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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丘陵区土地利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刘海滨 , 窦贻俭 , 朱继业
(南京大学 城市与资源学系 ,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在分析区域自然特征与资源利用现状的基础上 ,对江苏丘陵区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及农业发展潜

力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 1) 加强小流域治理与中低产田改造 ,实现坡地立体开发 ;

( 2)以点带面 ,加强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生态农业基地建设 ; ( 3)调整农业结构 ,提高林果、

禽畜、蔬菜、牧草等产业比重 ; ( 4)加大科技投入 ,提高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的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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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illy Area of Jangsu Province

LIU Hai-bin, DOU Yi-jian, ZHU Ji-y e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s Science , Nanjing University , N anjing 210093, Jiangsu Prov ince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 nalysis of regional na tural characteristics a nd the resources uti li zatio n sta tus of

Jia ng su province, the problem s on the sustainable la nd use and the po tentiality of ag ricul tural dev elopment

a re studied. The counterm easures how to achiev e the agricul tural sustainable dev elopment are also pro posed.

Those a re: ( 1) to streng then harnessing o f the small w atershed and transform atio n o f the medium-low yield

farmla nd, and fulfill the ef fectiv e ag ricultural dev elo pm ent model in the hi ll area; ( 2) to im prov e the co n-

st ructio n of ecological ag riculture dem onst ratio n base o f inno xious foods, g reen foo ds and o rg anic fo ods; ( 3)

to adjust the ag riculture st ructure and adv ance the pro po rtio n of fo rest ry, stock fa rming , vegetable and

herbag e and so on; ( 4) to st reng then the inv estment o n technolo gy and run up the propor tion of technolog y

in the co mprehensiv e develo pment pro jects of ag ri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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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丘陵地区国土总面积 1. 47× 10
4

km
2
,约占

全省土地面积的 14. 3% ,其中耕地面积 6. 96× 105

hm
2 ,宜林山地 2. 67× 105

hm
2。江苏丘陵区主要分布

在与山东省交界的省境北部和与安徽、浙江省相邻的

省境西部与南部 ,并有小面积延伸至太湖沿湖区域 ,

共涉及到 24个县 (市 )地区 [1 ]。 江苏丘陵区的资源丰

富 ,山地坡度较缓 ,具备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

良好自然条件。经过长期垦殖经营 ,该区已成为江苏

乃至长江流域重要的农业区。该区种植业居主导地

位 ,大面积丘陵山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 ,对于江苏省乃至长江流域农村经济的发展

均有一定影响。

1　区域自然特征与资源利用现状

1. 1　气候与水资源

江苏丘陵区按地域可大致划分为苏北、苏中与苏

南 3大丘陵区 ,苏北丘陵区占主要部分。苏北丘陵区

属暖温带的南缘 ,处暖温带向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 ,

年均气温 13. 2℃～ 14. 1℃ ,年均日照时数为 2 350～

2 631 h,年均降水量 782～ 980 mm ,降水及过境河流

较少 ,水库蓄水量不足 ,故旱灾发生较多 ,尤其是春旱

与初夏旱较为严重。苏中丘陵区跨越北亚热带和中亚

热带 ,南北气候相差有一定幅度 ,年均气温 14. 6℃～

16℃ ,年均日照时数 2 000～ 2 250 h,年均降水量 970

～ 1 113 mm。 与苏北丘陵区相比 ,苏中丘陵区不仅有

较多的降水 ,而且过境水资源也较充沛 ,水田正常年

份无旱、涝之害 ,但岗坡旱地由于水利灌溉条件较差 ,

易受旱 ,且雨季水土流失较严重。 苏南丘陵区处于中

亚热带向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 ,年均气温 15. 3℃～

16. 1℃ ,年均日照时数 2 000～ 2 200 h,年均降水量

1 025～ 1 200 mm ,雨量较丰富 ,又有较多过境水资源

和太湖水体调节 ,受旱灾威胁相对较小 ,但水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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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部分岗坡旱地仍易受旱。丘陵坡地若遇雨水冲

