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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区划工作的历程

张肇鑫
●

农业区划应当编志，陕西省农业区．划办公室带了个好

’头，我很高兴，，在这里说几句话。． 。．
i

建国以来，我国的农业区划工作先后搞过三次。 气

第一次农业区划是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

的，一些省市和有关部门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区划工作。

1 95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之

后，为了加快农业发展，使广大农民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

标，中央酝酿、起草《1 956年到1 96 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t(草案)》，开始提出十七条，后来发展为四十奈。当时

由农业部邀请部分专家，以省为单位研究因地制宜发展农

业生产问题，把全国划分为三大片，，．即黄河，秦岭，。白龙

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淮河，。秦岭，白龙

江以南地区，为《纲要》中提出的粮食耕地亩产达到400

斤，5 00斤、8 00斤的规划指标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这

。个纲要公布以后，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但是后来由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认识不足，在指

‘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连续不断

4．地反右倾，结果反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助长了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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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的发展。出现了亩产七千

多斤小麦，一万多斤花生，十三万多斤水稻等“高产卫星”，

浮夸风越到越大。与此同时又批判什么“条件论"，“增产

有限论"，宣扬“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反科学的观点，严重j地挫

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

的破坏。《纲要》中提出的一些科学论点和切实可行的增

产措施，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农业区划工作就此中

断。

第二次农业区划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初步总结了

前一特期经验教训，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务

院着手组织制定农业科技发展规划，并动员广大干部深入

农村调查研究，种“试验田"，搞“样板田”。到六十年代中期

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同志，亲自领导开展了第二次农业

区划工作，地学界、农学界密切协作，先后在无锡、东莞召

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江苏省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搞了

省级农业遥划，将全省划分为6个一级农业区和45个二级

农业区，分区提出不同的生产发展方向和建设途径，同时

采取了区划～规刘一样板桐结合的方法，因地制宜地规划

和指导农业生产，对后来该省农业发展能够保持较快的发

展速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正当全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出现可喜发展势头的时

候，叉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祸及各条战线和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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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领域，农业生产再次遭受挫折。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散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劳，批判

所谓“唯生产力论”，许多从事农业生产、科研、教学的专

家教授和技术骨干遭到批判和打击，一些从事农业区划研

究的专家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农业区划工作被

全盘否定，领导这次农业区划的范长江同志竟在“文革努批

斗中含冤而死。刚弱{兴起的农业区戋13工作，再次夭折。

第三次农业区划是在碎粉“四人帮”以后，国民经济面

临崩溃的边缘，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拔乱反正任务十分艰

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

四化建设上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原则通

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o但要

加快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对全国和各

地的农业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系统

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农业区划，使我

们的农业生产规划建立在有科学依据的基础上，用严格的

科学态度领导农业生产，因此，国务院决定设立全国农业

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并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

门、各省、市、自治区“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长期地

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1979年4月召开全国农业资源调

查与农业区划会议至今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

三十多年来，农业区划工作三起两落的曲折经历，是

与全国政治经济变化以及整个农业的兴衰历史紧密联系在
殳



一起的备农业区划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过程。它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按科学规律办事的重要意义。三次农业区划工作的开展，

说明它是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加速农业发展必不可

少的基础工作和重要条件。“大跃进”的冲击，“文化大革

命”的批判否定，都没有也不可能抹煞它的作用和功绩，

而是一次叉一次发展壮大起来!这是发展农业靠科学的历

史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要求。

回顾过去，目的在于继往开来，农业区划工作应当更

加健康磁发展下去。这也是我对陕西省农业区戈13工作的希

望和祝愿。

(作者：全国农业区剜委员会科学顾I"*-I组尉组长≥

一九八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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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沿 革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全国的统一部署下，陕西省先后进行了三次

农业区划工作，现分述如下。

第一节50年代

1954年，西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主持开展了副Ic地区农业区划的研究，编写出《西
北农业区划的初步意见(草稿)>。

1955年至1959年，陕西省农业部门和科学研究单位，有组织或自发地进行了农业区

剜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主要有。1955年2月，省农业厅组织人员撰写并颁发了<陕西

省1955年农业增产技术指导试行方案>，汇编于农业部计划经济局1955年10月编写的

<全国各省区农业区划资料汇编》中，并在1956年lO月陕西省农业厅编印的《作物栽培学

讲议>和1957年8月陕西省教育厅编印的．《农业基础知识》丛书中作了介绍。

1958年8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同年lO月，农业部在广

东召开全国土壤普查工怍现场会，会议提出并部署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耕地为主的土

壤普查鉴定工作。同年12月，陕西省成立了土壤普查鉴定利喟规划委员会，副省长谢怀

德任主任委员，省农业厅厅长赵锦峰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省农林厅副厅

长庄星书任办公室主任，省农科分院副院长李挺任办公室副主任。各专、县均建立了相

应的机构。

第二节60年代

1963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歼的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制定的《1963—

