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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综述的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西北旱区农业发展出路做了讨论：１．西北五省（区）水资源分布状
况；２．资源农业利用现状；３．旱区农业的发展出路以及政策与工程保障制度。并从对水资源合理利用和开发的角
度，阐述了新形势下西北干旱地区农业用水问题，以及对于我国农业发展重要战略意义。通过讨论分析得出，西北

五省（区）农业只有综合发展，多种经营，依靠科技及政策，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区的多元化农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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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区农业一般是指在降水量偏少且受水分不足

胁迫的区域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本文所指定的

干旱半干旱地域（以下简称干旱区）范围仅指土地总

面积约 ３１５万 ｋｍ２，包括属于黄河流域和内陆河流
域的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地区［１－２］。

西北五省（区）属于典型的干旱区域，其面积占

全国的３３％，其中黄河流域为５７万ｋｍ２，占１８％；内
陆河流域２５７万ｋｍ２，占８２％。耕地面积为１３００万
ｈｍ２，其中黄河流域 ７６６．６７万 ｈｍ２，占 ５９％；内陆河
流域５３３．３３万 ｈｍ２，占４１％。人均耕地０．１７５ｈｍ２，

其中黄河流域 ０．１４１ｈｍ２，内陆河流域 ０．２４２ｈｍ２。
有效灌溉面积 ５７５．０７ｈｍ２，其中黄流流域有 ２２５．６０
ｈｍ２，占３８％；内陆河流域３６９．４７ｈｍ２，占６２％［１－２］。

进入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现代化建
设的发展和开发大西北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加快了

旱区农业的发展步伐。由于干旱少雨、土壤贫瘠以

及社会经济落后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旱区粮食产量

长期徘徊不前，低而不稳。西北５省（区）２０１１年粮
食总产量为 ３８９６．３万 ｔ，只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６．８％。水资源供需不足始终是困扰该地区的主要



矛盾之一［３－５］。

图１ 我国旱区降雨量分布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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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西北五省（区）水资源分布状况

在全国２７２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中，
有５２个属于旱区。旱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如宁夏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仅２２８ｍ３，每６６７ｍ２耕地占有量只

有６６ｍ３，仅占全国平均值的１／２７［６－７］。其影响因素
如下：

１．１ 人均水资源量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水是旱区农业发展的关键性限制因子，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西北旱区主要农业地区用水资源自然分布状况［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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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水资源总量

ｇｒｏｓｓ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亿ｍ３

地表平均水资源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亿ｍ３

耕地地表水资源量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ｆｏｒｆａｒｍｉｎｇ
／（ｍ３·ｈｍ－２）

地下水资源量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亿ｍ３

水资源重复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亿ｍ３

黄河流域 ６３１ ５４４ ７０９５ ３０４ ２１７

内陆河流域 １０４１ ９１９ １７２３５ ６９４ ５７２

总和 １６７２ １４６３ １１２５０ ９９８ ７８９

据统计，我国旱区多年平均降水为 ２００ｍｍ，降
水总量６９００亿 ｍ３［１－２］，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
的相对集中，人均水资源量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如宁夏黄河流域为２１７ｍ３，陕西渭河流域约４００ｍ３，
青海湟水河流域 ６１８ｍ３，甘肃石羊河流域 ７６１ｍ３。
全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５３．５％，高于全国的２０．０％，
且各地极不平衡［５，８］。全区农田灌溉实灌定额１００１
ｍ３·ｈｍ－２，比全国高 ４０％以上。农田灌溉水利用系
数为０．３～０．４，其中，新疆全区平均渠系水利用系
数０．４１；内蒙古河套灌区０．３９４，陕西关中灌区也只
有 ０．５左右［６］。民勤湖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只有

０．２８。作物水分生产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９－１０］，据《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农业用水报告》，西
北旱区粮食平均水分生产效率仅为０．４０ｋｇ·ｍ－３，明
显低于全国 ０．８５ｋｇ·ｍ－３的水平，更低于华北地区
１．０８ｋｇ·ｍ－３的水平。西北五省（区）水资源６７％集
中在新疆和青海，其中夏秋来水占全年来水的５０％
～７０％左右，春季来水仅占全年来水的 ２０％左右，
而春季农业灌溉需水量占全年需水的３５％左右［１０］。
１．２ 旱区农业保灌率低

因水资源不足等原因，旱区灌区保灌率低。关

中平原保灌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重不足６０％，

８５２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３２卷



陕北 ６６％［６］，西北内陆河流域的准噶尔盆地、塔里
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和河西走廊的保灌率分别为

