。治理措施及工程任务“自上

而下”，不重视参与式管理．尊重地方和群众意愿不

够．部分措施不切合实际。

4．2 国家需求与民生需求的矛盾

石漠化治理是以改善生态为主要目标的环境工

程。恢复植被改善生态主要是国家需求，随着经济的

改善．生活开始富裕的农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愿

望也逐渐迫切。但在生活尚不富裕的农村。农民关心

更多的是乡村道路建设和人畜饮水等民生需求。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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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化治理规划中的植被恢复等国家需求措施热情不

高。一些地区的石漠化治理往往存在“群众要修路，

政府要种树”的矛盾，特别在一些经济落后、群众生活

贫闻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如水源区、风景区等．这一矛

盾尤显突出。

4．3 九龙治理，各部门项目的措施重叠

发改委、农林水、国土部和扶贫办等众多业务部

门都设立了与石漠化治理相关的项目，同一区域(小

流域)内不同项目的植树造林、坡改梯、修路和小型水

利等措施有时重叠，存在同一个丁程向不同部门交

差，“一盘子菜到处炒”的现象。同时，以县乡为分配

单元．各自为政。产业构建不成规模，商品化程度低，

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使其治理效果不佳。如

曾一度风行的“花江的花椒模式”．如今可持性明显

降低。

4．4 水窖等民生工程要求按基本建设项目进行管

理．不切合实际

水窖等民生工程是在农民拥有经营权的土地上

修建为他们服务的微型水利_r程。工程分散，难以集

中修建和管理。本应根据农民的需要．采取民办公

助，“户建、户有、户管”的方式进行建设、使用和管理。

但石漠化治理项目的相关工程，往往没有明晰产权，

尊重农民权利，机械地按基本建设项目进行工程规

划、设计、建设和管理。部分T程不切合实际。质量也

差，特别是水窖等工程后期管护难以落实，使用效果

欠佳。

4．5超微型个体农户模式，不适合开展规模化治理

实践证明，地形、土壤、气候和交通等条件较好的

轻度石漠化土地，可以集中连片种植经济林果，进行

规模化开发性治理。但资金投入大，技术和管理要求

高，个体农户的超微型土地的经营模式，不适合开展

规模化治理。

4．6生态移民进展不快，方法有待商榷

生态移民是石漠化严重的贫困山区扶贫发展、生

态建设的有效途径，已是社会的共识。相关地区的政

府也非常重视此项工作，主要采取政府主导的移民方

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13年移民65 910人；2014

年，政府主导的计划移民15万；和全省923万人的贫

困人口相比，生态移民的规模有限，进展不快。其原

因主要是：(1)移民投入大，2014年15万移民需要国

家投入30．5亿元；(2)由于对环境和生活习惯不适

应，或生计问题不能解决．政府主导的移民群众未必

都能满意，常表现为“好心没得好报”；(3)生态移民的

没有具体标准，往往是领导拍脑袋决定，移民或未移

民的村寨可能都有意见，往往是“一碗水不好端平”。

4．7关键性科学技术研究薄弱，对科研新成果宣传

推广重视不够，治理工程科技含量低

近10年来，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院所和科研人

员热衷于石漠化治理规划方案的编制，对于石漠化的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却渐行渐远。对于基础研

究已取得的成果，如喀斯特坡地水分人渗强烈，地表

径流系数极低的新认识等，没有广泛应用于治理实

践。水窖设计时多没有布设集水面，水窖建成后往往

是来水不足。无法满足用水需要。被称为“癌症中的

癌症”的白云岩草坡植树造林难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

解决。依然是多年长不大的小老头树(滇柏)。对已有

治理模式的科学原理认识不够．特别是对一些失败的

或有争议的模式，没有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后给出令

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如关岭的顶坛花椒，晴隆的种草

养畜和普定的堵塞落水洞建设马官洼地水库等模式。

5对策与建议

5．1 精心制订“十三五”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

十三五石漠化治理规划要和主体功能区、土地利

用、退耕还林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规划相融合，将

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美丽乡村建设、石漠化治理、

扶贫开发等规划统筹协调，共同推进、共同发展．因

此。建议以国家十三五规划为指导，在贵州省十i五

规划中列入石漠化治理专题，并适时启动石漠化治理

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石漠化治理方案和措施配置

要根据治理小流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特点．充分

尊重地方和群众意愿，综合国家和民生需求而确定．

不搞“一刀切”和“分配式”。治理任务应先“自下而

上”再“自上而下”的方式确定。治理补助标准也不要

“一刀切”，要根据具体措施和任务确定补助标准。

5．2 明确治理主体，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制订多种石

漠化治理管理模式

明确石漠化治理的主体是土地的经营者，集中流

转需要治理土地的土地经营管理权，要不拘一格，“白

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适合规模化开发性治

理的土地，积极引进民营企业，鼓励回乡农民工创业，

用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模式管理土地资源。

5．3巩固已有治理成果，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通过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治理，石漠化治理成效

