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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句俗话叫“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是指人们的生

存、发展、繁衍都依靠着当地的自然资源, 当地的自然资源是

他们生存的根源。多年来, 我国农村社会的这种生存模式没

有改变, 但这种传统的“吃”是盲目的、掠夺性的, 往往是越

“吃”越穷, 而且生存环境恶化, 许多人挣扎在贫困线上, 有的

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在我国当前自然环境恶化的

条件下, 这种生存模式终究要被改变, 国家生态保护政策的

执行已经对环境问题做出了回应。然而随着生态环境保护

政策的实施 , 特别是封山育林的执行, 在国家森林资源得到

很好保护的同时,“生态贫民”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1] 。

“生态贫民”是在国家封山育林和成立保护区之后大部分山

区出现的, 而要生态还是要温饱已经成为很尖锐的问题。

1  板桥村“靠山吃山”的历史状况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这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意识 ,

我国地理条件复杂, 山区较多, 大部分山区长期靠这种模式

生存。板桥村地处汉中境内 , 北与太白县接壤, 是处在秦岭

深处的一个小山村, 仅有47 户人家, 却绵延十多里。尽管这

里地理条件恶劣, 但秦岭到处都是宝, 这里的40 多户居民就

是依靠秦岭富足的资源来养活的。20 世纪80 年代, 正是我

国改革开放初期, 板桥村周围的森林资源被开发, 村里有了

与外界联系的公路 , 这为他们带来了2 大好处。第一, 由于

公路的修建, 山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自然产品可以被当作商

品与外界交易。第二, 对周围森林的开发几乎完全带动了这

里的劳动力, 人力资源得到了利用。这2 点使得板桥村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就逐渐发展起来,1997 年板桥村的人均纯

