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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坡地聚落是我国山区聚落的重要类型!多处于生态条件差&经济落后的山区#随着国家

主体功能区规划进入实施阶段!充分认知坡地聚落面临的生态&贫困&聚落重组&人口迁居等问

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云南省昭通市为研究地区!运用LM4方法详尽探讨其坡地聚落

的空间特征!并从区域发展视角分析坡地聚落空间特征的成因机制#研究表明'昭通市具有坡

地聚落比例高&聚落密度突出&聚落分散布局&人类活动强度高&民族聚落垂直分异等显著特点#

特殊的区位&人口基数和高人口增长率导致了高密度的聚落分布"生态脆弱&贫困和单一的农业

生产方式加剧了人类活动强度"低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有限的城市集聚力与欠发达的商品经济

是聚落分散态势的重要成因#

关#键#词!昭通"坡地聚落"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N:)*'O###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9K)K<$!)**%)!9)!K<9*)

我国陆域国土中":P的面积是山区!!))<年!)<)个县市中大约;KP属于山区县市!

且全国县市总人口的*QK是山区县$市%人口#坡地聚落是指分布在山地&丘陵坡面上的乡

镇和村落!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山区聚落中!是我国乡村聚落的重要类型#一般坡地聚落生境

条件差!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处于长期的贫困中!一直是政府的重点扶贫地区#自!*世纪

以来!我国政府在追求区域之间社会发展公平&消除地区差距方面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

如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

力!确定不同区域$以县域为评价尺度%的主体功能定位(*)

#山区由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

弱!多数被划分为限制开发区域!面临*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和*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

移+的任务(!)

#在此背景下!研究广布于山区的坡地聚落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化态势!从区域

发展视角剖析其成因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坡地聚落的研究!常见于山区乡村聚落的研究文献#!)世纪K)年代!我国著名的地

理学家林超等(K)通过对大巴山区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人口流动及其原因的研究!提出了大巴

山区的坡地聚落具有*散居为主&阳坡分布+及*人口不安定&移动剧烈+等特征!并分析发现了

战乱&饥馑&经济落后&文化程度低下&交通不便等成因机制#K)年代末!朱炳海(;)在西康村落

研究中!分析了山区聚落分布与植物分布&海拔高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抵在K=))?以下!耕

地呈带状分布!居民户多分散等特征#!*世纪以来!由于计量和LM4方法的广泛运用!聚落研

究的内容更见丰富!其中汤国安等(=)利用LM4手段!通过分析在不同土地类型$河谷地&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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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地&湖平地%的聚落密度!距水系水源距离的分布!不同海拔高度的分布!距交通线距离的

分布!以及距城镇距离的分布!研究了陕北榆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

律#甘枝茂等(")通过研究陕北黄土丘陵宽谷区乡村聚落分布及其用地特征!发现其聚落具有

规模小&密度小&分布不均匀&沿树枝状水系递减!大多有向阳&向路&向沟等特点#牛叔文等(<)

利用统计方法!主要通过计算天水市平均村域面积&平均村落面积&平均劳作半径和村落之间

的距离等进行研究!研究了甘肃黄土丘陵墚峁区天水市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郭晓东等(O)利

用三个时段的*R*))))地形图叠加!来探究天水市秦安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演进过程!并分析

了农村人口的增长过程!探索了农村聚落分裂过程的模型#陈国阶等(:)就中国的山区聚落!对

不同空间尺度的分布特征&空间演化等做了系统的研究!可谓集大成者#目前看来!对山区坡

地聚落的研究!涵盖了黄土高原&西南山区&东部丘陵等多个区域!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聚落空

间分布的规律性揭示!并且通过研究方法的更新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空间精度#因此!本文拟以

山区聚落的典型发育区域,,,云南省昭通市为案例区!以坡地聚落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坡地

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从区域发展视角!探析聚落空间特征的成因机制#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云南省昭通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是云南的北大门!地处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云&贵&

川三省结合部#全市面积!'KS*)

;

T?

