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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广西农韭志(1986一1995)>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离，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在邓小

平理论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突出重点，反映特点的露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辩性、科学性和记

述的统一。 ．

二、<广西农泣志(1986一1995)>是《广西通志·农业志)的续编。其审农业卷综述lO年来广

西农业的变化饼程，系统地记录广西农业发展全貔，旨在为各级领导、农韭

����x



目 录

概：述⋯⋯⋯⋯⋯⋯⋯⋯⋯⋯⋯⋯⋯⋯⋯⋯⋯⋯⋯⋯⋯⋯⋯⋯⋯⋯⋯⋯⋯⋯(1)

第一篇 农业自然条件

第一章 土地资源⋯⋯⋯⋯⋯⋯⋯⋯⋯⋯⋯⋯⋯⋯⋯⋯⋯⋯⋯⋯⋯⋯⋯⋯⋯⋯(6)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土’ 地⋯⋯⋯⋯⋯⋯⋯⋯⋯⋯⋯⋯⋯⋯⋯⋯⋯⋯⋯⋯⋯⋯⋯⋯(6)

耕 地⋯⋯⋯⋯⋯⋯⋯⋯⋯⋯⋯⋯⋯⋯⋯⋯⋯⋯⋯⋯⋯⋯⋯⋯(8)

土 壤⋯⋯⋯⋯⋯⋯⋯⋯⋯⋯⋯⋯⋯⋯⋯⋯⋯⋯⋯⋯⋯⋯⋯⋯(9)

气候资源⋯⋯⋯⋯⋯⋯⋯⋯⋯⋯⋯⋯⋯⋯⋯⋯⋯⋯⋯⋯⋯⋯⋯⋯(13)

光能资源⋯⋯⋯⋯⋯⋯⋯⋯⋯⋯⋯⋯⋯⋯⋯⋯⋯⋯⋯⋯⋯⋯⋯(13)

热量资潭⋯⋯⋯⋯．．．⋯⋯⋯⋯⋯⋯⋯⋯⋯⋯⋯⋯⋯⋯⋯⋯⋯⋯(14)

降水量⋯⋯⋯⋯⋯⋯⋯⋯⋯⋯⋯⋯⋯⋯⋯⋯⋯⋯⋯⋯⋯⋯⋯(15)

水资源⋯⋯⋯⋯⋯⋯⋯⋯⋯⋯⋯⋯⋯⋯⋯⋯⋯⋯⋯⋯⋯⋯⋯⋯(17)

地表水⋯⋯⋯⋯⋯⋯⋯⋯⋯⋯⋯⋯⋯⋯⋯⋯⋯⋯⋯⋯⋯⋯⋯(17)

地下水⋯⋯⋯⋯⋯⋯⋯⋯⋯⋯⋯⋯⋯⋯⋯⋯⋯⋯⋯⋯⋯⋯⋯(18)

泉⋯⋯⋯⋯⋯⋯⋯⋯⋯⋯“⋯⋯⋯⋯⋯⋯⋯⋯⋯⋯⋯⋯⋯⋯⋯-(18)

农业气象灾害．．．⋯⋯⋯⋯⋯⋯⋯⋯⋯⋯⋯⋯⋯⋯⋯⋯⋯⋯⋯⋯⋯(19)

干 旱⋯⋯⋯⋯⋯⋯⋯⋯⋯⋯⋯⋯⋯⋯⋯⋯⋯⋯⋯⋯⋯⋯⋯(19)

洪 ’涝⋯⋯⋯⋯⋯⋯⋯⋯⋯⋯⋯⋯⋯⋯⋯⋯⋯⋯⋯⋯⋯⋯⋯(21)

大 风⋯⋯⋯⋯⋯⋯⋯⋯⋯⋯⋯⋯⋯⋯⋯⋯⋯⋯⋯⋯⋯⋯⋯(22)

寒潮低温和寒露风⋯⋯⋯⋯⋯⋯⋯⋯⋯⋯⋯⋯⋯⋯⋯⋯⋯⋯⋯(23)

