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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及其增效路径 

白晋湘 

(吉首大学，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基于农业劳动力、耕地、水资源、化肥四个维度，对武陵山区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进行初步评估和内部地

州市对比，发现武陵山区农业资源利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地州市内部呈现不均衡，农业资源利用存在劳动

力资源外流、土地利用不当、农业经营粗放、资源短缺和严重浪费并存、农业生态系统面临破坏和污染等问题。

据此，提出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生态耕作方式，构建水资源科学管理体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控制

化肥施用量等路径，以增强农业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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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of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  
in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BAI Jin-xiang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four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labor, farming land, water resource and fertilizer, this paper evaluates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and compares it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in the area.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of whole country and is not balanced in this area, which is 
a result of labor outflow, improper land use, poor agriculture operation, lack and waste of resources, and destroy of 
agricultural ecology system. Finally, some advice is presented to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 such as to adjust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to develop effective and ecological farming methods, to build 
scientific management system of water resource, and learn from foreign advance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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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战略重点已明确指

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山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11—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将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

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十四大山区

列为连片特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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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扶贫

攻坚的关键所在。有学者指出，提升农业资源利用

效率，利用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和后发优势，加快

形成农业产业链条，实现一体化经营，培育中介服

务组织是贫困山区实现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前提；[1,2]

而采用优势资源的规模开发模式、人力资源的异地

开发模式和资源约束型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提升农

业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模式。[3]贫困山区必须注重

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农业后备资源，发展特色

农业资源产业。[4]也有学者以一种全面、系统、综

合的观点评价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提出应基于光、

温、水、土、肥等因子评估贫困山区农业生产潜力，

力求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三者相互协调以使其投

入农业资源产生最大效益。[4-8]对欠发达的贫困山区

来说，虽然资源不足是约束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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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是仍普遍存在着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现象，

农业资源过度开发严重，方式不当和监管不力还造

成农业公共资源浪费和农业生态环境污染。[9-10]具

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片面追求产量提升，致使农业

资源的浪费，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过度重视

GDP增长，重速度、数量、规模等数量指标，轻农
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在调整区域农业

产业结构、农业产品结构、农业生产力的空间分布

时，过度注重经济绩效，对社会生态效益重视不够；

农民科学素质不高，生产技术落后，生态保护和环

境污染防治成本较高，农业投入资金不足，致使农

业资源利用无法走入良性循环轨道。[11-12]贫困山区

亟宜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淘汰

高能耗、高污染的农业，培育和支持低能耗、低污

染、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产品生产，推进经济增长方

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 
已有研究虽对贫困地区资源利用模式和农业

产业化发展等进行了探讨，但基于国家十四大连片

特困山区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典型案例分析相对

缺乏。武陵山区处于我国西部向中部过渡地带，涵

盖湘鄂渝黔四省市的 40 多个县、市、区，总面积
11万平方公里，人口 2 500万，包括湖南的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湖北的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重庆的黔江区，贵州的铜仁市

等。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明确提出：武陵山片

区要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不断优化

发展环境，坚持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相结合，努力

建设成为扶贫攻坚示范区、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

区、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因此，笔者拟以

武陵山区为例，深入解剖“麻雀”，探究国家级特

困山区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可

行路径，以期对贫困山区发展提供借鉴。 

二、武陵山区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评析 

充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贫困山区全面建设

农村小康社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更是

保护贫困山区生态和谐的有效路径。笔者现根据

“十一五”末期武陵山区农业劳动力、耕地、水资

源、化肥利用的有关数据(表 1)，对其农业资源利用
效率进行初步评估和分析。 

表 1 “十一五”末期武陵山区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比较 

指标 
种植业劳

均产值/元
耕地资源

消耗系数 
水资源消

耗系数 
化肥投入

消耗系数 

怀化市 768 0 2.15 2.20 0.056 

黔江区 557 2 2.36 0.56 0.13 

湘西州 476 6 3.45 2.38 0.12 

恩施州 413 4 4.72 2.57 0.08 

张家界市 355 2 5.06 0.25 0.066 

铜仁地区 302 1 5.15 0.45 0.10 

 (1) 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劳动力资源指一个国
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劳动者思想观念、生产技术、

教育文化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是重要的农业

资源。武陵山区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占相当

大的比重，农业产业化程度底。2009年，武陵山区
6 个地州市种植业产值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 93%，
种植业劳动力占农业总劳动力的 95%以上。 

