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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是仅次于亚洲的世界第二大洲，在广袤的非洲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发

展农业的巨大潜力，非洲儿女们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

已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六千年撒哈拉地区就出现了农业社会的村庄，在那里发现

了人们大量食用油棕和牛豆的证据。 大量史证已肯定非洲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中心之

一 。 研究表明，约有 250 种以上的农作物起源于非洲 。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非洲

人民的福祉理应与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生活水平也应同步不断提高。然而，严酷的事

实是，长期的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与殖民统治，阻滞了非洲的正常发展，把非洲人民推向了痛

苦的深渊，导致非洲成为世界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大洲 。 对非洲的贫困和当今的粮食危机，不

少西方政客和学者，往往回避这与西方列强的掠夺和压迫有着根源性关系 。 然而无可争辩

的事实是，当今非洲的粮食危机，就是殖民统治时期西方列强强行推行采矿业和出口作物单

一经济、排挤粮食作物的殖民政策的延续性后果之一 。

作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次赴非洲国家实地考察农业和农村发展，深刻感悟到非

洲农业的落后与复杂 。 必须认识到，非洲国家众多，国情有别，发展水平不一，各有其个性，

但反贫困的目标是一致的 。 一是大多数农村地区至今仍是以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

体，农田地块小而分散，承袭落后的传统耕作方法，锄和砍刀是基本农具，农民文化素质普遍

低下，文盲率较高，大批农业援助项目往往因现代农业技术人才短缺而不能自力经营 。 二是

现代农业技术的不发达和现代农业技术人才的短缺将是长期制约非洲农业未来发展的重要

约束性因素 。 三是各国的农业结构和作物分布，仍残有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的深刻烙痕。

因此，加强非洲农业基础研究，探索非洲不同地区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土地资源的综合开

发利用形式、粮食安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模式的途径和保障机制，对中国有效开展

中非农业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洲农业图志》是国内第一部图文并茂的专题性非洲农业地理专著，由文字和地图相

对应配合，以强化农业的空间透视。 图志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地形、水资源、气候、植被、土

壤、人口、民族、农业史、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贸易、营养安全等诸

多方面，着重研究非洲农业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地域纽合特征，探索在不同自然环境

条件下，农业各部门的优化地域纽合形式，开启了以图志形式研究非洲农业的重要尝试。

本图志是在利用参考国内外文献，主要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进行量化分析和编

制专题性地图的基础上完成的 。 附图底图是以中国地图出版社的非洲地图为依据修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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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由于非洲农业文献资料条件和作者学识水平的限制，图志中难免有不少缺陷，敬望广大

读者和专家们提出宝贵意见。

各章负责:姜忠尽(第一、九幸) ，周秀慧(第二、六章) ，史云亘(第一、八、十幸) ，姜忠尽、

刘宏燕(第三、四、五、七章) 。 参加编写人员:全茜、浦潇梦、黄紫虹、张大伟、赖志明、王琴芳、

吴慧亭、徐晓峰、袁燕、刘菲、陈晨、王玉、华文彬、张莹、姜磊、霍禹同 。 徐晓峰协助主编做

了大量工作。全图志由姜忠尽制定编写大纲、统稿、修改和定稿 。

本图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卢肖平、唐盛芜、王锦标、顾卫兵、余杨和

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张亚辉、祝自冬、秦路等同志的鼎力相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姜忠尽

2011 年 12 月于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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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全称阿非利加洲 CAfrica) ，位于东半球的最西部，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南隔厄加勒斯海遥望

南极洲，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东北隔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与亚洲为邻，成四海环绕之势。

非洲大陆东至哈丰角(东经 51 024' ，北纬 10027') ，南至厄加勒斯角(东经 20
0

2' ，南纬 34
0

51') ，西至佛得

角(西经 17033' 、北纬 34045' ) ，北至吉兰角(东经 9050' 、北纬 37
0

21') ，面积约为 3029 万平方千米(包括附近

岛屿) ，南北约长 8000 千米，东西约长 7403 千米，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20.2% ，仅次于亚洲，为世界第二

