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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持续稳步发展的新疆兵团农业，对新疆兵团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促进新疆经济的繁荣都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因此。探讨新疆兵团农业依靠科技进步，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新世纪新疆兵团党政、生产和研究部 

门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分析了新疆兵团农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并从科技进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兵团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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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兵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利 

条件 

1．1 自然资源 

(1)土地资源。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是 

决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新疆兵团必 

须重视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使农、林、牧、 

副、渔五业协调发展。在安排种植计划时，应 

保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共同 

发展，从而使农业生产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 

上。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兵团农业生产持续 

增长，这与新疆兵团不断开发耕地面积和稳 

定草原面积息息相关。一方面新疆兵团不断 

合理调整种植结构，将种植业、林果业和畜 

牧业结合起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农业结 

构，种植业结构由“粮食——经济作物”型向 

“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型发展： 

另一方面不断加强草原建设和草原管理．改 

良牧草，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原。这样不但对 

持续稳定发展新疆兵团农业提供了可靠保 

证，而且起到促进新疆兵团农业综合发展、 

保持生态良性循环的作用。 

(2)水资源。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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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有了丰富的水资源，才能实现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目前，新疆兵团2000年地下水 

52．00亿111 ，到2002年，利用地表水 106亿 

rn ，水面面积为 177．05千hm 。充分利用和 

开发水资源，对新疆兵团农业的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1．2 人力资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 

化竞争日益加剧，新疆兵团农业的生存环境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产品既要面对国 

内市场竞争，又要面对国际市场强手。要使 

新疆兵团农业产品有立足之地，无疑对从事 

农业的人员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 

要求。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在生产手段上采 

取新技术手段，而且还要在农产品品种、品 

质改良上下功夫。如良种培育技术，可以提 

高农产品和畜禽的饲料报酬率和质量；符合 

瘦肉型动物培育技术可满足消费者饮食的 

需求；农产品、畜产品加工、保鲜、贮运等技 

术都需要有掌握精深科学知识的研究员和 

一 定技能的操作人员。因此，高素质的人力 

资源是新疆兵团农业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 

1．3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使用，使农业快速发展，并 

且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国内外农业 

发展的实践证明，农业的发展速度，农产品 

的高产、优质，关键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运用。 

例如，我国依靠选育良种技术培育的商品瘦 

肉型猪新品系，瘦肉率高达 63％，料肉比由 

5：1降至3：1。荷兰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的发 

展令世界瞩目。虽然荷兰是一个农业资源贫 

乏的国家，但是其牧草面积达 107万hm 。据 

粮农组织的统计，荷兰牛奶产量高达1 l18 

万t，牛肉63万 t，饲料转化率处于世界最高 

的水平之列，这与该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达 

分不开。而 2oo2年新疆兵团草原面积 242．8 

万 hm ，已利用面积达 199．0万 t，却没有如 

此效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对科学技术的重 

视不够，对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落后。再如， 

以色列农业资源匾乏，国土面积60％以上是 

沙漠，淡水资源也有限，但靠着科学技术推 

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以色列政府研究部门 

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节水农业，发展海水灌 

溉，推动农牧业的发展。这些事例充分说明， 

要实现农业长足发展，就必须把重点放到依 

靠科技进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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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进步与新疆兵团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关系 

农业是新疆兵团的基础产业 ，也是新疆 

兵团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是促进第二、三 

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农业能否持续健康地 

发展，关系到新疆兵团能否实现经济跨越式 

发展，也关系到能否与全国发达省市经济同 

步发展。新疆兵团农业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表 

明，农业的发展与整体经济运行的阶段性变 

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的波 

动、增长或停滞与新疆兵团经济的运行状态 

呈高度的正相关。因此，如何保障新疆兵团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保持第二、三产业协调、 

