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成因及对策分析

——以贵州为例
*1

王永厅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西南喀斯特地区是全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当前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针对西南喀斯特地区

的区位特点和地貌特点，选取喀斯特分布最为集中的贵州省为案例，从商业、农业、工业等方面对其贫困成因进行

剖析。结合贵州的贫困治理实践，本文认为西南喀斯特地区解决贫困问题，可以走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的

经济发展之路:通过改善交通条件破除区位封闭、偏远特征，促进区域商业发展；通过发展喀斯特特色农业，扭转

不利于发展传统农业的生态劣势，激活区域特色农业生产优势，释放农业生产力；通过发展生态产品，立足生态优

势和工业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业，销售生态产品，在生态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双重关怀下实

现区域整体性脱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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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成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例如，彭贤伟通过对贵州喀斯特地区贫困原因的研究，发现

喀斯特区域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喀斯特地区是一个区域封闭、主体薄弱、供体贫瘠的地理综合体
［1］

。张耀光发现导致西南喀斯

特地区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洞穴发育，导致水渗漏强烈，使得生产和生活用水不足；土层形成缓慢，加之水土流失严重，使得土

地石化和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山多平地少，耕地不足，加之山高坡陡，土地利用困难和自然灾害频繁，使得农业生产和经济发

展较为落后；地形崎岖，交通不便，导致地区封闭和社会文化落后
［2］

。史开国通过对贵州省毕节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发现

“毕节人大都生活在石漠地带上，由于耕地破碎、植被稀少，往往是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得出“贫

困向来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如影随形”的结论
［3］

。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索西南喀斯特地区的贫困成因方面，而关于如何

解决好西南喀斯特地区的贫困问题方面的研究却略显不足。如何解决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问题?我们从贵州近几十年来的贫困治

理实践中或可找到答案。

一、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成因

西南喀斯特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连续地带，主要集中分布在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有近 1亿人口居住在这里
［4］
。

由于独特的地质作用，导致西南喀斯特地区山高坡陡、土壤贫瘠，长期以来成为全国较落后和贫穷的地区之一。在已有研究的

基础上，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导致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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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阻碍区域商业发展

西南喀斯特地区山多平地少、地形复杂，在该地区修路需要跨沟越岭，起伏盘旋，土石方工程量远大于平原地区，再加上

道路规划困难，修路成本偏高，地区经济积累不足等因素，使得长期以来，西南喀斯特地区交通条件极差，最终导致该地区被

层层大山阻隔和封闭。以西南喀斯特最为集中的贵州为例，贵州北面被大娄山脉阻隔，东北被武陵山脉阻隔，西北被乌蒙山脉

阻隔，西南被老王山脉阻隔、中部被苗岭山脉分割，加之河流湍急、山高谷深、道路险阻。王阳明曾感叹贵州“连峰际天兮，

飞鸟不通”。特殊地质地貌阻碍了交通发展，使得贵州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才建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经济、政治融合

中较为缓慢的地区之一。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贵州的农产品和丰富的矿物质、煤炭等资源不能有效地流通到省外市场，

从而形成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缓慢、商品率低、购买力弱，商品输出和输入量小的高原山地经济特征。这种局面直到近几年才得

到有效的扭转。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贵州终于战胜了高山深沟的阻挡，成功地构筑起地区人流、物流快速出省通道。截至 2015

年底，贵州成为西部 12个省(区、市)中第一个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伴随交通条件改善而来的是贵州近几年来的经济高速发

展，连续六年来贵州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三位
［5］

。贵州交通条件改善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从相反的方面再次证明西南喀

斯特地区贫困的原因之一是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阻碍了西南喀斯特地区货物流通和人员流动，束缚了该地区的商业发展。

(二)西南喀斯特地区地质地貌不利于传统农业生产

由于西南喀斯特地区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的地貌特点，使得该地区耕地以山地为主，平地较少。以贵州为例，全省山地面

积占总面积的 75.1%，丘陵占 23.6%，平地只占 1.3%
［6］

。由于耕地多为山地，且坡度较大，导致传统农业生产与全国大多数地

区相比处于劣势。例如，贵州和河南两个省，面积基本上相等，贵州总面积 17.6 万平方千米，河南总面积 16.7 万平方千米，

贵州属于西南喀斯特地区，河南不属于西南喀斯特地区，通过对两个省农业相关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特殊的地质地貌对传统

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制约。首先，西南喀斯特地质地貌导致农业生产运输条件差，使得地区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低。当前，贵州

农民向绝大多数耕地投放生产资料和收割农产品依然靠原始的人背马驮的方式，很难实现机械化种植和收割，使得农业生产力

水平无法与工业社会相匹配，虽然全省已经整体步入了工业时代，但农业生产依然主要使用着农业文明时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

方式。在衡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几个指标中，农用机械化总动力使用量是最为重要的指标。以 2015 年为例，贵州全省使用农用

