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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地区位于祖国东北边疆。繁衍生息在这片广袤富饶土地上的古先民

们，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从采集、渔猎为生的游动生活，向从事养殖种

植的定居生活过渡，开创了原始农业。种植业逐渐成为定居部族的主要营生。随

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变迁和社会演进，农业历经兴衰起落。各族劳

动人民，在沧桑变化的历史进程中，世代相延，为维系和推进黑龙江地区的农

业做出了贡献。到公元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

利，推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从深重的阶

级压迫、民族压迫下获得翻身解放的各族农民，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在党的领

导下，他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经过新

中国建立以来30多年的艰苦奋斗，以史所未有的速度，逐渐把黑龙江地区建设

成为盛产大宗粮食、大豆和多种工业原料，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的新兴农

区，成为国家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气候特征显著，具有特定的发展农业自然

优势。地理位置南起北纬43。22，，北至北纬53。24，，西自东经．121。13，，东至东

经135。。地处亚洲大陆东部，濒临太平洋西岸。境内除北部边疆属寒温带外，大

部地区属中温带。受内陆和太平洋上的高低气压中心和季风交替影响，具有明

显的大陆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在一5—4℃之间，为全国最冷的省份。冬季漫

长，严寒干燥，盛行西北风。夏季短促，有短暂的炎热天气。日照夏长冬短，农

作物一年一熟。全省年平均降水量一般为400一600毫米，分布不均，东、南部

地区600毫米以上，西、北部地区400—500毫米。中、东大部地区属湿润或半’

湿润区，干燥度0．8—1．2；西、南部地带属干旱半干旱区，干燥度在1．2—1．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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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虽然处在全国纬度最高、气候最寒冷的地带，但夏季气温高，雨热周季，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地湿润，为种植业生产提供了特有的自然条件。

黑龙江省土地肥沃。全省土地总面积45．4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

4．7％，在各省区中居第六位。大体分布为山地占58％，台地占14％，平地占

28％。东、西、北三面蜿蜒盘桓大、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和老爷岭等山脉j形

成了天然屏障。腹部地带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沃野，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区之

二，与苏联的乌克兰黑土区及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黑土区齐名。到1985年，开

发起来的耕地达到13 395．5万亩(在册数)，占全省总面积的19．7％，为全国

耕地最多的省份。已开发的耕地90％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集中连片，地

势平坦，绝大部分坡度在5度以下。70％左右是有机质多自然肥力较高的黑土、

黑钙土和草甸土。有机质养分储量高过其他省区2—5倍，适宜种植多种农作物。’

尚有2 325万亩宜农荒地可资开发。全省有草原面积11 298万亩。其中牧草地

5 634．6万亩，遍布于松嫩平原西南部和三江平原广大地区，以盛产羊草驰名中

外。全省林业用地35 789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52．5％。其中有林地面积为

24 831万亩，森林覆盖率为35．5％，比全国高2倍，居各省区第一位。大自然．

构造的广袤丰腴土地资源，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

黑龙江省水域广阔。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四条水系和兴

凯湖、镜泊湖、五大连池、连环湖四大湖泊，与众多的江河支流及泡沼，形成

了分布很广的水域。水面和河泛地3 000万亩，占全省面积的4．4％。地表水资

源约656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约273亿立方米。水资源不但具有调节气候、滋

润土地、供给农作物需要的水分等重要作用，而且为农村开发水电能源、进行

农田灌溉和经营水产种植、养殖业提供了发展条件。

， 黑龙江省生物资源丰富。据1986年版《黑龙江省种植业区划》资料，全省

现有高等植物183科、737属、2 200多种，其中禾本科、豆科植物居多。山岭

地带森林茂密，生长松、榆、杨、柳、桦等种类繁多的树木，为国家重要的木

材基地。野生草木本药材有600多种，其中人参、黄苠、五加参等107种药材，

被收入《中国药典》。可供食用的野菜、山果、菌类等有千种以上，其中蕨菜、

薇菜等，已成为重要的出口换汇物资。蘑菇、木耳等菌类，已从野生发展到人

工培殖。遍布各地的苇塘有400多万亩，出产大宗造纸工业原料。 ．

黑龙江省动物资源种类繁多。自古以来，居民就有“养马牛”，“产好马"，

“好养豕"的传统。至今养马业流传不息，养牛业已发展到饲养役牛i肉用牛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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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相结合。农户普遍饲养猪、羊、鸡、鸭、鹅等畜禽。蜜蜂、柞蚕等也被人

们广为利用。有些地方还发展了养兔和驯养狐、貂等。据1986年版《黑龙江省

情》记载，野生的陆栖脊椎动物有498种，其中鸟类374种，哺乳类97种。栖

息于水域的鱼类上百种。有益于人类的昆虫种类繁多，农作物害虫天敌昆虫有

548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发展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黑龙江地区农业历史悠久，是整个中华民族久远农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实，在公元前16世纪以远的年代，黑龙江地区的古先

