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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农民参与意识与响应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为例

付同刚１，２，３， 陈洪松１，２，∗，张伟１，２，聂云鹏１，２，王克林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亚热带农业生态过程重点实验室，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５

２ 中国科学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环江　 ５４７１００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基层农民在石漠化治理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对其态度及参与意愿的了解相对较少。 基于参与性调查方法，按不同

石漠化程度，对广西河池地区环江县、都安县、大化县 ３３ 个屯 １５４ 户居民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参与意识与响应进行了调查。 结果

表明，了解石漠化的农民所占比例较小，且随石漠化程度的增加反而减少。 影响农民石漠化治理参与意识的主要因素是农民的

文化程度和年龄，但生态示范区内农民参与意识要远好于非示范区。 生态农业模式能被多数农民所接受，但因存在成本、农产

品销路、技术等问题而实施难度大。 政府支持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具有经济生态双重效益，但实施过程复杂；农民自发形成的

发展模式通常具有收益高及操作简单等特点，但规模往往较小，且受市场影响较大。 因此，石漠化治理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强

对重度石漠化地区农民的宣传教育，同时充分发挥生态示范区的作用，增加示范区的辐射范围；另一方面，在支持已有发展模式

的同时，应重点支持种桑养蚕、手工品加工等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并开拓农产品市场。 总之，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政府

加大支持力度，科研单位提供技术指导，农民群众积极配合，形成政府⁃科研单位⁃基层农民共同参与的石漠化治理模式。
关键词：喀斯特；参与性调查；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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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是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１］。 早在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中国科学院地学

部曾向国务院呈送《关于西南岩溶石山地区持续发展与科技脱贫咨询建议的报告》，并在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４—３０
日，组织 １２ 位院士和专家对贵州普定、独山、广西河池、都安等县岩溶区进行了考察。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

“关于推进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的若干建议”的咨询报告［２］；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

织编制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２００６—２０１５）”，明确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的目标、任务

和保障措施。 ２０１１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重点开发岩溶地区等典型生态脆弱区

生态系统的动态监测技术、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 ２０１４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

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实施包括石漠化治理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 同时，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成因，土壤

侵蚀机理，水源涵养功能等基础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３⁃６］。 在相关政策与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共同作用

下，石漠化整体扩展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是仍有局部地区不断恶化，防治形式依然很严峻［７］。 在现今的

石漠化治理过程中，政府及科研单位依然起主导作用，而农民群众作为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的主要参与者［８⁃１０］，
其作用同样重要。 研究表明，７９％的石漠化表征的环境压力可由人口、人均耕地和农民的人地关系观念所解

释［１１］。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以及人们生态观念的单薄导致石漠化的产生和加剧［３，１２］。 因此，在政府政策及基

础研究的作用充分发挥时，如何提高农民群众在石漠化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并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成为西南

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的关键所在。
石漠化治理模式多种多样，位于贵州花江峡谷的“顶坛模式”，充分利用岩溶环境及适生植物资源，建立

了“猪—沼—椒（经果林）”模式，在恢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石漠化治理与经济的同步发

展［１３］；位于广西果化县的“果化模式”，建立复合式立体生态农业，陡峭山坡封山育林，垭口发展保持水土功

能较强的植物，山麓发展经济林果，洼地发展旱作粮食及种草养畜，不但改善了生态环境，更提高了经济水

平［１４］；位于广西环江县的“古周模式”，建立了种草养牛的复合生态农业模式，引进“桂牧 １ 号”牧草来代替玉

米为主的种植方式，并用牧草养牛。 种植牧草不用翻耕，既保持了水土，又获得了收益［１５］。 已有石漠化治理

措施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果，但多为政府或科研单位主导参与的重大工程，对基层农民的意愿了解不够深入。
除此之外，也存在农民自发形成的农业发展模式，但数量少较少，且创新性差［１６］。 另外，石漠化治理的成果主

要集中在示范区内，而非示范区的农民对相关政策不了解，制约了示范区辐射面积的扩展，不利于石漠化的治

理。 因此，本文通过对基层农民的调查，了解其对石漠化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分析不同石漠化治理模式