５９％、８４％、８２％、７２％。新疆春灌期实际缺水量 ２０
亿ｍ３，受此影响的灌溉面积占全区灌溉面积的１／５。
大量农田和草场因缺水而弃耕和退化，并导致严重

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经

济迅速发展，再加上不合理的灌溉技术，区内不少地

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开始日益显现，就连素有“塞上江

南”的宁夏河套灌区也发生“水荒”，河西石羊河流域

的民勤绿州，大量超采地下水，形成地下水漏斗，直

接导致沙生植物的枯萎死亡，湖泊消失，沙漠化荒漠

化逐渐扩大，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罗布泊”［１－２］。

１．３ 水资源开发利用滞后

值得一提的是旱区河流、地下水开发利用基本

处于初期阶段，以新疆为例，境内共有河流５７０多条
（不包括山泉、大河支流），地表水年径流量是８８４亿
ｍ３，发源于山间的河流就有３００多条，较大的有塔里
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玛纳斯河、乌伦古河等

２０多条。但是，除乌鲁木齐河流域、石羊河流域、吐
鲁番盆地和哈密等少数地区河流外，基本上未规模

开发［１０－１１］。

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地表水多为不同程度的苦

咸水。据统计，旱区苦咸水年可开采量４６．９亿 ｍ３，
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宁夏和内蒙古西部。虽然西

北地区陆续建设了数十个苦咸水淡化工程，但并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用水矛盾。比如定西苦咸水淡化工

程仅投运的一期项目日产水仅 ５０００ｍ３，二期工程
还待实施建设［１０，１２］。

１．４ 水资源浪费严重开发利用率过高

尽管西北地区水资源极为紧缺，浪费现象却尤

为严重。西北地区人均用水量为 ８５０ｍ３，比全国人
均用水量几乎高出１倍；农田灌溉１ｈｍ２用水量，除
陕西外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高达２４５２５ｍ３，
位居全国第一，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３倍；１ｍ３水
产出的粮食产量只有０．５ｋｇ，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一半；工业用水定额，全区万元产值平均用水量１８２
ｍ３，高的在 ２００～３００ｍ３以上。西北地区水资源总
量虽然有２０７０亿ｍ３，但估算可利用量只有１３９１亿
ｍ３。西北五省（区）水资源６７％集中在新疆和青海，
其中夏秋来水占全年来水的５０％～７０％左右，春季
来水仅占全年来水的２０％左右，而春季农业灌溉需
水量占全年需水的３５％左右［９，１３］。

另外，人为控制山区雪水的自然流态，修建平原

水库，造成潜水蒸发大量损失，大片的土地次生盐渍

化。西北几个省区盐渍化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

例一般为１５％～３０％。在较大内陆河的下游灌区，
盐渍化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达５０％［１４］。

河西走廊、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等中国干

旱区最主要的平原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都超过

６５％以上，远远超出世界干旱区平均水资源利用率
３０％的水平。在局部地区，如乌鲁木齐河流域和石
羊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率分别已达 １０８．１％和
１０４．７％，超过流域可更新的水资源量。水资源利用
程度的提高直接引起干旱区水文状况的剧烈变化，

河道缩短，湖泊萎缩或干涸，区域地下水位下降以及

流域水量的时空重新分配等。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
来，干旱区水文状况的这些变化十分显著而且具有

普遍性［１４－１５］。

２ 资源农业利用现状

２．１ 合理利用水资源

水作为一种可更新的资源，是有一定数量和容

量概念的。在干旱地区一定数量的水资源只能维持

和改善一定范围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质量，不可

随意扩大。持续发展理论起源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即：“资源有限”假定，我们则可以理解为：水资源作

为可再生资源它的消耗率不可超过它的再生速度，

这点在旱区农业发展理论模式中尤为重要［１６－１７］。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央加大了对西北

地区水利投资力度，旱区农业控制性枢纽工程与水

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实现重大跨越，农村水利基础设

施进一步改善，水土流失防治步伐明显加快，水资源

统一调度和优化配置得到加强，塔里木河、黑河等生

态脆弱河流得到初步治理，宁夏、甘肃、新疆等一些

地方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

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只是实现了局部好转，尚未扭

转总体退化的趋势。能否从根本上扭转自然资源退

化的趋势，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

展，取决于对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而其关键又在于能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水资

源［１２－１８］。

２．２ 保持旱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整治政

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在西部开发中，国家把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恢复

