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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天津市位于渤海之滨，东临渤海，北倚燕山，海河流域下游，境内河流纵横，洼淀广布，有“九

河下梢”之称。滨海大片冲积平原，资源丰富，为水路咽喉，首都门户。地理位置于北纬38。33 700至

40015 702”、东经118003’35”至116。42’05”之间。境内南北长188．8公里，东西宽117．3公里。北、西、

南三面分别与河北省、北京市为邻。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气候。年平均气温11一12℃。农作

物可一年二熟，二年三熟。全市辖12个郊区、县，209个乡，14个镇。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

处为蓟县八仙桌子山峰，高达1078米。最低处大沽海VI，为海拔零点。

天津市地貌可划为山地、丘陵、平原、海岸带和洼地。山地面积为651平方公里，平原为10664

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94．25％。而在平原沉积中大面积是潮土、水稻土和滨海地区受海浸影响

而发育成的海滨盐土。

天津市水域广阔。河道纵横。流经全市的一级河道19条，全长1095公里；二级河道79条，全

长1363公里。另有大中型水库13座，小型水库35座，水域面积3．8万公顷，还有洼淀近百个，有的

长年积水，有的季节积水，较著名的洼淀15个，占地22．26万公顷。虽河洼相连，但水资源匮乏，农

业用水不足。
。

天津市生物资源较为丰富，植物区系以华北成分为主，兼有中亚区系，西伯利亚区系和亚热带

区系成分，有维管束植物千余种。其中名特优新产品有小站稻、红小豆、磨盘柿子，蔬菜中有天津大

白菜、韭菜、洋葱、青萝b，均出口享有盛名。

天津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远古先民已在北部山区广袤土地上采集、渔猎繁衍生息。公

元前4000多年在蓟县围坊、别山一带出土的实物证明，原始的种植业已开始。在战国时期一些高

地与滨海土地上也有农业生产的文物出土。古籍《周礼》职方记载：幽州宜黍、稷、稻。在天津市南郊

太平村出土的战国墓藏陶器中，有一具陶磨。该磨中发现有稻粒，稻叶痕迹，说明当时已有水稻种

植。当时虽人口稀疏。但农业生产已有发展。西汉宣帝时(公元前73—49年)渤海太守龚遂提倡农

业，使役耕牛与铁器，推动了种植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东汉建武十五至二十二年(39叫6)，张堪
任渔阳郡太守，泉州、雍奴为其所辖。为外御匈奴内兴农耕，取得“桑无附枝，麦秀两岐”的丰收，群

众生活富裕乐不可支。

洪水及滨海风暴潮，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五月“渤海水大溢”，

七月地震，海水浸没津、静、宁三个县及武清一部分，使泉州、东平舒两个距海近的县城被迫西迁。

东汉永兴元年(153)秋黄河水溢，硫经津、沧，冀、蓟州大饥。至永康元年(167)渤海又溢，溺死者无

数，洪水危害使滨海较低地区的农业生产停滞，多成为傍海煮盐之地。

东汉中平四年(187)黄巾起义，蓟州为主战场。此后三国时曹操为运粮所需，在天津修建平虏、

泉州两渠及新河(宝坻向东通向滦河)，使海河在历史上形成水系，运输发展带动农业，对天津水旱

田种植起到促进作用。但政治上争夺与长期的战争，水旱灾害，都使农业粮食减收，人1：3减少。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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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15”记，东汉永和五年全市人口约有110269人，而到南北朝梁大同九年(543)人15只剩

9984人。

唐贞观之治到天宝七年(742)，天津为边远地区，当时人121增至82485人。唐代广置屯田，开元

二十五年(737)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

一屯”，静塞军在蓟州境内设二十屯共一千顷(即蓟州驻静塞军一万六千人，马五百匹)，种植作物

种类有粟、稻、小麦、大麦、胡麻、豌豆、养麦等。随着唐代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后，客观上促进了当

时蓟州、武清一带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此期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出现两次大饥荒，粮食匮乏。安史

