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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西南濒北部湾海域，海岸线东起粤桂交界的英罗港洗米

河口，西至中越边境的北仑河口，大陆海岸线长1600 km，岛

屿海岸线长350 km。广西沿海地区包括北海、钦州和防城港三

个地级市，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或亚热带气候区，聚居着汉、

壮、瑶、苗、京、侗、回、黎等多个民族。独特的地形地貌、

湿热多变的气候环境和悠久的农耕历史，造就了广西沿海地区

丰富而独特的作物资源和农业制度。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广西开展了主要农作物调查和收集

工作，在沿海地区发现了河州茶、金花茶、野生龙眼、无核黄

皮、青檀、四季木波罗等多种珍稀种质资源。但是，只对少数

农作物和个别地带进行了调查收集，并未对沿海地区农业及农

作物种质资源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2008年1月16日，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港口的拓建及沿海市县

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农田、空地的占用以及种植结构的调

整必将加速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减少或消失。因此，对该地区丰

富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开展全面的考察、收集、保护，防止农作

物种质资源遗失，显得尤为必要。

“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地区抗旱耐盐碱优异性状农作物种

质资源调查”是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沿海地区抗旱

耐盐碱优异性状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的课题之一。自2008年

1月项目启动至今，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与沿海三市农

业局合作，完成了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沿海市全部8个沿海

县（市、区）的农业基础数据普查、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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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鉴定评价［范围涵盖北海市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合

浦县，钦州市钦南区，防城港市港口区、防城区、东兴市；普

查的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甘蔗，以及蔬菜、果树、花卉、旱粮

（木薯、甘薯）等］。本课题以5年为一个时间节点，调查了

1975年至2010年广西沿海地区农业发展趋势、耕地变化、主要

农作物种植结构以及抗旱耐盐资源的分布等。通过实地考察，

我们从18个临海乡镇收集了农作物种质资源300多份，鉴订筛

选出抗旱等优异种质资源一批；同时，我们还调查并梳理了广

西沿海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药用及民俗价值。

为了全面总结本次调查并对广西沿海地区农作物种质资

源有效保护与高效利用提出建议，我们根据调查及鉴定评价结

果，在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后编写了本书。我们由衷地希望本

书的出版能促进科研人员深入挖掘沿海地区农作物优异基因资

源，并在今后农作物的研究、育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编者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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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西沿海地区农业和种植结构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南部，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

自治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唯一临海的自治

区。2011年末总人口5199万，其中壮族（中国人口最多的少

数民族）人口占三分之一。广西陆地总面积2367万hm2，位于

北纬20°54'～26°24'，东经104°26'～112°04'之间，南临

北部湾，大陆海岸线总长1600km，20m水深以内的浅海面积

64.88万hm2，潮间带滩涂面积10.05万hm2。其中钦州市、防

城港市属国内少有的沿海山地型海岸，西北部是十万大山山

地，海拔800～1000m；广西沿海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或亚热

带气候区，年均气温约22.4℃，年降水量在1600mm以上。广

西沿海地区独特的地形地貌、湿热多变的气候环境和悠久的

农耕历史，造就了广西沿海地区丰富而独特的作物资源和农

业制度。广西沿海地区农作物种植以粮食作物为主，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的需求，种植结构不断变化，粮食作物

面积逐渐减少，而经济作物面积逐年增加。粮食作物、经济

作物的种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析广西沿海农业结构、

种植结构变化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可为广西沿海地区经济

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第一章　广西沿海地区农业和种植结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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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普查区域与数据来源

1.1.1　普查区域

普查区域为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沿海市全部8个沿海

县（市、区），包括北海市三区一县（海城区、银海区、铁山

港区、合浦县）、钦州市的钦南区、防城港市两区一市（港口

区、防城区、东兴市）。

1.1.2　数据来源和统计分析

数据主要来源于上述8个沿海县（市、区）农业局的农业

统计报表。内容包括农作物主要类型及种植面积、粮食作物

种类及种植面积、经济作物种类及种植面积。时间自1975年

至2010年，每5年为一个时间节点，即1975年、1980年、1985

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共8个年份。

每个沿海县（市、区）填一套表格。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

所联合北海、钦州和防城港三市农业局完成使用Excel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2007～2010年，通过实地考察，与临海乡镇

