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德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州中北部，地

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幅员面积!!"#""$%%&’!，地势

东北高、西南低，地形以中山为主，气候为冬季干燥

无 严 寒 、夏 季 温 凉 多 雨 、四 季 不 分 明 、气 温 日 较 差

大、年较差小的典型季风和高原气候。全县辖!%个乡

镇、()*个行政村、(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人，

其中农业人口(!,,+*人、彝族人口((,#+%人，现有耕

地(!)"*&’!、草 地#)("*&’!、林 地+!*,%&’!，是 一 个

典型的农业县。

( 农业生产现状

($( 基本情况

喜德县的农业生产从原始的刀耕火种起步，经

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有了长足进步。!""+年全县农

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年

总产粮食)#!(!.，人均有粮%,"/0，农民已实现温饱；

经济作物也有较大的发展，全县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生产发

展迅速，是目前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四大牲畜年

存栏%,$)!万头只、出栏!($#-万头只（表(）。全县农业

生产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近年来，农业

上却出现了一种增产不增收或增收缓慢、农民收入

徘徊不前的局面。!""(1!""+年种植业年均增长#-
元，!""!年较!""(年增长仅(,元；林业年均增长+#
元，!""!年较!""(年增长仅(+元；畜牧业年均增长

#!$-元，!""!年较!""(年增长仅-%元。由于!""+年有%
万多人（部队）进驻喜德县("个月，喜德县农产品销

量大增，农户收入较!""(年、!""!年猛增（表!）。

($! 存在的主要问题

($!$( 粮食生产结构不合理、品种老化、品质差、产

量低。粮食平均亩产仅!*)/0，稻麦生产上，良种普及

率不高、稻米品质较差、产量低；玉米常年播种面积

+-#"&’!，平均亩产+-,/0，加工转化不到总产量的

(2；马铃薯年总产量()#*%.，平均亩产仅+%(/0，品种

单一、退化严重，加工转化程度很低，约,"2的马铃

薯被鲜食和直接作为饲料，仅有的加工也不过是粉

条、粉丝之类；荞麦和燕麦产量更低。

($!$! 经济作物及水果蔬菜种植结构不合理。没按

市场规律和生态区划发展经济作物及水果生产，布

局不合理，种植种类单一，品种老化，早、中、晚熟不

配套，低级劣质品比重大。

($!$+ 动物性产品效益较低。畜牧业虽然发展较快，

仍然存在着诸多不适应。四大牲畜出栏率仅%-$+(2，

商品率低、产量低、技术落后、管理粗放。

喜德县农业生产近年来虽然取得了较好发展，

但总体上农业生产结构与农业发展新阶段下出现的

新形势、新情况不相适应，农产品中低档产品、原料

型产品多，优质产品、高档产品、深加工产品少，不能

适应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后对农产品多样化、

优质化、专用化的消费需求；结构不合理，品质差、加

工水平低，农产品销售困难和价格下跌，是农民收入

增长缓慢、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

! 对策与措施

!$(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

喜德县农业生产结构在现有综合农业区划和六

个林带建设的基础上，确立生态片区“一特一品”战

略思想，实施集约化、商品化、规模化和品牌战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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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喜德县近年农业生产情况

项 目 "##!年度 "##"年度 "##$年度

小春作物 粮食（%） &!’( &$)# &*$’
油料（%） (+ !#’ (#
其它作物（%） "&!$ "!"#

大春作物 粮食（%） ’+&&! ’)+") &#(((
经济作物（%） ’() *"! $*"
其它作物（%） $$!& $)(& !&(&&

林果蔬菜 蔬菜（%） )#&# !!)$( )(**
特种（%） *)" *)#
水果（%） &$’# &"*# (*’’

畜牧业 肉类总产量（%） +!&’ !!!(! !"*)+
大牲畜出栏（头） *++( &#*" &(’)
羊出栏（只） ’(’+( +’"#* !##+!*
猪出栏（头） $)’$ !#!*!$ !!"’)!