持续增长、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 

2．1 新疆兵团农业可持续发展状态 

第一阶段，l950～l958年。l950年，新疆 

兵团农业结构为 l0HD％的单一种植产业 ， 

1958年为种植业与畜牧业结构并存，其构成 

比例分别为86．7％和 133％，仍以种植业为 

主。结构的变化，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农业 

总产值由1950年的0．1l亿元上升到 l958 

年的 1．40亿元．农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加 

了 l2．7倍。 

第二阶段，1959～1977年。新疆兵团农 

业结构出现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 

的多元化农业结构发展趋势。其构成由1959 

年的 673％：1．5％：16_3％：14．2％：0．7％发展到 

l977年的 74．5％：1．1％．15_3％：9．0％：0．1％。在 

农业结构中，种植业仍然是新疆兵团农业的 

支柱产业 ，在产值构成中比重一直占到 

673％一81．7％之间，有绝对优势，牧业、副业、 

渔业等所占比重呈总体下降的趋势。由于传 

统计划体制的束缚，新疆兵团农业生产力较 

低．发展也缓慢，其总产值由l959年的 1．80 

亿元增加到 1977年的4．27亿元，18年只增 

加了2．4倍： 

第三阶段，1979～2002年。新疆兵团农 

业结构在长达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在 

国家政策性指导和市场需求引导下，与全国 

同步进行了三次大范围的农业结构调整。 

全国第一次农业结构调整是1979～1984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生产 

力得到大解放，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 

极性。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获得，使农户有了 

生产粮食以外其他农副产品的机会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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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于加关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 

定》又明确要求：“要有汁划地逐步改变我国 

农业的结构和人们的食物构成，把只重视粮 

食种植业，忽视经济作物种植业和林业、牧 

业、副业、渔业的状况改变过来 ”政策目标 

的调整，为多年来单一发展的农业结构创造 

了宽松的调整环境，并提供了农业多样化发 

展空间，导致了农业结构第一次大调整。在 

此调整期间，新疆兵团农业生产力也得到了 

极大的释放，1978～1984年，新疆兵团粮食播 

种 面积 尽 管 由 461 62hm 凋减 到 420．52 

hm ，粮食占种植业播种面积比例由62．4％下 

降到55．7％，但产量却由86．69万 t增长到 

1 l4．67万t。同期棉花、油料占经济作物播种 

面积的比例，分别由 35．1％上升到 563％和 

由48．4％下降到 25．0％，而其产量分别由 

1．95万 t增加到 9．05万 t和 2．29万 t增加 

到4．09万 t；肉类产量由2．07万t上升到 

3．13万 t，禽蛋产量由 0．23万 t提升到 1．o4 

万tj结构调整效果非常明显，不仅极大地缓 

解了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而且为城乡居 

民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不仅增加了居民收 

入，而且大大改善工农关系。农业结构调整 

不但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增长，同时也改 

善了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 

到1988～1992年这一阶段，在全国进行 

第二次农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的背景下，新疆 

兵团也进行了农业结构的调整。这一阶段， 

新疆兵团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在经历了 

第一次农业结构调整下的高速增长后，由于 

国家开始对粮食购销体制进行改革，并在政 

策上鼓励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用计划和 

市场的双重手段，调节农业资源流向，引导 

农业结构调整。新疆兵团在这一时期的经济 

发展，其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要素资源的 

配置环境并不宽松，资本、劳动力资源由农 

业转向非农产业，造成了新疆兵团发展速度 

极不稳定，超高的增长速度或过低的增长速 

度对新疆兵团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 

的影响。而 1986～1989年，新疆兵团大宗农 

产品如粮食产量、棉花产量、油料产量等出 

现了持续徘徊的局面。这个时期新疆兵团农 

业不稳定的发展，其结果是以农业的停滞发 

展换取二、三产业高速增长，以致于农业结 

构调整引发的农业徘徊，无力支持失衡的新 

疆兵团经济的持续发展。 

到 1992年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发展高产 

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在全国各地进行了第 

三次农业结构

的政策，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两高一优” 

农业和科技兴农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依靠科 

技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动植物品种资源和良 

种选育成就斐然，农机技术，施肥技术、灌溉 

技术和地膜植棉机械化技术等都有了不同 

程度的提高，优化资源配置的高产优质高效 

农业发展，使农业获得了较高的效益：农业 

生产全面恢复和发展。这一阶段的农业结构 

调整。使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有了进一步 

的改善，促进了新疆兵团农业基础地位的加 

强，使新疆兵团经济整体运行朝着更为合理 

的、较稳定的方向发展，也为新疆兵团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分析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疆 

兵团农业开始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特别 

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兵团经济 

持续稳定地高速增长，新疆兵团的综合实力 

有了明显提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和应用，使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大幅 

度提高，稳定地上了一个台阶。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经过改革多年的努力，农业劳动生产 

率不断提高，农业连续丰收，农产品长期短 

缺的局面有了根本性转变，农业获得可喜的 

成绩：到20HD2年，新疆兵团农业产产值为 

163．31亿元，比1978年增加 137．51亿元。在 

农业结构中，种植业仍然是新疆兵团农业的 

支柱产业，在产值构成中比重一直占到 

74．4％-87．78％之间的绝对优势。同时，新疆 

兵团畜牧业也逐渐发展壮大，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畜牧业规模化、商品化、专业化程度 

