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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苛栌了我国西部地区农业资源优势，指出西部地要农 开发应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需平衡的基 

础上． 用地域寄薄优势，炭展特色农业．井就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的组建及其产业 的实现握当了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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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西部地区农业资源优势 

我国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西藏、贵州、云南、重庆、四川 10个省(区)市．总土地面 

积 538万 km ，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7％．人口约 2．78亿人，占全国的 22．9％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自然资 

源富集区，特别是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均在全国占有显著优势，这是西部地区大开发、 

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西部地区光热资源充足，云南、贵州、四川 3省大部分及 

临近地区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区，温暖湿润 ，≥1O℃年有效积温达 4500～7000℃，年降水量 750～ 

1 600mm，雨热同期．且地形复杂，有发展各种形式多熟种植潜力；西北地医年日照时数 2500～3400h，年太阳 

辐射约5200～6200MJ／n ，大部分地区位于中温带和暖温带，热量资源较为丰富，黄土高原东南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南部年积温为 3400～4500℃，可实行 1年两熟或 2年三熟；新疆北部、宁夏、甘肃省(区1大部分年 

积温为 1 600～3400℃，多为 1年一熟；青藏高原西部年积温达2000℃左右，可满足春播作物一熟的需要 。 

西部地区水 资源总量为 18633．5亿 1TI ，占全 国总量的 52．2％，但地 区间分布极不平衡 ，西南地 区水资源总 

量为 1 3760亿 FI1 ，占全国总量的38．5％，而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为 4873 5亿 ITI ，仅占全国总量的13．7％， 

且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和高寒区。西部地区 1O省(区)市实有耕地面积2255．2万 hm ，占全 

国总耕地 面积 的 23．8％，人 均耕地 0 083hm‘，比全 国人 均水 平高 0．O04hm ．比东部沿 海地 区高 

0 021hm 。 。丰富的土地资源，复杂多样的土地类型为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西部地 

区跨越热带至寒温带，山地垂直带分异十分明显，形成许多集中分布的优势农产品如杂粮、杂豆、棉花、烤烟、 

瓜果、油料、咖啡、糖料、生猪、紫花苜蓿、药材、林特产等，在国内外市场均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和很大的开发潜 

力。西部地区地处我国西北和西南边陲．与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印度、缅甸、越南等 14个国家接壤，内外 

联系便捷 ，是我国向西部开发的重要门户，这种特有的地缘优势有利于实现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补，便于农 

产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增加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此外西部地医剩余劳动力资源充足、成本低廉，有利 

于西部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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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方向 

2．I 稳定粮食生产 ．确保粮食供需平衡 

I998年全国人均 占有粮食 421kg，东部地区人均I 有粮食 460kg，西部地区^均 l’I有粮食仪 379．7kg，且 

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间差 异较大 ，超过全 国平均数量的仅新疆 (482 5kg)、宁夏(549 )和四川 (423．2kg) 

3省(区)．其他7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数和西部平均数 ’。由于西部地区实施山川秀美 1 程中退耕还林 

种草任务大．其人[=i增长率又高于全国平均值，故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区)市要实现粮食基本 自给难度较大， 

一 方面西部地区粮食增产虽有潜力 ，但受 自然条件限制较大 ，现有耕地中坡耕 地约 占 70％，中低产 田约 占 

3／4，粮食单产较低．而提高单产需要较大的投人；另一方面严重的水土流失、西北干旱半干旱农区水分短缺 

也是限制其粮食单产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努力改善农田生产条件，提高复种指数，发 

展多熟种植，提高单产，保证西部地区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安全线以上，通过就近润剂余缺实现西部地 粮 

食供需平衡，确保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是西部大开发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2．2 发挥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物结构和营养结构愈加重视．绿色食品、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颇受 

