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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平原农业结构调整及其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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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淮海平原农业生产在我国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通过对该平原农业态势及其结构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可知农业结

构调整是解决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理论上拟定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研究了结构调整的 4 大重点: 种植业结构调整、农

业结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以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农业结构调整; 以曲周模式、禹城模式、睢宁模式及环渤海模式等典

型模式为例实证了结构调整对该平原农业发展的巨大贡献, 以期为黄淮海平原农业乃至全国农业未来发展提供理论与实

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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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黄淮海平原土地面积约占全国平原面积的 30% ,

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ö6。其自然区位条件较优

越。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总量的 20% 以上, 是“北

粮南调”的重要农产品基地, 也是保障我国未来食物安

全的主要区域。经过 20 多年的联合攻关治理, 该平原受

旱、涝、碱危害, 贫穷、缺粮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农

产品产量获得了较大的提高, 但质量依然不高, 农业结构

布局不合理,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及水资源严重短缺等问题

仍然存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我国未来的农业

生产, 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W TO , 其生产方式必须更新。

综观黄淮海平原农业的发展状况, 笔者初步研究认为该平

原农业要持续发展, 应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充分发挥高新

技术试验示范和技术辐射带动县域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典

型模式放大效应功能, 走效益农业之路。

1　黄淮海平原农业态势及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1. 1　黄准海平原农业态势分析

1. 1. 1　农业区位优势

该平原地处我国中心地带, 具有可供两熟的光能和

热量资源及水、热、光同季的[ 1 ]优越自然条件, 适合多种

作物种植, 特别是小麦、玉米、棉花和油料, 具有良好的

生态条件。粮食作物生产在全国具有绝对优势。在加入

W TO 的条件下, 该平原上述作物具有相对的比较优

势。具备优势农产品生产条件。

1. 1. 2　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严峻挑战

黄淮海流域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 7. 6% , 人均为

453 m 3, 为全国人均的 1ö5, 是中国水资源承载能力与

经济社会发展最不适应的地区[ 2 ]。由于人口增加, 城市

的扩张, 非农用水量也日益增加; 气候环境变化及作物

熟制改变, 农业用水量加大。由这些因素的胁迫作用, 该

区水资源成为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经笔者计算, 2000

年该平原三大农作物的耗水量为 819. 1×108 m 3, 占总

需水量的 82. 2% , 缺水率达 17. 8%。

该平原耕地面积占全国的 1ö6, 耕地数量及垦殖率

均居全国各一级农区首位。2000 年全国人均耕地占有

量为 0. 101 hm 2ö人, 该区都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

北京 (0. 038 hm 2ö人)、河南 (0. 052 hm 2ö人)人均耕地面

积少, 表现突出。近 20 年来耕地面积呈减少趋势, 年均

减少 7. 89×104 hm 2。耕地中中低产田占全区耕地面积

的 84. 5% [ 3 ] , 大面积中低产地的存在是该平原农业发

展的制约因素, 但也是农业增产潜力之所在。

据有关统计, 该区流域近来污染河长已达 65%～

80% , 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 带来了地面沉降、海水

入侵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农用地重金属镉等严重超标,

硝态氮在部分地区也超标, 农用化学制剂的残留物也大

量存在, 如曲周土壤中镉及菜田中硝态氮含量分别为

3. 39 m gökg、13. 96 m göL。土壤盐渍化、沙化严重。土

地肥力有下降趋势。

1. 1. 3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该平原农业发展必须解决

的问题

黄淮海平原农业集约化水平较高, 农业生产还处于

高耗能状态。高投入高产出是本区农业生产的特点, 生

产成本居高不下, 进一步增产的空间变小。近年来出现

了所谓的“产粮大县, 财政穷县”现象, 使本来具有的优

势没有发挥出来。农民整体收入增长明显减缓, 自 1994

年来,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相对增长率由 8. 85% 下

降到 2000 年的 3. 51% , 而同期该区域则由 11. 26% 下

降到 4. 16% (1978 年可比价) , 与未来小康标准差异甚

大, 农民收入增长是小康建设的核心问题。

1. 2　黄准海平原农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1) 农产品结构不合理, 品质档次低, 没有市场竞争

力。农产品大路货多, 名、精、优、特品很少, 原始或粗加

工产品多, 精深加工品少。如作为小麦生产大省山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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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优质小麦种植面积仅有 333 500 hm 2, 仅占种植面积