和农民群众参与意愿及条件，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及相关研究的进行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河池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地处 １０６°３４′１８″—１０９°０９′３８″Ｅ 和 ２３°４１′３６″—２５°３７′１６″Ｎ 之间，属于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１６．９—２１．５℃，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 １２００—１６００ ｍｍ 之间，辖金城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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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河池市位置及行政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ｐ ｏｆ Ｈｅｃｈｉ

宜州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南丹

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

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等 １１ 个县（市、区）（图 １）。 河

池市喀斯特地貌出现的面积为 ２．１８ 万 ｋｍ２，约占全市国

土面积的 ６５％，占广西喀斯特地貌总面积的 ２４．３４％，是
广西喀斯特地貌出露面积最大的地区。 由于受地质背

景、气候因素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河池市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石漠化现象，尤以都安县、大化县、环江县石漠化

威胁最大［１７］。 因此，选择都安县、大化县及环江县为代

表进行调查。 环江县约 ５３．２３％的土地面积出现石漠化

现象，并且轻度石漠化面积减小而潜在石漠化、中度石

漠化、重度石漠化面积有所增加［１８］。 都安县石漠化分

布面积约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２９．８％，占碳酸盐岩出露面

积的 ９３． ４７％，集中连片分布于县城的南部及北部地

区［１９］。 大化县石漠化总面积为 ５０８ ｋｍ２，占县域面积的

１８．１％。 轻度石漠化与潜在石漠化、中度石漠化、重度

石漠化与极重度石漠化分别占 ６７． ９％、 ２３． ０％、 和

９．１％［２０］。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调查方法

根据遥感影像及相关文献，并结合实地调查判断石漠化等级［１７，２０］。 在每个县选取轻度石漠化、中度石漠

化及重度石漠化的乡镇各一个，共 ９ 个乡镇（表 １）。 在每个乡镇，选择随机入户的方式，运用参与性调查的方

法［２１，２２］对农民进行访谈。 访谈共分为 ３ 个部分：一是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等；二是

受访者对石漠化的认识，包括对石漠化的了解程度及了解途径等；三是受访者对生态农业的认识，包括对生态

农业的态度及接受生态农业的条件等。

表 １　 调查乡镇的基本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ｏｗｎｓ

县
Ｃｏｕｎｔｙ

轻度石漠化
Ｌｉｇｈｔ ｄｅｇｒｅｅ

中度石漠化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

重度石漠化
Ｈｅａｖｙ ｄｅｇｒｅｅ

都安县 大兴乡 永安乡 地苏乡

大化县 大化镇 六也乡 七百弄乡

环江县 下南乡 明伦乡 水源镇

２．２　 数据处理方法

所调查的数据均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及 ＰＡＳ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８．０ 软件中进行分析。 农民石漠化治理参与意识的影

响因素采用多元逻辑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调查问卷共 １５４ 份，来自 ９ 个乡镇，３３ 个屯。 研究区居民居住较为分散，因此调查面积广，可以充分代表

研究区整体情况。 男性受访者 ９３ 人，占总数的 ６０．４％。 女性受访者 ６１ 人，占总数的 ３９．６％（表 ２）。 轻度石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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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中度石漠化地区受访者均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而重度石漠化地区则表现为女性受访者人数略高于

男性受访者。 受访者总体上以 ３０—４０ 年龄段居多，所占比例为 ２６．０％。 轻度石漠化与中度石漠化地区 ５０—
６０ 年龄段受访者最多，分别占 ２４．５％和 ２９．４％。 重度石漠化地区与总体趋势一致，表现出 ３０—４０ 年龄段受访

者最多（３３．３％）。 受访者以初中学历居多，总体上初中学历所占比例为 ４４．２％。 高中及以上学历较少，其中

轻度石漠化地区高中及以上所占比例为 ２８．６％，中度石漠化地区为 １３．８％，而重度石漠化地区仅为 ５．６％（表
２）。

表 ２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基本特征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轻度石漠化
Ｌｉｇｈｔ ｄｅｇｒｅｅ

