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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开发云南紫胶资源

陈 玉 培

摘要 通过对云南紫胶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调查分析
,

指出云南紫胶资源开发的 5 大优势
:

适宜

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

广阔的宜胶土地
、

丰富的寄主植物资惊
,

产区群众有从事紫胶生产的技术

和经验
,

有开发紫胶资源的积极性
。

提出的加强宏观调控
,

合理开发的建议有
:

加强计划指导实行市

场调节
,

实行浮动价格
,

建立商品原胶生产基地
,

必要的资金扶持等
。

关健词 紫胶资源
、

宏观调控
、

合理开发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睡
,

地形地势复杂
,

山区面积占 94 %
。

全省 3 96 7 万人
,

仅有耕地 280

万 h m zll 〕
,

农业发展缓慢
,

经济较困难
。

因此
,

应合理开发山区自然资源
,

开展多种经营
,

加快边

疆人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

本文仅就合理开发紫胶资源问题加以讨论
。

开发紫胶资源是云南边疆人民脱贫的重要途径

紫胶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一种特有的经济昆虫
—

紫胶虫 (K e r ri a
ch ine ns l’s Mah d) 的分

泌物
。

紫胶具有优良的绝缘
、

防潮
、

粘合异性物体
、

可塑性强等优良特性
,

有着广泛的用途
。

世

界上只有亚洲少数几个国家产紫胶
。

我国紫胶产量现居世界第三位
。

云南是我国紫胶的原产

地和主产区
,

常年产盘占全国的 80 % 以上
。

滇西南
、

淇西
、

滇南地区是云南紫胶主产区
。

思茅
、

临沧
、

保山地区
,

生产紫胶的经济收入在

农副业中占较大比重
,

有的地方成为骨干副业
。

如墨江县最高年产原胶 1 1 00 t
、

产值 4 54 万

元
,

普洱县最高年产 270 t
、

产值 I n 万元
,

抢源县最高年产 250 t
、

产值 103 万元
,

双江县最高

年产 1 60 t
、

产值 “ 万元
,

龙陵县最高年产 120 t
、

产值 49 万元
。

据云南紫胶工作站统计
,

1 9 5 3

~ 1 990 年
,

该省收购原胶近 5 万 t
,

向省外调出种胶 4“ t ,

农民收入 3 亿多元
,

商业利润和税

收近亿元
。

以上事实说明
,

发展紫胶生产是脱贫的一条重要途径
。

2 云南开发紫胶资源的有利条件

2
.

1 适宜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紫胶虫分布区大致 8
0

2 0
‘

~ 2 6
0

5 4
,
N

,

7 7
0

0 0 ‘~ 9 7
0

5 0
‘
E 范围内[ , ] ,

世界产胶中心在北回归线

附近
。

云南西南部
、

南部以至东南部的南亚热带地区即位于这一中心地带
。

沿沪水
、

漾澳
、

南涧
、

双柏
、

华宁
、

开远
、

邱北
、

广南一线以南地区是紫胶虫的自然分布区
。

紫胶虫对气候条件的狭适

性
,

决定了它在地理分布上 的狭适性
。

云南东部属 云贵高原
,

西 部为滇西 谷地
,

西北部 和

1 9 9 3一 1 2一 14 收稿
。

陈玉培高级工程师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稼昆虫研究所 昆明 6 5 0 2 1 6 )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7 卷

东北部皆有高山屏障
,

北方冷空气南侵时
,

因层层受阻
,

进入云南已成强弩之末
。

太平洋上的台

风到云南后势已极微弱
,

仅滇东南部分地区偶尔受其余势影响
。

由东北走向西南的无量山脉
、

哀牢山脉
,

对气流起到层层阻隔和下沉增温作用
,

使空气变暖变干
。

由于西南季风的作用而形

成雨量充沛
、

热量 充足
、

夏无酷暑
,

冬无严寒
,

日温差大
,

年温差小
,

四季不明显而干湿季分明
,

以辐射降温为主
,

逆温现象明显
,

很少出现霜冻
,

冬春季 日照时数多
,

春季气温 回升快
,

温度有

效性好等气候特点
。

特别是滇西南
、

滇南地 区的山原地貌和温暖的有利气候条件
,

为紫胶虫这

种热带
、

南亚热带特有的经济昆虫提供了优越的生长发育和泌胶环境
,

非常有利于紫胶生产
。

2
.