的 7%。专用小麦、玉米数量少, 销路不好的普通粉质玉

米占到总产品的 70% , 果品烂果率达 25% 以上, 优果率

不足 30%。

2) 种植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特别是农牧业结合不

够紧密, 种、养比例不协调, 种植业结构调整中粮2经2饲
结构形成困难, 农业资源利用率低[ 4 ]; 分析 2000 年黄淮

海平原及全国农林牧渔总产值结构组成, 该平原农业比

重高达 62% , 牧业 32% , 农牧之比为 1. 92∶1, 全国农

业占 54% , 牧业为 30% (见表 1) , 农牧之比为1. 8∶1,

而美国为 1. 08∶1 (1994 年) , 英国为 0. 67∶1。从分析

可知该平原农牧林渔结构与全国及国外相比, 其显得不

够合理, 也说明了结构调整的难度之大, 特别是其农牧

结构不协调, 从而畜牧业也不发达。

表 1　2000 年全国及黄淮海 (HHH )平原农林牧渔总产值及结构比

T ab le 1　A gricu ltu re, fo rest, herd and fish ing to tal p roduction value and p ropo rt ion in 2000

in Ch ina and H uang2H uai2H ai p lain 万元

地　　区 农业总产值 林业总产值 牧业总产值 渔业总产值 农林牧渔总产值比ö%

黄淮海平原 18825873 554579 9800893 1560072 61∶2∶32∶5

全　　　国 79998000 6634000 44283000 17724000 54∶4∶30∶12

　数据来源: 据《农业年鉴》及各县市统计资料整理。

　　3) 农业结构不合理, 传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困难。

从区域产业结构构成来论, 该区第一产业有明显下降趋

势 (图 1) , 第二产业表现为部分增长, 部分下降的波动

变化, 第三产业整体上升 (图 2)。该区农业这一弱势产

业的地位在逐渐下降, 是现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

果, 也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现。第三产业总体上还是

比较落后, 特别是河南、河北这些农业大省更是如此, 是

农村经济不发达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农业产值的比例在降低, 但二、三产业不够发达, 农

产品加工能力小, 增值空间小, 经调整的潜力巨大。

图 1　1991～ 2000 年黄淮海地区 GD P 构成中

第一产业比重变化

F ig. 1　Change of the p rim ary industry p ropo rt ion

of GD P in HHH area in 1991～ 2000

图 2　1991～ 2000 年黄淮海地区 GD P 构成中
第三产业比重变化

F ig. 2　Change of the tert iary industry p ropo rt ion
of GD P in HHH area in 1991～ 2000

4) 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 经营规模小。特别是

土地利用规模不经济, 现有过小的生产规模难以发挥规

模效益, 导致农户经营效益低下, 农产品市场风险大。部

份地区出现了公司 (企业)和农户组合的典型经营模式,

但其带动幅射效应还只是局部的。

鉴于上述态势和面临的问题, 必须深层次地推行农

业结构调整。虽然该平原在全国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

但是未来农业应以结构调整为推动力, 挖掘农业潜力,

以资源的节约和技术对紧缺资源的替代[ 5 ] , 提高水土光

热等资源利用效率并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2　农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农业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综合考

虑市场需求、资源条件、经济水平、农民接受能力和科技

支撑等因素, 目标是调整出一套机制, 而不是简单的一

个种植 (或养殖)比例结构。在具体结构调整过程中应遵

循以下基本准则。

2. 1　保障粮食安全原则

经专家预测, 未来我国粮食生产量与需求量差额呈

负增长。到 2030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 16 亿峰值, 农产品

供给是保障民族生存的大问题[ 6 ]。黄淮海地区无论粮食

播种面积还是产量, 都占全国的 30%～ 50% , 是我国粮

食安全的稳定重心, 近期发生的粮食“风波”足以证明这

点。必须把粮食等大宗农作物生产的稳定放在第一位,

国家应该在“绿箱政策”下加大投入, 建立生产基地。

2. 2　生态学原则

新的农业结构调整更加注重生态环境, 按自然规律

办事。黄淮海平原生态环境脆弱, 有不断恶化的趋势, 结

构调整过程中要以节水为中心, 维护生态效益为基础,

发展持续效益农业。

2. 3　市场化、多元化原则

农产品生产必须按照市场需求确定生产品种和生

产规模, 在安排种植之前要充分了解市场的未来需求趋

势及可能的风险, 以风险最低原则来安排当年计划。在

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 必须把全国市场、国际市场

需求纳入结构调整的决策因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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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及市场范围的扩大, 市场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多元的市场需求必然要求多元的