由表 1可以看出，武陵山区 6个地州市的种植
业劳均生产率在 3 021~7 680元/人之间。怀化市的
劳动生产率最高，达 7 680元/人。原因有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因为怀化市的耕地较其他地区稍平坦、

人均耕地面积大、土地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农业

机械化水平较高；二是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发展较

好，许多农业品牌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如麻阳冰糖
橙、芷江宏源桃等)，市场前景好；三是因为怀化市
地处湘黔铁路、枝柳铁路、渝怀铁路的交汇地带，

高速公路、铁路纵横交错，商贸物流网络发达，运

输成本低；四是怀化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市场容量

十分巨大。重庆市东南部一区两县达 5 572元/人，
位居第二，主要是因为该区农业产业化水平提升较

快、农业专业公司发展快、农业知名品牌多。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

分别为 4 766元/人和 4 134元/人，与其他地区相比，
差距较大。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两个自治州种植业

和旅游业(凤凰古城旅游)兼而有之，农业产业化水
平低、区内市场小、交通不便、农产品运输成本较

高；二是两个自治州国民受教育程度低、农村人力

资源综合素质低且农村人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张

家界市与贵州省的铜仁地区的种植业劳动生产率

约 3 552元/人和 3 021元/人，排在最后。原因可能
是农业基础差、人多地少和主要发展旅游业的缘故

(如张家界旅游区、梵净山旅游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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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耕地利用率。耕地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资
源。耕地利用效率可用耕地资源消耗系数与利用效

率系数表示。武陵山区 6个地州市约有耕地 38 271 
600公顷，人口总数达 2 500万，人均耕地 0.13公顷。
表 1 显示，武陵山区耕地资源的平均消耗系数为
3.81，这比我国耕地资源消耗系数平均水平(2.20)高
出 1.61。从武陵山区各地州市的横向比较看，贵州
省铜仁地区一市一区三县、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

六县两市的耕地资源消耗系数较高，为5.15和5.06 ，
而怀化市 10县 1市 2区、重庆市东南部一区两县的
耕地资源消耗系数相对较低，为 2.15和 2.36。湘西
自治州、张家界市的耕地资源消耗系数居中等，为

3.45和 4.72。图 1反映了 6个地州市 1999—2009年
耕地资源消耗系数的变化情况，总体上看，该地区

耕地资源消耗系数的下降趋势十分明显，1999 年平
均水平是 6.05， 2009年下降到 3.81。这一变化表明，
武陵山区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正在逐步提高。根据

调查，武陵山区耕地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的主要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为地方政府对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投入提高了农业效率；二是因为

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化肥投入的增加；三是耕作制度

的创新和管理方式更科学。 

 
图 1  武陵山区耕地资源消耗系数的变化情况 

(3) 水资源利用率。水资源是农业生产最重要
的资源之一。武陵山区山多平地少，耕地多位于山

坡，水是一个约束性很强的资源。近几年来，随着

工农业大力发展，武陵山区水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

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瓶颈”。

为了更准确测算武陵山区水资源利用率，本文以农

业水资源消耗系数为测量指标。农业水资源消耗系

数是指每生产 1公斤粮食所消耗的水资源总量，它
的倒数就是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系数。 从表 1 的
水资源平均消耗系数来看，武陵山区为 1.4，不仅

高于我国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

平。分区域看，张家界市仅为 0.25，农业水资源消
耗系数最低，远低于武陵山区的平均消耗水平；农

业水资源消耗系数处于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贵州

省铜仁地区一市一区三县、重庆市东南部一区两

县，分别为 0.45、0.56；消耗系数最高的是恩施自
治州(2.57)，其次是湘西自治州(2.38)，怀化市(2.20)，
都高于该区平均水平。调查表明，水资源消耗居高

不下主要与作物耕作制度和灌溉制度有极大关系，

恩施自治州、怀化和湘西自治州都是武陵山区主要

粮食产地，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较大，而农民又习

惯于传统的灌溉方式，导致了用水量过大。 
(4) 化肥利用率。化肥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资

源。近年来，武陵山区各地化肥施用量呈逐年上升

的趋势。统计资料显示，“十五”期间，该地区化

肥投入年递增 16%。1999年，武陵山区每公顷耕地
化肥投入达 680 kg，2009年达 710 kg。从农产品化
肥消耗量来看，2009年武陵山区每生产 1kg粮食平
均消耗化肥为 0.092 kg，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069 
kg)，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035 kg)，可见武陵山
区化肥利用效率很低。化肥过量施用不但使农业生

