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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生物资源开发的若干意见

吴 征 锰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多彩
,

但目前只有少

数资源有一定的开发
,

大多数处于待开发状

态
。

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

结合云南经

济
,

社会
、

科技条件
,

瞄准国内外市场
,

提

出有科学依据和实用价值的生物资源开发战

略
,

将对云南经济建设和各族人民生活产生

重要的影响
。

不仅如此
,

对西南山地开发
,

对热带
、

亚热带地 区的发展中国家
,

都将产

生积极影响
。

这里
,

就云南生物资源开发战

略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
,

谈一些初步意见
。

、

生物资源开发战略研

究要开拓视野

资源
。

转化的关键在于培育
、

繁殖
,

把野生

变为家生
。

我省的魔子
、

璋子
、

假 如 只 猎

取
,

不饲养
,

不用几年就灭绝了
,

赓香也就

没有了
。

再如微生物资源
。

云南的火腿
,

大

头菜风味独特
,

其香味来源于微生 物 的 作

用
。

云南南部可以引种檀香
,

檀香并非生来

香
,

它要在一定时期内有一种微生物的浸染

才能香起来
。

研究生物资源开发战略要开拓视野
,

既

要重视已经形成经济优势
、

拳头 产 品 的 资

源
,

更要重视有潜在优势
、

可以转化为新的

经济优势的资源
,

研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的途径和条件
。

云南生物资源
,

就其开发利用情况可分

为三类
:

第一类是 已经形成经济优势的
,

如

占云南工农业总产值很大比重
、

财政收入主

要依靠的特种经济作物资源 (包括烟
、

糖
、

茶
、

橡胶
、

紫胶及林
、

草等 )
。

第二类是潜

在经济优势资源 (如药材
、

果品
、

蔬菜
、

花

卉还有芳香油
、

操料等 )
。

第三类是基本需

求资源 (包括粮食
、

油脂
、

纤维等 )
。

此外
,

云南还有一些有局部相对优势的

资源
。

这类资源现在还不能形成经济优势
,

但它的潜在开发前景很大
。

如野生动物资源

中的孔雀
,

其羽毛价格昂贵
。

人工饲养蚜蛤

等
。

在东南部的石 山地区发展
。

这种局部相

对优秀的资源还不少
,

而且可以转化为优势

二
、

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条件
、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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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

首先要考虑

开发生物资源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

对两

方面都要进行分析比较
。

过去我们讲资源条

件
,

往往只重视有利的一面
,

忽略了不利的

一面 ,
忽略有利条件会转化为不利的一面 ;

忽略有利条件会转化为不利条件
,

不利条件

可以转化为有利条件的辩证关系
。

只看到有

利的方面
,

容易盲目乐观
、

盲 目上马
,

结果

吃了亏
,

又产生悲观情绪
。

如 云 南发 展蔬

菜
、

水果的潜力很大
,

但季节性过剩是一个

不利条件
。

解决季节性过剩问题
,

关键在于

加工和贮藏
。

番茄这 一反季蔬菜可 以 分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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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
,