产品结构, 不仅品种多样, 而且档次也须多样。这就要求

建立起一种能够不断变化和调整的结构机制。

2. 4　规模化、产业化原则

在现行政策下, 必须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单元,

以企业为依托, 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 尽可能形成规模

生产。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条

件[ 7 ] , 而规模化则是效益的前提。产业化经营能有效地

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顺利对接, 即在不触动农户的承

包经营权的基础上, 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转与配置及

在产业链上的分工与合作, 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有机地

结合起来, 以产业链或产业体系在市场中共创双赢或多

赢的局面。

2. 5　质量精品、科技含量原则

为了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农业结构调整必须

减少或停止劣质或低质量农产品的生产, 全面提升农业

生产质量。所谓精品就是那些市场需求高, 品质好、销售

通畅的名牌产品、特色产品的统称。农业结构调整的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依靠科技, 提高产品品质以及有效供应

能力, 降低成本[ 8 ]。同时, 逐步建立农产品生产标准和生

产质量控制体系, 生产出能保证企业标准化生产的优质

产品。

3　黄淮海平原农业结构现状及调整重点
3. 1　种植业结构调整

种植业结构调整首先要实现以资源约束和集约利

用前提下的产量控制性生产战略 (适度规模的生产基

地, 适度耗水的产量) , 稳定粮棉油生产。其次, 提高专门

化, 标准化生产程度, 以市场为导向, 多元化, 优质化 (包

括无公害、绿色) 和高效化 (包括温室生产) 发展特色种

植[ 9 ]。黄淮海地区生产结构较单一, 分析 1990 年、1995

年、2000 年粮经它播面积比可看出 (表 2) , 种植业内部

结构调整一直落后于全国相应的结构调整。具体主要调

整粮油棉及饲料作物的种植比例及品种。如曲周甜玉米

及睢宁的优麦 3 号推广种植已成为黄淮海平原农产品

规模化生产的成功典范。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 大

力发展名、精、特、优质作物品种, 坚持产量、质量、结构、

效益的统一。各试区选育和引进筛选出大批优质、高产

粮棉品种, 如高赖氨酸玉米农大 108、杂交棉新品种

——杂苏 16 棉花等。这些品种在不同类型地区的高产

高效抗逆栽培技术体系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表 2　1990～ 2000 年全国及黄淮海地区粮经它播面积结构

T ab le 2　Food, cash and o ther crop p lan ting area p ropo rt ion in Ch ina and HHH area in 1990～ 2000 1000 hm 2

全国粮经它作物播种面积及结构比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其它作物 粮经它比

黄淮海平原粮经它作物播种面积及结构比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其它作物 粮经它比

1990 113465. 9 21416. 8 13479. 6 8. 42∶1. 59∶1 18635. 05 4141. 79 1391. 31 13. 39∶2. 98∶1

1995 110060. 4 22467. 81 17350. 33 6. 34∶1. 29∶1 17969. 29 4061. 043 2072. 39 8. 67∶1. 96∶1

2000 108462. 7 23330. 67 24630. 29 4. 40∶0. 95∶1 17542. 98 3898. 389 3657. 42 4. 80∶1. 07∶1

　数据来源∶《农业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3. 2　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结构调整要注重农林牧三大关系的调整, 其中

农牧结构调整是关键。加强种植业与畜牧业结合, 增大

畜牧业比重, 转化植物性生物产品; 发展草业, 合理粮经

饲种植结构; 发展林业改善环境, 增加农民经营效益。

在自然条件适宜的地域适当加大饲料作物种植面

积, 为畜牧养殖业提供部分饲料。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

的后向产业, 实现其转化增值功能。畜牧业特别是发展

优质品种的畜牧业在该区的发展潜能很大, 如蒙城黄

牛、睢宁波尔山羊养殖业、曲周 EM 有效微生物开发利

用, 对加快粮食转化、秸秆合理利用、饲料蛋白质转化、

生态环境改善都有明显功效。现有草地面积小, 应扩大

草地面积, 适度发展草业。林业在该平原也相当弱小, 发

展林业具有广阔前景。总之, 农业结构调整是该平原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3. 3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发挥行业比较优势、资源

优势、区位优势[ 10 ]。在黄淮海区域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

加工业, 其带动农业基地发展、促进农产品进入市场、转

化增值、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越来

越大。第三产业中农村服务业的功能也愈显重要, 特别

是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系列的技术、市场信息服务等

方面的作用很大, 不仅能解决农业生产问题, 而且在提

供就业机会方面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3. 4　以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农业结构调整