产边际收益递减，而且导致武陵山区土壤板结、地

下水资源污染、农产品品质下降等严重问题。从武

陵山区各地横向比较看，湘西自治州和重庆市东南

部一区两县化肥消耗系数最高，为 0.12和 0.13，其
次是湖北恩施州(0.08)和贵州铜仁市(0.1)；最低的地
区是怀化市(0.056)和张家界市(0.066)。但总体来看，
武陵山区各地市州化肥投入消耗系数呈现出逐年

下降趋势(图 2)，1999 年为 0.122，到 2009 年下降
到 0.092 kg，这一趋势也表明武陵山区各地市州的
化肥施用效率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 

 
图 2 武陵山区化肥投入消耗系数的变化趋势 

 



 
 

5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0月 

 

三、武陵山区农业资源利用面临的问题 

从以上农业劳动力、耕地、水资源、化肥等四

大指标来看，武陵山区的农业资源利用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6 个地州市内部呈现出不均衡，存在劳
动力资源外流、土地利用不当、农业粗放型经营等

问题，资源短缺和严重浪费并存，农业生态系统正

面临破坏和污染。 
(1) 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力利用率低。与

发达地区相比，武陵山区产业结构仍然处于低级状

态。按世界银行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一千美

元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比例是 14:35:51，而
2009年武陵山区各市州的三次产业结构比分别是：
怀化市为 23.3∶31.2∶45.5，张家界市为 17.9∶
27.7∶54.4，湘西州为 21.4∶34.45∶44.15，恩施州
为 32.6∶24.9∶42.5，重庆黔江区为 17.4∶42.7∶
39.9。武陵山区表现为第一产业比例较大，第三产
业(除极个别地区之外)明显落后；主导产业不突出，
虽然椪柑、茶叶等农产品有一定特色，但规模不大，

且初级产品多，深加工不到 10%；农产品精深加工
绝大部分为中小企业，科技水平低，普遍存在资源

消耗大、环境污染重、能源消耗高等突出问题，不

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农

业产业内部结构极不合理，传统种植业比例偏大，

市场化率比较高的新型农业发展不足，大量劳动力

集中于种植业，结果造成山区劳动力相对过剩，从

而出现劳动力利用率低。 
(2) 耕作方式落后导致耕地资源利用率低下。

传统的、缺乏科技支撑的耕作方式是武陵山区耕地

资源利用率低、单位面积产值不高的主要原因。一

是山区地形复杂，大面积成片土地少，不适合大型

农业机械操作，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畜力耕作方式

上。虽然国家进行了一些投入，但由于山区农机开

发成本高、收益低，挫伤了科技人员的开发积极性，

懂技术、懂开发的人才流失严重。虽然近年来农业

育种技术发展很快，许多农作物开发出了许多高产

新品种，但由于武陵山区地形、地势和独特的气候

水文条件，满足不了高产良种作物的种植生产条

件，难以达到理想中的产量。 
(3) 分散化、粗放式管理导致水资源利用率低

下。武陵山区的主要河流大多跨省级行政区或地州

市行政区，这就造成了水资源投资开发与水资源利

益享受严重分割。如凤滩、五强溪、碗米坡 3个水
电站，绝大部分淹没区在怀化、湘西自治州，但除

碗米坡外，另两个项目的绝大部分淹没区没有参与

利益分享。库区要承担移民和发展的成本，但库区

却难以享受水资源的利益。另一方面，武陵山大多

数地区山高坡险，地形复杂，大型用水设备无法进

入农田或农地用水区域。再加上管理方式落后，灌

溉方式粗放，没有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科学储水

系统，有水漫灌、无水任干现象十分普遍。 
(4) 片面追求速度和产量导致农业化肥施用量

快速上升。武陵山区农村既有点源污染，又有面源

污染。养殖业过度追求产量和速度，污染十分突出

严重，种植业和养殖业造成的农药、化肥、粪污、

地膜、重金属污染，导致了土壤污染、水体污染、

大气污染，再与生活污染叠加在一起，给山区的食

品和饮水安全及健康带来了严峻挑战。 

四、武陵山区农业资源利用增效路径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

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
闭环型农业循环经济物质流动模式，有机地联结

种、养、加工等环节，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产

品的精深加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提高农业产业

化水平和层次，使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其关键环

节包括根据“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农业循

环经济基本原则，应再利用、精加工各种初级农产

品、副产品，促使其不断增值；将农业生产环节、

物流运输环节、消费环节产生的各种废弃物，进行

有效回收利用，使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生态化；

延长农业产业化链条，将农业种植业、畜牧养殖业、

农产品加工业有机联合，促使其产业一体化，把产

业上游的产品或废弃物转变成产业下游的投入原

料，通过上下多个层次产业间的物质和能量循环交

换，使资源和能源消耗减少、转换速度加快，废弃

物利用率提高，达到减轻环境污染的目的。就武陵

山区农业资源利用而言，其增效路径有五条： 
1．优化产业结构并延长产业链条 
首先要改造和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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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高效、可持续”的节约集约型生态农业，将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统一起来，使农