中度石漠化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

重度石漠化
Ｈｅａｖｙ ｄｅｇｒｅｅ

总和
Ｔｏｔａｌ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男 ３４ ６９．４ ３３ ６４．７ ２６ ４８．１ ９３ ６０．４

女 １５ ３０．６ １８ ３５．３ ２８ ５１．９ ６１ ３９．６

年龄 Ａｇｅ ＜２０ ０ ０ ２ ３．９ ２ ３．７ ４ ２．６

２０—３０ ９ １８．４ ９ １７．６ ９ １６．７ ２７ １７．５

３０—４０ ９ １８．４ １３ ２５．５ １８ ３３．３ ４０ ２６．０

４０—５０ ８ １６．３ ８ １５．７ １１ ２０．４ ２７ １７．５

５０—６０ １２ ２４．５ １５ ２９．４ ８ １４．８ ３５ ２２．７

＞６０ １１ ２２．４ ４ ７．８ ６ １１．１ ２１ １３．６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８ １６．３ １４ ２７．５ ８ １４．８ ３０ １９．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小学 ５ １０．２ １１ ２１．６ １６ ２９．６ ３２ ２０．８

初中 ２２ ４４．９ １９ ３７．３ ２７ ５０．０ ６８ ４４．２

高中 ９ １８．４ ５ ９．８ ２ ３．７ １６ １０．４

大专 ５ １０．２ １ ２．０ １ １．９ ７ ４．５

本科及以上 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０ １ ０．６

图 ２　 农民对石漠化的了解程度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 表示了解透彻，ｂ 表示了解，ｃ 表示听说过，ｄ 表示不知道）

３．２　 农民对石漠化了解程度的调查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了解石漠化的有 ２４ 人，仅占受

访者总数的 １５．５％。 其中有 ７ 人对石漠化了解较为透

彻（４．５％）。 而从未听说过石漠化的受访者所占比例高

达 ６８．２％。 从不同石漠化程度来看，了解石漠化的受访

者所占比例从轻度石漠化地区到重度石漠化地区依次

减小，分别为 ２６．５％、１３．７％及 ７．４％。 对于不知道石漠

化的受访者的比例，不同石漠化地区表现为轻度石漠化

地区（５１．０％）＜中度石漠化地区（７２．５％） ＜重度石漠化

地区（７９．６％）（图 ２）。
在所有听说过石漠化的农民中，调查了农民了解石

漠化的途径，发现半数以上（５２％）的受访者是通过电

视途径知道石漠化现象的。 政府宣传工作在石漠化知

识普及中也起到一定作用，而通过报纸及其他途径获取

石漠化知识的比例较少，仅为 １１％和 ７％（图 ３）。
３．３　 农民对复合生态农业的认知及接受程度

种草养牛是一种有效治理石漠化的复合生态农业模式。 而对于这种生态农业模式，在所调查的农户中，
有 ４８．１％的受访者有所了解，但多仅停留在其经济价值的认识上，并未对其生态价值有深入了解。 也有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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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该种复合生态农业模式，更未能了解其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 受访者中还有 ３．９％的人

虽然不知道种草养牛这种农业模式，但听说过其他生态农业模式，主要包括种草养羊，养猪⁃沼气⁃果树等模

式。 受访者对生态农业的认知程度在不同石漠化地区差异不大，均表现为知道与不知道的受访者所占比例相

当（图 ４）。

图 ３　 农民了解石漠化的主要途径

Ｆｉｇ．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４　 农民对种草养牛生态农业的认知程度

Ｆｉｇ．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ｃａｔｔｌｅ

（ａ 表示知道，ｂ 表示不知道，ｃ 表示知道其他模式）

虽然受访者中有近半数不知道种草养牛这种生态农业模式，但仍有 ６２．３％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这种农

业模式，而表示不可能接受的受访者仅占 ７．１％（图 ５）。 说明农户有意愿发展先进农业模式。 不同石漠化地

区，非常愿意接受生态农业模式的比例表现出轻度石漠化地区（１２．２％）＞中度石漠化地区（７．８％）＞重度石漠

化地区（３．７％）。 而不可能接受生态农业模式的比例表现为轻度石漠化地区（２．０％） ＜中度石漠化地区（７．
８％）＜重度石漠化地区（１１．１％）（图 ５）。 虽然有较多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生态农业模式，但是实施过程中仍