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将农业区划列为第一个重点项目。提出农业区划的任

务是t为了全国及各省、区正确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充分合理地利用我国多种多样的自然

条件和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地规划农，林，牧、副，渔生产和发展方向，实行农业合理

布局，以及因地制宜地制订农业技术政策，为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提供

基本的科学依据和建议。陕西省农经所所长刘广每容参加了。这次会议o

1963年12月上旬，西安市成立了规定|J委员会，负责全市农业区划和规划的领导工

作。主任委员刘庚(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委员由主管农业；j勺副市长、计委、科委、农业

局，城建局、供电局等有关单位的领导组成。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主任程必武，副主任薛

方亭．李胜奎，王岱云、吴皋森、张仲平。办公室编制20人，抽调36人，共56人组成综

合，农业，水利、机械，电力、科技，秘书7个组。1964：吼J，西安市开展了农业区姗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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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划工作，年底先)；j形成r《西安市1964--1970年发展农业总体规划》、农业区戈，i私

?3个单项规划。

1964年5月10日至19日，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协调委员会在江苏无铴召开了全国农业

区划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主持会议，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协调

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致开幕词。陕西省科委余睁，省计委王汉

智、省农科院刘广镕、西北大学王新敬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江苏省和其它地区开展

农业区剃工作的经验，讨论了农业区划工作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以下意见和要求。

一．慧义

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按照农业生产地区分布的客观规律，划分农业区，并按地区

综合分析农业生产的条件和特点，发掘生产潜力，研究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方向和途径，

为园恐制宣领导和规划农业生产，提供系统资料和科学论证，农业区划工作是领导农业

生产的一项基础工作，是一个基本功。

=．主要内容

1，为农业服务的单项自然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

2、农业经济条件的区域分析。

3、农、林、牧、副、渔各部门区划。

4、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现代化的地区条件和基本措施的区域分析。

5、综合农业区划。

三．原则

1、必须有明确l均生产观点。

2、坚持科学精神，使主观认识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

3、远近结合，以近为主。

4、坚持农业区划王作的综合研究，加强有关学科的联系。

四．方法

1、贯彻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是农业区划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2、单项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

3、资料分析和实地调查相结合。

4、分片调查与专题调查相结合。

6、调查研究要点、线、面相结合。

6、分级划区、上下结合。

7、地图编制和文字报告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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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骤

1、全面分析各种反映农业生产地区条件和地区特点的已有资料。

2、有重点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3、综合分析研究以上各种资料，制定区戈lJ方案，编带q有关区划地图和区划报告。

1964年5月，陕西省人民革命委员会在西安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农业区划工作。

。7目15日省科委以(64)科业系字第29号文件向省人委报送了《关于开展我省农业区翘

工作方案的请示报告》。8月18日省人委党组第33次会议讨论决定， “组织一定力

量，把各方面现有资料收集整理，经过认真综合研究，提出下一步开展工作的具体方

案叩。根据省人委党组的决定，省科委经过调查摸底，认为区划工作量大，必须先成立

机构。lO月29日省科委又以(64)科党字第24号文件向省人委报送了《关于开展农业区

刘＆勺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农业区戈lj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加强领导是作好工作的首

要～步，建议仿照江苏等省经验，在省人委领导下，省长挂帅，由省级有关业务厅、

弱，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组成农业区划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

缀织联系工作。

1964句z 9月24日，陕西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向省科委、省农业厅报送了《对陕西留欢

盘移l械化区划和机械系统初稿编制工作的几点初步意见》

1965年1月15日，省人委党组第44次会议决定，省农业区划工作由科委负责组

织，立即全面铺开，要求1965～1966两年完成。8月11日省人委印发(65)会办字098

号《跌j—i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陕西省农业区划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农业

Ⅸ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刘邦疑副省&、王伯惠(省人委农办副主任)、余峥(省科委副

主任)、刘舒昌(省气象局局长)、李绵(省高教局局长)、陈之颛(省水电厅总二：程

师)、张思明(省计委副主任)、张胄谷(省林业厅副厅长)、张成功(省机械局副局

长)、鱼得江(省农业厅厅长)等lo人组成，刘邦显任组长，余峰任副组长。领导小组

抒公室设在省科委，编制5入，余峥兼任办公室主任，刘广豁(省农科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任副主任。专区级机构，有的专区是由地委、专署负责同志组成农业区划委员会，