寒冻害⋯⋯⋯⋯⋯⋯⋯⋯⋯⋯⋯⋯⋯⋯⋯⋯⋯⋯⋯⋯⋯⋯⋯(25)

冰 雹⋯⋯⋯⋯⋯⋯．--⋯⋯⋯⋯⋯⋯⋯⋯⋯⋯⋯⋯⋯⋯⋯⋯(26)

第二篇 农业经济

●

第一章 农产品产值产量⋯⋯⋯⋯⋯⋯⋯⋯⋯⋯⋯⋯⋯⋯⋯⋯⋯⋯⋯j⋯～(31)

第一节 产 值⋯⋯⋯⋯⋯⋯⋯⋯⋯⋯⋯一⋯⋯⋯⋯⋯⋯⋯⋯⋯⋯⋯(31)

第二节 农产品产量⋯⋯⋯⋯⋯⋯⋯⋯⋯⋯⋯⋯⋯⋯⋯⋯⋯⋯⋯⋯⋯⋯(33)

第三节 农业综合开发⋯⋯⋯⋯⋯⋯⋯⋯⋯⋯⋯⋯⋯⋯⋯⋯⋯⋯⋯⋯～(35)

第二章 经济效益⋯⋯⋯⋯⋯⋯⋯⋯⋯⋯⋯⋯⋯⋯⋯⋯⋯⋯⋯⋯⋯⋯⋯⋯(39)

一l一



——目I卜————————————————————————————————————————————————————一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农业劳动生产率⋯⋯⋯⋯⋯⋯⋯⋯⋯⋯⋯⋯⋯⋯⋯⋯⋯⋯⋯⋯(39)

耕地生产率⋯⋯⋯⋯⋯⋯⋯⋯⋯⋯⋯⋯⋯⋯⋯⋯⋯⋯⋯⋯⋯⋯(40)

农产品人均商品量⋯⋯⋯⋯⋯⋯⋯⋯⋯⋯⋯⋯⋯⋯⋯⋯⋯⋯⋯(41)

生产结构⋯⋯⋯⋯⋯⋯⋯⋯⋯⋯⋯⋯⋯⋯⋯⋯⋯⋯⋯⋯⋯⋯⋯⋯(43)

农村产业结构⋯⋯⋯⋯⋯⋯⋯⋯⋯⋯⋯“⋯⋯⋯⋯⋯⋯⋯⋯⋯·(43)

农林牧渔业产值结构⋯⋯⋯⋯⋯⋯⋯⋯⋯⋯⋯⋯⋯⋯⋯⋯⋯⋯(45)

农村劳动力结构⋯⋯⋯⋯⋯⋯⋯⋯⋯⋯⋯⋯⋯⋯⋯⋯⋯⋯⋯⋯(46)

生产条件⋯⋯⋯⋯⋯⋯⋯⋯⋯⋯⋯⋯⋯⋯⋯⋯⋯⋯⋯⋯⋯⋯⋯⋯(49)

农田基本建设⋯⋯⋯⋯⋯⋯⋯⋯⋯⋯一⋯⋯⋯⋯⋯⋯⋯⋯⋯⋯·(49)

农用化肥⋯⋯⋯⋯⋯⋯⋯⋯⋯⋯⋯⋯⋯⋯⋯⋯⋯⋯⋯⋯⋯⋯⋯(51)

财政支农资金⋯⋯⋯⋯⋯⋯⋯⋯⋯⋯⋯⋯⋯⋯⋯⋯⋯⋯⋯⋯⋯(52)

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60)

粮食商品生产基地建谩⋯⋯⋯⋯⋯⋯⋯⋯⋯⋯⋯⋯⋯⋯⋯⋯⋯(60)

经济作物商品生产基地建设⋯⋯⋯⋯⋯⋯⋯⋯⋯⋯⋯⋯⋯⋯⋯(70)

水果生产基地⋯⋯⋯⋯⋯⋯⋯⋯⋯⋯⋯⋯⋯⋯⋯⋯⋯⋯⋯⋯⋯(74)