黄淮海平原的经济地理区位条件优越, 大中城市发

展迅速, 分布了诸如北京、天津、郑州等多个大中小城

市, 农业和城市发展紧密相联, 在这些城郊的农业, 从某

种程度上来论不再是传统概念的农业, 已具有了多功能

性, 即所谓的现代都市农业。其本着生产功能、生活功

能、生态功能、教育功能、示范创新功能及创汇功能为出

发点, 形式多样[ 11 ] , 以高效集约利用近郊稀缺的土地资

源为特征, 这是该平原农业结构调整的新内容。

4　黄淮海平原农业结构调整模式
黄淮海平原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具有聚

集和辐射功能的区域经济中心。发展现代区域农业以 3

大效益为目标, 依据结构调整原则, 挖掘资源利用效益,

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经过 10 多年的不断发展, 通过

建立科技先导型的试验区, 在黄淮海平原上形成了一批

依靠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和技术辐射带动县域经济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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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发展的典型模式。具体典型模式解析如下。

4. 1　曲周模式: 全面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发展模式

4. 1. 1　模式特色及主要内容

该模式以保证水土地资源持续利用为基础, 不断提

高农产品的生产力并加强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形成加工产品的生产力, 以此推动农林结构及农牧结构

的不断优化, 创建绿色产业, 发展综合农业, 带动县域经

济的持续发展。

1) 发展节水灌溉, 高效利用水资源

曲周县自 1996 年被列入全国节水增产重点县以

来, 先后投资 2800 万元, 建起里岳地上防渗示范区、依

庄管灌示范区、河道喷灌示范区、安寨综合节灌区, 共计

完成防渗斗农渠 6. 7 万m , 地下防渗管道 117 万m , 发

展喷滴灌 3333 多 hm 2, 改善灌溉面积 12000 hm 2, 全县

节水灌溉面积达 22667 hm 2, 年节水 2400 万m 3, 年增效

益 4000 多万元, 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

产条件, 而且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12 ]。

2) 调整农林结构, 发展速生丰产林, 建立高效农林

业体系

曲周宜林地资源丰富, 调整县域土地利用结构, 增

大林业用地面积,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建立优化的绿色

生产基地。以河北赛博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 发展

订单林业, 促进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公司年产值 1. 5

亿元, 利税 1200 万元, 可带动发展 37352 hm 2 商品林。

3) 调整种植业结构, 实现特种玉米的产业化生产

玉米是曲周县主要的粮食作物, 试区提出了特种玉

米引进与梯度开发的战略目标。1996 年引进中国农大

甜玉米品种, 建立了 13. 33 hm 2 甜玉米生产基地及 80 t

加工生产能力的速冻甜玉米加工厂。1998 年扩大生产

规模, 建立了年加工能力 3 万 t 的甜玉米保鲜加工厂,

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开展了甜玉米规模生产与开

发, 形成了一套规范化栽培技术体系。创建了以甜玉米

系列产品开发为主的“金日食品有限公司”。

4) 发展无污染畜牧业, 调整农牧业生产结构

运用生态工程原理, 工程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传统

与高新技术相结合, 产品指标和质量指标相结合, 技术

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相结合, 在研制开发生物活性饲料添

加剂和高效饲料配方的基础上, 提出了少用或基本不用

抗生素类药物的防疫灭病体系以及畜牧场环境综合治

理的配套技术体系, 并开发生产出无公害的AA 级绿色

食品畜禽产品。当地政府将推广这项技术作为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的重大措施, 带动了全县无污染畜牧业的发

展。畜产品肉类年产量增加了 78. 86% , 蛋类年产量提

高了 114. 89% , 畜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由 26. 6%

提高到了 35. 8%。

5) 发展设施保护地栽培, 生产无公害蔬菜

曲周试区系统地研究了新型日光温室的结构模型

设计, 同时研究形成了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体系, 建立

了示范样板, 成为曲周县农业结构调整中的关键技术支

撑。2001 年蔬菜栽培面积比“八五”增加了 79% , 蔬菜产

量则提高了 120%。蔬菜生产成为曲周种植业结构调整

中的重要内容。

4. 1. 2　主要经验及发展前景

曲周模式表明: 建立科技先导型农业持续发展综合

试验示范区, 组织多学科科技人员针对本类型区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到农业第一线进行联合科技