收入达到1 100 多元 , 年终人均都能拿到集体分红100 多元 ,

是当时镇上出名的小康村, 这在当时的汉中地区乃至陕南山

区都是不多的。然而这些收益完全是“靠山吃山”, 当时村中

的几乎所有收入都来自于林业方面, 由于地理条件所限, 耕

地很少, 种植作物只能部分地满足自己食用。村民以采木为

主, 每家每户都请2 名左右的长工常年投入到采木及采竹

子, 这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另外, 山间的野生动物也是

他们食用和换取收入的一个方面 , 加之山间丰富的野生药材

资源, 可以说使他们一年四季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板桥村

在七八年前生活状况都比较良好 , 现在村民所拥有的彩电和

摩托车等也大多购买于那个时期。

2  板桥村目前“生态贫民”的状况

2 .1  经济收入方面 在实施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之后板桥

村的生存模式经历着新的考验, 原有靠山吃山的生存方式已

经不可能存在, 原有的收入没有了, 全村大部分农户很快陷

入了“生态贫民”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 , 收入从1997 年人均

纯收入为1 100 多元降到2002 年的880 元, 下降了20 % , 收入

呈负增长。目前调查的2005 年板桥村的经济收入状况见表

1 。其中, 收入占比重最大的是林业部分。种植作物收入的

主要部分是山茱萸收入, 种植业和养殖业产品主要用于村民

自己食用。在生存方式被改变之后, 打工已经成为板桥村经

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比例占40 .0 % 。因而, 能够取得纯经济

收入的只有林业和打工的部分, 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产出主要

用于自给 , 其他的收入也不能完全维持再生产的需要。收入

减少, 但居民的开支却相应增加, 在退耕之后要投入更多的

钱用来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表1 2005 年板桥村收入情况

收入来源 金额∥元 比重∥%

种植业    76 555      18 .4

林业 105 520 24 .5

养殖业 57 650 13 .0

打工 176 900 40 .0

退耕补助 17 800 4 .1

合计 434 425 100 .0

  在支出方面, 整个村的基本情况如表2 所示。由表2 可

见, 一半以上的开支用于生活方面, 而用于教育和医疗的开

支总和也只占到生活开支的一半稍多, 用于农业再生产的只

占到16 .6 % 。这种支出比例状况直接地说明了板桥村居民

一半以上的活动是用在生活上面, 基尼系数为53 .3 % , 说明

板桥村已经是一个绝对贫困的村庄。而在支出的各个方面

上, 生活支出中比例最大的是买粮, 它占据了生活总支出的

37 .5 % , 占所有支出的20 .0 % 。在生存模式被改变之后 , 板

桥村到目前为止走的是传统农业生产的路子, 可是依靠种植

为生的农民依然要以买粮为生是件很不和谐的事。

表2 2005 年板桥村支出情况

支出去向 金额∥元 比重∥%

生活支出    95 666      53 .3

生产支出 29 939 16 .6

教育支出 27 560 15 .4

医疗支出 26 282 14 .7

合计 179 447 100 .0

  2005 年该村的总收入是434 425 元, 但实际上 , 板桥村这

一年的总收入只有291 320 元 , 除去总支出部分的179 447

元, 板桥村2005 年的纯收入是111 873 元 , 人均纯收入是761

元。1997 年板桥村人均纯收入是1 100 元 ,2002 年是88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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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05 年是761 元。这说明在封山育林后板桥村的经济一

直在负增长, 而有所不同的是下降的幅度由2002 年的20 .0 %

降到了现在的13 .5 % 。

2 .2  其他方面  数字并不能概括所有经济问题,“生态贫

民”不仅是“贫”在经济收入方面, 其他方面也随之出现了

问题。

2 .2 .1 自然资本减少与生计资本脆弱。在封山育林成立保

护区之前, 板桥村以自然资本为一切发展的基础, 伐木、采

集、狩猎养活了他们 ; 在此之后, 自然资本一下减少或者没

有, 原有的以种植业为辅、自然资本为主的生活模式发生改

变, 而完全依靠种植农业来维持生计。突如其来的转变使得

村民在种植作物上不能完全跟上 , 村民在生计资本方面存在

着极大的不稳定性 , 大多数家庭只能是以一年管一年的方式

生活。加之长期形成的以自然资本为主的单一生存模式, 用

自然资本的单一形式生存、发展, 而其余资本形式只是这一

资本的辅助 , 这是一种较脆弱、消耗式的发展, 副作用较大。

而现在必须以多种资本共同利用、共同发展的模式来生存 ,

不能以单一的自然资本为主, 必须走多层次的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来实现转变。而由于长期没有形成稳定的、可积累的生