当代人的青睐，这些食品原料多为杂粮 、杂豆、野菜、野果和一些独特的果类、蔬菜．西部地区r‘大旱作农区难 

以开发高产作物，却适宜生产杂粮、杂豆 、薯类、棉花、烟草、糖料、瓜果、蔬菜和药材等，困此注重台理调整作 

物生产结构，充分发挥特色农作物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是发挥西部旱区农业资源优势，促进产业化的重要途 

径之一 

2．3 园地制宜，蛆建特色农业生产基地 

西部地区一是应注重建设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发挥山地、高原环境污染较轻的优势，组建绿色食品l牛产 

基地，实施多层次加工，改变农产品输出形式，建设效益型农业 ，实现脱贫致富；二是建设棉花生产基地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棉花主产区之一，有良好的光热资源、水利灌溉条件和土地资源．1998年新疆棉花总播 

种面积 99．93万 hnl ，总产量 140万 L，均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且棉花品质较好 ．故其大力建设好棉花生 

产基地将对实现我国棉花产需平衡 ，改善棉花品质，提高棉花生产效益，应对 WTO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 

建设名、特、优杂粮杂豆生产基地，养麦、莜麦、蚕豆、芸豆、豇豆、小扁豆、黑豆和马铃薯等杂粮杂豆作物营养 

丰富，属我国传统保健食品原料作物，在生态环境较为严酷的黄土高原调整作物结构．增加杂粮、杂豆、薯类 

作物种植面积 ，改良品种，改进栽培技术 ，实施洁净生产，提高产品品质，实施多层次深加工 ，将使西部地区效 

益型农业更加富有生机；四是建设瓜果、土特产生产基地，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省河两走廊内陆绿洲 

农业区有独特的干热气候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瓜果生长，如吐鲁番葡萄、哈密瓜、库尔勒香梨、河西白兰瓜、 

库车杏、和田蜜桃、叶城石榴 阿图什无花果、甘肃黑籽瓜等优质瓜果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地处黄土高原中 

部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的渭北、陇东旱塬塬地面积较广且坡度小，土层深厚，光热水土条件适于苹果、梨 、柿、 

大枣等果品生产，谈区已成为我国第一大优质苹果生产基地，所产苹果含糖量高、色泽好、品质优，深受客商 

青睐 此外宁夏、甘肃省(区)的发菜，陇南的蕨菜、花椒、木耳，甘肃省庆阳县的黄花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红花、啤酒花，陕西省周至的猕猴桃等特产，如能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建成一个个高产优质 

高效的特色商品生产基地，将有助于促进西部地区瓜果、土特产开发走上产业化的道路；五是建设优质烤烟 

生产基地，如云贵高原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生产烤烟，是我国最大的烤烟集中产地，l998年云南、贵州 2省烤 

烟种植面积达 41．95万 hm ，总产量 85．56万 t，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40 9％和 41．0％ ，今后应按照“稳定面 

积、主攻质量”的方针，大力推广高科技含量的烤烟种植及烘烤技术，实行适度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生产，组 

建好优质烤烟生产基地，改善烤烟品质，确保烤烟持续稳定发展；六是建设油菜籽商品生产基地，油菜籽是我 

国南方的主要油品 ，l998年四川 、贵州 2省油菜播种面积为 106．51万 hm ，总产量 167 35万 t．分别 占全 国 

总量的 l6．3％和20．2％”。，今后应加强新型优质油菜品种的选育，提高集约化栽培管理水平，把四』『【、贵卅l 

2省建成南方菜籽油的重要生产供应基地；七是建设高产高效糖料作物生产基地．云南省是 8()年代后新兴 

的南 糖蔗生产基地 ，1998年甘蔗播种面积 28．35万 hm ．总产量 1597．71万 r，占全国总量的 19．1％，居第 

3位，『『Ii四川省内江等地是我国传统的糖蔗生产基地 ，1998年仅种植 2 96万 hrn：，总产量 161．48万 r“，这 2 

省将成为我国南方糖蔗生产的重要基地：我国北方制糖工业的主要原料是甜菜，l998年西北甜菜种植面积 

15 30万 hm ，总产量679．67万 r，占全国总量的47％，其中新疆、甘肃省(区)甜菜产量分别为 4．633万kg／ 

hm 和4．196万 kg／hm ，居全国最高水平⋯，其含糖量高达 17％一18％．这种产量优势、品质优势和效益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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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有利于促进新疆、甘肃等省(区)成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高产高教糖料作物生产基地；八是建设名贵药材生 