攻关, 是贯彻“科技面向经济, 经济发展依靠科技”的好

形式; 是促进科研、推广、生产三结合和农、科、教三结合

的好方法。曲周模式是在长期的区域发展研究和实践中

取得的, 符合黄淮海平原乃至全国农业区域的实际[ 9 ]。

对完成综合治理阶段, 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到改善的广

大农区都有广阔的借鉴作用。

4. 2　禹城模式: 粮经饲与农牧结合调整模式

4. 2. 1　模式特色与主要内容

依据优化结构、优质生产, 提高效益、资源节约与可

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 提出了“农牧结合、食草与精料畜

禽协调、产加销一体化”畜牧业发展模式。具体包含优化

两个结构, 建设四大体系, 完善一个社会化服务组织, 实

现畜牧业优质高产高效。

1) 优化饲料资源、养殖两个结构

①优化饲料资源结构: 扩大青绿饲草种植; 提高秸

秆利用率和转化率; 发展精料专业化加工生产, 总体上

形成与资源条件、饲养规模和效益相适应的精饲料—粗

饲料—青绿饲料的资源结构。②优化养殖结构: 改变耗

粮型猪、鸡饲养结构, 发展食草家畜肉牛、羊的饲养, 减

少对粮食的依赖。总体上形成与饲料资源和市场需求相

适应的一大 (肉牛)—瘦 (瘦肉猪)一小 (肉、蛋鸡)养殖结

构。

2) 建设四大体系

①良种繁育体系。肉牛建立“三群一网”, 即良种公

牛群, 基础母牛群, 一代杂交商品群和人工授精网。②专

业化喂养体系: 统一规划建设、统一疫病防治、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经销服务和分户与规模喂养结合, 形成各具

特色的专业养殖基地。③产业化加工体系: 建立畜禽产

品加工企业, 组建营销专业队伍, 实现畜禽养殖基地带

农户, 加工企业 (龙头) 联基地, 产品联市场的专业化生

产体系。④农田生态环境建设体系: 有机无机肥配施, 优

化农田生态环境, 实现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

4. 2. 2　主要成效与应用前景

该模式的综合效益非常明显。禹城肉类产量由

1990 年的 1. 56 万 t 增加到 2000 年的 11. 5 万 t, 人均肉

类占有量达到 232 kg; 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

比例由 1990 年的 30% 以下, 增加到 2000 年的 45% ; 农

民人均畜牧业纯收入 900 元, 占农民收入的 37%。该县

先后被评为“全国鲁西黄牛出口基地县”、“全国农区秸

秆养牛示范县”、“全国瘦肉型商品猪生产基地县”。该模

式具有良好的结构功能、系统性及创新性, 也具有很好

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效益显著, 对黄淮海农区畜牧业

具有典型示范性。

4. 3　睢宁模式: 优质农产品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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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1　模式特色及主要内容

试验区与地方政府紧密结合, 科研单位和加工企业

组成的联合体或公司+ 农户等多种形式, 采用基地化生

产、企业化经营的运作机制, 逐步形成以科技为先导、市

场为目标、企业为龙头、基地为依托的区域性优质农业

产业化体系, 促进“基地—农户—企业—市场”的衔接,

发挥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作用, 为发展地方经济作贡献。

1) 发展优质高效农业,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九五”期间, 睢宁试区调整工作重心, 在可替代进

口的优质小麦开发, 日本优质梨引种和具有较高经济效

益的波尔山羊和睢宁白山羊杂交利用, 以及设施栽培名

特优蔬菜等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点突破。

2) 建立优质农业产业化开发体系, 促进产业化经

营

由于在区域性优质农业种、养技术及产业化开发研

究取得突破, 进而逐步形成该区优质农业产业化的四大

支柱产业。通过完善服务体系、创办经济实体, 开展以发

展优质农业为主的种苗繁殖和科技服务的经营活动, 为

企业建立商品 (原料)生产基地, 探索农业科技成果产业

化开发途径。在试区及辐射区已建立优质小麦商品生产

基地 17342 hm 2, 优质梨生产基地 6670 hm 2, 名特优瓜

菜设施栽培基地 1667. 5 hm 2, 以及杂交山羊生产服务

技术中心。

4. 3. 2　主要经验及应用前景

选好着力点, 抓好富有成效的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找准创新点, 开拓有市场前景的研究项目。培育