机械总动力仅为 2575.2 万千瓦，河南省全省使用农用机械总动力为 11710.1 万千瓦
［7］

，是贵州省的 4.5 倍。其次，西南喀斯特

地区土壤厚度不够，肥力不足，导致农产品产量偏低。中国典型喀斯特区域土壤平均厚度只有 30—50cm，而对于绝大多数农作

物，只有土层厚度为 50—60cm 时，才可能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8］

。以贵州和河南主要农产品产量为例，2014 年，粮食产量，河

南 5772.3 万吨，贵州 1138.5 万吨，是贵州的 5 倍多；棉花产量，河南 14.7 万吨，贵州 0.1 万吨，是贵州的 147 倍；油料产量，

河南 584.3 万吨，贵州 98.0 万吨，约为贵州的 6倍；水果产量，河南 2560.2 万吨，贵州 196.4 万吨，是贵州的 13 倍
［9］

。通过

以上对比，不难发现，西南喀斯特地区特殊的地质作用所导致的地貌特征、土壤肥力等因素都不利于传统农业生产。

(三)工业发展水平低阻碍经济增长

有研究表明，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工业发展在短时期内对经济发展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工业发展

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工业发展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又促进工业化水平
［10］

。西南喀斯特地区，

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不仅导致农业发展落后，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差，还严重影响工业发展，从而制约着地区经济增长，反

过来落后经济发展水平又制约着地区工业化水平，二者相互交织成为该地区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贵州为例，有数据表

明:“贵州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低，农业基础薄弱、农村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全省小康进程大体上

落后全国平均 8 年，落后西部平均 4 年，是全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省份……2009 年，贵州工业化程度系数为 0.8，相当于全国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水平，大体落后全国 15年左右，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 16.7 个百分点，是全国除西藏外城镇化率

最低的省份”
［11］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在全国以工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阶段，贵州由于工业化水平低而导致经济

落后和城镇化水平低等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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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治理对策

(一)改善交通条件、打破地区边远封闭特征，促进区域商业发展

大规模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人员和物资能否快速和大规模地流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交通条件

的优劣。西南喀斯特地区由于特殊地形地貌条件，使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体交通条件严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

研究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普通公路和快速公路均会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快速公

路的作用尤为显著，一省(区、市)公路交通发展水平越高，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吸附作用越强
［12］

。贵州交通建设和经济发展

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该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近几十年来，贵州交通建设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打开“黔货出省”快

速通道，以铁路、公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为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截至 2017 年 8 月，贵州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5561 公里，位居全国第八位，高速公路出省通道 15 个。高铁、高速公路、高等级航道建设彻底改变贵州不沿海、不沿边、不沿

江的内陆封闭区位特点，将贵州变成了“近海”、“近江”、“近边”的西南重要交通枢纽地区；第二方面是铺设“黔货出山”

通道。西南喀斯特地区不仅整个区域被重重大山封堵，区域内也由于高山林立，沟壑纵横，交通条件差等因素而形成内部封闭

系统。因此，让“山货”走出大山搭上区域内交通的主动脉，意义同样重大。贵州为打破内部封闭状态，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

农村公路建设，2017 年贵州农村公路预计达到 15.2 万公里，其中县道 3.4 万公里，乡道 4.6 万公里，村道 7.2 万公里
［13］

。有

研究表明，2006 年贵州每万人公路里程 30.70 公里，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每万人 26.30 公里)，2012 年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5 倍
［14］

。随着贵州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交通优势的不断彰显，从 2006 年到 2016 年贵州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全国人均 GDP，2006 年为 16738 元，2016 年为 53980 元，增加了 2.2 倍；贵州人均 GDP，2006 年为 6305 元，2016 为 33246

元，增加了 4.27 倍，2006 年贵州人均 GDP 只达到全国人均 GDP 的 39%，2016 年达到全国人均 GDP 的 62%
①2
?。从贵州交通建设的

实践可以看出，改善西南喀斯特地区交通环境，能够有效地破解地区封闭，加快地区商品经济发展速度。

(二)发展特色农业，变不适合生产传统农业的生态劣势为发展特色农业的生态优势

在全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抵御饥饿和达到温饱的阶段，全国范围内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尤其以粮食作物的种植为主。

而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超越了温饱水平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农业生产无论是其功能还是形式都已经发生革命性的变

化。从经济方面看，农业生产不再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而是以流通和交换为目的的市场经济形态；从功能上看，

农业生产不再单纯满足吃的需要，开始兼顾休闲、观光、体验等为一体。农业生产功能和形式的改变为西南喀斯特地区农业发

展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首先，西南喀斯特地区农业生产不再被牢牢地束缚在以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农

业框架下，可以选择以经济作物和特色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改变在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上的劣势。为了扭转传统农业发展上的

生态劣势，贵州近几年来，无论是当地农民还是地方政府都做出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实践，以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

快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意见》为标志，贵州已经初步形成了符合西南喀斯特地区气候条件、水文条件、土壤环境

和地质特点的特色山地农业道路。在《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意见》中，贵州提出以守住发展和生态为底

线，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发展山地农业和特色产业。目前，贵州已经改变了以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农

