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 卷 第 3 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Vo1． 35， No． 3
2014 年 6 月 Journal of Sichuan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 ， 2014

收稿日期:2014-02-25
作者简介:刘明冲(1967-)，高级工程师，四川省卧龙自然保护区从事管理工作。

城镇化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初探
———以卧龙保护区为例

刘明冲
1，刘红豆

2，张清宇
1，唐 浩

1，王 敏
1，叶 平

1，邹晓燕
1

(1． 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 都江堰 611830，2． 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的山村城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如何解决消费迅速增长与经济发展缓慢的矛盾以

及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已成为保护区社会稳定的大事。顺应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引进市场经济规则，可成

为化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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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Nature Ｒeserves
——— Taking Wolong Nature Ｒeserve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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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rbinazation of villages in Wolong Nature Ｒeserve has produced a wide range of effects．
How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apid growth of consumption and s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a major thing in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protected areas． Conforming to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and intro-
ducing the market economy rules can be a long-term plan for resolving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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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自然保护区地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汶川县境内，面积200 000 hm2，是以保护大熊猫

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和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为主的综合

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现有野生大熊猫 143
只，占全国现存野生大熊猫总数的 9%，是全国野生

大熊猫种群数量最多的自然保护区;区内还有珙桐

等其他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动植物 81 种，被

誉为“熊猫之乡”、“宝贵的生物广谱基因库”、“天然

动植物园”。保护区 1979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2006 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名录。
保护区于 1983 年成立卧龙特别行政区(简称卧

龙特区)，现有一乡一镇 6 个村 26 个村民小组，2012

年统计有1 411户4 984名农村人口。劳动力2 933
人。2012 年初步统计，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小学以

上文化约占 80%，初中以上约占 60%，高中或中专

以上约占 30%，大专以上约占 10%。
保护区内农村人口的收入以农牧业为主。据

2012 年统计，区内现有耕地面积 200 hm2。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6 628. 06元，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在

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13. 1%，林业占

11. 93%，牧业占 27. 6%，建筑业占 14. 1%，工业占

1. 37%，运输业占 14. 1%，商饮业占 3. 39%，服务业

占 0. 97%，其它收入占 13. 44%。区内农牧业生产

和旅游业对大熊猫栖息地造成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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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城镇化概况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特大地震摧毁了卧龙

当地群众数百年来传统居住的片石结构住房。当地

群众的灾后重建面临一次重大决策。根据国家制定

的《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实施办法》，卧龙特区在广

东省、香港等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研究制定了灾后重

建总体规划。并报四川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林业局批

准。当地群众的住房重建集中在卧龙、耿达两个集

镇附近的公路沿线进行，广大高山农民实现了迁居

河坝居住的梦想。在广东省潮州市对口援建耿达

乡，广东省揭阳市对口援建卧龙镇的前提下，当地群

众仅支付少量的建房费即入住钢筋混泥土结构的别

墅式抗震房。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地震前后当地群众的居住分布如图 1、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 1 卧龙保护区震前居民点分布图

图 2 卧龙保护区震后居民点安置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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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卧龙保护区村镇体系规划图

卧龙的灾后重建严格按照规划进行。从 2009
年开始到 2011 年基本完成。当地群众从过渡安置

板房搬迁新居后，当地政府又对新居住区进行了一

系列小区建设。包括风貌改造，小区绿化，道路硬

化，河道整治，养猪房集中建设、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文化活动室建设以及用电用水改造等等。当地群众

搬迁前后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个偏远山

区，同时也是在一个著名保护区内实现了城镇化，对

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城镇化对于农村生产生活的影响

高山农民迁居河坝集中居住，其实质就是农村

的城镇化。卧龙农村生产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本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水电和交通通讯便利。过去住高山，狭窄

