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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地垂直自然带研究的进展

彭补拙 陈 浮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 2 10 0 9 3)

提 要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

山地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33 %
。

喜马拉雅运动基本奠定了 山地格局
,

东西季风

环流定格了自然地带的水平结构
,

为山地垂直自然带确立了基础
。

从山地垂直 自然带基带的性质出发
,

一般可以

分为 18 种主要类型
,

分别属于季风性带谱系统和 大陆性带谱系统
。

同时也论述了山地垂直 自然带的区域分异规

律
,

并提出山地垂直自然带研究中有重大意义的若干前缘问题
。

关键词 山地垂直自然带 结构类型 区域分异

分类号 中图法 P 9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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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表格局以山地高原为主体
,

其中山地约

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33 %
。

喜马拉雅运 动基本奠定

了山地的格局
,

山脉排列具有显著的方 向性和规律

性
,

严格受地质构造控制
。

同时
,

随着古特提斯海的

消失和欧亚大陆的形成
,

海陆对 比建立的亚洲季风

环流形势
,

气候带分布的变化
,

基本上形成了目前水

平 自然带的结构 [`
,

“ ]
,

从而影响了山地垂直 自然带

基带的性质和带谱的结构
。

许多学者对山地垂直 自然带结构类型进行过较

为深入的研究
,

如欧亚大陆温带山地垂直 自然带结

构类型3[, 4 1
,

川西滇北山地垂直 自然带结构类型的

纲
、

类
、

型带谱 5[]
,

河 南 山地 垂 直 自然 带 结构 类

型 6[]
,

天山山地垂直 自然带结构类型以及青藏高原

山地垂直 自然带结构类型等 [ 7 一 ` 9 1
。

为中国山地垂

直自然带结构类型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

然而 山地

垂直 自然带结构类型划分至今尚未有全国性的统一

纲要
。

1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结构类型

山地垂直自然带谱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基带的温

度和水分状况的异同
,

其结构类型可按山地垂直 自

然带的基带
、

结构
、

优势带以及温度
、

水分条件等特

点
,

划分为季风性和大陆性 两类性质迥然不同的带

谱系统〔“ ]
。

一般认 为
,

新疆
、

柴达木盆地 中部和西

部
,

藏北高原腹地及西北部
,

贺兰山
、

阴山以北的内

蒙地 区属大陆性气候 (无 季风 )区 2[]
。

其 山地垂直

自然带属大陆性带谱系统 ;其它地区为季风区
,

其山

地垂直 自然带属季风性带谱系统
。

1
.

1 季风性带谱系统

季风性带谱系统中温度条件在垂直分异中占主

导地位
。

按基带的湿润程度可分为湿润
、

半湿润
、

高

寒半湿润 3 种结构类型组
,

然后按基带纬度或海拔

高度的变化
、

水热条件 的差异 及带谱整体特征的不

同
,

各结构类型组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主要 结构类

型 [ 1 0
,

1 1 ]
。

1
.

1
.

1 湿润型结构类型组

此结构类型组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及青藏高原

东南部地区
,

它以山地森林为各分带的主体
,

植被多

属中性类型
,

气候湿润
,

以生物化学风化占优势
。

土

壤淋溶作用强烈
,

形成 各种 山地森林土壤
。

依 山地

垂直自然带基带 的性质
,

自南至北 可分为以下主要

结构类型 〔`2 一 `4 〕:

热带季雨 林
、

雨林 基带结构类 型
、

准热带季雨林基带结构类型
、

亚热带南部常绿 阔叶

混交林基带结构类型
、

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
、

落叶阔

叶混交林基带结构类型
、

暖温带落 叶阔 叶林基带结

构类型
、

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基带结构类型和

寒温带针叶林基带结构类 型
。

同一基 带的结构 类

型
,

其垂直 自然带的数 目决定于山地的海拔高度
,

山

体越高
,

相对高差越大
,

山地垂直 自然带谱结构愈完

整
。

如地处准热带 (或称热带北缘 )的喜马拉雅山东

端的南迎 巴瓦峰
,

海拔 7 7 8 2 m
,

相对高差达 7 0 0 0 m

左右
,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结构类型为
:

以河谷准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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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雨林为基带
,

自下而 上依次为山地亚热带半常绿

阔叶林带
,

山地准亚热带半常绿阔叶林带
、

山地 暖温

带针阔混交林带
、

山地寒温带暗针 叶林带
、

亚高山寒

带灌丛草甸带
、

高山寒带草甸带
、

高山寒冻壳状地衣

带及高山冰雪带等 9 个垂直自然带所组成的相当完

整的垂直自然带谱 「̀0, ’ 5
,

`“ 〕
。

处于 同一基带的台湾

玉山
,

海拔 3 9 50 m 左右
,

带谱结构较简单
,

仅由 5

个垂直自然带组成 〔`2 1
。

1
.

1
.

2 半湿润结构类型组

此结构类型组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 的暖温带
、

温带
、

寒温带及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
。

地处 暖温 带

的山地
,

以灌丛草原带为基带
,

山地落叶阔叶林为优

势带
,

其带谱结构 比较简单
,

向上依次为山地暗针叶
`

林落叶松林带
、

亚高山落叶灌丛草甸带
,

显示出暖温

带湿润山地垂直自然带谱的特征
。

温带半湿润山地

的基带一般为灌丛草甸带
,

山地落叶阔叶林为优势

带
,

垂直 自然带谱的结构仍较简单
,

以上的垂直 自然

带与暖温带 山地雷同
。

青藏高原东南部半湿润结构

类型组
,

基底海拔较高
,

通常以山地针阔混交林为基

带
,

山地暗针叶林带为优势带
,

此带以上依次为
:

亚

高山灌丛 带
、

高 山草甸带
、

高山寒冻风化 壳状地衣

带
、

高山冰雪带 〔`“ 〕
。

部分深切谷地以旱生落叶灌丛

为主
,

发育着山地褐土或山地碳酸盐褐土
,

构成特殊

的分带和基带 〔9
,

`7 〕
。

1
.

1
.

3 高寒半湿润结构类型组

此结构类型组主要分布于青 藏高原中
、

东部那

曲一玉树一阿坝一带的山地
,

高 山草甸成为高原上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基带
,

带谱结构较简单
,

通常由高

山草甸带
、

高 山寒冻风化壳状地衣带 及高山冰雪带

组成垂直自然带谱
,

反映出大陆寒旱化影响逐步增

强 [ 18 ]
。

1
.

2 大陆性带谱系统

此带谱系统广布于中国西北 内陆腹地
,

以及青

藏高原的北部和西部地区
。

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以草原
、

荒漠草原
、

荒漠和 山地森林
、

山地草甸各分

带为主 ;青藏高原以 山地草原
、

山地荒漠
、

高 山草原

和高 山荒漠各分带为特色
。

受温度和水分状况地域

差异的制约
,

可分为以下结构类型组
。

1
.

2
.

1 半干旱结构类型组

此结构类型组以干草原或山地草原为基带
,

主

要见于黄土高原西部
、

内蒙古高原山地
、

祁连 山东段

以及藏南山地等地区
。

半干旱结构类型组按基带的

性质可分为暖温带半干旱结构类型和温带半干旱结

构类型
。

前者较完整的垂直带谱是
:

干草原带 (或山

地草原带 )为基带
,

其上依次为山地 落叶阔 叶林带

(阳坡 ) /山地 暗针叶林带 (阴坡 )
、

亚 高山灌丛草甸

带
。

后者较完整的带谱是
:

山地干草原带为基带
、

山

地森林草原带
、

山地暗针林 (阴坡 ) /山地草甸 (阳坡 )

带
、

山地草甸带或亚 高 山灌丛草甸带
、

高 山草甸

带 [ 7
·

`4 ]
。

1
.

2
.