!

!人口=))余万!辖*)县*区!均为山区!将近O)P

的乡村居民点属于山区坡地聚落#由于地处全国*O个贫困片区之一的乌蒙山贫困片区!全

市**个县$区%中有*)个县区为国家重点扶贫县#作为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地区!该市面

临生态修复和脱贫致富的双重压力!而摆脱压力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解决坡地乡村聚落人

口的迁居问题#

依据!))=年 2U影像生成的=)?栅格地形数据&*R*)))))地形图村落要素数据&

!)))年耕地和建设用地遥感数据!采用 LM4软件的空间分析模块!分析乡村居民点的空间

分布特征#并通过统计分析和昭通市实地调研以及典型地区$鲁甸县&彝良县%分析!剖析

聚落空间格局的成因机制#

!#昭通市坡地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高坡度聚落

昭通市域中山区占<!'=;P!河谷区占!K'OP!平坝区仅占K'""P#坡度为=V!=W的

图*#城乡聚落的分布坡度 #

1AD8*#4&%X6YAFZHA7[ZA%C%I[H7@C@CYH[H@&F6ZZ&6?6CZF#

山地在全市分布较广!总面积约 ::))

T?

!

!占全区总面积的;;'!P#受自然地

形的影响!很多聚落分布在较大坡度的山

地坡面上!形成较为典型的坡地聚落#

把建设用地数据与地形数据进行套

合!分析发现$图*%'在坡度!=W以下的区

域!城镇居民点的累积比重达到 :)P!农

村居民点的累积比重不到 O)P#在坡度

高达;)W以上的区域仍有大约=P的城乡

居民点分布#

地形数据与乡镇和村落要素叠加分析



!期 王传胜等'云南昭通市坡地聚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机制研究 !K:##

结果显示$表*%'有!QK的聚落分布在坡度*=W以上的坡地上!在坡度*=W以上的坡地聚落

中!有*Q!多分布在坡度!=W以上的坡地上!另外一半则几乎平均分布在*=V!)W和!)V!=W的

坡地中#此外!坡地聚落相对集中于**))V!)))?之间的区域!根据当地的海拔分级!大致

相当于河谷区和二半山区#总体来看!尽管表现出随高度提升聚落数量减少的趋势!但不

明显#

表#$昭通市平均坡度#%&以上坡地聚落的分布

2@7&6*#4&%X6YAFZHA7[ZA%C%IF&%X6>Z\X6F6ZZ&6?6CZFBAZ]@̂6H@D6F&%X6%̂6H*=WAC_]@%Z%CD

坡度分级
在不同坡度

上的分布QP

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的分布QP

!

**))?以下 **))V*"))?*"))V!)))?!)))V!;))? !;))?以上

*=V!)W !='<: *:'"! K)'!* *:'*) *:':< **'**

!)V!=W !!'OO *"')= K*':) !"'"* *"'!; :'!)

!=W以上 =*'K! !K'"= K"'); !K'K: *)':: =':K

##注'

!

海拔高度分级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以下为江边河谷区"**))V*"))?在北部为一般山区$当地称

二半山区%!南部则为河谷区"*"))V!)))?在北部为高二半山区!南部为二半山区"!)))V!;))?在北部为高寒山区!

南部为高二半山区"!;))?以上为高寒山区#

!"!$高密度聚落

# 图!#坡地聚落及其人口分布

#

1AD8!#4&%X6>Z\X6F6ZZ&6?6CZF@CYZ]6AHX%X[&@ZA%CYAFZHA7[ZA%C

昭通市*=W坡度以上的面积有*';S*)

;

T?

!

!约占全市总面积的"KP#从村落分布

来看!*=W坡度以上的坡地聚落有 !!KK个

$图!%#这就是说!大约平均在每 "'KT?

!