作为重点，投入巨资启动了一批重大项目，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但有关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需进一步

加强。比如，塔里木河流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流

域，塔河流域治理工程是西部开发中修复、维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启动后，先后七

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应急输水，结束了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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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里河道断流３０年的历史，在台特玛湖区最大形
成了约２００ｋｍ２的水面，两岸胡杨林也开始复活，全
流域已实现年节水 ８．９亿 ｍ３，生态效益明显，社会
反响强烈。但塔里木河流域的进一步治理面临着资

金不足的严重制约，一些规划中的项目无法进行。

按照原规划，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项目投资

１０７．４亿元，目前国家累计下达投资 ５７．８２亿元，
２００５年只下达了 ７亿元，２００６年下降到 ４亿元。
２００４年 ９月前总理温家宝视察新疆时提出，要在
２００８年以前完成塔河近期综合治理任务。为实现
这一目标，需要保持原规划的投资力度［１３，１９］。

２．３ 尽快启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解决西北旱区水资源短缺问题主要靠挖掘本区

域的自然和经济潜力，但区域外的支持也是重要一

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论证工作始于１９５２年，２００２
年纳入国家规划并由国务院正式批复，确定总调水

规模为 １７０亿 ｍ３，分三期实施，第一期调水 ８０亿
ｍ３。实施后可缓解青、甘、宁、陕、晋及内蒙６省（区）
的缺水问题，再结合大柳树、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建

设，可使本区面貌发生剧变。这是抵御黄河上中游

地区干旱灾害的一项重大举措，２００８年全国“两会”

上，六省（区）政协主席曾联名提交一份提案，国家应

加快推进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支持六省（区）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除调水外，本区域还应根据自身情

况充分、合理利用黄河水源。当前黄河上下游都建

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中游则缺少，故应尽快兴建已

论证多年的古贤水库，加大陕、甘、宁、晋等省直接对

黄河干流水资源利用程度，以缓解旱区农业用水紧

张的局面［７，１５］。

２．４ 西北五省（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概况

表２反映了５省区水资源利用状况，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甘肃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达 ６２％，
新增水源潜力很小。疏勒河虽有 ５亿 ｍ３地表水资
源开发潜力，但该地区土质差，含盐量较高，开发需

十分慎重。河西走廊农业发展历史悠久，是甘肃工

业和商品粮食基地。但是由于水资源开发过度，生

态恶化极为突出。为遏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有关部门正控制耕地扩展，此外，应该积极推广陇中

黄土高原集雨灌溉的成功模式，发展生态农业，加快

引洮工程进度，缓解陇中地区和渭北高原缺水的矛

盾。

表２ 西北五省（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概况简表［３－５，１１］

Ｔａｂｌｅ２ Ｂｒｉｅ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ｖ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省（区） 水资源利用状况 主要问题 待解决的问题

新疆
地下水开采比例约１５％～３０％，南疆农业
每个春季缺水约１５～２０亿ｍ３

土地盐渍化严重

水资源浪费严重

利用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两国际河流新

建水库及科学灌溉

青海
湟水流域水资源利用程度达４８％，灌溉水
利用系数由０．３５提高到０．４０

工程型缺水的地区，

其他河流利用率低

引大济湟工程及启动实施农灌工程老化

失修项目维修改造工程

甘肃
水资源开发程度达６２％，人均每ｈｍ２占有
量６４３ｍ３

资源型工程型缺水

并存是基本水情

扩大集雨灌溉模式调整农业结构及高效

农田节水技术

陕西
水资源利用条件差成本高水资源总量４４２
×１０８ｍ３占全国第１９位

各地县基本无新

水源可开发利用

引汉济渭工程，扩大高效节水系统工程及

新技术的运用

宁夏
农业用水占用水量的 ９２％，除黄河流域
外，其余地区干旱少雨

旱作农业产量低

人口超载严重

解决灌溉定额高及水资源浪费和土地盐

渍化问题。

而陕西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差，成本高，

而且很多地区无新水源可开。关中地区是陕西省经

济发展的中心，工业集中，农业发达，人口占全省

６０％，水资源总量８２．０３亿ｍ３，现实供水量５２．０６亿
ｍ３。农田灌溉约占５４％。由于南接秦岭，有一定新
增供水能力，陕西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