的机耕道既危险又时常被泥石流冲毁，物资运输和

人员来往极为不便。高山上没有通讯信号，信息十

分闭塞。水、电时有不通，搬迁后这些生活条件得到

了根本解决。
(2)居住条件和教育卫生、文化生活均得到质

的变化。过去居住于阴暗潮湿的高山坡地，只有连

接猪圈的旱厕，气味难闻，卫生条件极差。由于居住

分散，山民之间很少串门，文化生活非常单调。搬迁

后，都用上了水冲式厕所，猪圈分离，房间明亮舒适，

居住集中，电视信号良好、文体活动和购物条件得到

根本改善。
(3)传统农业生产困难重重。由于农民迁居河

坝，集镇附近大量河坝地被用于安置房建设，河坝地

大量减少而高山坡地增多。因此，农民上山种地的

距离加大，将肥料种子等农用物资运输上山与农业

产品运输下山的种植成本大大增加。与过去长期居

住高山相比，受家务活的影响，以及路上的耽误，上

山种地的时间不得不减少，农耕地的农家肥用量也

因成本增多而减少，农作物的产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于是高山坡地种植面积下降，出现了土地撂荒的现

象。
(4)消费增加。与所有集镇一样，集中居住的农

民根本难以抵挡现代物质生活的诱惑。过去在高山

上的简单生活理念被彻底抛弃，在青年一代的消费

思想冲击下，当地农民收入虽然不高但是消费却持

续攀升了。以前几乎从不买菜的农民也开始经常在

家门口买菜买食品了。消费的增加刺激了经济增长

意识的冲动，无论是当地农民还是特区各单位都感

受到了农村急需经济增长的愿望。

3 城镇化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1)森林产品采伐采集量锐减，森林面积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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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烧火柴煮饭既不卫生，砍柴运柴又远，劳动

力成本又高。而下山城镇化了的农民既有清洁、廉
价的电能，自然而然地选择电能为主要的煮饭取暖

能源。抗震房再也不象在高山上的木结构住房，不

需要经常维修，也不需要自己做笨重的家具。更不

必要搭建圈棚。因此，当地农民采伐树木的用量急

剧下降，森林得到了更有效的保护。
(2)耕地撂荒，野生动物活动增加

与农民的上山从事生产活动减少成反比，高山

耕地上野生动物的活动却成倍增加了。由于卧龙潮

湿的气候，适宜的温度，撂荒地 1 a 之后就长满了荒

草，两年之后就出现灌木，3 a 之后就成了野生动物

的栖息地。野生动物对于尚未退耕的耕地作物也构

成了严重威胁。高山玉米地首次出现了大面积被野

生动物如野猪、黑熊、藏酉猴啃食破坏的现象。当地

群众由于上山时间有限，对于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

没有办法，于是出现强烈要求退耕还林的意愿。
(3)环境污染加大

中国农村几千年来有一大特点就是自给自足、
垃圾变肥料。但是，现代城镇化却高度商业化，现代

垃圾不仅种类繁多且不易腐烂，而且毒性强危害性

大。居住在卧龙高山的传统农民也不例外。迁居

后，卫生要求提升，于是各种垃圾成倍增加。各居住

点不得不增设了垃圾转运站和污水处理厂，农民居

住区首次成立了卫生队，增设了垃圾埇，环境保护费

用持续增多，环境保护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农民迁居河坝后，无一例外住进了水冲式厕所

的房间，养猪场的粪肥由于远离高山农耕地，因运输

成本过高只得丢弃。因此，一方面耕地缺乏农家肥，

不得不过多使用化肥而使农耕地板结，农作物产量

品质下降，另一方面垃圾增多，处理成本增大，污染

加剧。

4 卧龙城镇化建设的地方特点

在一个大型自然保护区进行城镇化建设，必然

有对环境的巨大影响。卧龙的城镇化之路是比较独

特的。其产业格局和经济支撑也与众不同。主要有

以下特点:

(1)卧龙的城镇化具有的突然性

地震前，农民迁居城镇的成本高昂，配套基础设

施投入巨大，所以城镇化速度非常缓慢。汶川大地

震后，由于毗邻震中，农村住房几乎全部毁坏。卧龙

的灾后重建规划较多地考虑到了生态恢复，扩大大

熊猫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因素。因此，制定了高山

迁居河坝、居住相对集中的重建政策。在广东省、香
港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援助下，人口稀少的卧龙特区