大洲 。

第-节 农业在非洲国计民生中的地位

一、农业是非洲最重要的经济部门

农业一直是非洲国家重要的经济部分，其产值在 GDP 中基本稳定在 25%左右，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然

是传统的农业国 。 农业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也是重要的国民收入来源。

从表 1 - 1 - 1 可以看出，非洲有 3 个国家的农业 GDP超过了总 GDP 的一半，其中几内亚比绍达到了

64% ;有 6 个国家的农业 GDP 接近总 GDP 的一半，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有 8 个国家的农业 GDP 占

总 GDP 的 1/3 左右，如贝宁、布基纳法索等;有 20 个国家的农业 GDP 大约占总 GDP 的 1/4;有 8 个国家

的农业 GDP 占总 GDP 的 10%以下，这些国家不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经济。

表 1 - 1 一 1 2007 年非洲国家农业 GDP 占总 GDP 的比重①

区间 10%以下 10%~20% 20%~30% 

个数 8 10 10 

阿尔及利亚、安 喀麦 隆、埃及、 乍得、科特迪
哥 拉、博茨瓦 几内亚、莱索 瓦、厄 立 特里
纳、刚果②、加 托、毛里塔尼 亚、冈比亚、肯

国家 莲、毛里求斯、 亚、摩洛 哥、纳 尼亚、马达加斯

南非、斯威士兰 米比亚、塞内加 加、莫桑比克、
尔、 突 尼斯、津 苏丹、乌 干 达、

巴布韦 赞比亚

①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下文简称 FAQ)统计.

② 本文中刚果共和国简称为"刚果".

③ 本文中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为"刚果(金) ". 

30 %~40% 40%~50% 

8 6 

贝宁、布基纳法 刚果(金)③、埃

索、布隆迪、加 塞俄比亚、卢旺

纳、马拉维、马 达、塞拉利昂、
里、尼日尔、尼 坦桑尼亚、多哥
日利亚

L 

50%~60% 

3 

中非、几内亚比绍、

利比里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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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是非洲 要的生产部门

农业是大部分非洲人生产、生活和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8 年全洲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50%以上，从

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全州劳动力总数的 60%以上，如图 1-1-1 和图 1-1-2 所示，除少数产油国和

工矿业较发达的国家外，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比例都在 80%以上。

4∞5α)() 
3505α)() 
3005000 
2505000 
2∞5000 
1505αm 
l∞5α)() 
5050∞ 

5000 
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大洋洲

|·农业人口·总人口(千人) I 
图 1 - 1 - 12008 年世界各洲农业人口与总人口对比①

1892∞0 
1682αm 
1472αm 
1262∞0 
1052αm 
842000 
632000 
422∞0 
212αm 

2创)()

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农业劳动力 ·总劳动力(千人) I 
图 1 - 1 - 22008 年世界各洲农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对比②

表 1-1-22008 年非洲各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③

• 

区间 10%以下 10%~20% 20%~30% 30%~40% 40%~50% 50%以上

个数 3 2 

利比亚、毛 佛得角、

里求斯、留 南非

尼旺

国家

2 

① 根据 FAO 统计制图.

② 根据 FAO 统计制图.

③ 资料来源:FAO 统计.

6 

阿尔及利

亚、吉布提、
加莲、摩洛

哥、尼日利

亚、突尼斯

4 6 34 

刚果、莱索 贝宁、博茨 安哥拉、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
托、斯威士 瓦纳、喀麦 乍得、科摩罗、刚果(金)、赤道几内

兰、西撒 隆、科特迪 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

哈拉 瓦、纳米比 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
亚、圣赫 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

勒拿 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

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

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

津巴布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总 论

表 1 - 1 一 3 2008 年非洲各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①

区间 10%以下 10%-20% 20%-30% 30%-40% 40%-50% 50%以上

个数 3 1 6 4 3 36 

利比亚、毛 佛得角 阿尔及利 刚果、莱索 贝宁、博蔽 安哥拉、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