产基地，多样复杂的地貌与气候类型使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药材资源，生产诸多名贵药材，如云南省的砂仁、 

沉香、槟榔、华拨 、乌头、当归和人参等，贵州省的中天麻、杜仲、黄连、茱萸和石槲等“5大名药 ，西藏、四川省 

(区)著名的虫草 、贝母和藏红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天山雪莲，陕西省安康的绞股蓝，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枸 

杞 ，青海省的冬虫夏草，甘肃省的大黄等，如 现代生产经营方式逐步取代原始采集加工，同时发展以药用植 

物为基础的医药、保健食品工业，这些名贵的药材资源将成为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产业 ；九是建设苜蓿草业 

生产基地，苜蓿为多年生豆科宿根植物，喜冷凉耐酷暑更耐干旱．枝繁叶茂，保土固沙能力强，在干旱瘠薄坡 

地上能稳定高产，其千草产量达 8～10t／hm ，苜蓿富含蛋白质，适口性好．是发展畜牧业的优良牧草，同时苜 

蓿生长期长，覆盖度高，有利于防止水蚀、风蚀和改善生态环境，苜蓿草粉作为优质蛋白饲料在国内外市场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 目前西北地区苜蓿种植面积小而分散 产量低，多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尚 ：能适应巨大的 

国内外市场需求 ，因此应在黄土高原约 250万 hm 不宜农耕 、侵蚀严重的耕地上建立 苜蓿草业生产基地 ，既 

能有效控制高原地区土壤侵蚀，改善生态环境，使有限降水资源转化为系统生产力，又能增加农民收A．一举 

两得。 

3 西部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对策 

实现西部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化首先要抓住西部开发和加入 WTO这两大历史机遇，与西部生态环境建 

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农民脱贫致富结合起来，真正实现西部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目前 

我国小麦、玉米、大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债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20％～70％、缺乏国际竞争优势。、 

而油料、糖料、水果 、蔬菜、杂粮、杂豆、土特产等特色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加 

A WTO后国内外市场对特色农产品需量增大，为西部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 r良好的机遇 ；其发 

展对策一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水土流失、干旱缺水、荒漠化是制约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改善 

生态环境是西部大开发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退耕还林还草、扩大植被覆盖度是生态环境建设的 

重要内容，结合退耕发展既有生态重建功效，又有增产增收功能的特色农业产业，是西部特色农业产业化的 

重要途径；二是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西部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地域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根据区域资源特 

点，结合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建立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对具有优势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给予全力扶持，使其 

尽快成为优势产业，是发挥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重要步骤之一；三是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其一 

方面要从市场需求出发，选择那些在国内外市场均具有较强竞争力且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另一方面把发挥区域优势与发展规模相结合，扩大生产规模，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及价格，增强产 

品市场竞争能力，获得规模效益，才能充分发挥农业地域资源优势；四是加强科技投入 ，加强农民文化教育， 

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加强基层领导干部的知识更新与农村科技骨干的培切J、轮训，使其转变思想观念，增 

强开发和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意识，同时广泛吸纳科技人才，提高特色产品高科技古量，依靠高新技术最 

大限度地发挥西部地域资源优势，实现特色农业产业化；五是实行合理的经营形式，制定优惠政策和采取切 

实有效的配套措施 ，鼓励国内外大公司、大企业到西部地区开发农业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同时实施与推 

广“公司+基地 +农户”的模式，实现种、养、加一条龙生产，贸、 、农一体化经营，使特色农业发展逐步走向 

产业化，以取得最佳效益，促进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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