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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1978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召开的全国科

学大会，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

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108项，将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列为

第一项。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着祖国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后步入了科学

的春天。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正是在确定了大政方针、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来

临的浓厚的科学氛围中，孕育了农业资源区划所的诞生。

创建于1979年初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

究所，以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为主要研究对象，面向全国，开展农

业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评价，开展农业资源的持续利用与综合管理，

农业遥感应用，农业生产结构、布局调整，区域性规划、开发等研究，至

今年已走过了20年的光辉历程。与国家整个改革开放同步发展，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资源区划研究对于我国农业宏观决策科学化

和因地制宜地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的领导下，在原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和全国农业区划办的指导、支

持下，经过几任所领导和全所职工的努力工作，积极探索和无私奉献，

尤其是通过从科研、人才建设到包括各项支撑体系在内的配套改革，突

出了科研、加强了开发、增强了活力，比较好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初步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各项工作蒸蒸日上，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农业资源区划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她以地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

为基础，经过多年实践发展形成了具有多学科交叉、综合性强的新兴学

科。通过几代区划人边学边干，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善于总结，取得了

一项又一项居国内领先水平和赶超国际水平的有份量、有价值、有应用



前景的科研成果。我们深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

完善，经过全所职工的共同努力，农业资源区划事业一定会右更大的发

展。

《所志》记载了资源区划所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察今监昔，令人思

省，催人奋进。值此《所志》出书之际，谨向为《所志》编写付出智慧和辛

勤劳动的领导、专家和编审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者

1 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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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出时代特色，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全面真实地反映本所的历史和现状，反映本所在农业资源综合高

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三者的统一，使所志达到资政、教育和存史的目的，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1本所志的编写坚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重在记述，叙而不论，

寓褒贬于事实记述之中。

三、所志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本所及院各类档案，史料力求翔实

可靠，二切事实和数据经过考证。对无档案记载的事件和时间，本着有

考则细、无考则粗的原则，留有余地以求后续补正。

四、所志的文体采用语体文和记述体，语言力求简练、明确。所志分

章、目两个层次。

五、所志的断限是1979年，．'--1998年。大事记及人事部分内容下限

至1 999年6月。

六、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简称中国农

科院资源区划所或区划所，本志书中多用简称。本志书中所列各类人员

(如课题参加人员、获奖人员等)仅指该所人员，非所内人员一般不列

入。

七、因时间跨度较长，档案资料不全，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批评指正。

编者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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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

术发展纲要》108项，将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列为第一项。1979年2月

12日，国务院(1979)36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农委、国家科委、农林部、中

国科学院关于开展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的报告”中指出：开展农业自然资源

和农业区划的研究是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建立科学管理，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工作。决定“国务院建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

划委员会’’、“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负责收

集、综合研究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资料。为此，1979年3月中国农科院成立

农业资源区划所筹备组。1979年4月21日，中国农科院(79)(农区划)字第100

号文件指出：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6号文件的决定，我院新建农业自然资源

和农业区划研究所，是王任重副总理1979年4月6日批示同意的。1979年4月Z7

日，中国农科院(79)农科院(办)字第102号文件，关于我院成立“农业自然

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的通知”指出：该所已经正式办公，办公地点暂设在中国

农科院大楼西侧平房内。1979年5月14日，(79)农科院(办)字第120号文通

知：从即日起启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印章，农

业资源区划所正式成立。

一、筹建阶段

1979年3月～1980年底，为筹建阶段。任务是边筹建，边开展工作。主要负

责人先后有高惠民、温仲由、李明堂。筹建初期办公机构主要有办公室，人事、资

料由专人管理，以后建立了农业区划研究室和遥感组。1980年成立《农业区划》编

辑部；1981年初成立资料室。此阶段的主要工作有：

1．调集工作人员。1979年主要由院内各单位抽调人员，1980年主要从京外和

院外单位调入人员，1979年末在编工作人员23人(其中科技人员14人)，1980年

末增加到44人。

2．建立办公机构 成立办公室，主要管理后勤工作，购置了专用设备和一般

设备、办公用品，购置设备值25万元，在院西门盖了简易办公平房470平方米。

1979年争取事业费30万元，1980年各种经费31万元。

3．开展研究工作 建立研究机构农业区划研究室和遥感组。区划室主要工作

是利用1977年全国分县农业基础资料整理分析全国9个一级区和38个二级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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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数据，并参加《全国综合农业区划》部分章节的编写。为编制《全国农业经济