2 广阔的宜胶土地

云南热区总面积在 7 86 万 hm
,

以上
,

其中适宜发展紫胶生产的土地有 46 4 万 h m
Z

以上
,

实可用于发展紫胶的土地超过 57 万 h m
Z 。

主要分布于澜沧江
、

把边江
、

怒江
、

元江
、

南盘江
、

金

沙江等 6 大水系及其支流两岸的低山河谷地带
,

这些地区广阔的宜胶土地
,

是其它省不具备的

优势
。

2
.

3 丰富的寄主植物资源

云南有紫胶虫寄主植物 29 0 种
,

占我国已记录的寄主植物种类的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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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 13 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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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有 7 种 (钝

叶黄植
、

思茅黄植
、

火绳树
、

聚果榕
、

木豆
、

大叶千斤拔
,

瓦氏葛藤)主要分布于云南
,

其余 6 种在

云南也有分布或引种
。

云南紫胶生产上常用的寄主树近 20 种
,

数量达 4 0 00 多万株
,

如此丰富

的野生寄主植物资源
,

又集中分布于较好的产胶地带
,

为云南发展紫胶生产提供了可靠的物质

保证
。

2
.

4 产区群众有从事紫胶生产的技术和经验

云南生产紫胶的历史悠久
,

产区群众有从事紫胶生产的技术知识和生产经验
,

在诸 如对

紫胶生产地的确定
,

寄主树的选择与培育
,

胶虫的采种和放养技术
,

害虫的防治等方面都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多年来
,

科研单位和管理部门又为各地培训了数百名技术骨干
,

省地县 3 级共

举办过培训班 6 45 期
,

培训人员达 38 670 人次
,

他们在云南的紫胶生产中起过很好的作用
。

2
.

5 产区群众有开发紫胶资源的积极性

云南的紫胶产区
,

多系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
。

由于历史
、

地理原因
,

这些

地区生产水平较低
,

经济相对落后
,

部分群众的温饱还未完全解决
,

还有些长期依靠财政补贴

的贫 困县
。

紫胶生产提供的经济收入曾在有些地区占过较大比重
,

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落实和

紫胶价格的刺激
,

群众对开发这一资源的积极性很高
,

学习技术
,

采种育苗
,

种植寄主树
,

建立

人工胶园
,

在 80 年代中期曾出现过前所未有的热潮
,

为紫胶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莫定了群众基

础
。

只要价格合理
,

能再度调动并保持这种生产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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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南紫胶生产的历史
、

现状与问题

t [4 ]
。

1 9 8 5

1 9 5 8

云南生产紫胶的历史悠久
,

是我国紫胶的原产地
,

抗 日战争初期
,

年产量曾达 25 0 ~ 350

1 9 5 3 ~ 1 9 9 0 年
,

共收购原胶 4 9 o lg t
,

年均 收购量 1 2 9 0 t
。

云南的紫胶产量
,

50 年代基本上是逐年上升
,

60
、

70 年代总趋势是上升但呈马鞍形变化
,

年创历史最高记录
,

产量达 3 1 25
.

1 5 t
,

1 9 8 7 年后大幅度下降
,

1 9 90 年仅 2 25
.

75 t
,

接近

年水平
,

近两年
,

产量则有回升之势 (见表 1 )
。

表 1 19 53 ~ 1 99 0 年萦胶(原胶 )逐年收购t (单位
: t )

年份

1 95 1

1 95 2

二95 3

1 9 5 4

1 9 5 5

1 9 5 6

1 9 5 7

19 5 8

19 5 9

1 9 60

合计

平均

收晌t 年份

1 9 6 1

1 9 6 2

1 9 6 3

1 9 6 4

1 9 6 5

1 9 6 6

1 9 6 7

19 6 8

19 6 9

19 7 0

合计

平均

收晌t 年份 收晌t

3 3 2
。

3 0 1 9 7 1

19 7 2

19 7 3

19 7 4

1 97 5

1 97 6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合计

平均

5 3 7
.