业生产提质增效。其中重点是发展武陵山区优势特

色产业，打造和延伸特色产业链，发展农业生态循

环经济。包括依托粮食及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打造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依托畜牧、水产生产加工

企业，打造畜牧、水产加工等鲜活产品生态循环产

业链；大力依托林木产业及林下产品加工业企业，

打造林产品及林下产品生态产业链；以稻草、秸秆

和其它植物综合利用为重点，回收利用农业资源，

形成全系统、全方位、科学合理有效率的农业循环

经济系统框架。同时努力培植农业生态集群，促进

传统分散农业、小农业向现代大农业、集约型科技

农业发展转型；建设好循环型农业产业园区，促进

农副产品加工企业集群，以农业生产要素为纽带，

将有害污染物封闭在园区中进行闭路循环，防止二

次环境污染。 
2．发展高效和生态的耕作方式 
提高耕地资源利用率的首要问题是更新耕地

观念，优化耕地资源。一是发展本地农作物和经济

作物，避免因武陵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农业资源

利用的制约。重点是继续利用柑橘基地、中药材基

地、猕猴桃基地、茶叶基地等发展本地具有比较优

势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二是有针对性地对武陵山

区农业优势特色资源进行科技攻关与开发，如适应

武陵山区地理条件和复杂气候条件下的优质高产

良种研究、耕种技术研究、施肥技术研究、收割技

术研究等，推进耕作方式改革。其中重点是按照“农

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粮食安全”三位一体的原
则，通过强化集约种植优势，推行间作套种技术和

立体种植技术提高复种指数，推广和应用测土配方

平衡施肥技术，加强适应武陵山区地形条件的农业

小型机械的研发，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3．构建水资源科学利用与管理体系 
要根据武陵山区水系特征，加快农村防洪抗旱

减灾体系建设，以国家防洪标准实施防洪护岸综合

治理工程。加快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和乡镇集镇

防洪工程建设，完善抗旱设施，完成小型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消除安全隐患，大力恢复水库蓄水能力。 
同时加强农田水利体系建设，完善农地农田灌溉系

统。续建库区、坝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开展

武陵山区内各江河溪流域等中小型灌区建设，实施

基本农田灌溉示范工程，提高山区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 要大力实施水土流失综合修复工程和生态修
复工程，将坡耕地水土流失、农业综合开发、易灾

地区生态环境等纳入综合治理，完成重要河流水系

森林工程建设。加快电气化系统建设，实施新农村

电气化和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改扩建农村水电

站。加大水利资金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

中、后期扶持力度，推动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

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武陵山区

现代农业特色水利园区，健全完善水务一体化管理

体制，协助建设武陵山区防汛抗旱应急救援中心。 

4．借鉴国外先进做法控制化肥施用量 

美国在农业资源和环境管理过程中的经验值

得借鉴。美国主要使用经济手段，通过政府立项，

支持农场主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按各级政府对环

境质量的要求设计解决生态环保问题的项目。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成本由政府与农场主共同承

担。这样可以刺激农场主进行项目建设，提高项目

收益，减少政府开支，节约项目成本，还可以明确

责任，由农场主承担项目责任，实行项目追究制度。
[13]另外，日本的成功经验也颇有借鉴意义，即实施

用有机物改良土壤、保护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等农业

发展政策。[14]这些经验都可以用来促进武陵山区控

制化肥施用量。 

5．完善全面保护与利用资源的体制机制 

要完善体制机制，促进武陵山区农业资源全面

保护与利用。一是完善资源环境利用评价制度，系

统化建设农业产业化废水、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生产垃圾、生活生产用废弃物集中处理的基础设

施，严防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

二次污染和二次生态破坏。二是完善农业资源的产

权制度，充分利用市场利益驱动机制，激发山区农

民和企业节约资源和实现环境友好的内在动力，主

动采取对策、自愿采取措施治理和保护资源与环

境。三是强化农业资源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加大执

法力度，严格执法程序，完善农业生态资源保护的

执法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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