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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江西山区农业的现状 ,指出了制约江西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

实现江西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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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又称为持续农业 。 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荷兰召开的“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大会上通过的《登博

斯宣言 》将可持续农业定义为:采取某种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方式 ,以及技术性变革和机制性变革 ,以确保当代

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需求得到满足 。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包括农业 、林业 、渔业)能维护土地、水、动植物遗传资源 ,

是一种环境不退化 、技术上应用适当、经济上有活力以及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农业。我国政府在 1994年《中国 21世

纪议程 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农业的定义 ,即在保证当今农业发展的同时 ,通

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减少破坏与损耗 ,为未来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以确保后人的发展机会。

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 ,各国专家对山区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国也十分重视山区农

业的建设工作 ,一直将山区作为我国生态建设的重点 ,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后提出的以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为主要

目标的山区综合开发战略推动了山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

1　江西山区基本概况

山区是江西省平原和城市的重要生态屏障 ,其中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36%,丘陵占 42%,主要山脉分布于省

边境 ,山峰一般海拔 1000m左右 ,少数海拔高度超过 2000m,其中东有蜿蜒于赣闽、赣浙间的武夷山和怀玉山 ,南有横

隔于赣粤之间的大庚岭与九连山 ,西有雄伟、险峭的罗霄山脉 ,其中井冈山位于其中段 ,西北有盘亘于赣鄂之间的幕阜

山 ,庐山是它向东延伸的余脉 。江西山区生物多样 ,自然 、人文景观丰富 ,如庐山 、三清山、井冈山等都闻名于世界 。但

由于历史、地理因素等诸多原因 ,山区是全省生态上的脆弱区、经济上的欠发达区 ,也是江西全面实现小康 、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和难点区。

总体上看 ,江西仍然是一个农业比重很大的省份 , 2005年全省农业生产总值 1143亿元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17.6%,农业人口 3178.2万 ,占全省的总人口的 73.3%,其中山区农业人口占总农业人口的 39.6%,长期以来 ,由于山

区人口增长压力较大、片面追求农业产量增长和垦殖开荒等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造成目前山区水土流失严重 ,直

接威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 ,由于受地理环境封闭、传统农耕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 、科技文化教育的低层次性 ,

以及山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使得全省山区农业经济发展滞后 ,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人民生活较贫困 ,农业生产力低。

而且 ,山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从人均 GDP来看 , 2005年山区人均 GDP为 7746元 ,全省则为 9440元。

此外 ,农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多年来也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另外 ,全

省山区的总体开发水平不高 ,开发也不尽合理 。山区丰富的资源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 ,主要表现为重农轻林 ,重

用轻养 ,重主业轻副业 ,造成山区经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2　制约江西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2.1　人口素质有待提高　首先 ,由于山区的自我封闭状态 ,全省山区农民思想保守 、文化素质较低 。 2005年初中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 42.5%,比江西省平均水平低 7.8个百分点 。其次 ,长期以来山区农民多子多福的

思想根深蒂固以及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彻底 ,致使山区人口数量多 ,对土地的压力大。 2005年 ,山区总人口 1224.4

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28.4%,总户数 284.7万户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04人 ,山区乡村人口占山区总人口比重与全

省平均水平相比 ,高出了近 7个百分点 ,也大大高于全国水平 ,且这一比重下降的趋势缓慢。再次 ,目前全省山区人均



宜农土地为 0.413hm2 /人 ,低于全省 0.486hm2 /人的平均值 ,更低于全国人均宜农土地值(2005年为 0.513hm2 /人)。

正因为如此 ,大量较低素质的人口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 ,一方面迫使农民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经营 ,毁林开荒、破坏植

被 ,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另一方面又使土地规模经营难以实现 ,造成经营管理落后 ,土地生产效率

低下。

2.2　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长期以来 ,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 ,造成江西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经济效益不高 ,制

约了我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 ,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 2005年 ,江西省农林牧渔总产值为 1143亿元 ,其中种

植业占 44.7%,而林 、牧、渔业各占 7.7%、31.9%和 14.2%,虽然比 2004年林 、牧 、渔业的比重有所提高 ,但提高幅度不

明显 (见表 1)。而且林牧产值结构与江西省资源结构很不协调 。江西全省山区宜耕地面积只占农用土地面积的

17.9%,宜园地面积占 14.8%,宜林牧地面积占 75.3%,但目前林牧业产值比重远低于资源比重 ,资源优势未得到充分

利用。其次 ,第二产业比例结构需进一步调整 。全省山区工业结构优化度低 、科技含量低、经营规模小。许多农副产

品加工还停留在初级水平上 ,没有走上深加工 ,实现产品转化、多次增值的轨道上来。再次 ,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落后 ,

难以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江西山区第三产业处于起步后的低水平 ,产值只占全省的 1.5%,而且整体素质低 ,对农

村经济的推动力不强 ,不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 。

　　　　　　　　　　　　　　　　　　　　表 1　江西省农业生产值构成　 亿元

年份 农业总产值 种植业产值 林业产值 牧业产值 渔业产值 服务业

2004 1055 490 79 325 143 16

2005 1143 510 87 365 163 17

2.3　农业产业化程度有待加强　江西省山区农林牧渔业产品商品率多年平均为 65%,全省则为 68.2%。从增长速

度来看 , 2000 ～ 2005年平均增长率为 1.71%,全省为 1.84%。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率来看 ,近年来全省山区平均为