农村商品生产⋯⋯⋯⋯⋯⋯⋯⋯⋯⋯⋯⋯⋯⋯⋯⋯⋯⋯⋯⋯⋯⋯(76)

城乡集市贸易⋯⋯⋯⋯⋯⋯⋯⋯⋯⋯⋯⋯⋯⋯⋯⋯⋯⋯⋯⋯⋯(76)

农副产品收购⋯⋯⋯⋯⋯⋯⋯⋯⋯⋯⋯⋯⋯⋯⋯⋯⋯⋯⋯⋯⋯(77)

农产品出口创汇⋯⋯⋯⋯一⋯⋯⋯⋯⋯⋯⋯⋯⋯⋯⋯⋯⋯⋯⋯(78)

农产品价格及生产成本⋯⋯⋯⋯⋯⋯⋯⋯⋯⋯⋯⋯⋯⋯⋯⋯⋯⋯(80)

农产品价格⋯⋯⋯⋯⋯⋯⋯⋯⋯⋯⋯⋯⋯⋯⋯⋯⋯⋯⋯⋯⋯⋯(踟)

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比价⋯⋯⋯⋯⋯⋯⋯⋯⋯⋯⋯⋯⋯⋯⋯⋯(82)

农产品生产成本与收益⋯⋯⋯⋯⋯⋯⋯⋯⋯⋯⋯⋯⋯⋯⋯⋯⋯(83)

农民生活⋯⋯⋯⋯⋯⋯⋯⋯⋯⋯⋯⋯⋯⋯⋯⋯⋯⋯⋯⋯⋯⋯⋯⋯(86)

农民收入⋯⋯⋯⋯⋯⋯⋯⋯⋯⋯⋯⋯⋯⋯⋯⋯⋯⋯⋯⋯·(86)

农民消费支出⋯⋯⋯⋯⋯⋯⋯⋯⋯⋯⋯⋯⋯⋯⋯⋯⋯⋯⋯⋯⋯(87)

农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90)

农业利用外资及技术援外⋯⋯⋯⋯⋯⋯⋯⋯⋯⋯⋯⋯⋯⋯⋯⋯⋯(91)

农业利用外资⋯⋯⋯⋯⋯⋯⋯⋯⋯⋯⋯⋯⋯⋯⋯⋯⋯⋯⋯⋯⋯(91)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94)

第三篇 种植业

第_章 粮食作物⋯⋯⋯⋯⋯⋯⋯⋯⋯⋯⋯⋯⋯⋯⋯⋯⋯⋯⋯⋯⋯⋯⋯⋯(99)

第一节 水 稻⋯⋯⋯⋯⋯⋯⋯⋯⋯⋯⋯⋯⋯⋯⋯⋯⋯⋯⋯⋯⋯⋯⋯(99)

第二节 玉 米⋯⋯⋯⋯⋯⋯⋯⋯⋯⋯⋯⋯⋯⋯⋯⋯⋯⋯⋯⋯⋯⋯⋯(111)

第三节 小 麦⋯⋯⋯⋯⋯⋯⋯⋯⋯⋯⋯⋯⋯⋯⋯⋯⋯⋯⋯⋯⋯⋯⋯(115)