里求斯、 亚、埃及、加 托、纳米比 瓦纳、科特 隆、中非、乍得、科摩罗 、刚果(金)、吉

南非 莲、摩洛哥、 亚、斯威 迪瓦 布提、厄立特里亚、赤道几内亚、埃塞

尼日利亚、 士兰 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

突尼斯 亚比绍、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
国家 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

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
索马里、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

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从表 1 - 1 - 2 和表 1 一 1-3 中可以看出，非洲有 34 个国家的农业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36 个国家的

农业劳动力超过总劳动力的一半，其中布基纳法索超过了 90% ;有 6 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接近总人口的一

半，如贝宁、博茨瓦纳、喀麦隆等，其中 3 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接近总劳动力的一半; 5 个国家的农业人口

低于 20% ， 4 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低于 20% 。

三 、 农业是非洲国家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非洲油气工业迅速、大规模的生产和输出，以及矿产品出口的扩大，农业

在整个非洲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下降，退居第二位，但农产品出口值仍占全洲出口总值的1/3 以上。据 2008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下文简称 FAO)统计，非洲有 8 个国家农产品出口值占出口总值的 50% 以上，其中少

数国家如冈比亚、马拉维、布隆迪等，这一比重更高过 80% ，甚至在 90%以上。非洲经济的主要增长源自

国内需求的增加，其贡献率在 1/3~3/4，而国内需求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农业增长。农业增长还是平衡社

会经济关系、促进政治稳定的主要政策工具。

① 资料来源:FAO统计.

② 根据 FAO 统计制图.

588∞ 
523∞ 
45800 
39300 
32800 
26300 
198∞ 
133∞ 
68∞ 
3∞ 

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大洋洲

|·农产品出口值(亿美元) . 出口总值(亿美元) I 
图 1- 1 -3 2007 年世界各洲农产品出口值与出口总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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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 42008 年非洲各国农产品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①

区间 10%以下 10%-20% 20%-30% 30%-40% 40%-50% 50%以上

个数 22 10 5 4 4 8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 马达加斯加、毛 喀麦隆、中 科摩罗、坦 科特迪瓦、 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吉布

博茨瓦纳、佛得角、乍 里求斯、莫桑比 非、津巴布 桑尼亚、多 利比里亚、 提、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

得、刚果、刚果(金〉、埃 克、尼日尔、塞 韦、加纳、 哥、冈比亚 圣多美和 绍、肯尼亚、马拉维、卢
及、赤道几内亚、加莲、 内加尔、塞拉利 乌干达 普林西比、 旺达

国家 几内亚、莱索托、利比 昂、厄立特里 贝宁

亚、毛里塔尼亚、纳米 亚、斯威士 兰 、
比亚、尼日利亚、塞舌 马里、索马里

尔、南非、苏丹、突尼
斯、赞比亚、摩洛哥

由图 1-1-3 可以看出，大洋洲的农产品出口额在各大洲中是最高的，达到 20%以上;其次是美洲，其

值达到 10%左右;欧洲达到 7%左右，非洲是 5%以上，亚洲最少，只有 3% 。

由表 1-1-4 可以看出，非洲有 8 个国家的农业出口额占到其出口总额的 50%以上，其中马拉维达到

90%以上;有 4 个国家的农业出口额占到其出口额比重的 40%~50%之间，如科特迪瓦、利比里亚等;有

22 个国家农业出口额所占的份额不足 10% ，其中大部分都是矿产出口国，如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

亚和安哥拉是主要石油输出国，南非则主要出口工矿产品。

四、非洲是世界重要的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和出口地区之一

非洲热带经济作物的商品性是随着殖民掠夺发展起来的。殖民政权为了宗主国的利益极力推广热带

经济作物的种植，使许多国家陷入严重依赖一种或少数几种农产品的单一农业经济之中。独立之后，非洲

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力图改变经济作物片面发展的状况，主要的几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出口中

的地位下降。但对非洲国家来说，主要的经济作物仍然是农产品出口的主要来源，对世界市场的依附性仍

然较强。

根据表 1-1 -5，非洲主要经济作物的出口量在世界出口总量中基本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可可的出口

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剑麻和茶占到 30%以上，棕榈仁占到 18. 5 % ，咖啡占到 11%以上，花生达到 7%

左右。

4 

表 1 - } - 52008 年非洲主要经济作物出口量在世界中的比重②

非洲出口量(吨)

可可

咖啡

花生

棕榈仁

剑麻

茶

① 资料来源 :FAO 统计.

