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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安宁河谷地区位于长江上游，北通成都，连接成渝经济区；南通云贵，连接
东盟自由贸易区。其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力较大，是四川省实施南向开放战略
的咽喉，在全省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推动安宁河谷地区跨越式发展，加快
构建四川省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是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重要任务，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对于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促
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安宁河谷地区范围以行政区划为界，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 “凉山
州”）的西昌市、德昌县、冕宁县、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喜德县和攀枝花
市的米易县、盐边县一市八县所辖行政区域。

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在建设美丽、富饶、文明、和谐的安宁河谷战
略中起着信息支撑方面的重要作用。农业信息资源开发是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的重
要内容，农业信息资源利用是农业市场体系建设和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尽快建
立安宁河谷地区农业信息资源保障与服务体系，落实建设安宁河谷的战略决策是
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本书以安宁河谷地区一市八县农业信息资源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信息化的国
际环境，基于互联网，以 “农业信息资源”为研究点，以 “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为核心，从理论、实证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安宁河谷地区农业实体资源
概况、农业信息资源概念、体系及利用平台，明确了农业信息资源所处的现实环
境，为农业信息资源配置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全书着重从利用的
角度展示农业信息资源的理论与实践，使用系统的信息检索理论和方法对农业信
息资源的重点类型 （图书、期刊、学位论文、报纸、专利、标准和自建特色文献
资源等）的利用做了系统地介绍，并确立了安宁河谷地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框架和基于整合平台面向用户的服务体系。农业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策略及区域性
农业信息资源保障与服务体系的研究，为政府和相关组织实施农业信息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提供了战略分析的依据和参考。书末附录部分为信息用户提供了安宁
河谷地区农业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相关政策、各级规划及农业信息资源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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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状况的调查问卷等。本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可供攀西地区农业主管部门、
涉农科研人员及农户、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及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限于作者学术视野和写作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
评指正。

著　者

２０１３年６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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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要全面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

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的战略部署，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财政部于２００７年

１月正式启动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简称 “质量工程”）。

２００７年２月，教育部又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自此，中国高等教育拉开了 “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序幕，

从扩大规模正式向 “适当控制招生增长的幅度，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方向转

变。这是继 “２１１工程”和 “９８５工程”之后，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又一重大工

程。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西昌学院在 “质量工程”建设过程中，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 “巩固、深

化、提高、发展”的方针，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学校

的根本任务，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的理念；按照分类指

导、注重特色的原则，推行 “本科学历 （学位）＋职业技能素养”的人才培养模

式，加大教学投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把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视为学校的永恒主题。学校先后实施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十四大举措”和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２０条”，确保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７年的努力，学校 “质量工程”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建成１个国家

级特色专业，６个省级特色专业，２个省级教学示范中心，２个卓越工程师人才

培养专业，３个省级高等教育 “质量工程”专业综合改革建设项目，１６门省级精

品课程，２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２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１个省级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２个省级实践教学建设项目，１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农科教合

作人才培养实践基地，４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等等。

为搭建 “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交流和展示的良好平台，使之在更大范围内发

挥作用，取得明显实效，促进青年教师尽快健康成长，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学科

研队伍，提升学校教学科研整体水平，学校决定借建院十周年之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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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的 “质量工程建设资金”资助实施 “百书工程”，即出版优秀教材８０本，

优秀专著４０本。“百书工程”原则上支持和鼓励学校副高职称的在职教学和科研

人员，以及成果极为突出的中级职称和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出版具有本土化、特

色化、实用性、创新性的专著，结合 “本科学历 （学位）＋职业技能素养人才培

养模式”的实践成果，编写实验、实习、实训等实践类的教材。

在 “百书工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们积极响应，热情参与，踊跃申报：一大

批青年教师更希望借此机会促进和提升自身的教学科研能力；一批教授甘于奉

献，淡泊名利，精心指导青年教师；各二级学院、教务处、科技处、院学术委员

会等部门的同志在选题、审稿、修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和四川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借此机会，向为实施 “百书工程”付出艰

辛劳动的广大教师、相关职能部门和出版社的同志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衷心祝愿此次出版的教材和专著能为提升西昌学院整体办学实力增光添

彩，更期待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代表学校教学科研实力和水平的佳作源源不断地

问世，殷切希望同行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利于西昌学院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前进，为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而努力！