的面积上分布着*个坡地聚落!这对于昭通

这样一个以高山峡谷为主的区域来说!不能

不说是高密度了#从乡镇分布来看!平均坡

度在*=W以上的乡镇有*K)个!占乡镇总数

的<"'=P#在这*K)个乡镇中!近KQ;的村

落是*=W以上的坡地聚落!占全市坡地聚落

数的:)P#*K)个乡镇中坡地聚落密度最大

的六合乡!平均坡度!OW!面积=OT?

!

!分布

着*K个坡地聚落!大约平均每;';T?

!面积

上分布着*个村落#

同时!昭通市具有较高的人口密度#统计结果显示!!))<年中国!)<)个县市中!山区

县平均人口密度为<*人QT?

!

!丘陵县为*;!人QT?

!

!平原县为*;;人QT?

!

#而昭通市**个

县区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大关县*==人QT?

!

!最高者镇雄县K<K人QT?

!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表!显示!*K)个乡镇中!人口密度在*))VK))人QT?

!之间的有::个!占全部乡镇

总数=O'!P#有将近一半的坡地聚落坐落在人口密度*))V!))人QT?

!的乡镇中!有超过

*Q;的坡地聚落坐落在人口密度超过!))人QT?

!的乡镇中#有"个乡镇人口密度超过;))

人QT?

!

$表K%!平均坡度在*=V!!W之间!其中泼机镇平均坡度*<W!*=W以上坡地聚落有<

个!且人口密度超过*)))人Q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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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平均坡度#%&以上乡镇的人口密度及其村落数

2@7&6!#2]6̂A&&@D6C[?76H@CYX%X[&@ZA%CY6CFAZ\%IZ%BCF]AXFBAZ]F&%X6%̂6H*=W

人口密度Q$人QT?

!

%

乡镇数Q个 占全部乡镇数的比重QP 村落数Q座 占坡地聚落数的比重QP

*̀)) *! <')" !<= *!'K!

*))V!)) "" KO'O! *):" ;:')O

!))VK)) KK *:';* ;<; !*'!K

K))V;)) *K <'"= **: ='KK

"

;)) " K'=K ;: !'*:

表'$人口密度超过())人*+,

!乡镇的坡地聚落

2@7&6K#2]6F&%X6>Z\X6F6ZZ&6?6CZFBAZ]X%X[&@ZA%CY6CFAZ\%̂6H;))X6%X&6X6HTA&%?6Z6H

乡镇名称 面积QT?

! 平均坡度Q$W% 人口密度Q$人QT?

!

%

村落数Q座 *=W以上坡地村落数Q座

中城 :: !! ;;< !) *=

塘房 "< !* ==< O K

泼机 "= *< *)*! *! <

亨地 "* *= ;KK *) <

中屯 <= !) "O) *; <

云富 "! *< "*" *< *)

图K#坡地聚落分布曲线 #

1AD8K#aAFZHA7[ZA%CE[Ĥ6%I#

F&%X6>Z\X6F6ZZ&6?6CZF#

!"'$分散型聚落

昭通市*K)个乡镇村落数量的空间分布和人口数

量的空间分布高度一致#图K显示!人口分布曲线和村

落数量分布曲线几乎重合!显示出村落数量的空间分

布与人口空间分布态势的一致性!以及村落数量在随

着乡镇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每个村落人口数量规模

的趋同性#

根据分布曲线的内涵!测度*K)个乡镇村落数量空

间分布和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的分散程度!即计算分布

曲线凸面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分布越分散!面积越接

近均衡线$!b"%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为测度方便!本文定义分散程度的计算公式'

#$!

#

*

)

%$"%Y"

式中'%$"%为分布曲线的模拟函数#)

$

#

$

*!#

%

*时!分散程度越高"#

%

)时!集中程度越

高#模拟结果!人口分布曲线的函数表达式为 %$"%b)'=O=""

!

c)'K==!"c)')*)O!相关

系数)'::<"村落分布曲线的函数表达式为 %$"%b)'=<K*"

!

c)';)O"9)'))"<!相关系数

)':::#计算结果!#$人口%b)'<"<!"#$村落%b)'<<""#显然!*K)个乡镇村落数量的

空间分布更分散一些!而乡镇人口数量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一些$表;%#

表($#')个坡地乡镇的分散系数

2@7&6;#2]6YAFX6HFA%CE%6IIAEA6CZ%I*K)F&%X6>Z\X6Z%BCF]AXF

人口数Q人 村落数Q座 坡地村落数Q座

平均值 !;O)* *:'!O *=';O

最小值 <<!) = !