② 资料来源 :FAO 统计.

1793005 

686013 

12370 

12477 

26107 

549299 

世界出口量(吨〉

2746970 

6150634 

179766 

67601 

79841 

1701607 

占世界比重(%)

65. 27 

11. 15 

6.88 

18.46 

32. 7 

3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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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农业自然资源综合评价

一、自然地理环境主要特点

非洲面积广大，地域辽阔，大陆轮廓较完整;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区域特点各异。由于地理位置、地质

构造、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非洲形成了一些比较突出的地理特征。

1. " 
• 

"高原大陆"是非洲基本地形特征的一个总轮廓，地表的平均海拔高度为 750 米，但绝对最大高度为

5895 米(乞力马扎罗山)。全洲地表起伏相对较小，除了南北两端和东非局部地区外，整个大陆基本上是

一个波状起伏的大高原。海拔 200~2000 米的台地、高原占总面积的 86.6% ，远高于其他各洲而居首位。

如图 1 一 2 - 1 所示，非洲的地势大致东高西低，

南高北低，从东南向西北倾斜。从刚果河口向东北

方向到红海西岸的卡萨尔角划一弧线，非洲大陆大

人

- -. 
---• 

致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部分。西北部分地势较低，

多为平均海拔 500 米左右的低高原和台地，故称"低

非洲"，分布有一系列的盆地、洼地和较低的高原山

地，仅局部地区有较高的山峰。东南部分地势较

高，多为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原，故称"高非

洲"(如图 1 - 2 一 2) 。自北向南分布着有"世界屋

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高原、谷深崖陡的东非高原

和面积广大的南非高原。著名的"东非大裂谷"纵

-旬--…- --一

贯南北，沿裂谷地带，湖泊众多，火山成群。

东非大裂谷①(East African Great Rift Valley) 

世界大陆上最长的断裂带，长达 7000 千米，约每

于赤道周长的六分之一，通过红海北接西亚裂谷

带，纵贯非洲东部，被称为"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0 i - 低非洲 (<1陆)

它是遍布全球陆面和洋底的巨大断裂系统的一部 1 1 - 高
分，对非洲特别是东部非洲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由于地壳抬升、断裂，伴随着大规模的火

山活动和岩溶作用以及地壳的错动和升降，形成了

刚果商洞口

图 } - 2 - } 离低非洲

、

•卜V

面积广大的熔岩高原、断陷谷地、断层湖、火山锥等，构成非洲独特的自然景观环境，从而在地形、地貌、水

文、气候等多方面形成了非洲农业以及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环境条件。

① W_ 旺 Adams_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AIrica[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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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2 - 2 东非大裂谷

2. "热带大陆" ~ ~ 

非洲大陆大部分处于低纬度，整个非洲基本处于南纬 35
0

和北纬 37
0

之间，洲域 75%左右的土地都处

于南北回归线以内 。 非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的低纬度地理位置的特点决定了在非洲热带、亚热带气候占绝

对优势。 这在非洲的热带自然景观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 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荒漠和热带稀疏草原

带，以及仅次于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带，这是非洲自然地理的一个突出特点 。 炎热几乎是整个非洲普遍的气

候特征，在非洲，最冷月绝大部分地区的月平均温度在 10.C 以上，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和卡拉晗迪沙漠以

北地区更在 1 5 .C ~20.C以上;最热月绝大部分地区的月平均温度在 20.C~25.C 以上，撒哈拉沙漠以北地

区更高达 30.C ~35.C 。迄今为止，已知的世界极端高温的最高纪录，是在利比亚的阿齐齐耶(首都的黎波

里以南 40 千米)测得的 58.C高温。 非洲大陆上最热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以撒哈拉沙漠为中心的北部非洲地

