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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
,

不少单位做了好些有关国土的调查研究工作
,

但总的看来是分散进行
,

显得有些零敲碎打
。

现在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
,

在中央政府的一个主管单位
—

国家计

委国土局的具体领导下
,

有计划地组织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可以说把我国国土的整治推

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

开端良好
,

事竟半功
” 。

如何起步
,

要慎重考虑
。

国土整治是关于国土的开发
、

利用
、

治理
、

保护的概括提法
。

它既包括有关这些方

面的调查研究
,

也包括为实施这些方面而进行的规划
。

整治不是消极的治理
,

而要积极

地 防患于未然
,

是一项战略措施
。

我国的国土整治要体现我国经济建设 的有计划发展
,

实质上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有关国土整治的问题
,

面广
、

量大
、

错综复杂
,

涉及到自然
、

技术
、

社会
、

经济几

个方面
,

决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包办的
,

而是多学科交错研究的领域
。

国土问题虽然千头

万绪
,

多种多样
,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性
,

那就是绝大多数是在地区基础上的
一

综 合 性 间

题
·

以往我国的计划工作美中不足的是
, 重部门 (条条)

、

轻地因 (块块) ; 重指标
、

轻措

施
。

现在
,

国家计委又抓 以地区发展为主的国土规划
,

在地区基础上进行有关事物内在联

系和发展动态的研究
,

综合平衡
,

并预测人类开发 、 利用国李后将产生的多方面效应和

长期影响
,

既考虑经济效果
,

又注意生态效果
。

这样的国土规划
,

正可以和部门规划互

相呼应
,

起到相辅相成的积极作用
。

一
、

国土整治的战略目标

我国的国土整治战略
,

要从我国生产建设的现状
、

特点和条件出发
,

按照我国的国

情, 考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

比较稳定的关于全局的总体设想
, 也就是 中

、

长 期 的

宏观方针
。

整治国土的战略目标
,

就是要在地区的基础上
,

协调好大 自然系统和人类社

会 系统二者的关系
,

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人地关系系统
。

我们可以把相互作用
、

有机联系的复杂事物看成是大大小小不同的系统
,

自然界是

一个大系统
,
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大系统

,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又构成一个相关系统
。

当前

世界上很多不同专业的科学家都同意
:

一个最重要的全球性研究课题
,

就是协调好人和

自然的关系
,

全世界范围内环境
、

资源和人口的压力正在加剧
,

地球的自然资源基础正

在逐渐衰竭和贫化
,

生物系统为人类需要而提供资源的能力正在下降
。

一 些 科 学 家预

测
,

到公元2 0 0 0年时
,

世界将变得人 口更加拥挤
、

污染更加严重
、

生态更不稳定而且更易于

被破坏
。

人类的生活质量将有所下降
,

将发生一系列的全球性紧迫问题
。

几十年来的事



实发展
,

使人们认识到
,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求得经济发展是走的一条弯路
,

决非永久

之计
,

应当引以为戒
。

要改变这种发展趋势以免同题恶化
,

必须保护和恢复地球维持生

命的能力
。

当务之急就是要协调好人和自然的关系
。

而人和 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人和国土的关系
。

因此
,

整治国土要谨慎地兼顾合理开发资源和保护环境
,

也就是把

国土的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有机地联系起来
。

另一方面
,

环境保护工作也不能局限于城

市工业区的
“

三废
”