刷 ,土壤流失现象普遍 [1 ]。

1. 2　土地资源利用现状

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江苏省 ,丘陵山区土地资源相

对比较丰富 ,有水田 4. 08× 105
hm

2 ,宜林山地 2. 67

× 105 hm2 ,其余岗坡地 (包括宜园地、草地、旱地及未

利用地 ) 2. 88× 10
5

hm
2
。区内农业人口除人均占有水

田 0. 06 hm
2 ,还占有岗坡地 0. 08 hm

2 ,合计人均占有

土地 0. 14hm
2 ,高出全省平均数的 75%。丘陵地区的

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 ,水田面积较大 ,但

中低产田比例较高 ,部分水田基础条件差 ,易受旱 ;坡

地利用以旱地与林木种植为主 ,水土流失面积较

大 [2 ]。 3大丘陵区的中低产田与水土流失比例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低产田与水土流失比例

1. 3　生物资源现状

江苏丘陵山区人工种植的针叶树林面积较大 ,但

自然植被却是阔叶树种为主 ,苏北丘陵山区属暖温带

落叶阔叶林区 (连云港云台山有小面积亚热带植物分

布 ) ,常见的经济林果树种有桑、槐、榆、柳、杨、泡桐、

苹果、梨、桃等 ,但大多为北方系品种。苏中丘陵山区

以落叶阔叶林为主 ,多混交常绿阔叶树种。由北向南 ,

常绿阔叶树种比例逐步增加 ,并且由常绿阔叶灌木为

主逐步过渡到常绿阔叶灌木和乔木树种并存 ,主要树

种有栎、黄连木、枫香、冬青、苦槠等 ,栽培经济林果树

种有松、杉、竹、茶、桑、桃、梨等 ,大多为南方系品种 ,

野生果树资源是全省分布最多的地区。苏南丘陵山区

北部与苏中南部相似 ,但宜溧山区及太湖沿湖丘陵地

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树乔木显著增加 ,毛竹、樟树、枇

杷、青梅、杨梅普遍种植
[1 ]
。

丘陵山区适生多种经济林果 ,应该是江苏省发展

经济林果的最佳地带 ,但现状是大多数地方经济林果

产业并不发达 ,林业商品化开发利用程度很低 ,丰富

的资源潜力未能有效利用 ,严重制约着丘陵山区农村

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2　存在问题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潜力

2. 1　土地利用与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 1. 1　土地闲置多 ,中低产田面积大 ,水土流失严重

　苏北丘陵区人均土地面积 (包括耕地、林地和荒地 )

是全省最高的地区 ,达 0. 20 hm
2左右 ,但有相当面积

的土壤耕层浅薄 ,地力低下 ,存在一定量的未整理开

发土地 ,耕地的中低产田面积一般在 50%～ 70% ,水

土流失面积高达 80% 。苏中丘陵区人均土地面积 (含

岗坡地 )为 0. 13 hm2 左右 ,区内分布土壤属下蜀黄

土 ,土质黏重 ,大多瘠薄 ,且由北向南土壤富铝化程度

加大 ,酸性加重 ,中低产土地 (含不列入耕地统计的岗

坡地 )面积达 60%左右 ,水土流失面积达 20%以上。

苏南丘陵山区人均土地面积 0. 10～ 0. 13 hm2 ,中低

产土地面积 40% ～ 60% ,水土流失面积目前已降到

20%以下 ,其土地资源较苏北、苏中为少 ,但开发利用

与整治的水平相对较高 [3 ]。

2. 1. 2　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程度污染与破坏　生态环

境的污染与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水环

境问题突出 ,江苏省丘陵地区水资源相对紧张 ,但是

有限的水资源质量却不容乐观 ,部分小流域污染严

重 ,主要的污染源为工业污水与农业种植使用的农药

化肥等 ; ( 2)大气污染存在加重趋势 ,江苏丘陵区域

大气质量相对较好 ,普遍可以保持在 II级以上 ,但随

着工业与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工业废气与城市汽车尾

气对丘陵区大气环境造成了进一步威胁 ; ( 3)生物

资源及其多样性受到威胁 ,江苏丘陵区生物资源丰

富 ,适生多种林果植被 ,但近年来毁林造田的情况仍

时有发生 ,生物资源的利用程度与结构也不够合理 ,

导致物种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

2. 1. 3　农业开发利用结构不合理 ,产业化进程有待

提高　江苏丘陵地区农业产业化水平相对偏低 ,除少

部分农产品经营已初步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格

局外 ,其它各种农产品尚未能真正形成产业 ,且多种

经营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 存在种养结构单一、品质

不高、粗放式经营、基地规模偏小、名牌产品短缺等现

象。部分丘陵地区农业发展还存在着重规划 ,轻实施 ,

重产出 ,轻投入的现象。 农产品的加工流通力度相对

滞后 ,大量农产品只在其本区域内占有一定地位 ,外

地市场占有率品牌认知程度却不高。市场开拓力度不

够 ,致使生产缺乏后劲 ,未能有效形成地区特色产业。

2. 1. 4　全民生态意识不强 ,生态农业建设人才匮乏

　　专业农技人员数量较少 ,且知识结构不合理 ,地

区分布不均衡。不少领导与负责同志对山区生态环境

与农业建设工作还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工作上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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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追求眼前利益 ,缺乏长远的战略性思考。 掌握生态