一2一



目曩●———一

第四节 缸 薯⋯⋯⋯⋯⋯⋯⋯⋯⋯⋯⋯⋯⋯⋯⋯⋯⋯⋯⋯⋯⋯⋯⋯

第五节 大豆、绿豆⋯⋯⋯⋯⋯⋯⋯⋯⋯⋯⋯⋯⋯⋯⋯⋯⋯⋯⋯⋯⋯⋯

第六节 其他旱粮⋯⋯⋯⋯⋯⋯⋯⋯⋯⋯⋯⋯⋯⋯⋯⋯⋯⋯⋯⋯⋯⋯⋯

第二章 经济作物⋯⋯⋯⋯⋯⋯⋯⋯⋯⋯⋯⋯⋯⋯⋯⋯⋯⋯⋯⋯⋯⋯⋯⋯

第一节 甘 蔗⋯⋯⋯⋯⋯⋯⋯⋯⋯⋯⋯⋯⋯⋯⋯⋯⋯⋯⋯⋯⋯⋯⋯

第二节 油 料⋯⋯⋯⋯⋯⋯⋯⋯⋯⋯⋯⋯⋯⋯⋯⋯⋯_⋯⋯⋯⋯⋯

第三节 麻 类⋯⋯⋯⋯⋯⋯⋯⋯⋯⋯⋯⋯⋯⋯⋯⋯⋯⋯⋯⋯⋯⋯⋯

第四节 烟 草⋯⋯⋯⋯⋯⋯⋯⋯⋯⋯⋯⋯⋯⋯⋯⋯⋯⋯⋯⋯⋯⋯⋯

第五节 茶 叶⋯⋯⋯一⋯⋯⋯⋯⋯⋯⋯⋯⋯⋯⋯⋯⋯”⋯⋯⋯⋯⋯

第六节 未 薯⋯⋯⋯⋯⋯⋯⋯⋯⋯⋯⋯⋯⋯⋯⋯⋯⋯⋯⋯⋯⋯⋯⋯

第七节 桑 蚕⋯⋯⋯⋯⋯⋯⋯⋯⋯⋯⋯⋯⋯⋯⋯⋯⋯⋯⋯⋯⋯⋯⋯

第三章 园艺作物⋯⋯⋯⋯⋯⋯⋯⋯⋯⋯⋯⋯⋯⋯⋯⋯⋯⋯⋯⋯⋯⋯⋯⋯

第一节 柑橙桔⋯⋯⋯⋯⋯⋯⋯⋯⋯⋯⋯⋯⋯⋯⋯⋯⋯⋯⋯⋯⋯⋯⋯

第二节 抽⋯⋯⋯⋯⋯⋯⋯⋯⋯⋯⋯⋯⋯⋯⋯⋯⋯⋯⋯⋯⋯⋯⋯⋯⋯⋯

第三节 龙 眼⋯⋯⋯⋯⋯⋯⋯⋯⋯⋯⋯⋯⋯⋯⋯⋯⋯⋯⋯⋯⋯⋯⋯

第四节 荔 枝⋯⋯⋯⋯⋯⋯⋯⋯⋯⋯⋯⋯⋯⋯⋯⋯⋯⋯⋯⋯⋯⋯⋯

第五节 芒 果⋯⋯⋯⋯⋯⋯⋯⋯⋯⋯⋯⋯⋯⋯⋯⋯⋯⋯⋯⋯⋯⋯⋯

第六节 梨柿枣⋯⋯⋯⋯⋯⋯⋯⋯⋯⋯⋯⋯⋯⋯⋯⋯⋯⋯⋯⋯⋯⋯⋯

第七节 蕉 类⋯⋯⋯⋯⋯⋯⋯⋯⋯⋯⋯⋯⋯⋯⋯⋯⋯⋯⋯⋯⋯⋯⋯

第八节 菠 萝⋯⋯⋯⋯⋯⋯⋯⋯⋯⋯⋯⋯⋯⋯⋯⋯⋯⋯⋯⋯⋯⋯⋯

第九节 蔬 菜⋯⋯⋯⋯⋯⋯⋯⋯⋯⋯⋯⋯⋯⋯⋯⋯⋯⋯⋯⋯⋯⋯⋯

第十节 西 瓜⋯⋯⋯⋯⋯⋯⋯⋯⋯⋯⋯⋯⋯⋯⋯⋯⋯⋯⋯⋯⋯⋯⋯

第四章，技术措施⋯⋯⋯⋯⋯⋯⋯⋯．．．⋯⋯⋯⋯⋯⋯⋯⋯⋯⋯⋯⋯⋯⋯⋯

第一节 耕作制度⋯⋯⋯⋯⋯⋯⋯⋯⋯⋯⋯⋯⋯⋯⋯⋯⋯⋯⋯⋯⋯⋯⋯

第二节 土壤改良⋯⋯⋯⋯⋯⋯⋯⋯⋯⋯⋯⋯⋯⋯⋯⋯⋯⋯⋯⋯⋯⋯⋯