程———引汉（江）济渭（河）工程的前期准备曾在

２０１１年８月全面开工。计划整个引汉济渭工程完
工后，陕西水资源配制格局将会得到全面改善，但是

由于环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至今进展缓慢［６］。

陕北延安以南多年平均降水５４６ｍｍ，是高产旱
作农业区，往北降水量逐渐减少，农业产量低。建议

抓好以关中为龙头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渭北地区旱

作农业节水工作。陕南的汉中、安康两盆地水资源

丰富，土地资源基本被开发，但灌溉率低，通过水利

化建设，将目前的耕地进行灌溉改造，有一定开发的

潜力。

宁夏是全国水资源最少的省区，除少量内陆河

系，均属黄河流域，黄河干流过境水量３２０亿 ｍ３，是
宁夏主要水源。宁夏南部山丘区，干旱少雨，水资源

贫乏，旱作农业产量低，部分地区人口严重超载，应

实施必要的生态移民；中部可提黄河水解决贫困人

口温饱，控制好人口是头等大事；北部引黄灌区历史

悠久，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经济、文化与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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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宁夏引黄灌区要解决好工程配套和发挥效益的

科学管理问题，解决农田灌溉定额高，水资源浪费和

土地盐渍化问题。

３ 发展出路

３．１ 发挥耕地资源丰富的潜力，构建西北粮食安全

战略体系

旱区土地面积广阔，土地资源丰富，耕地面积

２４３０．８７万ｈｍ２，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１８．７％。此外
还有大量可利用的荒地。以新疆为例，若将可垦荒

地开垦出来就有０．１３亿ｈｍ２耕地，基本上等于全国
现有耕地的十分之一，后备耕地资源丰富。但由于

干旱少雨、土壤贫瘠以及社会经济相对滞后等多种

因素的制约，旱区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低而不

稳。西北５省（区）２０１１年粮食总产量为３８９６．３万
ｔ，只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６．８％；特别是青海省，粮
食单产不到１００ｋｇ，只相当于全国单产的３５％，而陕
西２０１２年粮食丰收，总产量 １２４５．１万 ｔ，同比增加
５０．４万 ｔ，增长 ４．２％；但在全国 ３１个省（市、区）中
排名１９位，自给率只占８６％左右［６，１５，２１］。

２００２年以来，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旱区
部分省份粮食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转机。黄土高原综

合治理试验示范区十多年的研究实例证明，黄土高

原粮食生产在现有降水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致增

产一倍左右，通过合理施肥和栽培技术措施应用，已

使陕西省长武县旱地小麦产量平均达到 ７８７５
ｋｇ·ｈｍ－２以上，最高单产达８７１５ｋｇ·ｈｍ－２，创造了旱
地小麦增产新纪录；并使陕西省定边县旱地玉米产

量平均达也到１５３４０ｋｇ·ｈｍ－２以上。甘肃提出的集
“地膜集雨、覆盖抑蒸、垄沟种植”为一体的全膜双垄

沟播技术使玉米产量平均ｈｍ２产增加７５ｋｇ，２０１２年
甘肃粮食产量突破１０００万 ｔ，达到１１１０万 ｔ。旱区
粮食产量的增长对我国的粮食供需平衡的保障具有

重要作用，也对未来国家粮食产生重大影响［６，２１］。

３．２ 在有效水资源条件充分发挥地区特色，对维护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大意义

旱区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日照时数大部

分地区均在２４００～３２００ｈ范围内，日照百分率多在
６０％以上，一年内平均气温≥１０℃的年积温为
２２００℃～４０００℃，有利于棉花、花生、苹果等多种经
济作物生长，特色农业和畜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生产潜力巨大。

其中，新疆是全国最大的棉花基地，２０１１年棉
花基地面积１６３８．１×１０３ｈｍ２，棉花总产量占全国的
４０％。位居全国第一［２１］；内蒙古是全国重要的奶

业、羊绒及羊绒加工业基地，２０１１年全区牛奶产量
占全国的２４．８％，羊绒产量７６４３．８ｔ，占全国羊绒产
量的 ４２．５％，位居全国第一，陕西是全国两大果业
带之一，２０１１年水果产量 １５８７．１万 ｔ，占全国的
７％，其中苹果产量９０２．９万 ｔ，占全国的２５．１％。自
２００９年以来一直居全国第一。据统计，陕、甘、宁、
青、新疆五省（区）有 １９个植被类型占全国的
６５．６％，有 ２２５个植被群系类型，占 ４６．７％；有维管
植物（具有木质部和韧皮部地植物）约 ４２００多种，
占全国的１５．５％，其中重要的经济植物有 ２０００多
种，经济潜力巨大［２，２１］。

