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区域农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段西宁  ( 北方民族大学文旅系 ,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  分析了宁夏农业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对如何实现宁夏农业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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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夏农业区域经济与农产品特色优势

宁夏农业区域经济这里指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个具体的

地区范围而言。其管辖范围为原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和

西海固回族自治州以及泾源、隆德县。宁夏地处我国西北地

区的东部, 黄河上中游, 面积5 .18 万km2 。现有耕地129 .9 万

hm2 , 人均耕地为0 .23 hm2 , 其中水田和水浇地40 .6 万hm2 , 林

地和园地为32 .22 万hm2 , 未利用土地为80 .62 万hm2 , 草场为

242 .41 万hm2[ 1] 。

宁夏区域经济的农产品特色优势主要有: ①枸杞, 宁夏

已获枸杞原产地保护,2003 年其干果产量占国内市场的

50 % , 出口占全国的60 % , 在国内外市场具有一定的优势。

②清真牛羊肉, 以其清真特色和羊肉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无

污染等品质行销全国大城市,2003 年其外销量占肉类总产量

的40 % , 品种有“宁夏滩羊”、“黄渠桥羊羔肉”等。③牛奶 ,

2003 年日处理鲜奶1385t , 培育有“新华夏进”、“维维北塔”等

龙头企业。④马铃薯,2003 年平均单产12 885 kg/ hm2 , 商品率

达40 % 。⑤蔬菜, 种植面积达6 .03 万hm2 , 实现了常年供给 ,

均衡上市 , 脱水菜占全国脱水菜出口总量的1/ 6 , 培育有“夏

绿脱水菜”等龙头企业。⑥优质稻米, 宁夏平原是全国优质

粳米最佳产区, 单产9 000 kg/ hm2 左右。⑦小麦, 是全区主要

粮食作物之一, 以种植宁春4 号为主 ,“塞北雪”是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⑧玉米,2003 年销往外地占1/ 4 , 区内用于饲料、

医药食品工业、鲜食和种用。⑨淡水鱼,2003 年总产量居西

北地区人均首位, 70 % 的水产品销往周边省区。⑩牧草及秸

秆饲料, 如多年生的豆科牧草苜蓿, 一年生的禾本科牧草, 培

育有“金海”、“绿海”、“贺兰山茂盛”等草产品加工企业, 产品

销往国内大中城市及韩国和日本。�瑏瑡酿酒葡萄, 贺兰山东麓

有中国的“波尔多”之称, 已获原产地保护, 培育出“西夏王”、

“御马”等品牌和酿酒企业[ 2] 。此外, 地方性特色的农产品 ,

有西瓜、甜瓜、大枣、苹果等。

2  宁夏农业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 .1 气候与农业人口  宁夏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其北

部地区光能丰富 , 热量适中, 降水稀少, 为温带干旱区, 无灌

溉便无农业 ; 以南地区, 降水稍多, 热量不足, 为温带半干旱

和半湿润区, 以旱作农业为主。从农业生产上看, 银南地区

主要以畜牧业、旱粮玉米、果品为主 ; 银川平原则以水稻、小

麦、枸杞、瓜果、蔬菜为其特色; 银北以旱粮小麦、玉米为主 ,

其间的河湖可以发展渔业。宁夏 2001 年全区总人口为

571 .54 万, 其中回族为195 .04 万, 占34 .63 % , 农业人口399 .29

万, 非农业人口163 .93 万, 人口自然增长率1 .156 % 。现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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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宁夏北部属石嘴山市和平罗、惠农县( 陶乐县制