不断提高，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培育优良畜 

禽品种和改良畜禽结构，2002年畜牧业产值 

为23．53亿元，比 1978年增加产值 5．44亿 

元。畜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突出， 

已成为促进新疆兵团农业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点。新疆兵团在突出主业发展的基础上， 

也逐步提高林业、副业和渔业的重要地位， 

林业、副业和渔业也成为新疆兵团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科技进步与新疆兵团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 

分析表明，科学技术已进入农业生产的 

产前、产中，产后各个阶段，贯穿农业生产的 

全过程。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满足市场 

需求，就要求对农业整体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和综合开发；要求农业发展不但在数量、质 

量上同时并进，而且还要求农牧业自身发展 

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只有农业生产依赖的 

土地、水体、草原等基础环境不被破坏，才能 

有持续稳定的畜牧业发展。因此，只有不断 

开发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中科技进 

步的贡献份额，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抓好品种选育、改 良、农产品加工、生态农业 

等关键性技术，才能促使新疆兵团农业持续 

稳定发展。20多年来，新疆兵团紧紧围绕良 

种繁育、精耕细作、节水农业、科学施肥、模 

式栽培、综合植保和生物技术等先进科学技 

术与新疆兵团传统农业紧密结合，农业生产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业结构(主要由种植 

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等生产部门组成)的 

不断优化实现了新疆兵团农业资源的有效 

配置，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 

经济增长，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与全国同期比较，新疆兵团农业无论从 

总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主要农产品如棉花、糖料、油料的人均产量、 

平均亩产量居全国的位次明显上升，棉花、 

糖料等大宗农产品名列前茅，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 

3 新疆兵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分析表明，新疆兵团农业虽然在发展， 

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潜在的问题也暴 

露出不少。因此，进入新世纪，农业发展再次 

面临新阶段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兵团要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依靠科 

技进步，转变新疆兵团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一，依靠科技进步。根据新疆兵团各 

农牧团场的特点，制定与农业经济发展相适 

应的农业科技发展的目标。运用高新技术， 

改革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把基因工程技 

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等各种先进技术同新疆 

兵团传统的优良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探索农 

业发展的模式，将新疆兵团传统的“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二元结构转变成“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 

实现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使新疆兵团农业 

朝着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 

发展。 

第二，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目 

标，以科技进步为突破口，加快农业增长方 

式的转变。新疆兵团各级领导要牢固树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把“科技 

兴农”落实到实处，努力将科研、推广、生产、 

市场紧密联系，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实行科 

学种植、科学管理，提高农产品品种、农产品 

的质量、档次、市场占有率等，使农业发展更 

具市场竞争力，不但要扩大国内市场占有 

率，还应打进国际市场。 

第三，新疆兵团各级领导在重视“稳粮 

增棉，保证粮油，加强畜牧，抓好果林”的同 

时，要真正认识到科技进步对促进新疆兵团 

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加大科技资金的投人，建立完善配套的 

科技服务体系，使广大农牧团场职工在农业 

生产的产前 、产 中、产后得到切实有效 的服 

务。同时，加强农产品、畜产品的防病、抗病 

能力和产品质量保证。这也是新疆兵团农产 

品、畜禽产品打人国内、国际市场的质量保 

证 。 

第四，要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农 

业发展靠科技，科技发展靠人才，人才培养 

靠教育。实行农科教结合，是新疆兵团农业 

和农牧团场经济发展以及科技、教育事业发 

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是农牧团场奔小 

康的一条重要途径。农业是新疆兵团经济的 

基础，是新疆兵团的优势。据统计资料显示． 

新疆兵团取得的各项科研成果，农业方面成 

果占57％左右，国内领先或国内先进水平的 

成果绝大多

业的各类人才占兵团队伍的40％左右。因 

此，兵团要抓住自己的农业优势，依靠科学 

技术，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优 

势，使新疆兵团各农牧团场尽早实现农业现 

代化，走向富裕之路。这里的人力资源主要 

指农业科研人员和掌握一定技能的新型农 

牧团场人力资源两方面。一方面科研人员的 

素质是决定科研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关 

键因素；另一方面新型农牧团场职工又是种 

植的直接经营者和部分农产品加工者。因 

此，充分开发和挖掘科研人员的潜力和提高 

广大农牧团场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新疆 

兵团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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