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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占陆地面积约为1／4的山区居住着超过世界总人口10％的人口，邻近山区的平原还集中着世
界约40％的人口，可以说，全球一半多的人口依靠山区提供各种资源和商品。
山区作为森林、矿石、水、能源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来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对全球生态
系统的平衡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山区的总面积为661.9万km2，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68.95％，山区耕地占全国1.218亿hm2总耕地
面积的46％，却养活着全国56％的人口，因此在人口、资源与食物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山区的可
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与发展。
山区的可持续发展对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山区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山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山区大量潜在后备
耕地资源的开发是缓解人口一耕地一粮食矛盾的必由之路，山区食物生产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第
三，山区是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供给基地；第四，山区在提供有机物质生产、维持生命物质
的生物一地球一化学循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大气、净化环境、维护生物与遗传多样性和休
闲旅游等服务功能的同时，还因其集中了全国90％的森林、77％的草场，在区域及全国固碳增汇、发
展低碳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五，山区是集中了52个少数民族的生活区，同时又是经济发展
缓慢地区，因此山区的发展是全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
但是，当前我国山区可持续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一是山区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山区集中了全
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496个；二是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山地灾害和矿产资源开发不合理等因素
加剧了山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三是山区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四是山区的资金投入仍然较少；五是山
区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研发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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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区可持续发展：河北太行山区域研究与实践》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针对我国广大山区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以河北太行山区域为研究对象，对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分析
研究与实践进行了阐述。
《山区可持续发展：河北太行山区域研究与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河北太行山区域资源与生态、经济
、社会等可持续发展要素的分析研究，河北太行山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类型和模式以及区域可持续
发展能力、水平与协调度的评价，最后还列举分析了该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典型案例。
　　《山区可持续发展：河北太行山区域研究与实践》可为从事山区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问题研
究的科技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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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1.1.4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的问题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保证民生的根本，耕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更是重中之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河北太行山区域未来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必将会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与其他地区一样，随着人口增长和人均粮食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如果耕地单产的提高不足以满
足粮食需求，则需要增加耕地数量。
在河北太行山区域，耕地的增加却更不利于生态环境的维持，如果将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耕地，
虽然增加了粮食产量，却会损害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
第二，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虽然目前对于建设用地的审批进行
了严格控制，但是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大是不可避免的。
在河北太行山区域，城镇大都建在相对平坦的地区，占用了大量农田，致使耕地面积减少，更加加剧
了山区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山区土地资源往不可持续方向的发展。
第三，山区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不仅侵占了大量的土地和农田，同时也加剧了
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据资料统计，河北省因矿山开发占用土地总数达5.8万hm。
。
矿产资源开采尤其是露天开采过程中，会诱发地面塌陷、裂缝、滑坡、露天矿边坡的崩落、边坡失稳
等灾害，导致山体开裂、崩塌、滑坡和塌陷等多种环境地质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第四，随着社会进步，对于道路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山区经济相对落后，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山区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同时山区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
多，道路建设量增大。
山区道路的建设，除了会占用农用地之外，还会引起其他的环境问题，如损害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
水土流失等。
山区经济发展对于道路需求量的增加也不利于山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五，其他建设类型也对山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产生影响，如山区水利设施的建设，也会改变原
有的土地利用方式，从而影响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六，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也会引起山区土地生态系统的退化。
由于对边际耕地的大量开垦，即对坡地的开垦，导致山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旱化的加剧，从
而使得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能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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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区可持续发展:河北太行山区域研究与实践》是由气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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