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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优势与障碍分析

熊 敏
(西 昌学院

,

四川 西 昌 6 15 0 13 )

【摘 要】本文分析了西部民族地 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优势和障碍
,

旨在为该地 区农业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提供参考
。

【关健词】西部民族地区 ; 农业 可持续发展 ; 优势 ;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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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地区的重庆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西藏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
、

内蒙
、

广西等 12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以及湖南的湘西
、

湖北的恩施两个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
,

地域辽阔
,

光热条件好
,

生物资源

多种多样
,

矿产资源储量大
,

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

具

有 J
` 一

阔的开发前景
。

同时又是我国边远
、

贫困
、

少数

民族聚居的
、

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
。

随着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实施
,

西部广大农村
,

特别是民族地区农

村经济的发展
,

已经成为影响整个西部大开发顺利

实施的瓶颈
。

只有在摸清其发展优势和障碍的基础

上
,

才能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依据
。

1 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优

势

西部地区疆域辽阔
,

人 口稀少
,

是我国经济欠发

达
、

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

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

困人 口大部分分布于该地区
,

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

聚集的地区
。

1
.

1 多样化的土地资源
,

开发利用墓础较好

西部土地面积 6 85 万平方公里
,

约 占全国国土

面积的 71 %
。

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已达到全国耕地总

面积的 28 %
,

草地及草场面积达 4 0 亿亩
,

占全国可

利用天然草地总面积的 63 %
,

人均土地占有量远高

于东中部地区
。

黄土高原区大部分土地在合理利用

条件下植被可以恢复
,

并且有较大综合开发利用潜

力 ; 西部干早半干旱沙漠化土地也属有可能逆转的

土地 ; 西南地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

这为

发展农林牧副渔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

1
.

之自然资源丰 ,
,

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西部地区生物种类繁多
,

植物种类占全 国的

85 %
,

从西南部热带雨林到西北部干早荒漠的物种

类型分布齐全
,

区系结构复杂
,

如秦 巴山区有
“

生物

基因库
”

之称
,

云南有
“

植物王国
”

和
“

植物区系的摇

蓝
”

之称
,

四川的被子植物
、

蔗类植物之多位居全国

第二
,

裸子植物 占全国第一
,

新摄哈蜜瓜
、

吐鲁番葡

萄
、

陕西渭北苹果
、

陕北红枣
、

商洛核桃等地方名特

产香飘四海
。

西北地区全年日照时数 25 00
一 3 4 00 小时

,

适宜

于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喜光作物生产
。

西南地区的

云南
、

贵州和四川三省大部分地区及临近地区年活

动积温在 45 00 ℃ 以上
,

降水充沛
,

水热资源组合较

佳
,

且地形复杂
,

立地类型多样
,

具有发展多熟种植

和立体农业的潜力和优势
。

西部地区高原和山区风蚀
、

水蚀造成地表土壤

和水资源流失的同时
,

也使土壤中有毒
、

有害物质

难以富集和存储
,

山坡地广种薄收
,

化肥
、

农药施用

极少
。

除部分平原
、

盆地外
,

大部分地区远离城市
、

工矿区
,

现代环境污染轻微
,

显示 出诸多不利因素

之外的一个十分引人注 目的区位优势
,

这与东部经

济发达地区城市
、

工业三废污染 日趋严重的特点形

成明显对比
。

在西部地区大力发展无公害
、

天然
、

生

态型绿 色农产品将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

展潜力
。

1
.

3 山川秀美
.

旅游资谏丰宫
.

生态观光旅游农业发

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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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

风光
、

名胜山川

各具特色
,

如著名的秦兵马俑
、

莫高窟
、

沪沽湖女儿

国
、

九寨沟
、

西双版纳
、

世界屋脊
、

三江源等
。

区内有

近 2 00 个省级以上 自然保护区
,

加上众多的历史遗

迹
、

多民族的民俗民情
,

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具有西部

独特风格
、

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
。

通过生态环

境绿化
、

美化建设
,

珍稀动
、

植物开发
,

形成与访古
、

寻幽
、

科考
、

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观光农

业
、

生态旅游农业
,

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独特

开发优势
。

1
.

4 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和软硬件投资环境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启动
,

我国经济建

设的投资重点将逐步西移
,

国家和西部各省市区将

逐步完善和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
,

产业界
、

科技

教育界也将受国家投资导向而参与西部大开发建

设
,

农业投资的软硬件环境条件将不断协调和完善
,

从而形成西部农业开发建设的整合性投人合力
,

加

快农业组织
、

制度
、

管理和运作机制创新
,

增强农业

产业化生成和发展能力
。

2 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障

碍

过去几十年农业发展过程中
,

西部民族地区与

全国其它地区一样
,

取得了长足发展
,

但由于长期存

在着不顾客观实际
,

急于求成的思想
,

农业发展走的

是急功近利
、

不惜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的道路
,

造成

农业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水土大量流失
,

灾害频繁发

生
。

这一切都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
。

2
.