第三节 肥 料⋯⋯⋯⋯⋯⋯⋯⋯⋯⋯⋯⋯⋯⋯⋯⋯⋯⋯⋯⋯⋯⋯⋯

第四节农作物良种⋯⋯⋯⋯⋯⋯⋯⋯⋯“⋯⋯⋯⋯⋯⋯⋯⋯⋯⋯⋯⋯

第五节 植物保护⋯⋯⋯⋯⋯⋯⋯⋯⋯⋯⋯⋯⋯⋯⋯⋯⋯⋯⋯⋯⋯⋯⋯

第六节 农业技术推广⋯⋯⋯⋯⋯⋯⋯⋯⋯⋯⋯⋯⋯⋯⋯⋯⋯⋯⋯⋯⋯

第四篇 农业教育

第一章 中等农业教育。⋯⋯⋯⋯⋯⋯⋯⋯⋯⋯⋯⋯⋯⋯⋯⋯⋯⋯一⋯⋯·(274)

第一节 学 校⋯⋯⋯⋯⋯⋯⋯⋯⋯⋯⋯⋯⋯⋯⋯⋯⋯⋯⋯⋯⋯⋯⋯(276)

第二节 教学条件⋯⋯⋯⋯⋯⋯⋯⋯⋯⋯⋯⋯⋯⋯⋯⋯⋯⋯⋯⋯⋯⋯⋯(282)

第三节 教学实施⋯⋯⋯⋯⋯⋯⋯⋯⋯⋯⋯⋯⋯⋯⋯⋯⋯⋯⋯⋯⋯⋯⋯(283)

第二章 成人教育⋯⋯⋯⋯⋯⋯⋯⋯⋯⋯⋯⋯⋯⋯⋯⋯⋯⋯⋯⋯⋯⋯⋯⋯(288)

—3一

∽锄卿㈣跏锄忉科吾}蚴鲫鲫_莓㈣鳓叫鲫跏哪唧唧㈣吣吣唧埘螂鳓跏

n㈦n

n

n

Q

n

n

n

n

0

0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农业干部学校⋯⋯⋯⋯⋯⋯⋯⋯⋯⋯⋯⋯⋯⋯⋯⋯⋯⋯．

专业培训及进修⋯⋯⋯⋯⋯⋯⋯⋯⋯⋯⋯⋯⋯⋯⋯⋯⋯．

绿色证书工程⋯⋯⋯⋯⋯⋯⋯⋯⋯⋯⋯⋯⋯⋯⋯⋯⋯⋯⋯．

试点探索⋯⋯⋯⋯⋯⋯⋯⋯⋯⋯⋯⋯⋯⋯⋯⋯⋯⋯⋯⋯-

组织建设⋯⋯⋯⋯⋯⋯⋯⋯⋯⋯⋯⋯⋯⋯⋯⋯⋯⋯⋯⋯·

师资培训厦教材⋯⋯⋯⋯⋯⋯⋯⋯⋯⋯⋯⋯⋯⋯⋯⋯⋯·

普及性技术培训⋯⋯⋯⋯⋯⋯⋯⋯⋯⋯⋯⋯一⋯⋯⋯⋯．

第五篇 农业科技
●

科技体系⋯⋯⋯⋯⋯⋯⋯⋯⋯”

科技机构⋯⋯⋯⋯⋯⋯⋯⋯”

科技队伍⋯⋯⋯⋯⋯⋯⋯⋯”

科技体系改革⋯⋯⋯⋯⋯⋯⋯·-

农业科研开发体系建设⋯⋯”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

农村科技体制改革⋯⋯⋯⋯“

科研条件⋯⋯⋯⋯⋯⋯⋯⋯⋯”

科研设施⋯⋯⋯⋯⋯⋯⋯⋯”