农业建设知识的人才为数不多。广大农民的生态农业

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 ,很大一批群众没

有认识到生态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与显著的经济效

益 ,生产主动性与积极性有待提高。

2. 2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2. 2. 1　中低产田与荒弃地的开发潜力　江苏丘陵区

是全省闲置土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在 3大丘陵区

中 ,苏北丘陵区的中低产田比例较高 ,达到 60%左

右 ,荒坡与荒弃地也相对较多 ,苏中和苏南丘陵区未

开发荒地相对苏北较少 ,但也是农业生产进一步深挖

潜力的宝贵地区。江苏全省丘陵山区“九五”期间改造

中低产田 1. 44× 105
hm

2 ,即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3. 10

× 105 t ,如以每 1 hm2每年增加收入 12 000元计算 ,

每年可增加经济效益 1. 73× 10
9
元 ,并为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 ,扩种高效经济作物及种草养畜创造良好的土

地条件 [2 ]。而江苏丘陵区荒弃地多为缓坡与低山 ,地

段坡度较缓 ,土层深厚 ,适宜多种用材林树种、经济林

树种和果树及经济作物生长。假设将这些土地加以利

用 ,以用材林和经济果树为主 ,则速生用材林 10 a后

进入生长高峰 ,每 1 hm2每年可增加蓄积量 10～ 15

m3 ,果园每 1hm2每年可产水果 22. 5～ 30 t,不仅可获

得经济效益 ,而且可以保持水土 ,并通过森林对气候

和水分的调节使系统外的区域受惠。

2. 2. 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潜力巨大　该区农业产

业结构不够合理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地区农业经济发

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

主要以种植业的稻米种植为主 ,经济作物如油菜等的

种植比例和面积相对较小 ,此外林业、果业、畜牧养殖

业发展也不够充分 ,丘陵坡地的优势没有得到很好的

利用。 如果经过适当调整 ,丘陵山区农业种植结构将

呈多样化 ,综合农产品的价值将比单一的稻米种植提

高几倍。另外部分宜林坡地可退耕还林 ,进行用材林

和特种果树种植 ,亦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多种项目

经营如蔬菜、牧草、禽畜等农业工程实施后 ,更将是该

区土地利用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

2. 2. 3　农产品产业化后的升值潜力　该区生物资源

丰富 ,是粮食、水果和畜禽等的重要生产基地 ,产品的

商品率较高。 然而商品出售的多数是初级农产品 ,产

品的初加工和深加工的能力差 ,产业化及推广力度较

低。区内的第一产业在农业中所占比例大 ,第二、三产

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江苏省及上海地区市场上的许多

农产品 ,特别是绿色无公害食品与有机食品大部分都

来自山东、广东等省 ,江苏省本地的优质产品则由于

科技化、产业化及推广力度的不足而走不出家门。因

此 ,农产品的产业化后期升值比率较高 ,一般可升值

为成本的 3～ 6倍 ,高的可达 20～ 30倍 ,目前江苏丘

陵部分地区已经加大了农产品产业化进程 ,其无公害

绿色食品已经开始逐渐打入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大城

市市场 ,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3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 1)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及中低产田改造 ,实现