治理问题
,

也要联系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国土的整治
。

由此可 以设想
,

我国整治国土的长期目标
,

就是要从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总

任务出发
,

在全国范围内
,

在合理利用各种国土资源的基础上
,

因地制宜地创造一个具

有合理的部门结构和合理的地区布局
,

能投入较少的人力
、

财力
、

物力而获得较好绳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生产系统
,

同时又是一个有利生产和生活的
、

质量较高的环境系统
。

对

于各个地区来说
,

整治的局部 目标就是要解决或消除该地区的妨碍生产发展和不利人民

生活的要害间题
。

例如
,

黄土高原如能做到有效保持水土
,

就可 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

区的面貌
,

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二
、

整治国土的措施

整治国土不仅要有明确的战略 目标
,

还要研究达到 目标全过程各个阶段的具体措施
。

整治国土的措施一靠政策
,

二靠科学
。

政策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

很多人还强调

政策对生产建设奏效快的一面
。

其实政策要真正奏效
,

必须有其科学依据
,

缺乏科学性

的政策不但难以贯彻
,

而且往往造成失误
,

过去 已不乏这类教训了
。

再则政 策 一 旦 改

变
,

往往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

对此也要有个科学预见
。

因此
,

从根本上说
,

制定政

策 (包括有关整治国土的各种法令
、

条例 ) 也得靠科学
。

整治国土还要注意合理利用人力
、

财力
、

物力
。

我国人口多
,

但劳动生产率低
,

因而就有一个人口质量 问题
。

要重视智力投资
,

提

高劳动力的质量
,

把我国巨大的人 口 “压力
”
转变为发展经济的巨大动力

。

我国是个穷国
,

底子薄
,

大致还有十分之一的农民生产靠贷款
,

口粮靠返销
,

生活

靠救济 , 在城市居民中也有不少困难户
。

因此要重视节约
, 珍惜任何一点财力 的使用

,

千方百计提高有限资金 的利用效率
。

物力主要是合理利用各种国土资源
,

这既是措施
,

也是国土整治研究的基本 内容
。

以土地资源为例
,

我国宜农荒地的后备资源不多
,

扩耕的潜力不大
,

新垦地的产量亦难

以达到持续地高速增长
。

因此农业增产措施
,

主要是提高现有耕地的利用率
,

千方百计

提高单位 面 积 产 盘
,
有效进行农 田基本建设

,

精耕细作
,

集约经营
,

用人多的优势来

抵消地少的劣势 , 但也不是沿袭过去那种以不惜增加劳动力去换取产量 的发展农业生产

力的老路
,

而要提倡科学种田和巧干
,

提高劳动生产 率
。

要肯定提高耕地复种指数的增

产效果
。

例如
,

南方十三省建国30 多年来
,

粮食增产 的4 5 %要归功于实行复种
,

而且在一

定程度上缓和了种植业和牧业
、

林业
、

粮食作物与经挤作物的争地矛盾
。

不能因为少数地

区双季稻三熟制面积比重过高
,

而否定了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措施
。

关键是一切增产措施

在推广时都 要 考 虑 因地制宜
,

它们都有一定的适用地区范围和适宜性的临界度
。

好事

做过了头
,

就适得其反
。



二
、

国土整洽的首要象则就是因地制宜
,

在所有的国土开爱
、

利用
、

治理
、

保护工作中
,

这一条原则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了乌庇肴关的
,

要树立地区差异的观点
,

缺乏这种认识
,

耽是播馆摇挥
、 “一刀切 , 的病根

。

我国国土辽阔
,

各地区之阿由子地理环境
、

历史发展
、

民族构成
、

生产基础等等的

不 同
,

形成了十分显著的地区差异性
。

举其主要的有
:

东南半蟹和西北半壁 , 平原和山

区 ; 农区和非农区犷 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集中地区
,
沿海与内地 , 城区与乡区⋯等等的

差异
。

其体分析地区差异的内容
,

包括
:

该地区在全国的地位
、

生产水平
、

国民经济部

门结构
、

专亚化程度
、

经济效果
、

发展速度等
,
每一方面都可采用一定的数量指标加以

对比 , 还可进一步联系
:

、

发展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

它和各种资源
、

人 口
、

劳

力
、

环境等方面的适应程度
,
开发潜力

,

存在同题
,

调整与发展方向等加以分析
。

规划

国土的开发
、

利用
、

治理
、

保护
,

不能忽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地区差异性
。

相反地
,

在生

产建设中
,

要 自觉认识这种不平衡性
,

利用它为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
。

正由于地区

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

情况复杂
,

因此制定地区发展规划 (包括国土规划)
,

要从实际出

发
,

不能一刀切
。

要确切贯彻因地制宜原则
,

必须考虑地区之间
‘

的种种差异性
。

四
、

规划国土整治要从地区着手

一切生产建设都不可能是 ‘空中楼阁
” ,

而必然落实到一定的地区
。

规划国土的开

发
、

利用
、

治理
、

保护
,

也必然以一定的地区作为单位来进行
。

由于目的不同
,

对怎样来鹅分地区
,

有着不 同的看法
。

例如
,

为了认识自然环境的地

区差异
,

可以划分
“
自然区

”
或

“
自然地理区, ;

根据农作物适生条件的差异
,

可 以划

分
“农作物适应性分区

” ;
根据土壤流失的原因和程度的差异

,

可 以划分
“土澳侵蚀分

区” :