最大值 ""!!< ;O ;K

合计 K!!;*O* !=)< !)*K

分散系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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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人类活动聚落

昭通市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开发时间较早!人口多&密度大&增长快!加上山地多&坝

子平地少!可利用土地资源极其有限!陡坡耕垦非常普遍!从而导致土地过度垦殖&森林植被

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据各区县统计!!))=年!昭通市耕地总面积"<'=S*)

;

]?

!

#其中!!=W以上的陡坡耕地

面积!*'OS*)

;

]?

!

!*"V!=W的耕地面积!"';S*)

;

]?

!

!"V*=W的耕地面积*K'=S*)

;

]?

!

#

全市垦殖指数高达 !OP$图 ;%!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K倍!其中镇雄县垦殖指数已达到

K<'*P!居全省之首#

图;#不同坡度&海拔的垦殖指数

1AD8;#.6E&@?@ZA%CACY6d%IYAII6H6CZF&%X6F@CY@&ZAZ[Y6F

!"%$垂直分异的民族聚落

昭通市少数民族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Q*)!主要少数民族有彝族&苗族&回族&壮族和

布依族等#长期以来!各民族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地区选择和生存斗争!逐渐形成了随海拔

和坡度分异的民族空间分布格局#以昭通市鲁甸县和彝良县为例!二县辖=镇!K乡!有汉

族&回族&彝族&苗族&壮族&布依族等多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分别占总人口的!)P和*;P#

根据对鲁甸和彝良!O个乡镇汉族&回族&苗族和彝族人口的调查统计!可以看出;个民

族人口分布随海拔高度变化的情况#图=显示!各民族在居住空间上表现出*大杂居+的现

##

图=#昭通市部分乡镇民族人口的分布高度$单位'?%

1AD 8=#2]6@&ZAZ[Y6YAFZHA7[ZA%C%IC@ZA%C@&?AC%HAZ\X%X[&@ZA%CAC0[YA@C@CYeA&A@CDE%[CZA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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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垂直分异#汉族分布较为分散!回族相对集中在海拔*:))V!)))

?左右的区域!彝族大部分分布在海拔*:))?以上的区域!苗族主要集中在海拔*=))V

*<))?和!*))?以上的区域!即二半山区和高寒山区#

K#坡地聚落空间特征成因机制分析

昭通市坡地聚落的空间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图"%#首先高山峡谷地形是

其坡地聚落得以发育的自然背景"其次较好的区位条件使其能够在历史时期集聚较多的人

口!而地形条件制约了交通条件的改善!进而制约了当地人口的对外交流与扩散"第三!传统

的以耕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使人口能够得以长期稳定地增长!推动了坡地聚落向高密度&分

散化发展"最后!上述情形的产生阻碍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而较低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水平则增加了坡地聚落空间合理配置的难度!使其长期处于分散化与高密度并存&高坡度与

高强度人类活动并存的坡地聚落体系状态!也使昭通市处于生态退化与极度贫困之中#

图"#昭通市坡地聚落空间特征成因机制

1AD8"#2]6?6E]@CAF?%IFX@ZA@&E]@H@EZ6HAFZAEF%IF&%X6>Z\X6F6ZZ&6?6CZFAC_]@%Z%CD

'"#$历史上人口的过早聚集和快速增长形成密集化的坡地聚落

昭通市位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的俯冲地带!属于地形急剧变化的地区"又位于汉族与

少数民族交界处!属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前沿地带#因此有*咽喉西蜀&锁钥南滇+&*云南