而处于干旱荒漠地区的新疆，虽自然条件严酷

且生态系统脆弱，但该区生物种类大多为干旱荒漠

地区所特有，如膜果麻黄、木霸王等植物，和高鼻羚

羊、野马、塔里木兔、南疆沙蜥等动物。特有和丰富

的光、热、物种资源，蕴含着巨大的特色农业潜力，对

保障我国食物安全（肉、蛋、奶、水果等）意义重大，也

对维护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作用［２１］。

３．３ 旱区在国家生态安全与生态文明格局构建中

的重要地位

旱区地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由于干旱缺水，生

态环境十分脆弱，据国家林业局《第四次全国荒漠化

监测》结果，至 ２００９年底西北 ４省（区）新疆、内蒙
古、甘肃、青海土地荒漠化面积占全国荒漠土地总面

积的７９％，且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占全国
的９２．８６％。旱区草地退化面积约为 ６０万 ｋｍ２，约
占草地面积的一半；耕地退化面积约为５万多 ｋｍ２，
约占耕地面积的４０％，所引起的土地沙化成为当地
和我国北方沙尘暴发生的重要尘源区。旱区森林总

面积仅为１１．５７万ｋｍ２，森林覆盖率仅为３．２５％，森
林的水源涵养功能以及防蚀固沙作用大幅削弱。旱

区的生态问题也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７，２０］。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第二十五章第一节指出，

“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增强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其中旱

区是国家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构建“两屏三带”为

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主要区域，是党的十八

大报告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２］。

３．４ 旱区传统农业正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生产力

水平和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建国 ６０年多来，西北五省（区）粮食增长了 ４
倍，平均每年净增 ５５万 ｔ。其中，近 ２０年的增速较
高，平均每年净增７８万 ｔ。今后按每年净增 ８０万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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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到２０３０年总产５９９５万 ｔ，人均５００ｋｇ，仍不是
很宽松的。

据统计，西北 ５省（区）谷物产量由 １９９１年的
２４６９．８万 ｔ增加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３３６１．４万 ｔ，同一时
期，谷物单产由 ３０８６．８ｋｇ·ｈｍ２增加到 ４６１８ｋｇ·
ｈｍ２。畜产品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１９７９—２０１１年，
西北５省（区）肉类生产量从５２．４万 ｔ增长到３５７．４
万ｔ，增长６．８倍；１９８２—２０１１年，禽蛋从１１．５万ｔ增
长到 ９９．２ｔ，增长了 ８．６倍；１９７９—２０１１年，奶类由
１９．７万 ｔ增加到 ４７８．４万 ｔ，增长了 ２４．３倍［２０－２１］。
旱区谷物与动物性产品单产和总产量的稳定性增

加，产出的波动性降低，这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的发

展和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先后培育出适用于我国旱

区栽培的各类小麦品种 １００多个，其中以小偃 ６号
代表的小麦优良品系，推广面积超过１０００万ｈｍ２，累
计增产小麦３７．５余亿ｋｇ，为农民增加收入１９亿元。
其中，陕单８８０６连续３年列为陕西省作物重点推广
品种，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连续在榆林创造大面积集中连片
过“吨粮”的全国高产记录［６，２１］。

３．５ 借鉴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必要性

大量研究结果和事实表明，在培育和引进水分

利用效率高的作物新品种基础上，改善旱区土壤生

态环境及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是增加粮食总产，解

决食粮安全的必经之路，发展旱区农业已成为许多

国家实现农业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目前世界旱区农业科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旱区水

资源高效利用的农艺、工程措施以及通过现代育种

技术提高作物本身对干旱逆境的适应性上［２１］。

目前，发达国家凭借其优越的技术条件和雄厚

的资金支持，在培育抗旱节水作物新品种上研究成

果较多，如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等国家的小麦品种、以

色列和美国的棉花品种、加拿大的牧草品种、以色列

和西班牙的水果品种、巴西的陆稻品种等［２０］。这些

品种不仅具有节水抗旱的突出特点，又具备稳定的

产量性状和优良的品质特性，在旱区农业的发展中

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借鉴与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４ 政策与工程保障