民们，有的已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择地定居，运用石器、骨器和蚌器工具，披荆

斩棘，垦荒种地，开创了原始农业。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商、周时

期)，黑龙江地区的古老民族，逐渐形成为东胡、涉貊和肃慎三大族系，分布于

从西到东的广大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民族自身演进以及与中原民

族的交往，文化进步，农业生产渐趋发展。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镜泊湖畔莺

歌岭发掘的古遗址(距今三四千年)，出土了石锄、石刀、石斧等砍伐树木、开

垦种地工具，还发现了一把用鹿角制成的鹤嘴锄。经史学家考证，为用于刨地

．播种的工具，证实当时劳动人民已掌握原始锄耕技术。同年，之肇源县白金堡

等地发掘的相当于西周到战国时期涉貊人遗址，出土大量蚌刀、蚌镰等农业工

具和渔猎用的骨制工具，证明当时居住在松嫩平原西南部的涉貊人，已过着农

业兼渔猎的生活。同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带的东胡族系，主要以狩猎游牧为业。

上述史料表明，在公元前3世纪以远的年代里，黑龙江地区各民族大部分已处

在原始农业阶段。

公元前3世纪以后，随着民族融合演进，金属工具的传，、．，农业生产发生

重大变革。汉代，居住在松嫩平原西南部地区的扶余人(涉貊族后裔北支)，农

业较前代有很大进步。扶余人建立的奴隶制政权，有户8万，人口在40万以上
(至少有1／3在今黑龙江地区)。有王统治族人，Ⅳ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

谷一的地方“垦地务农"。种植业兴盛，畜牧渔猎业也发达。以“善养牲”，“出

名马力和盛产“貂纳、大珠如酸枣"闻名。史称扶余国为“殷富’’之国。晋代

以后，在民族争战过程中，扶余地区因社会变故，人口流离，农业逐渐衰落。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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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东部地区的挹娄人(肃慎改称)，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后汉书·东夷传》载，

挹娄人“有五谷、麻布"，“好养豕"，有“好貂"。1977年，在东宁县大肚川公

社团结遗址中发现了铁镰。在牡丹江支流马莲河畔的东康遗址中，出土了大量

粟黍子粒(测定距今1690年左右)。同期居住在穆棱河流域的部族也以“土地

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种田’’，而成为农业先进部族。公元420一589年

(南北朝时期)，东部地区的勿吉人，农业发展到“佃则耦耕’’，“有粟及麦、稷，

菜则有葵一。耕作方法有了进步，农作物种类增多。汉代，生活在大兴安岭丛林

地区的鲜卑人，有的部族游移到嫩江流域和大、小兴安岭接合地带，从事农牧

业生产。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称室韦人。《魏书·室韦传》载：室韦“颇有粟、一

麦及镣"。常“逐水草"而“养马牛力。与其相邻的乌洛侯、豆莫娄部族，其时

也“随阜畜牧，多豕，有谷麦"。都以耕稼和牧畜为主要营生。生产的粮食除供

食用，还能制酒饮用。史料表明，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千年间，黑

龙江地区的一些先进部族已使用铁器工具，农业有了很大的进步。

从公元7世纪开始，黑龙江地区畜耕逐渐兴起，标志着农业发展到新的历

史阶段。唐代，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棘鞫人，于公元698年以牡丹江流域为中

心建立渤海国，在其统治的全盛时期(公元8、9世纪之交)，疆域扩展到“地

方五千里"。人口“由初期的十余万户、六七十万人，增加到三百万人左右。”畜

耕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松花江以南的平原地带和牡丹江流域的土地广泛开发

起来。普遍种植有粟、麦、傺、豆和大麻、苘麻、白苏等。畜牧渔业兴盛，有

“率宾之马"、“鄣颉之豕"，“湄沱之鲫”等名产。手工业的丝绸织品也名盛于时。

还有人参、蜂蜜、麝香等名贵产品。渤海历代统治者从劳动人民手中取得的大

量农牧和名特产品，除本身享用外，还同中原地区及海外的日本发展贸易，交

换生产生活资料，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时称渤海为“海东盛国’’。1963年，在渤

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今宁安县渤海镇)出土的铸铁犁铧，据其形制、构造鉴定

为用于畜力牵引的深耕、起垄农具。在此处和绥芬河流域还出土铁镰、铁铲等，

均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同类工具相似，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相当先进。渤

海人经营起来的农业，是黑龙江地区历史上农业开发很有成效的一个时期。公

元926年，契丹人(源于鲜卑族系)攻灭渤海国，受战争破坏和人口被大量迁

离故地，致使农业荒废。此期间，西部地区的室韦部族，农业虽也有所前进，但

生产技术还较落后。新、旧《唐书》记载，室韦人的农业生产活动谓：“土少金、

铁，率资于高丽"。。郯木为犁，不加金刃一。“人牵以种，不解用牛"。以至’“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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