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
, 可以划分 “

综合农业区
” ;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

划的需要
,

可划分
“
经济区

”
或

“经济协作区
” ,

⋯等等
。

就我们参观访间美国
、

澳大利亚
、

日本等国所了解的情况来说
,

国际上整治国土比

较成功的经验
,

是以大小不等的流域为单位来进行规划
,

加以整治
。

但在 目 的性 和 内容

上
,

国土规划既不同于水利部门主持的
、

以水资薄的综合开发利用为中心的流域规划 ,

也不同于我国五十年代后期曾进行的
、

以工业布局和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区域规划
。

国土

规划的内容要包括
:

土地
、

水
、

生物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

工
、

农
、

运输业的布局
,

地区组合与发展
,

坏境保护
,

以及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耍害问题的治理等
。

综合性的国

土规划
,

也许可 以说是内容最丰富的区域规划
,

它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相呼应
,

而且应是后者的组成部分
。

事实上
,

我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地这
,
都可以作为

·

规群国土整治的单元
。

例如
,

比

较重要的
、

发达的经济中心地区
,

有京津患 沪宁杭
、

,

辽宁中甫部
、

珠江三角洲〔广州)
、

湖北中部 (武汉) 等 ; 且前经济不发达
,

但开发潜力较大的地区
,
有长江以南丘胶山区

,

海南岛和西双版纳热带地区等
; 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地区

,

有黄土高原和丙蒙南部半农半

牧区
,

西北干早草原区等
。



从长远看
,

我国需要划分合理的经济区
,

既可作为规划国土整治的单元
,

更重要的

是可 以促进有关省 (市
、

自治区 ) 之间的经济协作与联系
。

由于生产布局的变化
、

经济

中心 的发展
、

物资流转的改变等
,

我国在
一

“
文化大革命” 前一度存在的六大

“
经济协作

区” ,

已不再适应现在的情况
。

根据发展趋向
,

我认为可以调整为以下十个经济区
:
华北

区 (京
、

津
、

冀
、

鲁
、

豫
、

晋 )
,

东北区 (辽
、

吉
、

黑 )
,

华东区 (沪
、

苏
、

浙
、

皖)
,

华中区 (湘
、

鄂
、

赣)
,

华南区 (粤
、

闽
、

桂
、

台 )
,

西南区 (]l }
、

滇
、

黔 )
,

西北区

(陕
、

甘
、

宁)
,

青藏区
,

新疆区
,
内蒙区

。

五
、

根据经济发展形势
,

分期分批进行国土整治

我国在公元 2 0 0 0年前
,

生产建设的发展大致将经历
:

调整准备
、

重点建设
、

加快发

展几个阶段
,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将继续贯彻执行
“调整

、

改革
、

整 顿
、

提 高 ” 的 方

针
,

不急于追求眼前的经济增长
,

而应着力纠正面临的种种不平衡
,

协调主要比例关系
,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

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较大发展打好基础
。

适应上述经济发展的前景
,

可根据缓急轻重
、

先易后难的原则
,

把需要进行国土整

治规划的地区
,

统筹兼顾
,

安排一个先后次序
,

分期分批进行规划
。

近期可先抓重要经

济中心区
,

如京津唐和沪宁杭
。

这些地 区条件好
,

影响面大
,

可充分利用现有基础
,

促使

其对支持全国各地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

其次要抓开发潜力大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
,

如江南丘睦山区
、

热带地区
、

黄土高原
、

黄淮海平原
、

半农半牧区
。

对经济较落后 的少

数民族集中地区
、

低产的革命老根据地等
,

则要 由国家进行扶持
。

最后目标是要促使全

国各地区的经济
,

达到较均衡地发展
。

就一个生产部门来考虑
,

国土整治也可 以根据先易后难 的原则
,

不论从经济或生态

两方面来衡量
,

都可以取得较好 的效果
。

例如
,

林业建设可先着重南方 山丘地区
,

这里

的水
、

热
、

土条件较好
,

发展杉木
、

毛竹等用材林
,

木本粮油
、

薪炭林以及其他经济林

的潜力都很大
。

其次再考虑
“

三北
”