西昌学院校长　夏明忠

２０１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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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安宁河谷地区农业发展环境与条件分析

攀西地区在四川省加快发展战略中地位十分突出，是打造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的重要增长极。境内的安宁河谷地区是四川省乃至国家重要的农业资源富集区，
是凉山彝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 “凉山州”）实现率先突破、率先发展的关键和重
点区域。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６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同志在凉山州调研时首
先提出了 “建设美丽、富饶、文明、和谐的安宁河谷”的战略构想。２００９年１
月，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参加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凉山代表团审议 《政
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凉山州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九届六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 “建设美丽、富饶、文明、和谐的安宁河谷”的要
求，紧紧抓住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的重大机遇，围绕 “两个加快”，推进凉山的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安宁河谷地区①是四川省资源相对富集、基础条件相对较好、区位优势相对
明显、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区。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资源禀赋独特，是仅次于成
都平原的四川第二大平原，平原面积７　０００多平方公里，是川西南唯一最大河谷
平原，是长江上游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地区，是攀西资源开发的腹心地
带。建设美丽、富饶、文明、和谐的安宁河谷，是四川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推进全省统筹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战略
举措，是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重要增长极的有效途径，是全省推进统筹城乡发
展试验的扩展延伸；对于全省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型经济地区加快发展具有
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这一科学决策，给攀西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展现了
攀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美好前景。

安宁河谷地区是指以安宁河流域为主轴，辐射两翼形成的综合经济开发区
域，是国家 “九五”期间开发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该区农业的开发，不仅对攀
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四川农业发展的推动，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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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１年统计数据来源于凉山州统计局、凉山州调查队于２０１２年９月编制的 《２０１２年凉山彝族自
治州统计年鉴》。米易县数据来源于 《米易年鉴 （２０１２）》、 《米易县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米易县公众信息网。盐边县数据来源于 《盐边县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１年
盐边县志》、盐边县公众信息网。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安宁河谷地区范围以行政区划为界，包括凉山州的西昌市、德昌县、冕宁

县、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喜德县和攀枝花市的米易县、盐边县一市八县所
辖行政区域，总面积２６　４１１平方公里，总人口２８２万。

安宁河谷地区在凉山州境内包括安宁河流域涉及的所有行政区域及其辐射的
邻近区域：喜德、冕宁、西昌、德昌、会理、会东、宁南六县一市。其面积为

２０　９８９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３４．７４％；人口２４７．９３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

５０．８８％。它是全州发展条件最好、人口和城镇分布最密集、产业集中度最高的
地区。一是资源组合性好。矿产资源储量大，开发条件优，经济价值达７　０１０亿
元以上；水能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占全州的４０％，是四川乃至全国重要的农产
品生产基地、重要的烟草生产基地和蚕茧生产基地；旅游资源相对集中，发展第
三产业条件优越。二是基础设施较完善。成昆铁路、１０８国道、雅攀高速纵贯南
北，是凉山州拥有航空、铁路、高速公路的地区；农田水利设施相对完善，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较强；城镇化率达３４．９％，比全州平均水平高７．９个百分点，聚
集辐射能力较强；通信、广电、电力覆盖率较高。三是发展潜力大。安宁河谷地
区生产总值占全州７０％以上，人均 ＧＤＰ接近２０　０００元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同时随着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发展潜能加速释放，必将
为凉山州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１．１　安宁河谷地区的基本情况

１．１．１　区位与地形

安宁河谷地区位于东经１００°４２′～１０３°０３′、北纬２６°０３′～２９°０２′，北接甘孜、

雅安，西南连攀枝花市，东、南与云南为邻。凉山州境内安宁河谷地区地处凉山
州中部，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力较大，是凉山州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核
心地带，是四川省实施南向开放战略的咽喉，在四川省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
位。成昆铁路纵贯境内，经成都和昆明可连接全国铁路运输网。１０８国道纵贯南
北，西攀、雅攀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可通过攀枝花、雅安融入全国高速公路网。
西昌青山机场通讯、气象、导航设施齐备，是国家一类口岸之一。

安宁河谷地区幅员２６　４１１平方公里，其中西昌市２　６５４平方公里、德昌县

２　２８４平方公里、会理县４　５２８平方公里、会东县３　２２７平方公里、宁南县１　６６７平方

２

① 数据来源于凉山日报数字报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Ｎ／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ｓｒｂ．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０－１２／