４．１ 加大科技创新降低农业耗水

加大科技创新降低农业耗水，应该做好以下工

作。

第一，建议在旱区实施新时期旱作农业与节水

农业发展示范工程，由农业部门和水利部门联合负

责，把相关技术和管理经验加以集成、示范和推广。

河西走廊虽然是干旱区节水农业早期示范区之

一，实行“毛灌溉定额”用水的管理模式，为推进旱区

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虽然旱区大

部分耕地的灌溉水都是按照标准控制的，但是，基本

上还是以漫灌为主，用水量很大，浪费严重。其原因

就是没有把相关技术和管理经验加以集成、示范和

推广［８，２１］。

第二，制定优惠政策，降低节水农业的成本。比

如，新疆天业集团公司自主设计发明的膜下滴灌技

术和设备，可节水 ５０％以上，目前已经在新疆、甘
肃、陕西、内蒙古等省区推广使用４６．７多万 ｈｍ２，创
造了滴灌技术在农田大面积应用的世界第一。但目

前对该产品征收１３％的增值税，初始一次性６６７ｍ２

投入为３００元，以后每年１００元，对农民而言是不小
的负担［１３］。建议对该产品实行农业生产资料优惠

税收政策，免征增值税。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大该类

产品的推广使用，既有利于节约农业用水，也可降低

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４．２ 合理调整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

旱区占用全国５０．６％的草地面积，只生产了全
国５．４２％的牧业产值，长期重利用轻保护、少建设，
进行掠夺式经营，草地生产力比５０年前下降了１／３
～１／２。由于畜牧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区域自然资源
优势和开发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并且，不合理的农

牧业活动引起大量的草地退化，如内蒙古退化草原

面积比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３５％扩展到 ９０年代
的６０％。

表３ ２０１１年西北五省（区）农林牧鱼结构比重／％［２－３］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ｔｈｅｆｉｖ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

省区
农业

比重

林业

比重

牧业

比重

渔业

比重

陕西 ７１．１１ ４．０１ ２４．１８ ０．７０

宁夏 ６８．５６ １．２８ ２８．１９ １．９７

甘肃 ７５．２１ ２．６２ ２１．８３ ０．３７

青海 ５１．５３ ２．５１ ４５．８３ ０．１３

新疆 ７７．５９ １．４９ ２０．２１ ０．７１

平均 ６８．８０ ２．３８ ２８．０１ ０．７８

全国平均 ５８．０９ ３．４７ ２８．５６ ９．８８

农业结构不尽合理，占用全国５０．６％的草地面
积，其牧业比重比全国水平还低，而新疆大小河流

５７０多条，但渔业比重只有０．７１，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３］。

由表３反映得出，目前发达国家旱区畜牧业产
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 ５０％以上，２０１１年西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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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农林牧渔业所占比例分别为农业６８．８％，林
业２．３８％，牧业 ２８．０１％，渔业 ０．７８％，与同期全国
相比，还有较大差距［２－３］。

２０１１年肉类产量为３５７．４万 ｔ，其中猪肉１６２．１
万 ｔ，牛肉７３．５万 ｔ，羊肉８６．４万 ｔ，分别占总肉量的
４５．４％。２０．６％和２４．２％，猪肉占大部分，牛羊肉所
占比重却偏低，因而急需调整。未来的挑战在于如

何调整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建立和发展以种植优

质牧草为基础的草产业，合理利用天然草地，改进传

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模式，使畜牧业发展更趋合

理［２，２１］。

４．３ 重视地域差别

旱区农业耕地大部分集中在和黄河流域的上游

区域和内陆河流区域，而这些地区在客观上又是典

型的干旱地区。建议国家在制定区域水价调节系数

时，要充分考虑雨水东南多西北少的事实。一是在

农业用水的国家财政补贴政策上要有地域差别，对

西北的补贴要高于中部地区；二是中东部的农业用

水基础价要适当高于西部，特别是西北干旱区；三是

对西北地区的国家级或省级平困县的水战略重点，

应该首先放在大幅度增加水利设施投入，再考虑农

业用水补贴方式；四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要区别

水源涵养区（三江平原区）与水资源利用区（银川灌

区）的不同，对民族地区的水价改革应该慎

重［２０－２１］。

４．４ 制定旱区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科技规划

旱区农业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占有及其重要地

位。但由学术界对于旱区定位有不同的观点，因而，

对于旱区范围、旱区农业的潜力等问题还没有统一

的认识，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和科技力量，制定旱

区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干旱地区农业发

展潜力与生态重建途径，提出我国旱区可持续发展

的农业与生态布局模式［２，７］。在《全国主体功能区

规划》的基础上，开展二级农业规划，因地制宜，制订

《旱区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科技规划》，在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农林牧产业结构比例，

为该区农业的持续发展、环境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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