2 干旱结构类型组

此结构类型组广布于甘肃
、

青海
、

新疆及宁夏的

西部等地区
,

以干旱的荒漠带或山地荒漠带为基带
。

按其带的性质可分为暖温带结构类型和温带结构类

型
,

前者较完整的带谱是
:

荒漠带
、

山地荒漠草原带
、

山地干草原带
、

山地草原带
、

高山草原带
、

高山草甸

带
、

高山垫状植被地衣带
、

高山冰雪带
。

后者较完整

的带谱是
:

温带荒漠带
、

山地荒漠草原带
、

山地草原

带
、

山地暗针叶林 (阴坡 )
、

草甸 (阳坡 )带
、

亚高 山灌

丛草甸带
、

高山草甸带
、

高山垫状植被地衣带
、

高山

冰雪带 [“ ]
。

1
.

2
.

3 高寒半干旱结构类型组

此结构类型组分布于青藏高原内部山地
,

其垂

直 自然带谱的基带都为冷旱生的高寒草原
,

自然景

观的垂直分比较简单
,

基带以上一般由高山草甸带

或高山草甸化草原带
、

高山垫状植被壳状地衣带
、

高

山冰雪带组成
。

1
.

2
.

4 高寒干旱结构类型组

此结构类型组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北部的昆仑

山和喀喇昆仑山等高寒干旱地区
。

它可以分为两种

结构类型
,

昆仑山东段 山地
,

气候寒冷干旱
,

其山地

垂直 自然带的基带为高山荒漠草原带
,

它与高山垫

状植被壳状地衣带
、

高 山冰雪带共同构成简单的垂

直自然带谱
。

羌塘高原北部及阿里地区北部的昆仑

山西段和喀喇昆仑山一带
,

气候寒冷
,

更加干旱
,

其

山地垂直 自然带谱由高寒荒漠带
、

高山草甸化草原

带
、

高山垫状植被壳状地衣带及高山冰雪带组成
。

2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区域分异规律

山地垂直自然带基带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山地所

处的水平带属性
,

不同的水平地带内
,

就出现不同的

垂直自然带结构
,

它们的垂直 自然带的基带
、

垂直带

数 目
、

各分带的分布高度及优 势带等都各不相 同
。

同时
,

山体的相对高度
、

坡向
、

走 向及山体的结构等

因素也影响带谱的结构 「̀
,

“
,

`2〕
。

从整体客观上看
,

在中国东部湿润的森林 区内
,

山地垂直 自然带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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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具有明显的纬向变化 ; 在西部非季风的干旱区内
,

垂直自然带谱的结构发生明显的经向变化
。

2
.

1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纬度地带性规律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纬向变化主要表现在带谱的

结构从低纬至高纬趋于简单
,

垂直 自然带的数 目逐

渐减少
。

如地处西藏东南部的南迎 巴瓦峰地 区
,

南

坡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
,

具有准热带 自然景观的

特征
,

其山地垂直自然带谱最为完整
,

多达 9 个垂直

自然带
,

为世界所罕见 [ ’ 5 〕
。

向北至亚热带地 区减少

到 6一 7 个垂直自然带
,

暖温带无高 山
,

山地垂直自

然带谱不完整
,

温带山地减 少至 4 一 5 个垂直带
,

至

寒温带的大兴安岭山地垂直自然带谱仅 由 2 一 3 个

垂直自然带构成
。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海拔高度随着纬度带自南向

北而逐渐降低
。

如山地暗针叶林带在热带或准热带

山 地
,

其 界限一般 高达 海 拔 2 9 0 0 ( 3 10 0 ) 一 3 9 0 0

( 4 10 0 ) m
,

亚热带南部 lJJ 地下降至 3 0 0 0 一 3 6 0 0 m
,

亚热带北部山区为 2 6 0 0 一 3 4 0 0 m
,

暖温带 山地降

至 1 80 0 一 2 5 0 0 m
,

温带 ILJ 地降至 1 10 0 一 1 8 0 0 m
,

幸温带山地上限不超过 1 0 00 m
。

不仅垂直自然带

的界限降低
,

而且带幅也缩小
,

由 1 0 0 0 一 1 1 0 o m 缩

至 6 0 0 一 7 0 O m
。

据计算
,

大约每向北 移一个纬度
,

其界限下降 1 0 0 m 左右
。

显然
,

中国东部湿润地 区

的热量 ( ) 10 ℃积温 )
,

由热带的 > 7 0 0 0℃ (东部 )或

> 6 5 0 0℃ (西部 )减少至寒带的 1 7 0 0℃ 左右
,

这是

引起山地垂直自然带结构和性质纬向变化的主要原

因
。

2
.