生长点, 拉长高回报的产业化链条。控制交叉点, 注重叠

加效应的协同作战。睢宁试区地处苏、鲁、豫、皖交界的

黄淮冲积平原, 代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的黄淮平原的

1334000 多 hm 2 花碱土地区。由于科技攻关的成果来源

于生产, 又服务于生产,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在所代表区

域有新颖性、先进性。近几年来, 江苏省徐淮地区和邻省

不少县 (市) 派人前来参观学习, 引进有关技术和品种,

商谈合作事宜。因此, 辐射效果和推广应用前景十分明

显。

4. 4　环渤海模式: 中低产田改造高效利用模式

4. 4. 1　模式特色及主要内容

以栽植高抗逆性、高效益的植 (作) 物为突破口, 融

合田间微域工程和设施农业新技术, 更新盐地植被, 生

物改良利用滨海盐渍土, 以攻克缺水、盐渍化两大限制

因素为攻关目标, 建立滨海粮、棉、菜、林、草高产高效简

化栽培管理技术新体系, 发展农区畜牧业, 推进环渤海

低平原农业产业化和外向型农业的持续发展。

1) 种植业—农区饲养型生态农业模式

环渤海海拔 10～ 15 m 的地区是主要的农业地带,

这些地方土地质量较好, 受盐渍化威胁较小, 肥力不足

往往是农业持续高产的关键限制因素。发展农区饲养

业, 充分利用作物秸秆等饲料资源, 并经过过腹还田培

肥地力, 走“农养牧、牧增肥、肥改地、地增效”高效集约

化农业之路, 形成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

2) 草业—牧业型生态农业模式

在近现代黄河三角洲滨海滩涂以上地带, 其草场广

阔, 土壤含盐量 0. 3%～ 0. 6% , 天然草场质量不佳, 在开

发方向上, 重点封育、改良天然草场, 逐步建立畜牧养护

区, 推行以草绿地、以草改土、以草养畜、以草养林、以草促

副、以草养渔、以草促农的草业—牧业型生态农业模式。

3) 台田—鱼塘型生态农业模式

在海拔 1. 3～ 3 m 之间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区域, 以

重度盐化潮土和盐土为主, 土壤含盐量 0. 6%～ 2. 0% ,

在有引黄条件的区域, 通过深挖池塘、高筑台田, 实行水

土分层治理, 并在塘内养鱼, 是改造盐渍地和高效利用

低洼盐渍地的成功途径。

4. 4. 2　主要经验及应用前景

该模式有效地先期综合改良利用荒碱地, 改善生态

环境, 并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13 ]。可推进同类地区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形成粮棉、蔬菜和畜牧业为主导

产业的格局。可在同类地区有效地解决地方当前和中近

期农业综合发展中重大关键技术难题, 推进地方各主导

产业的产业化进程, 提高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5　结　语

黄淮海平原农业态势及结构状况显示了结构调整

的重要性与艰巨性, 农业结构调整须遵循基本原理, 调

整内容也有其具体重点。通过典型模式实证了结构调整

对该平原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黄淮海平原农业结

构调整必将为该平原乃至全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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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 icultura l structure adjustm en t and m ode in Huang-Hua i-Ha i pla in
Hou M a np ing , Ha o J inm in , L i Xinbo , Q in L i

(Colleg e of R esou rces and E nv ironm en ta l S ciences, Ch ina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B eij ing 100094, Ch ina)

Abstract: T he agricu ltu ra l in H uang2H uai2H ai p la in p lays an im po rtan t ro le in Ch ina. T he agricu ltu re st ructu re

ad ju stm en t is a key po in t of su sta inab le agricu ltu ra l by the ana lyzing of agricu ltu ra l situa t ion in th is area. T he

basic p rincip le fo r st ructu re ad ju stm en t is set fo rth. T he fou r em phases are p lan t ing structu re ad ju st ing,

agricu ltu ra l st ructu ra l ad ju st ing, indu stria l st ructu ra l ad ju st ing and u rban agricu ltu ra l ad ju st ing. T he funct ion of

agricu ltu ra l ad ju st ing has been p roved th rough the Q uzhou M odel, Yucheng M odel, Su in ing M odel and Bohai

R im M odel. T h is paper t ries to g ive the theo ret ic and p ract ica l bases fo r the developm en t of agricu ltu ra l in th is

area and Ch ina.

Key words: the H uang2H uai2H ai p la in; the agricu ltu ra l st ructu re ad ju stm en t; st ructu re ad ju stm en t p rincip le;

typ ica l m ode

192　第 3 期 侯满平等: 黄淮海平原农业结构调整及其模式探讨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