北大门+之称!古为*南丝绸之路+之要冲!今是川入滇之首要交通通道#如此特殊而优越的

地理位置!使其较早地接触了中原农耕文化!较早地成为云南省人口过多集聚的地区!且长

期以来!一直占据云南省人口第二大地级市的位置#

据昭通市地方志记载(*))

!*:**年!昭通府总户数*)'O=S*)

;户!=*'O;S*)

;人"*:=K

年人口增加至;!'!S*)

;户!*O;'";S*)

;人"*:O=年人口增加至<='OS*)

;户!KO*';)S

*)

;人"!)))年人口达到 *!)S*)

;户!;=:'!KS*)

;人"!))=年常住人口 *;)'"S*)

;户!

=)<'=S*)

;人"!))O年*=)'"S*)

;户!=!:'=S*)

;人#从*:**年至今!在不到*))@的时

间里!户数将近增加了*;)S*)

;户!人口增加了将近=))S*)

;人!几乎平均每年增加*';S

*)

;户!=S*)

;人$图<%#

!)世纪后半叶以来!昭通市的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图<%#*::"年

以来!昭通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高出云南省平均水平的!f以上!在全省各地市中一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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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K位!人口密度是云南省人口密度平均水平的!倍以上!在全省各地市中仅次于昆明

市!位居第!位#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剧了人地矛盾!众多的人口早已无法容纳在区区"))

T?

!的平坝地区!在对外联系不便的传统发展方式下!只有广布在占土地面积:<P的山地

区域!占据相对适宜居住的坡地!发育密集的坡地聚落#

图<#昭通市人口增长

1AD8<#g%X[&@ZA%CDH%BZ]AC_]@%Z%CD

'"!$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土地种植"导致高强度的坡地耕垦

昭通历史上森林覆盖较好!农民除种植业外!林业为主要副业#据-昭通地区志.记载!

*:K!年!农民*以种山地及林产为生+!*以山林营生者+占半数#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多!森

林遭到砍伐!土地开垦加剧#据鲁甸县统计(**)

!*:*;年约有耕地!"""'"<]?

!

!*:!K年约

有KKKK'KK]?

!

!到 *:K!年增长为 *!)))]?

!

!*:;)年增长为 *")))]?

!

!*:=)年为

!""""'"<]?

!

!K"@间增长了!;)))]?

!

!平均每年增长"""'"<]?

!

#据巧家县统计(*!)

!

*O:<年约有耕地KKKK'KK]?

!

!*:KO年增长为;))))]?

!

!*:O=年约为=<KKK'KK]?

!

!*::)

年达到<")))]?

!

!不到*))@的时间!耕地面积约增加了<!"""'"<]?

!

!平均每年超过

"""'"<]?

!

#

全市O=P以上的人口居住在生活条件非常落后的农村地区!农业结构转型非常缓慢!

粗放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占有相当的比重(**)

#上世纪 :)年代以前!第一产业比重占

Lag的比重一直在 ;)P以上!:)年代后期开始下降!*:::年为 K*'*P!!))K年下降为

!:'KP!!))O年下降到!;'=P!但仍高于全省平均*<':P的水平#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

件恶劣!耕地土层薄&土壤肥力低&单位产出低&总产量少!因而农村人口极端贫困#!))O年

人均Lag为=*"K元!居云南省*"个市州的最后一位!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P!相

当于昆明&玉溪等地级市的*Q=#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O:)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K:'*P!居全省倒数第三位!仅高于怒江和文山二州#全市除水富县外!其余*)区县均为国

家级扶贫重点县#全市有;")个特困行政村为云南省重点扶持村!其中有近*Q;分布在海

拔*=))?以上的高二半山区和高寒山区#

大量农业人口高度依赖于有限的土地产出!在加重资源环境负担的同时!也加深了农村

的进一步贫困!反过来又加剧了坡地的扩垦#因此!在传统发展方式下!不断促使人们向高

海拔&高坡度的地区开荒&迁徙#

'"'$低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有限的城市集聚力与欠发达的商品经济促成了聚落分散态势