科研经费⋯⋯⋯⋯⋯⋯⋯⋯一

科技成果⋯⋯⋯⋯⋯⋯⋯⋯⋯“

作物栽培技术推广及育种⋯“

桑蚕、茶叶、蔬菜、水果研究一

植物保护⋯⋯⋯⋯⋯⋯⋯⋯-·

土壤研究⋯⋯⋯⋯⋯⋯⋯⋯“

第六篇 农业环境保护

第一章 农业环保体系建设⋯⋯⋯⋯⋯⋯⋯⋯⋯⋯⋯⋯⋯⋯⋯⋯⋯⋯⋯⋯(322)

第一节 机构设置⋯⋯⋯⋯⋯⋯⋯⋯⋯⋯⋯⋯⋯⋯⋯⋯⋯⋯⋯：⋯⋯⋯”(322)

第二节 队伍建设⋯⋯⋯⋯⋯⋯⋯⋯⋯⋯⋯⋯⋯⋯⋯⋯⋯⋯⋯⋯⋯⋯⋯(322)

第二章 生态农业⋯⋯⋯⋯⋯⋯⋯⋯⋯⋯⋯⋯⋯⋯⋯⋯⋯⋯⋯⋯⋯⋯⋯⋯(324)

第一节 生态农业状况⋯⋯⋯⋯⋯⋯⋯⋯⋯⋯⋯⋯⋯⋯⋯⋯⋯⋯⋯⋯⋯(324)

第二节 生态农业类型⋯⋯⋯⋯⋯⋯⋯⋯⋯⋯⋯⋯⋯⋯⋯⋯⋯⋯⋯⋯⋯(324)

第三节 生态农业效益⋯⋯⋯⋯⋯⋯⋯⋯⋯⋯⋯⋯⋯⋯⋯⋯⋯⋯⋯⋯⋯(325)

——zt——

鼬D幻D

D∞"”∽∽∽∽∞∽∽㈤

彩∞∞劬∞∞∞∞鼬曲∞”∞∞”_曼∞∞㈣∞㈣∞∞㈣㈣㈣∞㈣汹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广西地处亚热带，光热雨水资源丰富，山

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是个农

业省区，农业人口占自治区总人口的82％，以

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全部轻工业总

产值的70％以上，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四分

之一强，外贸出口额一半来自农副产品及其加

工产品。农业和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

位。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全自治区的农业自然

资源条件、技术情况和市场优势，广开生产门

路，调整了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以当地资

源为基础，以科技进步为支柱，以市场为导向

的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并取得显著成果。

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时期

(198卜1990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深人开展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在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

时。调整和健全农村政权组织，提高农产品收

购价格，实行粮食合同定购，扩大市场调节，在

经营上，继续执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

展多种经营”的方针。粮食、经济作物和林牧

副渔业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增长。农业总产值

由1985年的108．02亿元(1980年不变价格

计算为83．14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

252．22亿元(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

105．3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4．9％，主要农产品产量亦有较大增加，为解决

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粮食

产量由1985年的1117．1万吨，增加到1990

年的1402．6万吨，甘蔗982．9万吨，增加到

1501．8万吨：水果由38．82万吨，增加到

91．61万吨，油料由22．82万吨，增加到25．19

万吨，烤烟由1．25万吨，增加到2．97万吨；蚕

茧由0．47万吨，增加到0．75万吨。农村产业

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农村第一产业有所

发展的同时，农村非农产业进一步发展。1990

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329．73亿元，其中农

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产值

的比重由1985年的22．9％上升到23．5％。

农村第一产业的内部结构也有所变化。农业

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

58．65％，下降到1990年的58．34％，林业比

重由7．24％，下降到6．72％；牧业比重由

21．11％。上升到22．08％；副业比重由

11．02％。下降到10．18％；渔业比重由

1．98％，上升到2．68％。乡镇企业在“七五”

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乡镇企业总产值由1985

年的289984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1049917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29．4％。乡镇

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近200万人，促进了农村

商品经济的发展。

“八五”时期(1991年至1995年)，是广西

农村形势最好和发展最快的时期，在党的基本

路线指导下，认真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

方针，广大农村形成了多种所有制阿产业结构

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调动了各方面的

积极性，大胆引进外地资金和技术，推广科研

成果，建立各项商品生产基地，提高农作物复

种指数，提高产出率，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坚决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