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６４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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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冕宁县４　４２３平方公里、喜德县２　２０６平方公里、米易县２　１５３平方公里、盐
边县３　２６９平方公里，兼有高山、二半山和河谷平坝三种生态类型。全区辖４９个
镇，２２９个乡，９个街道办事处，１　７６８个行政村，１１　０４７个村民小组，９１个居民
委员会，７９０个居民小组。

１．１．２　人口与劳动力

安宁河谷地区２０１１年末总人口数２９０．６３万 （其中农业人口２４４．９４万）。凉
山州安宁河谷地区２０１１年末总户数７７．０７万户，占全州总户数的５４．５２％。年
末人口数２４７．９３万，占全州总人口的５０．８８％。其中彝族人口６６．３万，占凉山
州安宁河谷区域总人口的２６．７６％；农村户数５４．４７万户，占全州农村总户数的

５２．１７％；农村人口数２０８．５４万，占全州农村总人口的５０．１６％；乡村从业人员
数１２４．３１万，其中农业从业人员 ８５．１８万，占全州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４５．０５％；米易县总人口２１．８万 （其中农业人口１８．５万，占８４．８６％；少数民
族人口占１９．０８％）；盐边县共有６．４１万户、２０．９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１７．９万，
占８５．７１％；非农业人口２．９９万，占１４．２９％）。充足的农业劳动力为发展劳动
密集型的特色农业提供了劳动力保障。

１．１．３　经济发展水平

２０１１年安宁河谷地区生产总值为８７２．１３亿元 （不含二滩发电厂）。凉山州
安宁河谷地区生产总值为７２４．８６亿元，占全州的７２．４８％，人均ＧＤＰ　２９　２３６元，
高于凉山州和四川省的平均水平 （２０１１年凉山州人均ＧＤＰ为２２　０４４元，四川省
人均ＧＤＰ为２０　４５８元），已达全国平均水平的８３％ （２０１１年，全国人均ＧＤＰ为

３５　０８３元）。截至２０１２年底，纳入凉山州安宁河谷地区重大项目推进的１７０个项
目 （涉及基础设施、特色产业、民生社会事业、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四个大类）
完成投资４８３亿元。米易县和盐边县２０１１年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４７．２７亿元，经济
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四川省前列。安宁河谷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６　８８２元左右 （除喜德县３　７１９元外其余七县一市均超６　３００元，即西昌市７　７０７元、
德昌县７　６１１元、会理县７　６１４元、会东县７　３０３元、宁南县６　７９９元、冕宁县６　３８０
元、米易县７　８２２元、盐边县６　９８９元），高于凉山州、四川省的平均水平 （２０１１
年凉山州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５　５３８元，四川省达到６　１２８．６元，全国６　９７７元，攀
枝花市７　６２７元）。但经济结构与全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农业所占比重大，表
明农业对于凉山州整体经济的重要地位；第三产业不发达，城镇化水平低，对农
业的带动力较弱，需要通过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实现农业升级。

安宁河谷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经济基础比攀西地区其他县好得多，发展也
快得多。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国家的整体实力增强，对攀西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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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大集团、大项目的引进，推动安宁河谷流域走向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安宁
河谷各县市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城镇功能提升及工业园区的打造方兴未
艾，成效显著。国家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对中低产农田和下湿田改造的支持
越来越大，最近几年还对种粮农户进行直补，对饲养生猪母畜和购买农机、家电
给予补贴到户，取消了千年不变的 “皇粮国库”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国家的兴
盛强大、惠农支农政策的实施、大项目大工程的带动及农村经济本身的快速发
展，促进了安宁河谷流域的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和优化，使农民能充分发
挥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轻松愉快、脚踏实地、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逐步走
上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也在日益优化的经济环境中不断创
新发展。

１．２　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１．２．１　资源禀赋优越

１．２．１．１　水土资源丰富
安宁河谷地区内有安宁河、金沙江、雅砻江等河流，地表水资源丰富。水能

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了大面积的工程水面，其中大型水利工程大桥水库库容

６．５８亿立方米、面积３．６万亩，雅砻江锦屏Ｉ级水电站、官地水电站和拟建的金
沙江白鹤滩电站、乌东德电站的建设将形成更大的工程水面。还有大面积的湖泊
和多处地下冷、热水资源。丰富的水资源可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灌溉水
源，大量的宜渔水面为水产养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安宁河谷地区土壤类型齐全，水平和垂直分布明显。安宁河上、中游中山宽
谷新积土和水稻土区是攀西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基地。安宁河下游、雅砻江、金
沙江中山、窄谷燥红土区是发展亚热带经济作物的理想之地。