!))O年!昭通市总人口达=!:'=S*)

;人!仅次于昆明$"!;S*)

;人%和曲靖$=<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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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二市!乡村人口列居全省首位!城镇人口::'=S*)

;人!居全省*"个市州的第=位$表

=%!城镇化率*O'<:P!列居倒数第一#城镇功能单一!除昭阳区之外!一般城镇多是在集市

贸易的基础上形成!仅有的工业多以农副产品&农作物加工和地方矿产资源粗加工为主!以

集市贸易为主要经济职能#少数城镇有大型厂矿或处于交通要地#城镇发展水平低!规模

小!进一步积聚人口的能力非常有限#自*:<O年以来工业总产值一直徘徊在全省的;P V

=P!!))),!))K年期间曾下降至KP左右!!))O年工业总产值O<':<S*)

O元!居全省第<

位!这与其拥有的人口规模和区位条件极不相称#县域工业经济实力更为弱小!对农业产业

化和城镇化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O年!仅有昭阳区&水富县第二产业产值超过*S*)

O

元!二者合计占全市第二产业产值的K"';P#

表%$!))-年昭通市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及其在云南省的位次

2@7&6=#2]6?@ACF%EA%>6E%C%?AEACYAE@Z%HF%I_]@%Z%CD@CYF6h[6CE6H@CTACe[CC@CgH%̂ACE6AC!))O

地区 土地面积QT?

! 总户数Q*)

;户 总人口Q*)

;人 人口密度Q$人QT?

!

% 城镇人口Q*)

;人

云南 K:'; *!=!': ;=;K **='K *;::'!

昭通 !'K *=)'" =!:'= !K) ::'=

位次 : K K ! =

地区 乡村人口Q*)

;人 城镇化率QP 人均LagQ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Q元 工业产值Q*)

O元

云南 K);K'O KK')) *!=O< ;OO: !)="':=

昭通 ;K) *O'<: =*"K !O:) O<':<

位次 * *" *" *; <

##注'资料来源于-!)):年云南省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昭阳区作为地区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对外交通条件&城市基础设施&市场体

系等都与滇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不足以产生对全市其他地区的辐射吸

引和带动#作为区域第二位的县级行政驻地!更易于受周边省份或州市吸引#如东部的镇

雄与贵州毕节的经济&物流&人流联系更多"北部的威信&水富&永善&绥江&盐津等县与成都&

重庆&宜宾的交通联系更加方便!因此!更直接受成都&重庆的辐射和影响"南部的巧家更直

接受曲靖&昆明市的辐射#

;#结论与讨论

从区域发展视角研究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在探讨一般特征的同时!应着重揭示聚落发

展中涉及的区域发展问题#昭通市位于金沙江与长江干流的汇合处!系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建设的重点地区!其聚落体系高坡度&高密度&高胁迫$高强度人类活动%&分散化的空间特

征!是坡地聚落生境不断恶化的重要致因!也是目前昭通市区域发展中亟待破解的难题#昭

通市坡地聚落空间分布的一系列特征!既体现了山区聚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更重要的

是展示了昭通市区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生态环境严重破

坏&农村生活极度贫困&产业结构极端不合理等等#

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不合理的人类开发方式与不恰当的区域发展路径影响!形成了不

和谐的聚落体系空间发展形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长期的贫困!亟待在区域发展中加

以解决#从昭通市坡地聚落的发展条件看!在控制人口规模的同时!保持适度分散的聚落格

局!是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方式#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角度看!要在适度分散的同时!也应

重视地市县集聚中心的扶持!以保持一定的城镇化水平!吸引山区人口集聚#在加快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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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同时!要以生态建设为目标!积极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第二三产业!构建

适合山区发展的产业结构#因此!从未来的区域发展战略看!昭通市应借助全国主体功能区

划和生态屏障建设的时机!积极实施生态修复!加强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开展城乡共建!促进

聚落体系有序&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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