1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结构单一
,

功能低弱
,

自身恢

复能力极差
,

水土流失
、

土地荒漠化和草地退化是最

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

首先是水土流失
。

目前
,

西部地区 4D % 以上的

土地已经 出现水土流失
,

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 0

万平方公里的 80 % ; 其中黄土高原地区最为严重
,

水土流失面积比例达到 70 %
,

年输沙量达 16 亿吨
,

占黄河总输沙量的 80 % ;西南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比

例大约占 1 / 3
,

其中贵州水土流 失 面积 比例为

3 7%
,

出现
“

石漠化
” ,

仅贵州
、

四川
、

重庆每年输人

长江的泥沙量达 6 亿吨左右
,

约占长江上游年输沙

量的 6 0%
。

水土流失不仅导致土地资源破坏和退

化
,

而且造成江河下游河道淤积
,

自然灾害频繁发

生
。

其次是土地荒漠化
。

我国已有 1 / 4 以上国土出

现荒漠化
,

其中 95 % 以上的荒漠化土地集中在我国

西部 7 省区
,

其中新疆最多
,

土地荒漠化是沙尘暴产

生的主要根源
。

随着荒漠化土地的扩大
,

我国沙尘暴

的发生越来越频繁
。

在我国西南地区
,

因水土流失
,

出现了
“

石漠化
” ,

其中贵州的石山和半石山面积达

到 300 00 平方公里
,

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17 %
,

极大地限制了开发利用
。

再次是草地退化
。

全国草地退化面积约占草地

总面积的 l / 3
。

草地退化比例最高的是宁夏
、

陕西
,

退化草地面积达 90 % 以上 ;其次是甘肃
,

退化面积

占 8 0% 以上 ;再次是新疆
、

内蒙古
、

青海
,

退化面积

占 4 0% 一 6 0% ;西藏草地退化比例较低
,

占 23
.

4%
。

退化的草地产草量低
,

适 口性好的牧草减少
,

适 口性

差和有毒的植物增多
,

草地承载力下降
,

抗灾减灾能

力降低
,

一旦遭遇 自然灾害
,

大批牲畜死亡
。

以上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
,

除自然因素的

影响外
,

主要是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

引起的
,

特别是大量的森林砍伐
、

开荒种地导致地表

植被的严重破坏
。

这无疑将会增加农业生产的难度
,

加剧当地人民生活的贫困程度
,

严重制约着当地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
。

2
.

2 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
,

开发利用不合理

西部地区水资源受地形地貌
、

地质结构
、

气候等

因素的影响
,

时间和空间分布严重不平衡
。

西北地表

水
、

地下水资源储量少
,

自然降水量少 ; 西南水资源

较丰富
,

但开发利用难度大
。

西北地区年自然降雨量

5 18 6
.

4 亿立方米
,

约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1 / ;4 水资

源总量为 2 2 3 0 亿立方米
,

占全国总量的 1 / 12
。

目

前
,

西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
,

同时水资源流失和浪

费相当严重
。

西北内陆单位耕地面积需水量及人均

用水量都较高
:
人均用水量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
.

2 倍
,

农业用水量高
、

浪费大
,

亩均灌溉用水量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l 一 2倍
,

灌区水利用系数低
,

仅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 0% 一 7 0%
。

干旱少雨是西

北地区生态脆弱的重要特征
。

植被破坏使地表裸露
,

水土流失加重
,

土壤人渗调蓄能力降低
,

蒸发强度加

大
。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加剧了西北地区水资源贫

乏的矛盾
。

2
.

3 农村人口比重大
、

增长过快
,

农业劳动者素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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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统计显示
,

19 9 9 年
,

全国总人 口中
,

乡村人

口 为 8 7 0 17 万人
,

占 6 9
.

11 %
。

而西部地区的总人 口

中
,

乡村人口达 27 82 8 万人
,

占 78
.

75 %
,

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 9
.

64 个百分点
。

在西部地区的全部从业人

员 ( 1 8 13 9
.

9 万人 )中
,

乡村从业人员 ( 14 5 3 6
.

2 万人 )

的 比重高达 50
.

13 %
,

比全国的总体水平 ( 70
.

22 % )

高出 9
.

91 个百分点
。

在乡村从业人员中
,

从事农林

牧渔业 的劳动者占 77
.