业结构，形成了粮食产业、茶叶产业、生态畜牧业、蔬菜产业、马铃薯产业、烟草产业、精品果业、中药材产业和核桃产业等 9

类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新农业格局
［15］

，辣椒、茶叶、火龙果、太子参、薏仁等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荞麦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三，

芸豆是全国第三大出口省，中药材是全国四大产地之一。贵州农业结构调整实践彻底扭转了地质地貌不利于发展传统农业的生

态劣势，解放了喀斯特特殊地质地貌的生产力，从 2014 年至 2016 年，贵州农业生产总值增速为全国第一
［16］

。从贵州农业改革

发展实践可以看出，虽然西南喀斯特地区有着诸多不利于传统农业发展的生态劣势，但是也同样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和气候

条件而具有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优势。扬长避短、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地发展喀斯特山地特色农业是破解西南喀斯特地区农业

发展问题的出路，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路径。

(三)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产品，立足生态优势和工业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

2 ①数据来源: 全国人均 GDP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7》，贵州人均 GDP 来源于《贵州统计年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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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南喀斯特地区由于工业发展滞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速度

缓慢且动力相对不足。在全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哪一个地区工业化步伐快，就能有

效地吸附周边地区，甚至是全国的优势资源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区域落后的路径只能是发展工业。而在中

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今天，或许该思路和做法并不是西南喀斯特地区解决贫困问题的理想方案和策略。随着全国大多数地

区工业化的实现，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整体收入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绿色”、

“环保”、“生态”等词汇正贯穿于全国人民的吃、穿、住、用、行当中，生态产品市场正在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兴市场，而一

个产品是否是生态产品，一个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其原材料产地是否是无污染的，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绝大多数区域由于工业

发展落后而具有良好的生态优势。以贵州为例，近年来，贵州坚持守住发展和生态的底线，秉持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保护和发展天蓝、地绿、水清、气净的生态产品，将生态优势和后发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

优势，走出了一条“用生态之美、谋赶超之策、造百姓之福”的发展新路。截至 2016 年底，贵州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52%，中

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96.6%，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节能环保型的绿色经济“四型”产业已占贵州省

地区生产总值的 33%
［17］

。贵州的发展实践证明，西南喀斯特地区利用生态优势和后发优势，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

西部的经济发展道路和贫困治理道路，可以在工业基础较差的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发展生态旅游，实现区域整体性脱贫目标

生态旅游，是销售生态产品的重要渠道和实现生态价值的主要方式。西南喀斯特地区，由于特殊的地质作用，奇峰秀石，

瀑布、溶洞等生态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发展生态旅游能够有效地发挥喀斯特地质地貌优势。以贵州生态旅游为例，虽然有黄果

树瀑布、安顺龙宫、荔波小七孔等著名喀斯特景区，但曾经由于交通、餐饮、住宿等旅游配套设施滞后，贵州喀斯特旅游的优

势一直没有发挥出来。近年来，随着贵州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喀斯特生态旅游正成为贵州贫困治理最为有效的手段。表 1 是

2008 年到 2016 年，贵州旅游收入情况:

表 1 贵州 2008—2016 旅游收入情况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国内旅游总收入

（亿元）

国内游客数量

（亿人次）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00%）

2008 3561.56 643. 82 0.82 18%

2009 3912. 68 797. 69 1.04 20%

2010 4602. 16 1052.64 1.29 23%

2011 5701. 84 1420. 70 1.70 25%

2012 6802. 20 1848. 49 2. 13 27%

2013 8086. 86 2358. 18 2. 67 29%

2014 9266. 39 2882.66 3. 20 31%

2015 10502. 56 3500. 46 3. 75 33%

2016 11734. 43 5011.94 5.3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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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贵州地区生产总值 2008—2010 年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 2011》，其余数据均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 2017》。

由贵州旅游业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生态旅游产品，对于全国人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2016 年全国国内

游客总量 44.4 亿人次，国内旅游总花费 39390 亿元
［18］

，当年贵州省旅游人数约占全国旅游人数的 12%，旅游收入约占全国国内

旅游总花费的 13%。在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中国旅游发展报告(2016)》中，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国内旅游规模将达到 68亿人次，

国内旅游消费总额将达到 10.5 万亿元，如果贵州 2020 年旅游收入占全国国内旅游总收入的份额继续保持占国内旅游总消费的

13%，那么贵州 2020 年旅游总收入将达到 1.37 万亿元，由于旅游收入的增加(假设其他产业均没有发展的情况下)，贵州人均 GDP

将达到 6 万元左右，基本追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彻底改写贫困落后的历史，真正实现全省范围、整体性脱贫目标。从贵州实践

可以看出，发展生态旅游已经成为西南喀斯特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机遇，是西南喀斯特地区民众整体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所在。

综上，由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独特的地理特征，西南喀斯特地区治理贫困需要走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有别于西部地区的崛

起之路。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发展既不能依赖传统的农业生产，也不能再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资源型工业化之路，只能

走改善交通条件，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产业，生产生态产品，发展生态旅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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