2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经度地带性规律

中国的水汽主要来源于东
、

南部海洋
,

降水量由

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迅速递减
,

根据年平均干燥度

可分为湿润
、

半湿润
、

半干旱
、

干旱等若干地区
。

这

种气候的经向变化深刻地影响山地垂直自然带基带

的经向地带性规律
,

即自东至西气候变干
,

垂直自然

带的基带就出现以下顺序的更替
:

森林带
、

森林草原

带
、

典型草原带
、

荒漠草原带
、

荒漠带
。

此经度地带

性规律明显地表现 在中 国暖温带和 温带地 区 [` ]
。

不仅如此
,

在中国广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东部和

西部分别受东亚季风和南亚季风环流的影响
,

前者

冬季受强大蒙古冷高压控制
,

由强冷空气和寒潮频

繁活动带来的低温
,

导致冬季温度较之西部地区明

显偏低
,

年降水量相对集中于夏季
,

但并不存在明显

的干季
。

而受南亚热带季风环流 影响的西部地区
,

冬半年绝大部分地 区受到热带西南暖流控制
,

晴而

干暖 ; 夏半年
,

受西南季风的影响
,

降水相对集中
,

干

湿两季明显
。

东西部地 区这种水热结合状况的差

异
,

显然对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

的影响 8[]
。

下面从中国亚热带和温带地 区山地垂

直自然带的区域差异予以说明
。

在中国亚热带东部地 区
,

基带发育着典型的温

性常绿阔叶林 ;西部地区的贡嘎山东坡
,

大渡河谷深

切
,

谷底焚风效应显著
,

其基带出现类似
“

萨王纳
”

景

观和在干暖环流下形成的云南松林
。

南迎巴瓦峰南

坡
、

墨脱 附近的雅鲁藏布江 河谷地 区
,

其纬度 ( 29
。

12
`

N 一 2 9
0

3 0
’

N )大致相当于 中国东部亚热带地 区的

湖南
、

江西北部一带
,

由于冬季不受寒潮的影响
,

其

基带为准热带的季雨林景观
。

在 山地垂直自然带谱中
,

东部地区以基带为明

显的优势带
,

带幅宽达 8 00 m 左右 ; 而西部地区山地

暗针叶林带往往成为带谱中明显的优势带
,

其带幅

宽达 6 00 一 s oo m
,

有的甚至宽达 1 0 00 m
,

尤以西藏

东南部的南迎 巴瓦峰地区更为明显
,

表征其山地以

冷偏湿生境地段占主要地位
。

东西部地区在山地垂

直自然带分布的高度上也存在 明显的差别
,

一般是

西部高于东部
,

如山地常绿阔叶林带分布的上限
,

东

部的黄岗山分布至 1 0 0 0 一 1 1 00 m
,

向西至梵净山

升高 至海拔 1 30 0 一 1 4 00 m
,

西部 的贡嘎 山高达海

拔 2 0 00 m 左右
。

碧罗雪山西坡
,

干燥度增加
,

升高

至海拔 3 3 00 m 左右
。

此外
,

在垂直带谱中的景观

成分
、

带谱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

前者

既反映了东西部山地水热状况 的不 同
,

也表征 自然

景观发展历史与古地理 环境的地域差异〔` 3
,

` 9〕
。

后

者虽东西部山地水热条件的差异有一定的影响
,

但

更重要的是东部山地多为中山类型
,

其山底海拔低
,

山地的相对和绝对高度不大
,

山地垂直 自然带谱远

不如西部山地复杂多样
,

一般仅由 4 一 5 个垂直带组

成
,

西部山地则多达 8 一 9 个 垂直自然带
,

表现出相

当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谱
。

如前所述
,

温带和暖温带山地垂直 自然带的经

度地带性规律
,

首先
,

自东向西山地垂直 自然带的性

质
:

湿润型~ 半湿润型~ 干旱型~ 干旱型 ;垂直自然

带的结构差异也很大
,

如地处湿润地 区的长白山针

阔混交林带十分 发育
,

带幅很宽
,

占据海拔 5 0 0 一

1 6 0 0 m 空间
,

成为山地垂直自然带谱中的优势带
,

至半湿润
、

半干旱地 区的大青山阔叶林的针叶林分

别建立 的垂 直 自然带
,

其带幅分 别为海拔 1 4 0 0 一

1 7 0 0 ( 1 9 0 0 ) m 和 1 7 0 0 ( 1 9 0 0 ) 一 2 10 0 m
,

至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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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区阔叶林带 消失
,

针 叶林带仅在 山地 阴坡 出

现
,

其带幅收缩到 4 0 0 一 5 0 0 m
,

甚至所有森林消失
。

再向西至天山托木尔峰北坡地 区
,

因受西和西北湿

润气流的影响
,

又出现落叶阔叶林和 山地针叶林带 ;

其次
,

山地垂直带的分布高 度
,

自东至西也逐步升

高
。

如山地针叶林带在 东部湿润 山地地区
,

其上 限

仅海拔 1 7 O0 m 或 1 8 00 m
,

至西部托木尔峰地区北

坡的山地针叶林带
,

其上 限高达海拔 2 9 00 m ; 山地

草原带的上限
,

在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的山地为 1 5 0 0

m
,

至西部的托木尔峰地 区其上限升高至海拔 2 6 00

m
。

此外
,

由东至西北山地南北坡之 间垂直 自然带

谱的差异程度也不断增大
。

由此可见
,

自东向西
,

距

海愈来愈远
,

大陆性程度愈来愈强
,

山地垂直自然带

的性质
、

带谱的组成和结构等发生相应的变化
,

对湿

润程度有一定程度要求的垂直自然带的上限也上升

得愈高
,

换言之
,

山地垂直 自然带谱常常地打上了经

度地带性的烙印
。

3 山地垂直自然带研究的若干前缘

3
.

1 人类活动对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影响

由于人口 增加
,

为了解决粮食和燃料问题
,

人们

乱伐森林
,

滥垦土地
,

甚至采取刀耕火种 的耕作方

式
,

造成大量垦荒
,

森林锐减
,

从而改变了山区土地

利用空间格局〔z0]
。

首 先是景观趋 向一致性
。

由多

种植被类型组合构成的景观镶嵌格局被单一耕作农

业所代替
,

这种趋势不仅造成了景观的单一性
,

也消

弱了整体生态优势 ; 其次是对生物 多样性和土壤质

量的威胁〔川
。

人们对 山区长期开发利用导致 山地

牧场递减
,

沼泽干化
,

植被种群退化
,

或被其它种群

代替
。

这种由于农业利用扩展造成的生物多样性锐

减是永久的
。

另外
,

森林减少也进一步增加了山区

水土流失
、

土壤侵蚀和土壤生产 力枯竭
。

人类活动

甚至增加了 自然灾害风险
,

如滑坡
、

泥石流和雪崩

等 f 2 2

;1 最后是排污控制
。

人类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大

量的废物排放造成了山区大气
、

地表水
、

地下水和土

壤等污染
,

进一步影响了山地生态环境
,

甚至改变某

些山地保护格局 〔23 〕
。

3
.

2 山地垂直自然带景观内部与景观之间的物质

循环和能量流动的特征
,

物理
、

化学和生物过程及迁

移转化规律

山地垂直 自然带类型划分主要依据生态气候特

征
,

但是不 同自然带的生态环境化学元素的组成和

含量也有明显的分异 { 24
,

“ 5 〕
。

因此
,

研究山地垂直 自

然景观内部与景观之 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特

征
,

物理
、

化学和生物过 程及迁移规律意义 十分重

大
。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基带往往决定了山地景观的

初始特征
。

随着山地高程的增加
,

景观特征逐步向

北推移
。

然而自然景观的垂直差异又不同于纬度差

异引起的景观特征变化
,

如生物富积
、

淋溶以及风化

等
。

诸如此类的物理
、

化学和 生物过 程及迁移转化

规律的研究对山地景观 异化
、

景观格局改善等有着

深远 的意义 [ 9
,

23
,

26 一 30 ]
。

3
.