经营>的方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抓好粮

——1一





第一篇 农业自然条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祖国南疆。西起东

经104．28’，东至东经1124议’，南起北纬20．54’，

北至j艺纬掰23’之阕。全鲁治区陆地部分南

北长约607公里，东西宽770公里，北回归线

横贯中南部，是我国低纬度省区之一。土她

总霹积23666l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

的2．46％，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中居第9位。

是全国5个民族自治媛中唯一的滨海自治

区。

广西行政地理位盛，南面白防城港市东

兴市北仑河瓣起至会浦县由日镇止，濒临北

部湾水域；东南面自合浦县出西镇起至贺妊

桂岭镇止与广东省相接；东北自毅县桂岭镇

怒堑三江饲族毒治县独蠛乡止与湖南省为

邻；j艺面自曼江侗族自治县独蜗乡起至西秫

县八大河乡止与贵州省连接；西筒自西林县

八大河乡起至那坡县嚣都乡壹与云南省接

壤；西南面自那坡县百都乡起至防城港市东

兴市北仑河阴止与越南交界。有637公里长

豹匿境线，集沿海、沿江、沿边予～体，素燕

“祖阑南大门”之称。广西南临大海，背靠大

西南，面向东南姬，可以通过黔桂铁路、百色

公路连接滇及黔西南。霹以透过在建的南瑟

铁路连接大西南，使广西成为中国大西南最

重要j嬲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政萃开放以后，北部湾的海缘优势再次

得到国家重视，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建立统一大市场，实行区域联合开

发更显生命力。1992年凄胄匡务院根据大西

南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召开了西南备省及华

南部分省区的逸划规划会议，确定?如快大

西南出海通道的建设方针，接着5月份中共

中央又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

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同年12月李鹏总理

到广西视察工作时又指如。充分发挥作为大

西南出海通道的作用，对加快广西乃至整个

西南地区的改革舞放翻经济建设，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奠定了广西在开发大西

南区域，走向东南亚的门户作用和战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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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地资源

第一节 土 地

广西土地总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土

地资源多种多样，有山地、丘陵、台地、平原、

石山、水域、滩涂等类型。为农业生产的多样

化和因地制宜发展提供了自然前提。据<广

西通志·自然地理志>记载各类土地资源面积

如下：

山 地

(海拔500米以上)是广西主要的地貌类

型，具有山高坡陡、谷深，河流落差大，云雾

多，光照少，湿度大等特点，对农业生产有着

深刻的影响。据<广西地貌区划>统计，海拔

大于5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127280．25平方

公里，占广西面积53．7％。其中海拔500_800

米的低山面积43695．25平方公里，占广西山

地面积34．3％；海拔大于800米以上的中山

面积83585．00平方公里，占广西山地面积

65．7％。广泛分布于广西各地，尤以桂西北、

桂东北和桂西南分布最为集中。在农业生产

上，除一些山间盆地和缓坡宜于发展种植业

外，土地资源主要适宜发展林牧业生产。由

于河流落差大，又宜发展水电事业。

广西山地分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面积(平方公里) 占合计(％)

桂东北 42659．75 33．52

桂中 16193．25 12．72

、桂东南 6693．75 5．26

桂西北 42394．00 33．30

桂西南 19339．50 15．20

合计 127280．25 100

丘 陵

广西丘陵面积51649．75平方公里，占广

西土地总面积21．9％，仅次于山地而占第二

位。广泛分布于山地边缘、河流两岸和盆地

周围。其中桂东南分布面积最广，比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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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桂西北山地较多，丘陵面积相对少。丘

陵地势起伏中等，海拔在500米以下，相对高

度5旷叫50米。轻切割坡度在争_25。之间，谷

地较开阔，光照较多。宜发展农林牧业生产，

是广西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但桂南、桂东

南的花岗岩丘陵，土层结构疏松，植被一经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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