区，由于其地势比较平坦，海拔不高，没有较大的地形障碍阻隔，并且该地区位于非洲内陆，天气晴朗，靠近

赤道太阳高度角较大，因而形成一个最高气温超过 50.C的面积辽阔的"火炉区"。

3. 荒漠面积广大 "

非洲大约有一半面积的地域是干旱、半干旱的气候环境，荒漠景观面积十分广大。 由于非洲大陆处于

南北两个副热带高压带的控制，所以干燥气候覆盖面积比较大。 其中撒哈拉沙漠占据非洲地表面积

的 3/10，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沙漠。 无论从非洲荒漠面积的绝对数值来看，还是从它所占的全洲面积

比例来看，荒漠面积之大，在世界各大洲中都是居于首位的 。

非洲存在着广大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由于非洲其特定的地理环境，这些地区发育成各种荒漠地形和

荒漠景观。

4. 自然景观呈带状对称分布 "

自然景观呈带状分布并大致对称于赤道，这是非洲大陆独有的自然地理特点 。 非洲的这种自然景观

的独特分布主要是由非洲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等因素所决定的。就其地理位置而言，非洲是世界几大洲中

唯一一个赤道横贯中部的洲，并且南北两端所占的纬度大致相等，这是非洲自然景观带南北对称分布的决

定性因素。 非洲特殊的纬度位置，加上地形和洋流等因素的干扰影响相对较小，使得非洲的气候随纬度的

变化而呈地带性分布的规律充分地表现出来，进而形成了非洲土壤类型和植被类型的条带状分布，并且南

北对称于赤道。 人们形象地称非洲的这种独特的自然景观带为"斑马带"。

分布在赤道两侧的为热带雨林带，也称为赤道雨林带，即热带湿润常绿阔叶林。 该区域的范围大体在

南、北纬 50~10。之间。在热带雨林的外围分布着一种过渡类型的热带季节林，其区域的局部地方可以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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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接近南、北纬 150~200的地方。

热带稀树草原带分布在热带雨林带的南北两侧，通过东非高原连接，呈马蹄形。 该区域大体分布在北

纬 100~ 17 0之间和南纬 150~20。之间 。 该自然带属于赤道季风气候和热带气候带，干湿季节分明 。

热带荒漠带分布于南北两个副热带高压带，该地区属于热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全年干燥少雨，植被

覆盖率很小，有大面积的无植物沙漠区域。

非洲大陆东西两岸分布有亚热带森林带，形成突出的常绿硬叶林群落。 在非洲大陆的西岸分布着主

要的亚热带森林带，即地中海型植物带，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和南非的西南端，生长着许多旱生特征明显的

硬叶林和有刺的常绿灌丛。

北宽南窄的大陆轮廓和南高北低的地势，使得北部非洲的地带性规律比南部非洲表现得更为突出 。

受洋流和山地等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在非洲西半部景观的地带性规律表现得比东半部更明显，形成了世

界上唯一的低纬度大陆东岸荒漠带。

二、农业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评价

高原面积广，对于非洲自然环境和农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植被、土

壤类型以及动植物种属的分布规律与同纬度的其他大洲相比，有显著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高原大陆

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 平坦的高原，使光、热、水的分布具有一致性、渐变性和水平地带性，而相应的农业

分布也具有比其他大洲更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这对于农业生产部门的结构、作物的构成、牲畜的组合以

及农业经营方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

非洲自然景观类型多样，分布广泛。 热带雨林带占非洲面积的 18. 7 % ，分布在赤道两侧的刚果盆地
和几内亚湾沿岸。这里终年高温多雨，水热充沛，有利于林木的生长，植物种类异常丰富，农作物可全年生