3 逆温与冰雪覆盖对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影响

尽管逆温与冰雪覆盖的影响 已有研究
,

但尚未

深入〔7
,

“̀ 〕
,

逆温是自然界 中特殊地形条件下一种较

普遍的现象
。

中国山地逆温具有类型多样
、

分布广

泛
、

季节性变化 明显
、

区域差异显著等特征
。

一般来

说
,

山系大
、

山高坡陡的山地
,

白天增温愈高
,

夜间山

顶辐射冷却愈强
,

形成的逆温 层愈厚 ; 反 之
,

逆 温层

愈薄
。

同时
,

逆温层出现的机率与坡 向及离海洋的

远近也有一定的关系 〔3 `
,

3 2 〕
。

逆温 的影响主要是使

山地垂直 自然带发 生移动以
33]

。

但是 尚未产生 山

地垂直自然带的
“

倒置
”

现象
。

这种局部山地地形条

件所引起垂直 自然带界限上移的现象
,

在东部山地

丘陵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3 4〕
,

为山地牧业发展提

供有利条件
。

在西北
、

西南高山地 区
,

冰雪线上 的山体越高

大
,

冰雪覆盖面积越广
。

悬冰川
、

再生冰川及山谷冰

川发育
,

日温差大
,

物理风化作用强烈
,

寒冻风化作

用明显
,

永久冰雪带以下高山寒冻风作用带完整
,

岩

屑堆
、

倒石堆
、

泥石流等相当发育
,

可以迫使某些垂

直 自然带的上限下移 ;更为重要的是在冰雪覆盖区

与邻近非冰雪覆盖区之间
,

因下垫面不同而形成所

谓的
“

冰川风
”

局地环流
。

在此长期作用下
,

邻近非

冰雪覆盖区的气温较相等条件下的其它地区气温偏

低
,

从而迫使对温度条件有一定要求的某些垂直自

然带的界限下移
,

甚至使有些垂直自然带消失
,

而仅

以景观类型的形式零星分布〔`”
,

’ “ 1
。

3
.

4 合理开发利用垂直自然景观的生产潜力

山地资源丰富且生产潜力巨大
,

如何充分合理

地开发利用是山区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

垂直自然景观具有独特的层次性 和多样性
,

在不同

的高度上可以种植多种农作物和经济林木
,

形成一

种立体综合大农业布局 〔2 3 1
。

尽管人们对独具特色

的立体农业有着浓厚的兴趣
,

但是一种适宜山地生

态特点的开发模式 尚未建立
,

也为人们如何充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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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开发利用垂直 自然景观的生产潜力提供了广阔

的研究空间
。

为了充分发挥 山地 的优势
,

提 出以下

合理利用与保护的途径与措施
:

首先
,

合理调整农林

牧业用地结构
,

兴修水利
,

改 良土地
,

提高生产能力 ;

其次
,

合理轮作
,

开辟肥源
,

提高土地肥力 ;再次
,

严

禁毁林开荒
,

修筑梯 田
、

台 田
,

防止水土流失 ; 最后
,

引进科技和优 良品种
,

充分利用山地资源 [2 2〕
。

3
.

5 山地可持续发展模式与管理

山地很多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产生于 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过程 中所采用的生产方式
。

矿产资源
、

建

筑材料的开采
,

水力资源
、

森林资源的利用以及土地

和旅游资源的管理均不是以可持续 发展方式进行

的
,

忽视了山地生态环境和山区社 会利益
。

为了支

持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地区政策
,

应 当选择优先考虑

的事项和原则
。

首先
,

建立经济
、

环境和社会指标为

基础的山区发展管理
、

发展过程监测和纠正模式 ; 其

次
,

建立山区经济与环境安全战略
,

淘汰落后 的生

产
,

辅以现代科学技术
,

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

考虑未来社会的环境需求 ;再次
,

实施倾斜的金融和

投资政策
,

贯彻执行税收和预算政策支持的环境计

划
,

设法确保经济增 长和环境 复兴 的综 合促进 ; 最

后
,

建立山区管理机构
、

社会政策和立法机制
,

制定

解决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 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衰退

等问题的方法
,

改善山区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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