71 %
,

比全 国总体水平

( 70
.

18 % )高出 7
`

” 个百分点
。

西部地区的国内生

产总值中
,

第一产业占 23
.

7 9%
,

比全国总体水平

( 17
.

65 % )高出 6
.

14 个百分点
。

农村地域广大和农

村人 「1比重高
,

并且农村每年新增人 口也比较快
。

农村人 口基数大
,

增长率高
,

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
,

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经济增长

被人门增长所抵消
。

与东部地区相比
,

西部 巧 岁以上文盲
、

半文盲

比重为 18
.

6%
,

高出 4
.

7 个百分点 ;小学人学率低 3

个 百分点
.

初中入学率低 or 个百分点
,

高中升学率

低 10 个百分点
,

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 口

比例低 巧 个百分点
。

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以上文化

程度的占 54
.

3%
,

西部为 41
.

6%
。

西部普通高等学

校在校生只占全国 21
.

4%
,

比东部低 25
.

7%
。

2仪旧

年每万人 口的在校大学生数与东部的绝对差距为

12
.

3 人
。

西部地区农民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落后
,

初

中以下 和 文盲
、

半文盲劳动力 比重高达 40 % -

5 0%
.

老
、

少
、

边
、

贫地区更为突出
。

农业劳动者是农

业和农村经济的主体
,

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否持续发

展
,

首先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素质的高低
。

近年来
,

由

于利益机制的驱动
,

农村中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大多

往二
、

三产业转移和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大中

城市流动
,

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素质较低
。

2
.

4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

投资少
,

农业生产条件差

长期以来
,

西部民族地区耕地利用率低
,

农民家

庭经营分散
,

没有形成规模效益
,

农业生产成本高
,

种植业的品种单一
、

品质低
、

产量不高
,

草场载畜量

低
,

农业生产粗放式经营
,

农产品缺乏深度加工
,

农

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

从而导致经营农业的比较利益

较低
,

农民即使增产也不增收
。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落后贫困
,

国家和地方财政

投资有限
,

农村集体和农民投资更为短缺
,

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极为缓慢
。

坡耕地多
,

灌溉农田面积少且水

利设施不配套 ; 农田林网稀少
,

耕地缺少保护 ; 农业

机械化程度低
,

农业物质和物化技术投人严重不足
,

管理粗放
,

经营落后
,

土地
、

劳动生产力低下
,

农民生

活贫困
,

反过来加剧了土地的掠夺式经营和环境破

坏
。

高原山区农村交通
、

通讯条件普遍很差
。

2
.

5 农业科研体制不合理
.

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低

农业科研管理体制上条块分割
,

整体性
、

协作性

差
,

技术结构不合理
,

多集中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

而

对农产品加工
、

包装
、

储运
、

保鲜等能大幅度提高农

业附加值的新技术
、

新成果的研究少
,

同时
,

农业科

研周期长
,

社会效益大而 自身经济效益低
,

各农业科

研单位搞封闭式研究
,

与市场严重脱节
,

农业科研成

果难以较快地形成现实农业生产力
。

农业劳动力专业知识少
,

素质较低
,

基层指导农

业生产的科技人员十分缺乏
,

农业生产与经营采用

传统的粗放式经营管理
,

不注重农业科技成果的推

广应用
,

要想使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产量和质最
,

走
“

三高
”

农业的发展道路将变成一句口号
。

2
.

6 政策
、

体制
、

机制阵碍突出

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开发历史悠久
,

但适应现代

化
、

产业化
、

市场化运作的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
,

运

作机制缺乏效率
,

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的制

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存在明显缺陷
。

核心是未能找到

宏观政策 目标
、

制度安排与市场化运行机制的切人

点和结合点
,

导致宏观与微观决策目标
、

生态目标与

经济目标
、

长远 目标与短期目标的背离与矛盾
,

产权

利益关系是诸多矛盾的根本症结
。

J

总之
,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既有

优势也有制约因素
,

要因地制宜
,

趋利避害
,

扬长避

短
,

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

经济
、

社会
、

生态协调发

展 ; 立足本地产业优势
,

通过优势的培植
、

延伸
、

创

新
、

培育高附加值的特色经济
,

围绕
“

特色农业
” 、 “

市

场农业
” 、 “

效益农业
”

、
“

订单农业
” 、 “

数字农业
” ,

搞

农业综合开发 ;要充分利用生物技术
、

信息技术等高

新技术推动农业发展
,

按照市场要求
,

优化资源配

置
,

提高资源的转化增值能力
,

提高农产品品质
,

走

以量求足
,

以质取胜的强农
、

兴农之路
,

彻底改变西

部民族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
。

参考文献
:

川 中国可持续发展信 忽网
,

h ttP
:

// ~
,

idn fo : l o r
.