之3[,(755)以前，幽燕边防军队给养需由南方供应，稻米经运河或海运至幽州。唐武则天讨平契舟

叛乱，命江淮租船自洛阳沿水济渠转运幽州，一次即达百余万斛。唐诗人杜甫于天宝年间从军北上

途经幽燕作“后出塞”诗日：“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其《昔游》诗云：

“幽燕夙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帛，泛海凌蓬莱”。刻画出唐代海运粮食的概况，当时军粮城

(今天津东郊)已为人口聚居的海运港口。

五代十国以后，黄河流域相继出现割据政权混战。后梁时刘仁恭在海15(今芦台)屯兵，战事频

繁，十室九空，农业凋蔽。宋建隆元年(960)Jk宋建立王朝，重视农耕，招徕农户，垦植荒田，对农业

进行大规模多渠道的改进，如引种“占城稻”，推广踏犁、实行轮作等。宋初淳化时，曾派军队驻扎沿

边屯垦种稻，即利用洼淀多水之优势，增产粮食，且在军事上又可以水田限制契舟骑兵由沿海突

袭。由静海向西南，兴堰数百里，进行洼改种稻，获得丰收，并为开发改造天津盐碱地创出先例。

当时海河以北为辽地，契丹游牧部族人关后，与汉族兴农垦通商贾，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

展。据辽通和五年(987)在蓟州所建盘山祜唐寺讲堂碑中记有“⋯红稻香耕，实鱼盐之沃壤⋯”。

至公元1012年由于战事，天津人V-I又减至30660人。农民颠沛流离，农业生产一蹶不振。

金灭辽、北宋后统一北方。公元1153年海陵王迁者lklL京，天津蓟、武等地归中都路辖。经战后

恢复，人口增加。金大定十二年(1172)、及明昌四年(1193)在市内设宝坻、靖海两县治。随着当时战

争南移，阶段眭安定，至元光二年(1223)全市已有62845户。金章宗时设立粮仓重视农耕。明昌三

年(1192)议论及试行推广西汉时的“区田法”，划地为区，深掘施肥水密植，以夺高产。在城南委官

监督推广区种之法。并命近侍巡视京畿禾稼，承安元年(1196)初行区种法。敕谕农民男劳力有地者

人种一亩，人多者五亩止。后至泰和四年(1204)“讲议区田本欲利民，五方地肥瘠不同，农民见有利

自当勉以效之。不然督责虽严亦徒劳耳”，随改敕随宜劝谕，亦竞不能行。金推广区田之法，前后九

年，还开放禁地令民种植，兴修水利，诏颁捕蝗防灾，但由于民族矛盾，缺乏投人，这些良多利益的

农业政策与高产技术未能推开。
、

元朝建立后，组织军队在武清、宝坻等县，直至直沽海口酸枣林(今西郊张窝小甸村)进行开荒

屯垦。中统二年(1261)为劝兴农桑，天津海河以北属涿州，以南属河间辖，分由忙古带与粘合从中

二位劝农史巡察劝农，并明令山泽之禁，禁止各地戍兵、势家从事畜牧侵犯桑枣禾稼生产。中统三

年河渠使郭守敬经直开引通州以南至杨村的河道，兴修水利以通漕运。当时京师之东，北极辽海，

南滨青、齐，皆是萑苇之地，随着漕运兴起，四乡人口逐渐增加，荒芜农田、苇地、猎场逐渐恢复耕

作。当时天津已有62083人，较宋时增长一倍。据元代析津志记，谷、黍已有宜平川地种；抗风耐烈

日照，宜高山种的品种；谷壳薄厚之分；各种豆类较全。蔬菜已有采于山间和种于田园者，种类不

多。果品林木也品种有限。元代由公元1271—1368年近百年中，气候较为温暖。因而百年中曾有

较大的雨涝灾害达32次之多，旱灾有13次，发生饥馑有5次。同时元朝中、后期采取民族分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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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压迫政策。元末农民大规模起义。由于江南漕运不畅，在至正十三年(1352)当时元丞相脱脱在