两乡镇很快完成了城镇化的建设，这是一次援助性

的、外来式的建设“大跃进”。
(2)卧龙具有先天的生态产业优势

卧龙地广人稀，森林和草原众多。自从 2000 年

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草原保护工程

以来，当地群众人人受益。以上 3 项工程直接分配

到每家每户，以 2013 年为例，区内每个农民的此项

收入为1 500元 ～ 2 000元。这部分稳定的收入可以

满足当地农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3)卧龙具有的潜在生态旅游产业优势

卧龙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中国大熊猫旗帜保护

区，森林、峡谷、雪山、草地广泛分布，旅游资源丰富，

距离成都等大都市仅百余 km。是一处不可多得的

天然氧吧、避暑盛地。地震前生态旅游业刚刚兴起，

地震后旅游业遭受重创。受地质灾害和交通中断的

影响，近年来旅游业一直没有发展。
但是，当地群众在灾后重建时也充分考虑到今

后潜在的旅游优势，住房建得宽大，90%的农户具有

接待能力。随着卧龙交通的恢复和国内旅游业的兴

盛，卧龙的潜在旅游优势将变成巨大的旅游经济收

益。
(4)地震重建完成之后，又经历次生地质灾害

的“阵痛”
2009 年到 2010 年 8 月，映秀至卧龙的道路路

基基本完成，但是，在 2010 和 2011 年遭受泥石流冲

毁。道路二次重建开始不久，又在 2013 年的特大洪

灾中遭受重创。由于交通受阻，当地各行各业均难

以发展，群众的收入难以提高，当地农民的不满情绪

增多了。目前的形势是道路二次重建继续进行，但

需在 3 年之后才能通车。

5 问题与讨论

综上所述，卧龙保护区的城镇化，无疑是当地社

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新的时代又有新的矛盾。
目前，卧龙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与自然

(下转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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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辐射松种子育苗适宜的营养土配方为腐殖土含

量 50% ～60% + 黄心土 40% ～30% + 过磷酸钙 4%
+ 苗根土 6%比较实用，效果最好，便于生产上推广

应用。根据多年的试验及生产应用，腐殖土含量达

50%以上的辐射松苗木高、径生长表现都很好，但腐

殖质含量达 70%以上培育的苗木一般偏高、木质化

程度差，苗木上山造林时操作不便，同时在干旱半干

旱地区造林成活率低，生产上不便推广应用，但在培

育庭院绿化苗木时可采用腐殖质含量达 70% 以上

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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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矛盾，二是传统生产生活与现代经济生活的

矛盾。
国家和社会支持保护区建设，显然更看重它的

生态功能。而当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更多的是为

了获得经济利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有矛盾

的。关于卧龙今后的发展方向，到底是生态优先还

是经济优先，社会各界有不同意见，可以说是见仁见

智。
中国传统农业的确是“天人合一”的。但是社

会的发展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传统的生产

生活必然会被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所取代。即使偏远

的卧龙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卧龙的这种生产生活

来得太突然了。当人们从惊喜中适应后，才发现现

代化的生产生活节奏快，成本高，市场性强，竞争压

力大。
经过地震灾后迁居的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应该

说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的角色在逐

步的变化。他们现代化的生活与他们家庭传统的高

山农耕生产生活是有矛盾冲突的，是不相适应的。
根据中央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笔者认为，卧龙

作为国家的一个重点保护区，生态优先的策略是必

需的。生态旅游只能是适度发展。与过去相比，环

境污染治理与资源保护将会同等重要。其次，根据

国家生态补偿的政策，生态价值将会市场化。这就

是“谁污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谁享受，谁

付出”“谁适宜，谁发展”的市场化规则。卧龙潜在

的生态价值必将凸显出来，保护区的生态价值与其

它地区的工业价值、经济价值将同等重要。面对目

前暂时的经济停顿，卧龙没有必要急燥。城镇化与

市场化是密切联系的。脱离了传统农业的当地农民

也并非只能在本地就业发展。既然终究要走向市

场，不如及时地利用目前的时机引导劳动力向外地

就业发展，既增长技能见识，又减轻保护压力。卧

龙，毕竟不是风景名胜区，搞好生态环境保护才是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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