山、岗、坡、冲多层次立体开发。经过调查研究 ,江苏省

丘陵山区共有 883个小流域需纳入农业综合开发及

中低产田改造治理计划中 ,“八五”期末全省丘陵区共

有中低产田 5. 71× 105
hm

2 ,经过“九五”改造和“十

五”及至 2015年的远期规划 ,将完成全部中低产田的

改造 [2 ]。土地治理改造过程中应注意同时提高粮食产

量、质量和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同时坚持以小流域

为单位进行土地规划治理 ,实现水利工程与生态工程

相结合 ,中低产田改造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在小流域治理中改变过去

“旱改水”及“坡改梯”的方法 ,加大坝塘扩容工程 ,就

地更多拦截雨水 ,不再填塘造田。治理水田的同时 ,重

视岗坡地的治理 ,水源紧缺的地方可将用水困难的岗

旁水田回旱。在小流域的上部重点发展种草、造林 ,推

广果草间作 ,林草间作 ,以种草为主的生态工程来替

代“坡改梯”的土方工程 ,既可大幅度降低土方成本 ,

亦可很好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岗坡地开发应因地制

宜 ,即形成低山、岗顶、坡地、冲地分别以林、果、茶及

稻麦为主的立体开发模式。

( 2)以点带面 ,加强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

机食品生态农业基地建设。江苏丘陵地区农村经济大

多欠发达 ,人口密度较低 ,工业及生活污染源少 ,土地

开发利用历史较短 ,地势相对较高 ,小流域自成系统 ,

因此土壤、水体及空气污染程度较经济发达的平原地

区要轻得多 ,适宜开发优质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

有机食品。应在合适区域实行以点带面 ,在进行土地

治理的基础上加强建设一批有代表性的优质无公害

农产品基地 ,包括优质无公害水稻基地 ,优质无公害

油料基地 ,优质无公害牧草基地、优质无公害蔬菜基

地以及节水农业基地等。基地除选用适应性较好的优

质品种外 ,还要重视优质高效栽培技术 ,并严格按无

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生产要求选择地块和

用水 ,控制农药和肥料的施用等。 丘陵山区节水农业

示范区的农田基础设施标准要高 ,应推广渠道防渗技

术 ,低压管道输水技术 ,即扩大蓄水库容 ,就地拦截雨

水。 岗坡地经济林果应推广喷灌、微灌等技术并在适

宜地区增加高效旱作农业 ,采用节水优良品种和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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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术。在建设好 3大丘陵区重点生态农业基地

后 ,应形成以点带面 ,扩大影响 ,使广大农民能真正得

到实惠 ,从而带动整个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 3)调整农业结构 ,提高林果、畜禽、蔬菜、牧草

等特色产业的比重。农业结构的调整应从以下 4个方

面着手:①粮经结构的优化调整 ,着重解决粮食过剩、

结构单一的问题 ,使粮经二元结构向粮经饲肥多元结

构转变。缩小粮食面积 ,扩大油菜、蔬菜、饲料及牧草、

特种经济作物、花卉苗木和市场销路好的小杂粮种植

等 ; ②要优化品种结构 ,重点是扩大粳稻和优质稻、

双低油菜、优质饲用玉米和青果玉米、专用小麦品种

等 ,扩大“五青”即蚕豆、青豌豆、青毛豆、青玉米、青豆

苗和草头面积 ; ③要优化种植结构 ,推广一批高矮相

间 ,前后茬套作 ,粮经饲品种多元化、多形式的立体种

植模式 ,并积极发展设施化、园艺化、工厂化农业 ,提

高集约化水平 ; ④优化区域结构 ,即根据 3大丘陵区

不同农业生产条件和特点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布局

结构 ,农业生产条件好 ,水资源充足 ,经济实力强 ,农

民素质高的南部和中部丘陵区 ,应以优质稻米、蔬菜

和设施农业为发展方向 ;生态环境好、土地肥沃、资源

充足、农民勤劳的中北部丘陵区应以优质粮油、特种

禽畜、绿色食品开发为发展方向 ;北部丘陵区地势起

伏较大 ,荒山荒坡多 ,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 ,应以特

种林果、种草养牧和生态型农业为发展方向等 [4 ]。

( 4)加大科技投入 ,提高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科

技含量。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①加速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以先进、高效的农业

成果装备农业 ,农业生产技术应以优质化、轻型化、无

害化为主 ; ②加强农业新技术的开发研究 ,重点在农

产品精加工及综合利用、农产品贮藏、保鲜、包装技术

和节本增效技术等方面 ; ③加快农技人员的培养和

知识更新 ,解决农技人员年龄结构、地区结构、职称结

构的失衡现象 ,同时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为其创造

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 ,还要加强

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园的建设 ,并以之为典型示范

推广重大科技成果。目前已有的丘陵地区科技农业示

范园要适当扩大规模 ,提高其科技含量 ,强化生物技

术 ,信息技术与常规技术的结合应用 ,加强与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 ,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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