33.5%,而全省则为 41.6%。这说明我省山区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水平还不高 。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全靠政府指导 ,农业信息市场发展不完善 ,农产品市场交易分散 ,农产品不能在质量 、品种等方面与市场对接 ,大部分

农产品不能适销对路 ,造成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脱节 ,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 。

2.4　科技推广和普及水平有待提升　首先 ,山区农业科技人员偏少 ,农业科技研究力量薄弱。 2005年江西山区每万

农业人口拥有农技人员数为 2.7人 ,仅为江西省平均水平的 75%,导致各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研究和推广与实际需

要还相差甚远 。其次 ,农业科技推广能力低 , 2005年山区农业科技推广能力较全省平均水平低 5个百分点 ,造成全省

山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传统的手工作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再次 ,农业现代化水平低 ,这直接影

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以及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 , 2005年上述 3个指标值分别为 2459元 /人 、478元 /人、

30.5%,都只有江西省平均水平的 60%左右 。尤其是商品率指标值较全国水平(76%)有较大差距 ,这说明科学技术

在全省山区结构优化中并未发挥出主导作用。还有 ,山区农产品品质改善不明显 ,市场竞争能力弱 ,农民收入水平停

滞不前 。

3　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　以提高人口素质为根本 ,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首先 ,要减轻因人口增长过快而加重的消费压力和降低人均

耕地减少的速度 ,从而使山区能够增加积累 ,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其次 ,要增加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 ,加快山区扫盲

教育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并在此基础上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积极发展面向农村的高等教育 ,扩大实用技术培

训 ,逐步形成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 。再次 ,加强组织 ,多层面 、全方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第一 ,

大力发展林牧业 ,将种植业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从事林牧业生产领域 ,通过农业内部积极消化一部分劳动力 。第二 ,

继续发展中小企业 ,增强它们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第三 ,积极引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省内流动 ,强化省

外输出 ,鼓励出国务工 。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 ,才能使山区获得自我发展的空间 ,增强自我发展能

力 ,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3.2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促进山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江西山地面积广阔 ,农特产品繁多 ,为农业发展多种经营提

供了良好的资源基础。要按照我省“一村一品 ”工作要点的要求 ,以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进为基础去促进生产结构与布

局的调整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丘陵山区农业结构的调整 ,应以现有的资源为基础 ,以市场为导向 ,以经济效益 、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互相协调为目的 ,大力发展林果生产 ,通过因地制宜地实现区域化种植 ,建立一批具有市场竞争潜力的

果品基地 ,如蜜桔 、脐橙等市场前景看好的“名、优、特”果品基地。同时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实行规模化经营、产业

化生产 。山腹地山区要树立以林为主的思想 ,实行天然林禁伐和退耕还林政策 ,把过去那种不适宜山区特点的 “粮猪

型 ”结构 ,逐步改造成以林业为主 、山地畜牧业和多种经营 (茶、果、药、菌类等 )相配合的山区生态大农业结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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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地区 ,要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土地资源潜力 ,在稳定发展以粮、麻、油为主的种植业的同时 ,综合发展农、林、牧 、渔

业 。沿江地区 ,要在大力开发利用水面资源和发展水产品 ,稳定发展以粮 、棉 、油为主的种植业生产的同时 ,重视蔬菜、

瓜果、水禽和生猪的生产。

3.3　以农业产业化为载体 ,加快山区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　首先 ,要立足于实际 ,以当地资源为主 ,加快竹木、茶叶、

蚕茧、中药材 、土特产品的生产 ,主要以面向省内外市场的名特优新商品生产为核心 ,例如形成以赣南脐橙 、南丰蜜桔

等为主导 ,带动周边山区资源的开发利用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生产商品的经济优势 ,进而获得山区进一步开发建设所

需的资金 ,为山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确立经济优势。其次 ,要围绕生产基地和支柱性产业 ,兴办一批骨干性的龙头企业。

再次要建立相应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实现农业产业化 ,把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为一体 ,组织和引导

农民走向市场 。

3.4　以现代农业科技为支撑 ,提高山区农业生产效率　山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 ,只有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才能实

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一要坚定不移的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和服务体系 ,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的

推广应用 。二是加大山区干部群众的科技文化的培训力度 。聘请与吸引农业专家 、科技人员和科技特派员 ,采用多种

培训形式 ,进行不同层次的培训 ,提高干部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 。三是要抓优良品种的引进 、繁育 、推广 ,要根据市场

需求 ,调整品种结构 ,发展名优特稀的品种 ,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四是必须以生态环境改善为基础 ,改变

传统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生态农业 ,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实现“山上办

绿色银行 ,山下建优质粮仓”的农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局面 。

3.5　以机制创新为动力 ,增强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后劲　推进山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在于坚持创新 ,建立山区

农业发展的新机制 。首先 ,建立政策引导新机制。鼓励和扶持农业企事业单位 、农村集体、个人参与山区开发。坚持

“谁投资、谁经营 、谁受益 ”的原则 ,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山区开发中的作用。其次 ,完善投入新机制 ,通过放开的政策

吸引民间投资 ,并建立用项目引资的制度 ,财政和银行也通过资金扶持建立山区发展基金 ,专项用于山区农业开发。

再次 ,深化参与新机制 ,大力推进山区农业对外开放 ,吸纳山区外有资金 、懂技术 、善经营的有识之士来开发资源 ,开辟

市场;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机关 、企事业单位人员参与资源开发 、产品深加工、购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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