。 r ,
,

中国 2 1世纪议程管理 中心

(下转 22 页 )



2 2 西 昌学此学报
·

有斌科学权 弟20 感

参考文献
:

川朱余尧
,

郭志瑞
.

应用模栩数学练合评利进行食品感官质黄评价的 实施报告 。 ]
.

食品科学
,

19 87
,

( 10 )
: 1卜 巧

.

12 1吕忠俭
,

英汝魔
.

应用模栩数学评价食品 的感官质童川
.

食品科学
,

1 986
,

( 3)
: 1 一 5

.

13 1桩 民英
.

感官模栩蛛合评价中权重分配的正确制定川
.

食品科学
,

19 91
,

(3 )
: 9 一 10

.

S t u d y o n P r
oc

e ss in g o f ht e F a i n t C h ry sa n ht e m u m

P e r fo m e B i t te r 一 b U Ck w h e a t T e a

HU A X u 一 b in
,

U U 巧gn
,

X IA O Shi 一
而gn

了凡扣 J 凡介川 ce D叩日

枷 en t of X ic h s, 移 肠拢罗
,

刀动
日只9 iS

c h ua n
司匆月)

A b s t r a e t : T h i s p a p e r

foc
u s e s o n t 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f t h e fa i n t e h口 s a n th e m u m p e

fur m e t e a

for m b i t te r 一 b u e k
-

w h e a t b ar n a n d e h卿 s a n rh e m u m
.

I t 15 p or d u e e d b y th e P职
e s s o f b l e n d i n g

, e o m m i n u ti n g a n d or as ti n g
.

hT
e s o u p i ,

1im p id a n d m a i z e
.

h a s th e d i s ti n e t fl a v o sr o f e h叮 s a n t h e m u m a n d b i t t e r b u e k w h e a t
.

hT
e t ae am k e u

se
o f t h e R u t i n i n

bi t t o r 一 b u c k w h e a r h y g i e n ie al e o m op
s i t io n ,

Th e er aer be t t e r m a 浅 e t p osr p e e t s
.

W e u t i li叱d fu zz y m a th e m a t i e a l

m e r h (一d t (一 o b t a i n th e o p t i m iaz t i o n p cor
e s s th a t 15 r a w m a t e ir al s b l i n d i n g

, e o m m i n u ti n g an d or as ti n g a n d o P t im i z a t i o n

p r 。甲 o rt io n th a t 15 e h yr s a n t h e m u m 2
.

4%
.

K e y w o rd s : B i tt e r 一 b u e k w h e a t te a ; C h斗 s a n t h e m u m ; F o o d s e n s o叮 q u al i ty ; F u zz y m a ht e m a ti e a l e o m p er h e n -

5 iv e e v a ! u a t i (、 n

(责任编挥
:
张荣萍 )

“ , ` , 矛 ` . 飞 补 全 矿典 言 ` 万 . 石 , 兮召布李书余刁 之编 多布健 ; 巴戈 , 布 七 石 色月 绝月 巴 花通二布竺 弓忿写 竺汽 之 福 巴 石 巴扁 愁 石之编 之二月 巴汽店 习亡万 巴月 之编 色编 生石 巴屯 之 石台万
、

乏 与 竺编 吕 ; 它 布色 月色拐 七局胜 与 七 石
、

巴有 台 宁盘月 七奇 竺 蕊卜、 泛或 份兮 性扁 息匀沪坠宙
气

绝亏

(上接 1( ) 页 )

A d v a n at ge
s a n d O b s at e le s A n a ly s i s o f t h e S e l f 一 s

us iat in n g

D e v e lo Pm e n t o f A g ir c u lut r e i n W es t M i n o ir yt R e gl o ns

X IO N G M in

公 ,
拢罗

,

尤免五日刀9 51 亡为us n
耐刃月夕

A b s t r a ct : Th i s a rt i e l e a n l a y z e s a d v a n t a g e s a n d o b s r a e l e s o f t h e s e l f 一 s u s t a i n i n g d e v e lo v m e n t o f a g n e u l tu er
,

i n

。》
司 e r t . , por v id e s o m e er fe er n e e s fo r th e s e l f 一 s u s ta i n i n g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gh
e u lt u er i n w e s t m i n o ir t y , g io n s

.

K e y w o dr s : W e s t m i n o ir t y er ig
o n s: S

e
lf 一 s u s t a i n i n g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g ir :̀ u l tu er ; A d v a n ta g e ; o b s ta e l

e

(责任编抖
:
张荣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