2004 年撤消) ; 南部的固原市、西吉、海原、隆德、泾源、彭阳

县, 其中回族人口占47 .3 % , 是我国回族主要聚居区之一; 而

宁夏平原上有银川市和吴忠市, 新成立的还有中卫市。

2 .2  水资源与农业生产总值 宁夏属于全国水资源最少的

省区之一。虽地表水资源贫乏, 但因有黄河流入境内, 具有

引黄河水灌溉的自然优势。黄河在其境内形成的较大支流

有27 条 , 其中黄河与清水河流域面积在1 000 km2 以上 , 历来

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但黄河下游以前出现了断流, 中

上游的用水总量必须控制和加以调整, 转变传统的农业灌溉

和发展节水农作物是未来宁夏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2002

年宁夏农业总产值92 .5 亿元, 粮食总产量301 .9 万t , 但农业

生产和农村经济运行受自然条件、市场和政策影响较大。如

2004 年, 粮食总产量达到290 .5 万t , 接近历史最好年份[ 3] , 但

2005 年受自然灾害如干旱影响较大。此外粮食直补和农业税

减免政策落实到位, 仅2004 年各项补贴资金达3 600 万元, 但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抵消了农民粮食涨幅增收的60 % 。

随着封山禁牧, 畜牧业的养殖成本加大, 如搭棚建圈等, 这些对

农业生产影响的不利因素都需要加以考虑。

2 .3  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土地开发利用的相关问题 如

兴修渠道、农田配套等水利设施 , 改善农村人畜饮水工程, 宁

夏扶贫扬黄工程, 小流域综合治理, 旱作基本农田建设, 防洪

减灾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土地开发一是开垦利用荒地 ;

二是占用农业土地 , 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前者涉及如何节

水、用水、移民、投入等问题, 后者涉及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教

育培训和他们家庭成员的医疗、生活保障谁支付的问题。

2 .4  区域农业特色产业化不够  如枸杞的再加工形成枸杞

系列产品不多; 牛羊肉有其特色 , 但清真品牌不多; 牛奶业有

其优势, 但未形成全国产业化的龙头企业; 淡水鱼的发展因

有黄河之利, 条件优越、污染程度低, 但未形成自己的加工优

势; 宁夏大米深受该区和周边省区人民喜爱, 但种植规模小、

加工成本较高且受黄河总水量制约需节水, 所以未形成自己

的产量优势 ; 马铃薯南部山区有比较优势, 如川区早熟型菜

用马铃薯外销效益好 , 但精深加工水平低以及未与农户建立

经济共同体关系影响规模效益; 脱水蔬菜如青红椒、番茄、芹

菜等质量较好, 但未形成自己的品牌; 葡萄酒中“西夏红”曾

获国际大奖 , 在国内外市场有较高声誉 , 但其在市场中的份

额有待提高 ; 中药材产业资源十分丰富 , 但缺乏大型现代化

的制药产业; 饲草产业是新兴产业, 发展前景好, 但存在缺乏

优质种子和投入少等问题。

3  宁夏农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经济发展不仅指经济产出的增加 , 而且也指经济产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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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改善和资源配置即投入结构的优化。可持续发展的含

义, 按照豪夫的说法: 发展满足了当今一代的需要, 而没有威

胁到未来一代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有在自身的资源

基础没有遭到毁坏, 并能在长时期得到保护条件下的发展 ,

才可称为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思路, 笔者对宁夏农业区域

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3 .1  抓住新时期党的农业政策和农业科技不放 一方面抓

住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农业、增加对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

投入的有利时机, 加大对农民的政策扶持力度。如除了对种

粮农民进行直补外, 还要加快种子工程建设, 扶持农机化发

展和加快农田基本建设步伐。另一方面开展“农业科技”活

动, 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如推广种植养殖新技术; 推

进冬小麦北移, 扩大灌区冬小麦面积; 推广“三元高效”种植

技术; 实施“种子工程”、“植保工程”、“沃土工程”, 夯实粮食

稳产高产的基础。

3 .2 加快地区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建设, 提高农业产业化水

平 首先, 稳定宁夏粮食产量。这就要稳定播种面积, 而黄

河水的限量使用, 需要推广节水的种植技术, 如优质水稻增

加种植面积, 粮食产量稳定在300 万t [ 4] 。其次改革粮食补贴

方式, 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如直补引黄灌区种粮农民

和农垦系统职工; 对优势农作物区域化种植实行“三定一补”