防护林带的营建问题
,

因为这里的生态条件较差
,

如

何选取适宜的树种
,
如何保证成活

,

以及由谁种
、

谁管
,

谁收益等问题
,

都需要很好研

究
,

才能着手
,
否则

,

仓促上马也可能造成失误
。

从国际经验来着
,

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
,

都不可能对国 内各地区同时平 均 使 用 力

量
,

而总是先建设条件较好
、

奏效较快的地区
,

然后以这些地区为基地来支援条件较差

地区的开发建设
。

例如
,

苏联十月革命后直到三十年代着力建设条件较好的欧洲部分地

区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发建设西伯利亚西部和中亚地区
,

六十年代后建设重点逐步向

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 区转移
,

现在才开始探索条件较差的堪察加和西伯利亚北部地区

的开发建设
,
再如

,

美国首先建设沿大西洋的东北部
,

然后沿大西洋岸向南和沿五大湖

向西发展
,

同时开发太平洋沿海地带
,

三十年代才转向中西部的开发
,

六十年代后建设

重点又转向西南部 “阳光地带
” ,

.

澳大利亚的开发建设
,

也是先从条件较好的东南部沿

海地带着手
,

然后向东部
、

南部
、

西南部海岸延伸
,

西北部地区是六十年代发现大量铁矿

后才开发建设起来
,

至于条件最差 的中部地区
,

至今还未得到开发
。

这种分期分批整治

国土
、

开发建设的经验
,

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

.

除了以地区为单元进行综合性的规划外
,

也还有专题性的国土规姗
。

例如水土保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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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整治是羊战略方针何痞; 是个很

重要的间题
,

国土整抬和生态学有密切的关系
,

一

从

生态学来讲
,

就是协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
。

最近国际上经常提到一个名词
,

叫生

物圈
‘
所桐生物圈

,

是指地球上生物与环

境的总体
。

在所有的行星中
,

一

目前知道的

只有地球上有人
。

生物出现的范围只是很

小的空间
,
从地球 表 面 向 上不到三十公

里
,

向下不过二三公里
。、

在这 个 很 小 的

空何里
,

人是最高级的生物
。

万物的主宰

就是人类
。

生物圈这个名词是 十九世纪瑞

士的一个地质学家提出来 的
,
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
,

苏联的一个地球化学家维尔拉德

斯哥加以直传
,

得封了世界上的普遍接受
。

六七十年代
,

大家感到人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何题非常严重了
,

所 以 1 9 7 2 年在斯德

哥尔摩开了第一次邹境会议
。

人与环境 二

者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有三个因素
,

即三个参数 , 第一个是人
,
第 二 个 是 资

源
,

第三个是环境‘
.

这三者可以用一个三

角形来表示
一

,

是相互影响的
。

除人以外
,

其

他的生物
、

微生物以及气候
、

土壤等等
,

都是环境
。

从理枪上讲
,

许多资源都是可

以更新钠
、
应该是越利用越能更新

,

包括

质量的提离石如果利用后数量减少
,

质量

下降
,

这就是不合理的
。

可是全世界基本

没有傲到这一点
。

整个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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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

全国各地区能源合理梅成昨姗划
,

海徐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规划等
,

其中最重要豹

则是调整我国的生产布局规划
。

地区布局和部门结构是生产建设中有密切联系的两个侧

面
。

国土整治既要考虑生产地区布局的调整
,

也要联系地区经济部门结构的调整
,

这是

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间题
、 以农业生产来说

,

过去重农
,

轻林
、

牧
、

副
、

渔 , 重灌概农业
,

轻早农
,
重粮食作物

,

轻经济作物
,

—
这种倚轻倚重的方针

,

使

农业地区布局和部门结构都出现不合理的现象
,

路子愈走愈窄
,

生产上不去
,

甚至造成

生态环境恶化‘ 要调整布局和都们结构玄 硫需要改变多方面的传统看法和做法
。

例如
,

据估计赛国每年需要七八百亿斤粮食当饲料
,

换言之
,

每年粮食种植面积中有 10一20 %是

用来生产饲料的
。

如果这些耕地直接种植何料
,

可 比粮食作物提供的热量和蛋白质高兰四

倍
,

还有利于安排茬口
,

堵植地力
,

有多方面的效益
。

几

能杏设想调整我国半农 半 牧 区 的

农业生产方向
,

使该地区的!种植业主要为发展畜牧业服务
,

一部分粮食耕地改种饲料
,

并与牧草实行轮作
。

也可考虑把该地区 的国曹农
三

场改为国营农收场
,

为发展早农探索一

条新路
,

为发展畜牧业打好物质基础
,

彻底改变靠天养畜的局面
。

诸如此类的专题性研

究
,

配合国土整治规划
,

都可以加以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