存在较多问题。 例如养牛需要投入较高成本，多数农户不能一下筹到成本；另外，成牛的销路问题也是农民考

虑较多的问题；同时，也有农民担心技术问题。 因此，如果实施生态农业，则农户希望有相应政策支持。 ２６％
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初期提供补助；３４％的受访者希望政府保证收入；也有 ２４％的受访者希望获得技术支持等

其他优惠政策（图 ６）。

图 ５　 农民对种草养牛生态农业的接受程度

Ｆｉｇ．５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表示非常愿意，ｂ 表示可以接受，ｃ 表示不情愿，ｄ 表示不可能）

图 ６　 农民接受种草养牛生态农业希望的条件

Ｆｉｇ．６　 Ｈｅｌｐ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表示政府补贴加收人保障，ｂ 表示政府补贴，ｃ 表示收人保障，ｄ

表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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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３．４．１　 农民基本特征的影响

选择农民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作为影响农民参与意识的因素，发现文化程度为影响农民了解石漠化的

最重要的因素，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著性检验值为 ０．０５６，在 ０．１ 水平上显著（表 ３）。 而性别和年龄对农民了

解石漠化影响不大，显著性检验值分别为 ０．２８１ 和 ０．３４２。 对生态农业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中，文化程度及年

龄均达到显著水平（Ｐ 值分别为 ０．００１ 和 ０．０２２），而性别的作用不大（Ｐ ＝ ０．４３０）。 是否能够接受生态农业模

式则主要受文化程度的限制。 年龄虽然影响不显著，但作用也较大（Ｐ ＝ ０．０７）。 文化程度在受访者的几种意

识中均起到显著性影响，说明农民的文化程度对石漠化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 ３　 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的影响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因素
Ｅｆｆｅｃｔ

石漠化了解程度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生态农业了解程度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生态农业接受程度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卡方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自由度
ＤＦ

显著性
Ｐ

卡方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自由度
ＤＦ

显著性
Ｐ

卡方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自由度
ＤＦ

显著性
Ｐ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３．８２５ ３ ０．２８１ １．８１７ ２ ０．４０３ ２．９５９ ３ ０．３９８

年龄 Ａｇｅ １６．６２７ １５ ０．３４２ ２０．８６０ １０ ０．０２２ ２３．３６１ １５ ０．０７７

文化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４．５８８ １５ ０．０５６ ２９．０５７ １０ ０．００１ ３３．２１４ １５ ０．００４

３．４．２　 生态示范区的影响

选取同样地处环江县的 ３ 个乡镇，其中下南乡为生态示范区，明伦镇、水源镇为非示范区。 发现下南乡知

道石漠化的农民所占比例为 ６９．２％，远大于明伦镇（１８．７％）及水源镇（３１．８％）。 并且其中有 １５．４％的受访者

表示对石漠化了解较为透彻（表 ４）。 而对于生态农业的认知程度，示范区知道生态农业的农民所占比例较高

（６１．５％），能够接受生态农业的比例也明显大于非示范区。

表 ４　 生态示范区与非示范区农民石漠化及生态农业了解程度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ｍｏｄｅｌ ｚｏｎｅ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程度
Ｄｅｇｒｅｅｓ

下南 明伦 水源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石漠化 了解透彻 ２ １５．４ ２ １２．５ ０ ０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了解 ３ ２３．１ １ ６．３ ３ １３．６

听说过 ４ ３０．８ ０ ０ ４ １８．２

不知道 ４ ３０．８ １３ ８１．３ １５ ６８．２

生态农业 知道 ８ ６１．５ ６ ３７．５ １３ ５９．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不知道 ４ ３０．８ １０ ６２．５ ８ ３６．４

知道其他 １ ７．７ ０ ０ １ ４．５

接受程度 非常愿意 １ ７．７ １ ６．３ ０ ０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可以接受 １０ ７６．９ １０ ６２．５ １７ ７７．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不情愿 ２ １５．４ ４ ２５．０ ５ ２２．７