农业管理人员、老年农民朋友等座谈，了解沿海县（市、区）

种植结构调整原因及当前种植情况、产业情况等。

1.2　广西沿海地区农业、渔业情况

1.2.1　基本情况（2010年）

广西沿海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或亚热带气候区，年均气温

约22.4℃，年降水量达1600mm以上，气候环境湿热多变。山地

直临海岸，海边盐碱台地与丘陵山地相结合，地形地貌独特，

是重要的植物和农作物多样性区域之一。广西沿海县（市、

区）地理、气候、农业人口等基本情况见表1.1。

广西沿海地区农作物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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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广西沿海县（市、区）农业、渔业总产值
变化

广西沿海县（市、区）生产总值自1975年以来逐步上

升（图1.1）， 1 990年以后增速加快，以1990年生产总值为

基数，至1995年增长3.6倍，至2010年增长19.8倍。农业、渔

业总产值也是逐年增长，但渔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业，从

1990年到2010年，渔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

8.5倍。1975年以来，农业总产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逐年下

降，由61.01%降至23.45%。渔业总产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先升后降，从1975年的7.93%上升到2000年的47.93%，之后

下降，2005年到2010年之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表1.2）。

农业和渔业在生产总值中的两条比例曲线呈剪刀形，转折点

在1990~1995年，1990年（包括1990年）农业比例高于渔业，

1995年（包括1995年）之后，渔业比例高于农业（图1.2）。

表1.2　广西沿海县（市、区）时间节点农业、渔业总产值及所占比例

　 

（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生产总值

（亿元）
4.54 5.89 8.34 24.15 87.51 126.86 151.88 477.52

农业总产值

（亿元）
2.77 3.37 4.74 13.11 24.21 31.00 34.99 111.96

所占比例

（%）
61.01 57.22 56.83 54.29 27.67 24.44 23.04 23.45 

渔业总产值

（亿元）
0.36 0.23 0.46 2.39 35.55 60.80 68.95 143.14

所占比例

（%）
7.93 3.90 5.52 9.90 40.62 47.93 45.40 29.98 

第一章　广西沿海地区农业和种植结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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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广西沿海县（市、区）农业、渔业总产值变化

图1.2　广西沿海县（市、区）农业、渔业总产值占 
生产总值比例变化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产
值

（
亿

元
）

生产总值

农业总产值

渔业总产值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农业总产值占
生产总值比例
渔业总产值占
生产总值比例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广西沿海地区农作物资源调查

6



1.2.3　广西沿海县（市、区）农业产值情况

从1990年起，广西沿海县（市、区）农业总产值逐年递

增，发展势头良好，尤其在2005年以后，农业总产值均大幅提

升。从2005年到2010年，北海市沿海三区一县从20.35亿元上升

到57.56亿元，增长182.85%；钦州市钦南区从9.77亿元上升到

15.51亿元，增长58.75%；防城港市沿海两区一市从4.87亿元上

升到38.89亿元，增长近7倍（表1.3）。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三市沿海县（市、区）主要以农业为