长 。 河网水系发达，湖泊众多，水资源相当丰富。 土壤类型以砖红壤和红壤为主，在森林覆盖条件下，土壤

肥力自然更新状况良好。 因此，热带雨林带生态环境非常有利于多种多年生热带作物和一些一年生热带

作物的种植，这里拥有丰富的气候、生物、土壤和土地资源，是非洲热带经济作物最重要的生产地带。 但是

该地带森林一旦被毁坏，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

非洲热带草原带面积广大，气候条件为半干旱到半湿润类型，干湿季交替分明，形成独特的季相变

化明显的"萨王纳"( Savanna)景观，农事活动的季节性规律十分明显。雨季水热充沛，农事繁忙;旱季呈

现枯黄景色，如元人工灌溉条件，则难以进行耕作，是农业活动休闲期。本带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具有

种植热带雨育一年生作物的巨大潜力;同时牧场广阔，适宜发展畜牧业，因此是非洲重要的农牧业地带

之一。 然而早季漫长，降水少且变率大，给农牧业发展带来一定的限制。水资源的合理开发成为农牧

业发展的关键。

除了热带雨林和草原带以外，非洲还有大面积的热带荒漠带，在干旱、半干旱气候的影响下，终年干燥

少雨，植被稀少，土壤贫癖沙化，农业生态环境相当恶劣 。 居民常以游牧为生，耕作仅限于少量有灌溉条件

的绿洲，因此绿洲是居民的生产活动中心。在热带和亚热带特征下发育了红壤、砖红壤、红棕壤、褐土和大

面积的荒漠土，可以说具有较为丰富的发展农业多样化生产的水、热、土资源基础 。

非洲的农业生态环境的非地带性表现也很突出，从而增加了农业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西北非独

特的地中海夏干型景观，发展了亚热带地中海式园艺业的特色雨育农业;东非高原和大裂谷带地势高峻，

高差大，农业生产布局的垂直分异非常突出 。 尽管崎岖的地形对农业产生很大的限制，但是复杂多样化的

生态环境也有利于农业的多样化综合发展。

7 



士
心

I • • • 
FEIZIIOI 。、(; \ F 'r I Z II J 

三、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状况分析

综上所述，从全非洲看，虽然在水分、热量、土壤等资源方面的条件均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但是，从自

然生态环境特征来看，也显现出许多限制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致使生态环
F晶『

一足

"热带大陆"的非洲热量充足，但是水资源的地区分布非常不均，丰富的农业热量资源不能充分地利

用，尤其是内陆大面积的干旱沙漠地区，土地资源难以开发利用 。 此外，非洲热带草原广布、干季漫长、雨

季降水变率大、地表径流利用率低、地下水资源开发限制因素较多等，致使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2. 

热带土壤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决定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低、肥力低、结构差，一旦农牧业开发不当，极易

发生土壤侵蚀退化等生态风险。

3. 动对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程度

非洲森林的滥砍滥伐、毁林造地，农业的刀耕火种、粗放经营，草原的过度放牧等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加

剧了非洲土壤沙化的威胁以及高原山地的水土流失现象，而热带荒漠的水资源匮乏问题更加突出 。

4. 

由于水热条件的垂直分异明显，山地和高原呈现出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这有利于农业的综合发展，但

往往产生许多限制影响 。 山地高原区土壤贫癖、质地差，土地资源缺乏，可耕地资源有限，热量不足，作物

生长期短，有些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受到限制;山地高原因地形障碍，影响水分分布，往往成为农业界线;不

同的坡度，对农业土地利用的影响也很大，阴坡、阳坡农业特点截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在山地高原区从事

农业活动极容易造成水土流失，非洲常见的顺坡种植现象造成山地高原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农业生产受到

影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非洲的山地高原区是非洲许多河流的发源地和绿洲水源地，从很多方面对非洲

农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山地高原由于地形因素也对非洲农业经济活动构成了很多交通障碍。

第三节 农业社会经济 件分析

一、人口与劳动刀

2009 年非洲人口数量达 10.08354 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4.88% ，仅次于亚洲，居世界第二位，人口

增长率约为 2. 3 % ，与 1980~1990 年间 3~的增长率相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大大超过1. 2%的世界人口

年均增长率，居各大洲首位，人口增长形势严峻，见表 1 - 3 - 1 、图 1 - 3 - 1 所示。

( African Statistical Y四rboo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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