不可能 ０ ０ １ ６．３ ０ ０

３．５　 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及农民的认知程度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了包括政府支持及农民自发形成的 ５ 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通过农民的讲述及对相

关资料的查询，总结了几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表 ５）。 政府支持的模式通常具有高的水土保持效益，有利于

石漠化的治理，但普遍存在成本高以及需要技术支持等缺点。 例如下南乡的种草养牛模式，在得到政府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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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单位支持后，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对石漠化治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受访的村民表示若无

政府支持则不情愿发展该模式；另外农民还非常担心技术及劳动力问题。 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技术能力

不足，同时农村劳动力受城市发展的吸引，大量流失［１６］，因此虽然有较多农民能够支持各种创新发展模式，但
受实际条件制约而不能实施。 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多为收入高，且操作简单的模式。 这些模式通常能在

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收益。 例如都安县永安乡，很多村民种桑养蚕，收入高且不需要大的技术投入；大化县六也

乡很多村民从事手工品加工，投入成本低且容易操作。 农民对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通常主动性较高，容易大

范围普及。 因此，政府应该在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种桑养蚕等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

表 ５　 不同类型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发展模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乡镇
Ｔｏｗｎｓ

类型
Ｔｙｐｅｓ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种草养牛 Ｇｒａｓｓ⁃ｃａｔｔｌｅ 下南乡 政府支持
减少水土流速，促进石漠化
治理

幼牛成本高，牧草需要技术支持

种桑养蚕 Ｍｕｌｂｅｒｒｙ⁃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永安乡 农民自发 收入高，不需要技术支持 桑叶消耗大，需要大量土地支持

种植核桃 Ｗａｌｎｕｔ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水源镇 政府支持 水土保持效益好 收益周期长

承包甘蔗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地苏乡 政府支持 收入高 成本高，土地资源有限

手工品加工 Ｍａｎｕ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六也乡 农民自发 灵活，门槛低 初级产品收益较低

４　 讨论

４．１　 农民对石漠化的认识

虽然相关政策和理论研究均取得较大进展［２，１２，２３］，但基层农民对石漠化的了解还非常匮乏（图 ２）。 这主

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石漠化治理是关系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工程［２４］，其意义主要在于其生态价

值，而基层农民更关注与其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经济价值，类似于石漠化治理等具有长期生态意义的事物，常
被农民忽视；另一方面，研究区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表 ２），而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了解石漠化的重要因素

（表 ３）。 像“石漠化”这种科学名词对农民群众来说理解困难。 因此，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其宣传石漠化

的相关知识。 农民群众对石漠化的了解程度随石漠化程度的加剧反而减弱（图 ２）。 这主要是因为轻度石漠

化地区农民群众文化程度高于重度石漠化地区（表 ２）。 因此，要重点加强重度石漠化地区农民的宣传教育，
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才能使农民参与到石漠化治理中，促进石漠化的治理。

电视是农民了解石漠化最主要的途径，政府宣传工作的成效相对较弱（图 ３）。 而政府宣传工作更容易让

农民懂得石漠化治理的重要性。 有受访者表示，从电视上了解石漠化，多以娱乐休闲为目的，而政府宣传工作

则会受到重视。 调查中，也发现有受访者通过网络认识到石漠化的，但所占比例极少（仅 ２ 人）且以年轻人为

主。 这主要是因为网络作为新媒体虽然发展迅速，但在农村普及度较低，对宣传石漠化治理效果不大。 因此，
对基层农民宣传石漠化治理工作时，应保证电视传播的现状下，重点增加政府的宣传工作，而其他途径的宣传

方式则可以减少投入。
４．２　 农民对生态农业模式的认识

生态农业是治理石漠化的有效方法［２５⁃２７］。 生态农业的直接实施者是基层农民，虽然有较多农民知道生

态农业这种模式，但仍有将近一半的人不了解生态农业（图 ４）。 这主要是因为生态农业往往投入较高且需要

较大的技术支持，因此大规模的实施生态农业还有一定难度。 但是，若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增加对农民的补助