地图集》收集和整理资料，并编制《全国农业地图集》工作底图。此外还有3人

参加了“海南岛热带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课题调研，1人参加了南疆棉花基

地考察。遥感组开展了利用遥感技术和卫片进行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和农业波谱分

析研究。

·4．内部出版《农业区划》刊物 1980年9月创刊，年内出版了3期，刊登1980

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资料和遥感等方面的文章

26篇。

5．征集农业资源区划资料 1979年已征集各种资料1200份，到1980年末

又有增加。

二、初创阶段

1981～1985年为初创阶段。

1981～1983年徐矾任党委书记兼所长，温仲由、杨美英任副所长，各项工作

逐步走上正规。

1983年12月徐矾离休，李应中任党委书记兼所长，温仲由、杨美英、于学礼

任副所长，1985年初所领导班子调整，．李应中任所长，于学礼任党委书记兼副所

长，杨美英任副所长。1985年9月29日，史孝石调入任副所长。

1．初步健全机构，明确方向任务。 到1985年已建管理机构有办公室、党办

人事处、科研处。科研辅助部门有制图室、期刊室、资料室。研究室有农业区划

研究室、农业赞源室、新技术应用研究室。1985年末，全所在编人员87人，其中

科技人员71人，高中级职称人员36人。

1985年5月24日，(85)农科院(科)字第173号文“关于下达院属各单位

方向任务的通知”中明确了资源区划所的方向任务：

以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为主要研究对象。面向全国，开展资源经济、区

域性开发、商品基地选建等研究，为国家和部门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和决策提供依

据。

(1)农业自然资源评价、监测、预测及其开发研究。

(2)农业区划和区域发展、商品基地选建研究。

(3)收集、整理、保存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资料，建立全国农业区划资

料库、数据库，开展咨询服务。

(4)组织重点科技项目协作，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制图、编辑出版专业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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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开展科研工作这一期间，共有研究课题16个，其中部院课题12个。

到1985年已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三项，技术进步三等奖一项，全国

农业区划委员会一、二、三等奖各一项，中国农科院技术改进二等奖二项，三等

奖三项。

3．健全各项规章制度。1981～1983年逐步建立各项制度。1984年12月提出

了区划所的改革方案，对全所方向任务、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及课题组责任制、成

果评价、人员考核和晋升、奖励、聘任等7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案。1985年提出

了各项管理办法，主要有科研管理、科研成果管理、计划管理、科研仪器设备管

理、科技服务管理等暂行办法；所学术委员会试行章程，干部任免、职工培训、聘

任、考核制度，图书、资料购买、管理办法等各项制度，也在1985年开始试行。

1985年2月，成立以李应中为主任，杨美英为副主任的学术委员会，其主要

任务是：审议本所科研规划、计划，重点课题的开题报告；评价所内重要科研成

果和学术论文，提出奖励的意见和建议，评定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提出所内外

学术交流和科技活动的建议等。

．4．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

(1)全国农业资源和区划研究工作座谈会

这是资源区划所成立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区划所长座谈会，1981年8月

24～9月3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6个省(市、自治区)区划所(区划

办)的负责人，国家农委何康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徐矾所长作了会议总结。

(2)全国畜牧业区划经验交流会

这是资源区划所协助农业部畜牧局于1982年10月15～23日在北京召开的

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9个省(自治区)畜牧(农业)厅(局)、省区划办、28

个县和国家计委农业区划局等单位代表110人，资源区划所徐矶所长出席会议。

(3)全国种植业区划工作经验交流会

1983年11月3日～11月9日，在郑州召开由农牧渔业部农业局主持、资源

区划所协办的一次重要会议，有26个省市自治区农业部门、农科院专家、部分县

的代表共157人参加会议，资源区划所杨美英副所长等7人参加了会议。

5．其它工作

(1)对外对内学术交流逐步开展

贺多芬、刘秀印、耿廉、许照耀、杨美英、梁佩谦、王舜卿、唐华俊等分别

到美国、罗马尼亚、澳大利亚、马里、比利时进行合作研究、学术交流、项目规

划或学习。

举办“‘农业系统工程”、‘!灰色系统”等学习班，并举办了多次所内学术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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