明显。石漠化发展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并开始逆

万方数据



第35卷第j期 张信宝：贵州石漠化洁理的历程、成效、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501

转。喀斯特坡地生态环境脆弱，破坏易，恢复难，对来

之不易的成绩要倍加珍惜。水窖和经济果林是治理

工程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生态恢复的薄弱环节，对

已完成项目的相关T程要“回头看”．继续补充完善。

保持住石漠化治理的胜利果实。石漠化防治要预防

为主，治理为辅。对于缺少土壤的石质坡地，难以恢

复完密植被，因此，彻底“消灭”石漠化是不现实的。

对于筑路、采石等工程活动形成的“T程石漠化”，造

成新的岩石裸露，要引起充分的重视．要加强相关工

程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环境保护方案的编制、实施

和监督管理工作，及时恢复植被，避免形成新的生态

环境问题。对遗留的岩石裸坡，要加紧绿化，美化

环境。

5．4加大退耕还林力度。提高补助标准

目前．贵州省森林覆盖率为49％，要达到《贵州

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0％造林绿化规划》确定的目标，

建议全省25。以上陡坡耕地及石漠化山区坡度15。以

上的坡耕地作为退耕区域，并根据这些区域的人地关

系现状、人口发展特征合理确定退耕规模、时序、林果

产业发展方向等。石漠化山区坡度15。～25。坡腰部

位，多为土石质坡地，少许的土壤一旦流失，将成为不

能利用的石质坡地，石漠化危害最大。是急需保护的

土地。另外，不同部门来源项目的退耕还林补助标准

要统一，建议统一按照林业部门的标准进行补助。

5．5 科学制定移民规划。加大生态移民力度，鼓励政

府引导下的自主移民

根据生态功能定位的国家需求．综合考虑水、电、

路、就医、上学等公共社会服务的成本和农业劳动生

产率，科学制定移民规划。对确定移民搬迁的村寨，

不再进行公共服务的基本设施建设。由各级政府统

一制定生态移民规划，避免出现不同业务部门制定各

自移民规划的浪费现象。目前，移民农户补助标准偏

低，需要自筹移民资金5～10万元。这笔费用对于生

活在石漠化贫困地区的大部分群众难以承担，因此应

加大移民区配套基础设施的投入。扭转个别地区把帮

扶移民变为移民开发的倾向，避免出现“嫌贫爱富”的

现象，保护鳏寡孤独、聋哑病残弱(低保户、五保户)贫

困农户等弱势群体的移民权益，建议对这部分特殊群

体实行兜底政策，分期分批把这部分最需要搬迁的群

众搬出来。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落地生根，较好地

融人了当地社会，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形成自发移

民。自发移民不需要国家投入，不存在“好心没得好

报”的问题。要对自发移民开展调研，在总结经验的

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实现生态移民。

5．6加强喀斯特基础科学研究，提高石漠化治理科

技含量

加强对石漠化地区缺土、漏水和土地产出率不高

的基础应用研究和防治技术研究工作，基础应用研究

包括单位面积土壤总量、土地生产潜力、坡面径流系

数和入渗速率等；防治技术研究包括喀斯特坡地集蓄

水技术、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土壤改良技术、特色经

济作物、林果的良种培育、引种栽培技术、白云岩草坡

植树造林等研究。石漠化治理要重视开发新技术、新

材料、新品种的应用．提高石漠化治理的科技含量。

如对解决喀斯特坡地漏水强烈以及蓄水池来水不足

的集水面技术就应大力推广应用。今后，在石漠化治

理规划的水窖工程中一定要配套集水面工程。深入

实地，调查研究，切实编制石漠化治理规划方案，提高

规划质量和可操作性，杜绝“克隆”现象。加强喀斯特

地区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利用国家十三将建设一批国

家实验室的政策机遇，在整合有关资源的基础上，研

究在贵州省建设喀斯特研究国家实验室的可行性，为

长期开展喀斯特基础研究搭建更高的平台。

石漠化治理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而是以人

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议加强相

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

合，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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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achieVements，problems and suggested countermeasures

of karst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in Guizhou

ZHANG Xi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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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zhou has the largest area and highest pr。p。rtion of karst desertification areas as well as the

most poor popul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f。unding of PRC，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on contr01。f karst

desertification in Guizhou． Although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this century， desertification

acceleration has not been well suppressed， even revers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ims． measures and a—

chievements of desertification contr01 since 1949 and analyzes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administrative system change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gresses， and points out existing prob—

lems in desertification contr01 pr。jects． Then the suggestions on future projects are pr。posed． which may

benefit predicting the change trend of desertific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desertification contr。l in the fu—

tUre．

Key words Guizhou，rocky desertification．control effect，existing problems，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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