注：资料来源于喜德县统计局、农业局、畜牧局

表" 喜德县近年农民收入情况

项 目 "##!年度 "##"年度 "##$年度

（元 , 人） （元 , 人） （元 , 人）

总收入 "#"* "!&& "$)$
工资性收入 +# !#$ !’(
家庭经营收入 !+&* !)&) "!*)
纯收入 !"’’ !$+" !’#$
可支配收入 !"*! !$’" !*)*
一产业收入 !+"$ !)!’ "#"$
种植业收入 !#(* !#)" !""*
林业收入 !#’ !!+ !()
牧业收入 *)) ’’$ &!*
二、三产业收入 !!& !*& !"&
总支出 !++) !)(( ""#"
家庭经营支出 &)) ("* ()$
生活消费支出 !!"( !!&* !$#"
固定资产折旧 $! $* $’
税费支出 "& "! $’
现金收入 &)+ ()& ++$
现金支出 ’&( &)) (&(

注：资料来源于喜德县统计局

市场为导向、科技为依托，以生产绿色农产品为目

标；走农户生产，企业加工的农业产业化道路。

"-"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应遵循的原则

"-"-!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根据市场需求调

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建立灵敏的信息网络、完善

农产品市场体系。

"-"-" 坚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原则。发挥区域比较

优势，发展不同类型的农业专业区；以资源为基础，逐步

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

"-"-$ 坚持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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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严格保护耕地、林地、草地和水资源。在不适宜

耕作地区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开展农田水利等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教兴农的原则。通过

品种改良、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科技培训，实现农

业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

!"!"$ 坚持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原则。运

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整产业政策和发

布信息等手段，引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

!"!"% 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要正确处理政府引入

市场作用的关系，切实尊重农户自主经营的市场主

体地位，把自主权真正交给农民。

!"!"& 坚持典型引路、政策扶持的原则。树立先进典

型，并通过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辐射、带领、帮助广

大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建立农业生产保护

机制，为专业户、大户提供扶持资金和农业贷款。

!"’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

!"’"( 调整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区域内农业产业结

构。淘汰不适宜区，调减次适宜区和压缩零星分散

的低产低效农作物面积，发展最适宜区、适宜区，发

展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生产区、区域性产业带，集中

开发特色优势产品，培植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低

山宽谷北亚热带湿润粮、经区发展科技含量高、效

益好、有较高附加值的外向型农业和城郊型农业，

建立优质高产高效的大宗农产品基地。建立优质稳

产高产的粮食生产基地、加工专用粮生产基地和饲

料粮生产基地；中山中谷温暖湿润林、牧、粮、经区适

度发展畜牧业，重点发展经济林木、水果和中药材

生产。建议大力发展花椒、蜡虫、生漆、蔬菜、蚕桑、

中药材等经济林木和作物；中山峡谷温寒潮湿牧、

林、粮区要重点发展畜牧业，种植适合工业加工需要

的土豆、玉米、荞麦。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观光

农业，在具体品种上，建议粮食作物逐步调减口粮型

粮食比例，发展加工专用粮和饲料粮；发展优质专用

马铃薯、小麦、大麦、玉米；发展杂粮、杂豆生产。

!"’"! 把发展畜牧业作为喜德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

重点。由于喜德县畜牧业具有良好的区域比较优势，

发展畜牧业应成为喜德农业产业调整的重点。为此，

要重点抓好品种结构调整和体系建设两个环节。品

种结构调整上：建议在中山峡谷温寒潮湿牧、林、粮

区重点发展黄牛及优质细羊毛生产；在中山中谷温

暖湿润林、牧、粮、经区和中山峡谷温寒潮湿牧、林、

粮区重点推行牛羊圈养。重点发展本地土鸡、乌骨

鸡、本地狗等名优畜产品；低山宽谷北亚热带湿润

粮、经区发展生猪、鸡、鸭、鹅及特种养殖。体系建设

上要加强防疫体系建设，确保畜禽生产质量；发展畜

牧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推进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

!"’"’ 结合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大力发展林

果业。引进、选育和推广优质林木，合理区划布局，发

展绿色无公害林产品和园艺产品。建议重点发展花

椒、蜡虫、生漆、苹果、油桃、核桃、杜仲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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