40

2 6 4
.

50 1 6 1 5
。

00

1 9
.

6 0¹

10 5
。

7 0

14 1
。

9 5

15 4
.

9 0

14 3
。

15

24 4
。

9 5

221
。

20

245
.

45

1 27 6
。

9 0

15 9
.

6 1

321
.

0 0 2 7 6 3
.

9 5

6 32
.

20 29 6
.

8 0

8 47
.

5 0 26 3
。

34

2 0 12
。

0 0 8 19
.

5 0

2 0 0 0
.

0 0 27 6
.

20

2 5 0 0
.

0 0 3 0 5 8
.

8 5

1 8 42
.

0 0 3 0 0 0
.

0 0

1 7 20
.

0 0 7 6 6
。

55

1 247 1
.

5 0

1 247
.

15

18 39 7
。

5 9

839
.

7 6

年份

19 8 1

19 8 2

19 8 3

19 8 4

1 98 5

198 6

198 7

198 8

198 9

19 90

合计

平均

收购l

1 47 0
.

05

1 39 4
.

8 5

1 6 0 1
.

40

2 7 25
。

0 0

3 125
。

15

1 8 5 0
。

0 0

2 343
。

0 0

1 40 5
。

30

7 32
.

48曲

225
.

7 5.

16 8 7 2
.

9 8

1 6 8 7
。

30

住
:

¹ 19 53年统计数宇偏低
. º 19 88 ~ 19 90 年仅为思茅

、

临抢
、

保山 3 地区数据
.

据对 57 个县寄主资源和多年原胶产盘的调查统计
,

平均年产原胶 s t 以上的生产县有 36

个
,

其中 24 个县常年产量在 25 t 左右
,

且气候
、

土地和寄主资源等综合条件较好
,

是紫胶生产

的重点县
。

全省 41 个贫困县中
,

有 24 个能生产紫胶
,

其中 17 个县还是主产县
。

云南 已建虫胶加工厂 (或车间 ) 14 个
,

年总加工能力 6 O00 t 以上
,

生产的成品
、

半成品 9

种
。 19 63~ 19 8 7 年共加工虫胶片 2

.

4 万 t ,

色素 37 t ,

获利税近 6 0 00 万元
,

产品经销利税 3 0 00
万元

,

曾向 21 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 4 640 t ,

创汇 1 392 万美元
。

过去
,

紫胶曾被列为 2 类农副产品
,

不能自由交易
,

统一 由供销社收购
,

实行国家定价
,

个

人出售还须持证明
,

由国家给予奖励
。

19 8 5 年调为 3类后
,

才能在市场上 自由交易
,

价格由买

卖双方协商确定
,

由单一经营变为多渠道
、

多环节经营
。

但是
,

紫胶市场开放后
,

没有有效地利用宏观调控手段
,

缺乏必要的指导
,

19 8 6 年以来
,

出

现了价格升降过猛
,

产量波动太大
,

建厂过多和盲目进 口原胶等一系列问题
,

阻碍了紫胶生产

的进一步发展
。

价格的波动虽然是市场经济中经常出现的现象
,

但波动幅度太大
,

升降过猛
,

胶农缺乏心

理承受能力
,

于生产的发展很不利
。

原胶价格过低
,

不能补偿原胶生产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

值和支付的劳动报酬
,

胶农无利可图
,

不愿继续生产
,

有的地方出现砍伐寄主树改种其它经济

作物
,

严重地威胁着云南这一优势资源的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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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胶和种胶未真正形成基地化生产
,