政策( 定区域、定品种、定面积和给予农民补贴) ; 进一步减轻

农民税费负担和提高山区高标准旱作农田补贴标准等。再

次, 应使宁夏农业的主导产业规模增强。如加快宁夏奶产业

发展, 提高竞争力 ; 扩大枸杞种植面积, 深加工率达到30 % ;

清真牛羊肉产业力争肉羊年出栏800 万只, 肉牛年出栏50 万

头, 形成自己特有的清真品牌; 马铃薯产业力争种植面积稳

定和加工能力的提高。最后, 推进宁夏农业产业化水平。如

枸杞南扩工程, 扩大已初具规模的产业带; 加快建设中部干

旱带的西甜瓜产业; 大力扶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促进龙头

企业振兴, 加快发展后续产业; 坚持生态优先, 保护、建设与

利用相结合的方针, 同时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和资源优势 ,

发展多种优质牧草, 为畜牧业服务, 促进草畜转化; 在适宜地

区建设林果产业基地和中药材基地; 在中部干旱带发展沙生

旱地的中药材。

3 .3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 , 尽快实行“退牧还草工

程”, 提升畜牧养殖业发展速度和效益, 力争全区可利用草原

全部实现围栏。其次, 解决人畜安全饮水问题, 还有农村公

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的后续建设和经

营管理、引黄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型灌区建设等, 增强农业

发展的后续潜力。第三 , 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第四, 加大

对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防治、灾害性天气预测预报水平、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

3 .4 深化农村改革  一方面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促进农民

增收; 另一方面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在条件适宜的地区

积极稳妥地推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 , 推进国有粮食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 , 增强其为“三

农”服务的功能; 实行用水“一价制”, 促进节水型灌区建设 ;

推进农垦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化改革改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 对专业合作组织适当减免有关税费 , 鼓励和引导他们结

成利益共同体。

3 .5 改革政府支农方式, 发挥投资最大效应  一方面强化

政府支农资金的引导职能; 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宽农业和农村

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鼓励社会资本积极投资开发农业和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凡是直接补贴给农民的资金, 都要“一卡

通”直接到户, 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充分发挥该区农业、清真

品牌的优势, 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与合作 ; 努力把枸杞、清真牛

羊肉打入国际市场; 扩大优质粮食、反季节蔬菜、西甜瓜、马

铃薯等产品在南方市场的份额; 扩大农业招商引资渠道, 吸

引国内外更多的优势企业开发该区农业资源和优化农业对

外开放环境。

3 .6 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首先 , 加快乡镇企业发展步伐, 推

进全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次, 集中力量、资金, 增强贫困

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再次, 实施劳动力培训工程, 对广大农

民进行实用技术的培训, 从而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第

四, 扶持龙头企业 , 推进优势特色产业快速发展。第五, 统筹

山川区域发展,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扶贫。第六, 落实救助

政策和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等。

3 .7  坚持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一方面争取把灌区建成优质

小麦、水稻基地; 南部山区确保人均基本农田 , 建成优质牧草

种子和草原围栏基地,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达到

50 % 以上, 这样率先将宁夏建成西部地区生态与现代农业示

范区。另一方面统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特别是农村教育

和卫生事业。这就要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

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和县以下的政策。对南部山区接受

义务教育的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 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

程; 改善农村卫生环境, 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建立和完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搞好农村计划生育, 实施“少生快

富”的扶贫工程; 提高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 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 开展诚信教育, 倡导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社会风尚。

3 .8 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按照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 切实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放到

国民经济全局中统筹安排, 自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主

动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这就要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各

项支农政策 , 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 ,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

力度, 加大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力度; 继续推进村务公开和

民主管理; 搞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

犯罪活动, 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确保农民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 1] 宁夏区情编写组.宁夏区情[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 宁夏统计年鉴[ M]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
[3] 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关于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 N] .宁夏日报,2004-04-12 .
[4] 张万寿,陈通明.宁夏蓝皮书:2004～2005 年宁夏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

预测[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37835 卷3 期                段西宁  宁夏区域农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