安宁河谷地区 （其地理范围比 “凉山州安宁河谷地区”广）２０１１年末实有
耕地面积３６１．８４万亩 （约２４．１万公顷）。凉山州安宁河谷地区２０１１年末实有耕
地面积２５５．０３万亩 （约１７万公顷），占全州总耕地面积的４８．２４％。其中水田

９２．１８万亩 （约６．１万公顷），占全州水田总面积的７７．６９％，旱地１６２．７９万亩
（约１０．９万公顷），占全州旱地总面积的３９．７１％，农村人均耕地面积１．２２亩，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还有约５０万亩宜农荒地可以开发。米易县和盐边县耕
地面积１０６．８１万亩 （约７．１万公顷）。

１．２．１．２　光热条件优越
安宁河谷地区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

同期，光照辐射强，日照时数多，日温差大，年温差小，光合作用效率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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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二半山和河谷平坝立体气候特征明显，从南亚热带到北温带均有分布，适宜
发展的特色农产品种类众多。蔬菜和瓜果上市早于成都和北方地区１～２个月，
与国内主要热带地区的农产品上市时间亦有差异，错季优势显著。

１．２．１．３　生物资源有特色
安宁河谷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孕育了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泸宁鸡、

钢鹅、黑山羊、建昌鸭、裂腹鱼、昌米、“清甜香型”烤烟、优质马铃薯、反季
节蔬菜、蚕茧、会理石榴、西昌葡萄、冕宁樱桃、正路花椒、喜德阉鸡、喜德蜂
蜜、凉山苦荞麦、米易芒果、米易早春枇杷、金河芒果、盐边茶叶、红格脐橙、
国胜绿茶、新九大米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享誉省内外。部分品种已形成一定规
模，成为攀西地区农业的亮点。

１．２．２　产业基础较好

１．２．２．１　主导产业基本形成
安宁河谷地区形成了烤烟、蚕桑、马铃薯、特色水果、水稻、蔬菜、花卉、

生猪、肉牛肉羊等主导产业。特色农产品在四川省乃至全国已有一定的知名度，
凉山特有的 “清甜香型”烤烟和生丝长度超过１　２００米、解舒率在６８％以上的优
质蚕茧享誉海内外。安宁河谷地区是全国建昌鸭、建昌黑山羊的优势产区，会理
是中国石榴之乡，西昌是中国洋葱之乡，德昌是四川早蒜薹之乡。

１．２．２．２　基地建设步伐加快
特色农产品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为产业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凉山州被列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优质烤烟基
地，２０１１年安宁河谷区已建成烤烟标准化生产基地近５８．５万亩。优质水稻、特
色蔬菜、特色水果、优质蚕茧和菜用马铃薯标准化生产基地规模快速扩大。开展
了优质瘦肉型生猪、肉牛、肉羊、生态鸡鸭和乳品加工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扶持
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大户，推广标准化养殖技术。

１．２．２．３　龙头企业不断成长
为了推动凉山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凉山州２００２年颁布

了 《凉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０年１—６月，凉山州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１５．０５亿元 （不包括烟草）、利润１．７２亿元、
税金０．９５亿元、创汇７６９万美元。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有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ｌ
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１０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５０家；规模以上龙头企业６２
家，实现销售收入９１．６亿元，带动农户１０１万户［１］。２０１２年３月确定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度凉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８６家，安宁河谷区拥有６９家［２］。

２０１２年１月确定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攀枝花市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６３家，米易
县拥有９家，盐边县拥有１０家［３］。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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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等模式，发展订单农业，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１．２．２．４　科技推广能力增强
安宁河谷地区已初步形成上连县市、下伸村社、网络较为完整的农业技术推

广体系，科学技术在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防治动植物病虫害、开
展农民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落实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等方面发挥
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在 “建基地、带农户、促增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３　农业发展的不利条件