产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这就使得在转变时

生计资本突然陷入了脆弱的边缘。

2 .2 .2 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人与动物的矛盾在这些地方

表现的比较严重, 本来生计资本就很脆弱的村民每年要遭受

动物对庄稼和人的侵害。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矛盾让大部

分村民显得无可奈何 , 用村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看法 , 没办

法”。据村民估计每年被野猪等野生动物侵害的庄稼占1/ 3 ,

这为本来就收入不多的村民增加了负担。许多村民在庄稼

成熟的时候搭起了棚子整晚睡在地头上看护玉米, 但这样依

然是防不胜防。山里一年只有一季收获, 有的农户玉米地只

有一片, 一旦被野猪等认准了就几乎没有了收获, 这对他们

来说打击是巨大的。

2 .2.3 教育问题。山区的教育本身就是十分落后的, 在许

多山区, 经常是村里集体办一所小学校, 在本村聘一个老师

教授所有的课程, 而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要从山里走好远的路

去上学。无论怎么说, 集体办起一个学校是让村民有所受益

的, 而在封山育林之后, 村民的收入少了, 村集体不能承担学

校的费用 , 村民不得不把孩子送到镇上的学校。板桥村在集

体小学倒下之后, 村民就把孩子送到十几里路外的镇上上

学, 从孩子上学开始, 村中有小孩的家庭就不得不由年轻的

妇女专门住在镇上照顾孩子上学。这不仅增大了开支而且

也是对村中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村中有十几户人就是如此 ,

由于忙于抓家里经济而耽误了孩子上学的也有不少。整个

村中上高中的学生很少, 大多在镇上上完初中就外出打工

了。这样形成了一个以镇为唯一中心的教育体系, 山里的自

然条件使得许多家庭的孩子上学存在困难, 并且在成立保护

区之后村民在孩子上学的经济方面也存在困难。

3  “生态贫民”成因分析

退耕还林、成立生态保护区是一项长远而宏观, 对人类

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的规划, 而“生态贫民”的出现一方面

是在这一政策介入下山民对转型的不适应, 另一方面也是社

会对这一政策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关注不够。

3 .1 内部原因 一味的消耗式“靠山吃山”生存模式被取缔

是必然的, 当他们不得不迎来生存模式的转变之时, 如何适

应和转变成为艰巨的难题, 而这之中有许多的地方走了下坡

路。不能很快适应生存模式的转变, 寻求不到新的生存途

径, 导致了吃老本, 返贫现象不断加深, 最终沦为“生态贫

民”。在板桥村, 村民突然之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改变 ,

更没有去寻求新的赚钱手段, 而山里以前形成的粗放式的消

费方式却没有改变, 吃老本的日子持续了五六年时间。

另外, 长期靠山吃山的模式使得其他方面的生存途径弱

化, 以至于在封山之后其他的生存途径在短期内不能完全满

足发展需要。在种植业方面, 保护区成立的前后对此影响是

很大的。在“靠山吃山”的模式下, 可耕种土地面积较大 , 基

本上自己食用的粮食作物都可以种植, 但是随着森林资源收

益的加大, 部分土地被闲置 , 靠种粮生存早就不是他们所愿

意的。然而在此之后, 一部分坡地用来退耕 , 可耕种土地面

积再次减少 , 加之不能猎杀动物, 所以他们对动物危害庄稼

也无能为力 , 只有看着庄稼在每季收成的时候被肆意地破

坏。耕地减少了, 破坏增加了 , 靠种植业生存的几率很渺茫。

3 .2 外部原因  板桥村地处陕西长青保护区境内, 长青保

护区的前身是长青林业局, 以采伐木材为主。可以说板桥村

的发展是因为长青林业局的带动 , 然而目前的返贫也是因为

长青林业局的改制。长青林业局摇身一变为长青保护站, 由

“长青”到“长保”, 由采伐作业转变为保护山林, 在国家的支

持下它的转制是轻松的, 然而周围的村庄从此断了生路。国

家在保护区投入大量资金搞好生态的同时, 没有很好地关注

到这些山区的发展, 另外 , 即使有政策支持, 在这里也很难到

位, 这使得“生态贫民”的形成不断加剧。

4  对策与建议

在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 不能只

看到生态建设的成就而不顾为此失去生存途径的人, 不能让

他们因为地理上的边缘条件而长久地陷入弱势群体的位置。

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应该忽视这些边缘

山区, 不应该让他们因为地理上的边缘而在心理上再继续边

缘化下去。

4 .1  整合资源, 走新的“靠山吃山”之路  国家政策介入使

得原有的“靠山吃山”的路子没办法再走下去, 但是, 如果能

换一种“吃”法 , 变自然资源优势为其他形式的优势, 依然是

可以变贫困为富裕的。一般能封山育林成立保护区的地方

都是自然资源丰富和风景优美的地方, 这些山区如果能够整

合资源, 不断地挖掘新的资源, 把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结合

起来发展, 一定能走出一条不错的路子。拿板桥村来说 , 虽

然山被禁了 , 但是这里马上要被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区, 旅游

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 在这基础上如果发展农家乐, 做本

地导游等都能够很大地带动板桥村的发展。因此换一种思

路, 继续以山做文章, 走新的“靠山吃山”之路是许多这样的

山区应当尝试的。

4 .2 发展民间经济组织, 保护和促进村民经济利益的实现

 在山区, 经济发展的组织形式可以说是最为分散的, 这种

分散的组织形式极大地损害村民仅有的经济利益。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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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加强民族村寨旅游调查研究, 培养村民自组织能力  