京畿以东宝坻、宁河一带曾发展种植水稻，并设有稻田提举司。直至元朝灭亡后，尚有水利工程遗

堤可见。

明朝建立后，永乐年间在津置卫筑城，修路设驿，治理河道，修建桥梁，发展漕运，设立粮仓。由

山西等省大量移民，在天津郊、县新建村镇，人口增到10万多人。驻军屯种与农民种植使天津农业

得到恢复与发展。由于种植业的扩展，在土地使用方面逐渐由近河的肥沃土地向洼地，荒野垦植。

种植的作物也增加，如嘉靖年间，葛秫(高粱)已传人种植，由于抗逆性强，逐渐成为大片洼地的主栽

作物。再有花生、旱稻、棉花也相继传人推广。至明中叶以后，政治经济衰败，对农民增加税收与掠

夺，一些农村鸡犬悉尽，丝粟皆空。据徐贞明“潞水容谈”记，当时蓟县黄崖关、马伸桥、洇溜、白马

庄、镇国庄等处尚未成农田，宝坻、宁河一带更是荒洼连片。明末万历十六年(1588)宝坻县令袁黄，

采取“轻刑缓征与民休息”政策，劝兴农桑，推广农艺，兴修水利，发展种稻。并著有劝农书，发给里

老人手一册。书中详细介绍农时、土肥、播管、开荒、提水工具等项专业实用技术，成为天津唯一的

农业技术古籍专著，流传于后世。袁黄在任5年，劝兴农桑，推广水稻种植，四野田禾茂盛，积年荒

地皆成美田。

但明末政治腐朽，经济趋于崩溃，对内加剧剥削，“皇庄”占夺民地遍及郡县，发生农民起义；外

有日本侵朝战事，急需兵饷。万历二十九年(1601)海防巡抚汪应蛟在白塘口、葛沽一带，创建“十字

围田”垦植种稻与豆薯共333公顷，获好收成。此后张慎言、董应举、左光斗等也在津推行屯种，以

安置辽东难民，解决战争粮饷。大科学家徐光启由公元1613—1621年先后四次来津，研究农业种

植，引人甘薯试种，此后并著农政全书。据《续文献通考》记：京、津两市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

部，卫所屯田67095公顷。至嘉靖中已发展到291186公顷。这些屯田推动了当时农业发展，但屯垦

人员调离后，所垦屯田即逐渐荒废。
‘

明代在蔬菜种植方面也有发展。除野生菜外，种植的蔬菜亦很多。特别在水域面积多的地方，

水生蔬菜已有生产。

明代气候变化较大，发生水、旱、蝗灾害较多，造戚大的饥荒灾年。据统计明建卫240年中，共

发生水灾近百年次。严重的22年次，旱灾130年次，严重的有10年次。发生大蝗灾12年次。由于

水旱蝗灾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出现人相食的惨痛局面。

清朝建立后，八旗子弟和官员强行圈占土地，掠夺民田、荒田。仅蓟县一县就占地9122顷，占

该县总耕地面积的85．6％，宝坻占地6896顷，占该县耕地91．74％，武清县占地4100顷，使农业生

产遭到破坏。在清朝267年间，由于气候的变化，水、旱、蝗灾发生频繁，水灾有一百数十年次，严重

22年次，其中有9次大水围城。旱灾有195年次，严重13年次，影响农业生产，造成粮食歉、绝收。

但在此期间康熙四十三年(1704)总兵蓝理保留与发展明代“围田”之法，招请福建老农在津传授种

稻技艺，在城南海光寺一带开辟水田1000公顷，种稻获收，得到清廷赏识。“蓝田”成为清代天津首

次推广种稻成功经验记人史册。但蓝理调离天津后，仅三、四年“蓝田”即又荒芜。

雍正执政以后，重视农业，曾令地方官吏不得阻挠勒索，农民自垦自报，水田六年起课，旱田十

年起课。并以官爵诱使鼓励，促进农业发展。在津范围，首先恢复废弃之“蓝田”，并在东、西泥沽、贺

家口等处修复汪氏十围及蓟县、武清、宝坻等地开发种植水稻，共800余顷，乾隆年间总督方观承

在直隶清河道任职及大城知县黄河润先后在津推广种植甘薯及窖藏薯种之法，为天津旱田区一年

两熟，改进耕作制度，提高土地利用增产粮食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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