１．３．１　农业基础和装备条件亟待改善

安宁河谷地区水资源丰富，但农田灌溉设施不足，季节性和功能性缺水情况
比较严重，有效灌溉面积１００万亩。由２００８年末凉山州农业局数据调研结果表
明，安宁河谷地区田间道路系统不完善，凉山州境内农田机耕路通达率只有

４４．２７％，尚有１３０多万亩耕地因无机耕路，无法采用现代农业机械耕作；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不高，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３．３％。２００８年末安宁河谷地区
农机总动力１５２万千瓦，机耕作业面积１９２．１５万亩，机播面积１６．９５万亩，机
械化率分别为３８．７％和３．４％。水稻、小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３２．６％
和３１％。

１．３．２　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亟待加强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队伍人才不足，知识老化，条件落后，机制不活，处于
“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状况。种养业良种体系、动植物保护体系不完善，良
种覆盖率较低，种植业统防统治难以做到，养殖业疫病防控能力不足、水平不
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不全，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标准化体系还没
有建立，生产技术规程的制定和实施滞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不足。农业
信息服务、市场流通和农业执法体系的状况都难以适应现代特色农业发展的需
要，亟待加强。

１．３．３　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亟待提高

安宁河谷地区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低，生产方式落后。种植业规模
化生产基地建设虽然初具规模，但除烤烟外，其他产品的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依
然较低。畜禽养殖主要是散养，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难度大，良种覆盖率低。

２００８年年末，安宁河谷地区玉米、小麦、油菜的优质良种覆盖率分别为７１％、

６１．５％、６６．４％，马铃薯低代脱毒种薯使用率不足２５％。生猪三元杂交面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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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９％，肉牛杂交面仅２．３％，肉鸡、蛋鸡良种率分别为８３．５％、６５．３％。

１．３．４　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较低

安宁河谷地区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能力不强，农产品产后处理、保鲜、储
藏、加工能力不足，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薄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规模
小、形式单一，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强。除烤烟产业外，水稻、马铃薯、蚕
桑、水果、蔬菜等产业虽已建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但加工、流通环节仍
然比较薄弱。畜产品加工业落后，市场流通形式单一，集贸市场、活畜外销是畜
产品流通的主要形式。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制约着特色产业的优化发展和提质
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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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安宁河谷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概况

２．１　安宁河谷地区农业总体状况

２．１．１　安宁河谷地区农业总体分布

安宁河谷地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横断山脉中。安宁河是雅砻江下游最长的支
流，为长江上游水系，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的二级支流，全长３５１公里，有支流

５９条，流域面积１１　１５０平方公里，主要为四川省凉山州、攀枝花市所辖。该区域
具有独特的光热优势，被称为 “四川第二大平原”，是我国 “阳光地区”之一；
土地资源丰富，易耕高产、集中连片，河流众多、水资源充沛，光热充足、气候
立体、环境优越，发展特色农业的前景十分广阔。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资源
禀赋，奠定了农业长期作为安宁河谷地区主导产业的物质基础。得天独厚的地域
资源优势，悠久的农耕经济历史，使得农业始终占据安宁河谷地区产业的核心地
位。河谷平原地带是川西的农业生产中心，是川西南主要产粮区和省内及西南地
区重要的农业综合生产基地，是攀西地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特色农业基地。
农作物的种植结构、耕作方式在西南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粮食、烤烟、水果、
蔬菜、花卉、牲畜及大批经济作物声名远扬，现代农业初具规模。农业作为安宁
河谷地区的主导产业，是历史理性的、自然的和必然的选择。

安宁河谷地区耕地资源比较丰富。凉山州境内安宁河谷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州
的４８．２４％，米易县和盐边县耕地面积共２７　２０５．７万平方米。狭长的河谷平原周
边山坡人口居住较少，覆盖着成年飞播林和连片的自然灌木丛及草山草坡。安宁
河谷背靠大山、水系丰富，光照充足、气候宜人，优越的人文、自然条件造就了
巴山蜀水工农业生产的又一个核心区，是川西南的重要 “粮仓”和 “菜园”。

安宁河谷平原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是我国同一纬度地区唯一具有南亚
热带气候型的地区，立体气候明显，具有 “四季如春，干湿分明”的气候特色，
年平均气温为１６．６℃～１８．２℃，无霜期２８０～３２０天，年日照时数２　０７４～２　４３１
小时；雨量充沛，年降雨量９６０～１　１００ｍｍ，年均空气湿度为５８％～６０％［４］，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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