要深入开展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调研工作, 全面把握和

跟踪了解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情况。要支持和帮助村

民积极地参与到旅游开发和管理的各个环节, 充分体现“社

区事务, 社区参与”。要让村寨系统最终成长为一个自组织

能力强的开放系统。使村民成为参与旅游发展的生力军, 成

为旅游业发展真正的最大受益者。南花苗寨旅游业的可持

续发展, 有赖于村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村寨经济子系

统参量的变化必然引起村民思想意识和劳动技能的转变, 而

这种改变, 在初期未必能适应或促进经济子系统的发展, 这

就需要外部系统积极参与, 加强对村民进行系统的培训。培

训的内容应着重几个意识的提高: ①服务意识 ; ②民族文化

遗产保护意识 ; ③环境保护意识。按照旅游参与分工的不

同, 合理分配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 做到当地居民利益

和经营者利益、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统一。在农民合作经

营的旅游开发中, 引导探索发挥合作组织自律、协调和服务

的作用。完善乡村旅游合作社章程 , 帮助村民实现自我管

理, 自我服务。

5 .3 要定位好目标市场, 实行保护性开发 当今世界旅游

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 民族村寨必须有世界的眼光, 找到

自己的立足之本, 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突出自己的特色 ,

重视品牌的打造。在旅游市场上谋得自己那份应有的市场

份额。作为贵州省第1 个高起点的乡村旅游规划产品, 南花

苗寨旅游发展要珍惜自己难得的旅游资源和发展机遇。与

示范项目区内的6 个苗族村寨群落共同创建“巴拉河文化”

旅游品牌。要充分挖掘其民族文化和乡土地域文化的内涵 ,

突出其特色, 提高村寨旅游产品的品位和档次。当然, 在利

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又要尽可能的保护

该文化遗产 ,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也是南花苗寨旅游发展

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在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之前, 宁

肯保守一些, 牺牲一些眼前、短期的经济利益 , 也要保护好民

族文化遗产。因为民族文化资源是极其脆弱的和不可再生

的。必须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 走保护—开发—保护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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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 经济收入来源很少 , 加之很零散地经营 , 村民的经济效

益极大地减少。板桥村是一个山茱萸大村, 山茱萸是村中农

业上唯一的收入, 但是多少年来 , 各家各户分散原始的经营 ,

病虫害比较严重, 生产和加工方式很落后, 而更重要的是在

市场方面从来没有稳定的基础。在每年的收获季节, 几十个

中转小商贩控制了从镇上到村上的十几里路, 单价被压下了

2 块钱, 小商贩再经过参假等手段从中牟取暴利。由于没有

集体组织, 村民难以与成群的小商贩抗争, 收购的价钱和质

量都是小贩说了算。因此, 成立集体性质的经济组织, 从而

发展村中资源性较强的项目, 是带动边远山区转型并走向富

裕的重要途径。

4 .3  加强政策引导、技术指导、资金扶持  “生态贫民”形成

的外因是国家政策的介入, 所以政府不能对此置之不理。加

强政策方面的引导和技术指导是必不可少的。在政策方面

应该给这些为生态付出代价的地区予以优惠或者补偿 , 至少

能够保证山民在与动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不至于扩大, 从而缓

解村民对政策的抱怨甚至反抗。当地政府应该多为这些地

方争取更多的项目 , 在项目的基础上加强技术指导和资金扶

持, 减少单纯的“输血”式补助。在技术方面 , 许多边远山区

存在很大问题, 山间的药材种植、菌类种植以及中蜂养殖等

资源丰富, 但因为技术落后, 成功的很少, 因此政府可以在技

术方面给这些地区重点支持。

4 .4 转变思想观念, 充分发挥精英人物的带动作用  思想

观念的落后严重影响着这些地区生存模式的转变。思想观

念刻板, 一直停留在过去那种生存模式之中, 另外在转型中

惧怕承担风险, 依靠救济的思想严重, 这也是“生态贫民”形

成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转变观念, 而在转变观念

方面应该充分发挥精英人物的带动作用。尽管农民思想观

念的转变往往受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知识水平制约, 在思

想观念的转变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 , 但是农民重实际、轻长

远, 如果从实际出发, 通过树典型、抓能人, 用榜样的力量引

导村民走上转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也是可行的。另外 , 村干

部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很重要的, 在这些山区 , 村干部往往

是长期任职, 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村中有一种人格、权威

的带动作用。因此 , 领导干部更应该转变思想观念, 从盲目

发展观念转到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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