且保障收入，多数农民还是可以接受生态农业模式的（图 ５）。 在访谈过程中，除收入是否有保障外，还有部分

农民担心技术问题。 农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学习掌握新技术能力较差。 因此，需要科研单位与政府部

门相互协调，解决生态农业普及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对于不同石漠化地区而言，重度石漠化地区有更多的农

民表示不可能接受生态农业模式，这也是受重度石漠化地区农民群众文化程度较低的影响。 因此，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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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中应重点加强重度石漠化地区的宣传工作。
４．３　 农民参与意识的主要影响因素

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了解石漠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表 ３）。 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很难了解石漠化的真正含

义。 对于生态农业的了解及接受程度，除文化水平外，年龄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

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年纪大的农民趋于追求稳定，对生态农业模式所带来的风险较为畏惧。 由此可见，影响

农民石漠化治理参与意识的主要是文化程度，其次是年龄，而性别影响不大。 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要加强基

层农民的文化教育，尤其对老年人，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其宣传石漠化治理政策。
生态示范区对提升农民参与石漠化治理意识有重大作用（表 ４）。 生态示范区往往是政府及科研单位重

点关注的地区，其资金投入及宣传力度都远大于非示范区。 因此示范区内居民在石漠化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往

往较好。 例如，下南乡古周村为生态示范区，村民的参与意识较高，了解石漠化的群众所占比例为 １００％。 多

数受访者能解释石漠化成因、危害及自己认为最好的治理方法。 不仅在示范区内，下南乡其他地区农民的意

识都好于同处在环江县的非示范区乡镇。 由此可见，生态示范区不仅能提升示范区内农民参与石漠化治理意

识，也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农民的参与程度。
４．４　 农村经济发展与石漠化治理

虽然石漠化地区已存在较多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普遍规模小，普及程度低，农民收入仍以外出打工为

主，且多为青壮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在家务农。 多数家庭表示，若不出外打工，务农收入不能保证生存。 这种

现象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也不利于石漠化的治理，主要因为一方面劳动力的流失导致以农

业为主的农村地区不得不形成粗放的管理方式，导致收入降低［１６］；另一方面，老年人文化程度低，石漠化治理

的参与意识差，并且实施生态农业的能力有限，不足以发展新型经济模式。 调查发现，若家乡有工作，多数受

访者表示更趋向于在家乡发展而不会外出打工。 因此，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开展创新的农业模式，多种模

式综合发展，吸引青壮年劳动力返乡，让农民在自己家有工可做，有较好的收入，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而且可以推进石漠化的治理。

基层农民群众的参与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喀斯特石漠化的治理，其他地区生态工程的建设同样要考虑到

农民群众的参与，没有农民群众的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就不会有好的根基，生态问题治理往往事倍功半。 因

此，无论是石漠化治理还是其他生态工程的建设，都要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更好的实现生态工

程的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５　 结论

虽然石漠化治理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提升基层农民参与意识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 一方面，政府

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方法也需要改进；另一方面，政府对生态农业的补贴力度不够，并且忽视了农民关注的技

术、劳动力等问题；另外，生态示范区的数量较少，辐射范围较小。 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政府应该加强农村

教育，宣传石漠化治理工程要用农民容易接受的方法和语言且重点放在重度石漠化地区；而对生态农业的发

展，除了增加农民补贴外，更重要的是保障农民收入，同时提供技术指导；另外增加生态示范区的数量，让示范

区带动非示范区，共同提高农民石漠化治理的参与意识。
政府支持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治理石漠化，但普遍存在投入成本高和需要技术支持等

缺点，实施难度大。 而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虽然发展潜力大，但往往规模较小且受市场销路影响较大。
因此，政府需要多关注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如种桑养蚕、手工品加工等，大力发展乡土产业，通过发展地

方经济来治理石漠化。 同时，科研单位应继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为生态农业提供技术支持。 另外，农民群众

要积极配合，提高参与意识。 总之，政府、科研单位及农民群众相互配合，才能更好的治理石漠化问题，实现西

南喀斯特地区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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