分批结果
,

避免发生季节性过剩
。

所

以
,

在研究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条件时
,

对有

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要同时研究
,

还要分析它

们的转化条件
。

其次要研究生物资源的合理

利用和保护
。 、

合理利用要建立在合理保护的

基础上
,

没有合理保护就不可能合理利用
。

这个间题 当前非常突出
。

过去我们对 自然资

源的保护太不重视了
。

中华民族是有保护自

然资源的历史传统的
,

资料记载
,

周朝时
,

我们的祖先就注意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

护问题
。

孟子讲过
, “

斧斤以时入山林
,

材

木不可腾用也
” 。

保护并不是被动的保护
,

而是积极的保护
,

把濒于绝灭的生物变为栽

培的
、

饲养的
,

使它们再生
,

以永续利用
。

一个物种是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 中 由大 自

然培育出来的
,

灭绝了不可能再造 出一个与

之相同的物种
。

现在我们对大熊猫的保护很

重视
,

可惜对很多更重要的农作物品种资源

还重视得不够
。

云南不但植物种类多
,

而且

品种也很多
,

如梨
,

就有上千个品种
。

当然

这些品种中有好的
,

也有不好的
,

但不好的

中间也有好的种质
。

比如抗病
、

耐寒
、

耐早

等等
。

生物资源的开发速度和规模有很多制

约因素
。

除能源
、

交通
、

原材料及 资 金 等

外
,

在云南还要特别重视人才间题
。

尤其是

老少边穷地区人才非常缺乏
。

解决的办法是

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

层层培训
,

使农业基础

知识
,

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思想
,

首先

在各级领导干部
、

技术干部头脑里 树 立 起

来 ; 要打破 闭关自守的局面
,

采 取特 殊 政

策
,

多吸引一些外面的
、

大城市的人才 ; 要

充分运用电视教育手段 ; 要着重 培 养 当 地

的
,

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才
,

培养能 就 地 生

根
,

而不是向北京
、

昆明等大城市流动的人

才
。

现在到处都在喊缺 能 源
、

原 材 料
、

信

息
、

资金
,

这些能马上解决不现实
,

但可 以

逐步改变
。

比如能源问题
,

不要单重视大水

电工程
,

应更多地注意适合农村条件的中
、

小型水电站
。

在原材料间题上
,

为什么一定

要把使用的着眼点放在城市而不是农村
,

城

市条件越来越好
,

城里人更不愿意下去
,

信

息问题
,

现在缺的不是商业方面的信息
,

市

场报纸
、

电视广告多得很
,

工业方面的也不

缺
,

最缺的是农业方面的信息
。

资金问题
,
、

农村的发展资金
,

主要靠就地积累
,

就地滚

雪球
。

交通问题决不能单靠飞机
,

火车
、

汽

车
,

人背马驮也要利用
。

云南经济
,

社会发

展不平衡
,

要从不平衡到平衡
,

首先要适应

不平衡
,

否则会落空
。

三
、

生物资源开发的战略 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要提高主要产品的单位面

积产量
,

单位面积产量要永远追求下去
。

现

在单位面积上的土壤
、

阳光
、

空气
、

水的潜

力
,

远远还没有发挥到最高水平
。

同时要注

意全面增长
,

不仅是粮食增长
,

林
、

牧
、

副

各业都要增长
。

第二下目标是耍增加主要产

品的花色品种
,

提高质量和产值
。

开发生物

资源
,

决不能单打一
。

生物最主要的一个特

征就是它的多样性
,

特别是热带
、

亚热带生

物更具多样性
。

过去我们搞林业
,

只注意用

材林
,

忽视甚至不管热带
、

」

亚热带的大杂木

林多 搞农业单打一抓粮食 , 搞热带作物单打

一抓橡胶
。

这些都是忽视了热带
、

亚热带生

物资源多样性这一最基本的特征
。

生物资源

的多样性不仅反映在物种上
,

也反映在物种

下面的品种
、

花色上
,

这是巨大 的财富
。

生

物资源的质量要提高
,

就要注意花色品种的

增加
,

在花色品种的增加中不断提高质量
,

从而获得更高的产值
。

第三个目标是大农业

结构要 日趋合理
。

过去农业追求高产稳定
,

长期实现不了
,

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农
、

林
、

牧没有得到协调发展
。

发展农业绝不是单纯

发展种植业
,

更不是单纯发展粮食生产
,

而

是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
。

五业中最主

要的是农
、

林
、

牧
。

很多地方生态失调
,

就是长

期只重视农业不重视林
、

牧业的恶果
。

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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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来讲
,

如果林业
,

畜牧业上不去
,

水
、

土

管不住
,

不单云南要受害
,

长江中下游和东

南亚几个国家也要受害
。

还有
,

在粮食生产

达到基本 自给的基础上
,

如果不充分开发其

它农业资源
,

就不可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

积

累农业发展资金
,

使轻工业得到充 足 的 原

料
,

就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

第四个

目标是要形成高水平的农工商结构
。

达到高

水平结构的关键在于发展创造财富的基础生

产力
。

基础越广
,

发展水平就越高
。

第五个

目标是要改建
、

扩建一批生产骨干基地
,

形

成一批骨干商品
。

各行各业各层 次都 不 例

外
。

没有基地
,

商品生产就没有保证
。

还要

有一些骨干产品
,

靠它积累资金
,

带动其他产

业相应发展
。

第六个目标是要提高综合利用

和综合效益
。

综合利用
,

一物变多宝
,

是生物

资源的一个重要特点
。

目前
,

综合利用很不

够
,

资源潜力没有充分发掘出来
。

同时
,

所

有生物资源都有经济泛社会
、

生态等多方面

的效益
,

可以说都有综合效益
。

综合利用和

综合效益是两 回事
,

但又是互相联系的
,

都

需要进一步提高
。

第七个目标是乡镇企业要

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

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有

的走上正轨了
,

有的还没有走上正轨
,

可以

利用建筑业
、

建材业
、

采矿业等来起步
,

积

累资金
。

但是
,

乡镇工业主要应发展农副产

品加工
,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活力无穷
。

以

上七个目标如何搭配
,

当前做什么
,

长远怎

样发展
,

还要进一步作可行性分析
。

四
、

生物资源开发的战略布局

云南生物资源种类多
,

资源性质及 自然

条件非常复杂
,

使云南的基地有多而分散
、

面积不能过大的特点
。

基地建设要考虑相应

的加工业
,

就地取材
,

减少运输
。

否则
,

运

输困难就会成为一个制约因素
,

季 节 性 过

剩
,

地区性过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

基

地建设要统筹规划
,

合理布局
,

要围绕主要

拳头产品建立基地
,

要实事求是
,

因地制宜

大致可分为八类
,

即
:
粮食基地

,

用材林基

地
,

经济林基地
,

畜牧业基地
,

反季蔬菜基

地
,

果品生产基地
,

花卉基地
,

以及其他各

具特色
,

发挥地区优势的土特名产品基地
。

五
、

生物资源开发的主要对策和措施

结合云南实际情况
,

提出若干对策
,

措

施
、

(只列出题目
,

不作进一步阐述 )
。

第一
,

组织各级各类的农业 科 技 训练

班
、

培训县
、

乡
、

镇
、

村的技术骨干
,

在此

基础上组织各种专业研究会
。

第二
、

推动纵横联系
,

逐步建立多层次

的主体大农业结构
。

技术的联合必须从纵的

方面着眼
,

而经济的联合必须从横的方向着

眼
。

第三
,

鼓励
、

扶持各具特色的乡镇农副

产品加工业
。

第四
,

开源节流
,

就地积累发展乡镇企

业的资金
。

第五
,

积极发展农
、

林
、

牧
、

副
、

渔产

品的深加工
。

第六
、

抓紧
“ 星火计划

” ,

发展拳头产
口
p 口 。

第七
、

制定必要的特殊政策
。

第八
、

加强对外贸易
,

使拳头产品发挥

更大的经济效益
。

第九
、

改善城乡交通条件
,

促进农
、

工

商联合体发展
。

第十
、

重视环境保护和治理
。

第十一
,

合理利用和保护各类 生 物 资

源
。

第十二
、

加强自然保护区工作
,

保护种

质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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