支柱产业，农业总产值占生产总值均在50%以上，但从1990年

以后，虽然农业总产值每年都提高，但农业总产值所占比例大

幅下降，而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2005~2010年，三市沿海

县（市、区）农业总产值所占生产总值比例，除了防城港市沿

海县（市、区）有所提高，从12.96%上升到23.85%外，北海市

和钦州市沿海县（市、区）都有所下降，分别从24.65%下降到

22.34%，30.76%下降到27.27%。防城港市沿海县（市、区）主要

得益于经济作物种植模式的调整、良种的推广，以及农民对经

济效益的追求。以防城港市防城区为例，2005年经济作物总种植

面积6840hm2（其中花生2220 hm2、甘蔗2566.67 hm2、木薯2053.33 

hm2），而2010年种植面积7106.67 hm2（其中花生840 hm2、甘蔗

4860 hm2、木薯1406.67 hm2），仅甘蔗总产量就直接提高1.2亿

kg，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总值；这与其他沿海县（市、区）情

况不同，以北海市合浦县为例，2005年粮食作物产量4.89亿kg、

水果产量0.51亿kg、蔬菜产量3.75亿kg、经济作物产量10.78亿

kg，而2010年，除水果产量上升到0.73亿kg外，其余作物产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受到该地区工业、渔业产值大幅提升

的影响，最终导致农业总产值占生产总值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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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广西各市沿海县（市、区）农业总产值及所占比例

注：表中统计的农业总产值仅为沿海县（市、区）的农业总产值，即
北海市三区一县（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合浦县）、钦州市的钦南
区、防城港市两区一市（港口区、防城区、东兴市）。比例是该市沿海县
（市、区）农业总产值占该市沿海县（市、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1.2.4　广西沿海县（市、区）渔业产值情况

1990年以前，广西三市沿海县（市、区）渔业发展相对

滞后，以1990年为例，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渔业总产值占

生产总值比例分别为14.21%、11.28%和2.29%（表1.4），但是

随着政策的引导，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渔业快速发展。渔业逐年稳步增长，在2000年时曾一度成为当

地龙头产业，在北海和钦州渔业总产值占年生产总值甚至高

达51.58%和59.55%。在2005~2010年间，三市的沿海县（市、

市名
农业总产值

及所占比例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北海

农业总产值

（亿元）
0.81 1.20 1.37 4.83 13.73 17.88 20.35 57.56

所占比例（%） 62.79 60.61 56.61 53.19 28.38 27.48 24.65 22.34 

钦州

农业总产值

（亿元）
1.16 1.43 1.40 4.25 7.24 8.64 9.77 15.51

所占比例（%） 61.38 62.72 51.09 49.94 37.36 30.68 30.76 27.27 

防城

港

农业总产值

（亿元）
0.81 0.74 1.98 4.03 3.24 4.48 4.87 38.89

所占比例（%） 59.56 45.68 62.26 61.43 16.41 13.32 12.96 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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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渔业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发展最快的是防城港市，渔业

总产值从11.30亿元上升到 30.33亿元，增幅高达168.41%。其次

是北海市，渔业总产值从40.98亿元上升到83.60亿元，上升幅

度达104.00%。而钦州市渔业总产值从16.67亿元上升到29.21亿

元，增长幅度达75.22%。从渔业总产值看，钦州市与防城港市

相当，而北海市是它们的近3倍（图1.3）。 

表1.4 　广西各市沿海县（市、区）渔业总产值及所占比例

注：表中统计的渔业总产值仅为沿海县（市、区）的渔业总产值，即
北海市三区一县（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合浦县）、钦州市的钦南
区、防城港市两区一市（港口区、防城区、东兴市）。比例是该市沿海县
（市、区）渔业总值占该市沿海县（市、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市名
渔业总产值

及所占比例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北海

渔业总产值

（亿元）
0.12 0.14 0.23 1.29 22.69 33.56 40.98 83.60

所占比例

（%）
9.30 7.07 9.50 14.21 46.90 51.58 49.64 32.45 

钦州

渔业总产值

（亿元）
0.12 0.04 0.14 0.96 9.71 16.77 16.67 29.21

所占比例

（%）
6.35 1.75 5.11 11.28 50.10 59.55 52.49 51.35 

防城

港

渔业总产值

（亿元）
0.12 0.05 0.09 0.15 3.16 10.47 11.30 30.33

所占比例

（%）
8.82 3.09 2.83 2.29 16.00 31.12 30.08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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