加工厂产品种类不多
,

不能按用户要求生产适销对路

的多种产品
。

流通不畅
,

把损失转嫁给胶农
,

也制约着这一优势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

4 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开发云南紫胶资源

紫胶是云南的优势资源之一
,

云南紫胶资源的开发
,

具有产品机会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

有

可能通过较大规模的生产与广泛的商品交换而较大幅度地提高其经济效益
。

在紫胶生产过程中
,

以寄主树的采种培育
、

紫胶收放到原胶的粗加工
,

都可以吸收山区和

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参加
,

有利于这些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

提高社会的综合就业能力
,

推动偏远山区和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

开发云南紫胶资源
,

应遵循以 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

坚持
“

确保粮食稳定增长
,

积极发展多

种经营
”
的原则

;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

处理好资撅开发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

兼顾经济效益
、

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
,

把开发优势资源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
,

走以内涵为主提高产量的道路
,

使速度与效益统一
,

生产与流通统一
,

把紫胶这一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
,

并使之在激烈的竞争中稳步发展
,

真正达到胶农致富
,

财政增收
,

出口创汇 目的
。

合理开发云南紫胶资源
,

生产主管部门要科学地进行市场预测
,

作好规划
,

制订有关政策

并进行指导和监督
。

为生产和流通提供信息
,

通过市场
,

调整供需关系
。

4
.

1 加强计划指导实行市场调节

指导性计划是比较能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特点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计划形式
,

它既能体

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统一
,

又能体现统一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

指导性计划可以总体上保持

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
市场调节可以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和增强经济

发展的活力
,

实行两者的结合
,

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发展
。

紫胶不仅是一种林特产

品
、

农副产品
,

同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

属生产资料范畴
,

合理开发这一资源
,

应加强计划指导

并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
,

以利于这一资源开发的持续
、

稳定
、

协调发展
,

随着资源开发的深入和

生产的发展
,

逐渐过渡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形式
。

4
.

2 实行浮动价格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

商品的价格应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

浮动

价格既有计划性
,

又有灵活性
;
既有利于保持物价相对稳定

,

又有利于企业在一定的价格限度

内开展竞争
。

原胶价格应在坚持国家原胶标准的前提下
,

规定 1
、

2
、

3 级的最低限价
,

以保护广

大胶农的生产积极性
。

对成品胶则宜规定中准价和上下浮动比例
,

使紫胶的市场价格不至出现

过大的波动
,

有利于云南这一优势资源的合理开发
。

4
.

3 建立商品原胶生产和优质种胶繁育基地

为使云南紫胶资源的开发能稳定
、

持续地进行
,

必须建立商品原胶的生产基地和优质种胶

繁育基地
。

本世纪的最后几年
,

应在 36 个紫胶主产县建立商品原胶生产基地
,

实行科学管理
,

充分利用现有科技成果
,

提高原胶的产量和质量
。

在把边江下游
、

澜沧江中下游
、

小黑江
、

南汀

河等江河两岸低山地带
,

包括 15 个原胶生产重点县
,

建立优质种胶繁育基地
,

生产优质高产虫

种种胶
,

积极推广科研单位引进和培育的优良虫种
,

扩大良种基地
,

满足原胶生产对良种的需

要
。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

把紫胶资源的开发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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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必要的资金扶持

中央有关文件指出
: “

国家对贫困县继续实行扶持政策
,

发放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

低息
、

贴息贷款
,

安排扶贫专项物资
,

实行以工代赚
,

在税收
、

信贷
、

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优惠
。 ”

云南原胶生产地区
,

多系贫困县
,

在开发基金上有困难
,

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
,

政府应

给予一定的低息或贴息贷款
,

扶持这些地区紫胶资源的开发
,

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

当前
,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

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

云南和全国一样
,

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
,

我们应抓住机遇
,

审时度势
,

加强宏观调控
,

合理开发云南紫胶资源
。

使紫胶资源的开发走多层

次
、

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的道路
,

把紫胶产品的流通搞活
,

形成多渠道
、

少环节的流通机制
,

使云

南的紫胶产品占领国内市场
,

打入国际市场
,

真正成为有云南特色的
、

有竞争力的
、

经济效益显

著的优势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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