有的专区是在专区农业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农业区划。

1965年2月6日，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向省科委报送了《关于水土

保持区划工作安排意见的函》。

1965年2月9日，陕西省农业厅向省科委、省农业区划办公室、省农业机械化区划

领导小组报送了《农业机械化区划工作安排意见》。

1965年2月26日，陕西省林业厅向省科委等部门报送了《关于征求区划太白I|』自然

保护区意见的函》。

1965年3月31日，延安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向省农业区划办公室报送了《关于我省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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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区剃工作计划初步意见》。

1965年4月12日，陕西省蚕桑研究所向镬科委报送了《对蚕桑区划工作安排的意

见》。

1965年4月13日，陕西省果树研究所向省科委报送了《陕西省果树区划工作计铷

纲要》。

1967；年4月16曰，省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和省农科分院向省科委、省农业厅、中

央气象局报送了《陕西省农业气候区划工作总结》。

1965年4月】9日，陕西省畜牧研究所向省农业区划办公室报送了《关于开展陕西省

畜牧区划工作意见坞报告》。

1965年4月20日，西北农学院向省科委报送了《陕西省关中地区肥料区划研究计趔》。

1965年4月28日，陕西省特种作物研究所向省农业区划办公室报送了《油料作物Ⅸ

划工作的初步意见》。

1963年8月6日，陕西省农业经济研究所向省科委等部门报送了《陕西省关巾地区

综合农业区划初步意见》。

1965年10月28日，商洛专区向省农业区划办公室报送了“商县、洛南县农业区铷初

稿炉。

1966年8月21目，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件凇调委员会在广州市(后来搬到广东省区翅

试点县东莞县开现场会议)召开了第二次全自农业区划工作经验交流会议。4月9日

结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等省委、省人委负责同志会见了各地区，各部门出

席会议的主要负责同志。广东、黑龙江、吉林、江苏、湖南等省的代表先后在会议上发

了言。会议总结了各地农业区划工作的基本经验是l①区划工作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

做到有用可行，②区划工作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③区划工作必须置于当地党委

领导下，以当地为主。陕西省刘广镕、宋天寿、费建中等4人参加了会议。

一．省级农业区划机构

第三节70年代后期以来

1978年8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

铡纲要(草案)》中，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列为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第

一项。要求对重点地区气侯、水、土地、生物以及资源生态系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合

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方案，制订因地制宜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农业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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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21日至30日，国家抖委、中国科学院、农林部在L【J东泰安联合召开了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的研究》与《水、土资源和土地合理利用的基础研究》规划

落实会议。会上草拟制定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计划要点(草案)》。陕西

省参加会议昀代表有杨明(省科委)、李宏道(省农业厅)、刘广穹容、张相林(省农科

院)、闻洪汉(西北农学院)、李治武(西北：欠学)、苏陕明(西北植物研究昕)、曹

振东、巨仁、周培华(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1979年2月12日，国务院在批转国家农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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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报告》(国发(1979]36号)中指出：“开展农业自然资

源和农业区划的研究是合理砰发利用农业自然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建立科学管理，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烈’工作。各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必须积极地、有计如

坤、长期进行下去。”决定。①国务院设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戈lj委员会，委员

会主任委员由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兼任，②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也应成立相应机构，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或立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各有关部，主要科研单位，

如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机构和高等院校也应建立和加强这一工作，④同意1979年上半年

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会议。

1979年4月3日至7日，寓家农委、国家科委、农业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在北京召开

了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农办和科委负责人，国务

院各有关部门、科研单位、院校的代表和专家共260余人出席会议。陕西省农林办白纪

年主任、李铁龙、省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广镕、省科委杨明参加了会议。国务院鄯

总理王任重就农业现代化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主要内容。 (1)成立全国农业自

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 (2)修改落实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计划要点

(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科研计划，(3)交流开展农业

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工作的经验。会议认为，近二、三年内应着重抓好以下工作：在农

业自然资源调查方面，一是土地资源调查；二是对目前资源开发利用矛盾比较突出的地

区(如黄土高原、三江平原、海南岛和西双版纳、沿海滩涂等)经过调查研究，尽快提

出合理开发利用的方案；三是士壤普查。在农业区划方面，为了‘满足当前规划和指导农

业生产的急需，在1979年二、三季度提出初步的、简明的全国综合农业区划和农业机械

化区划；各省、市、自治区在近一、二年内提出本省、市、自治区初步的综合农业区戈仆

和农业机械化区划，同时部署各县结合土地资源和土壤普查，在1985年前分期分批做出

各县的综合农业区划和农业机械化区划。

1979年6月7日，国务院在批转《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纪要》(国

发[1979]d2号)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必须深

入调查研究，科学总结广大农民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摸清农业自然资源及其生产潜

力，对全国和各地的自然、经济、技术条件进行综合评价，搞好农业区划，为因地制宜

地合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制订农业生产发展规划、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提供科学



依据。认真抓好这项基础工作，对于加速农业发展、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迫协“

的重要意义。"

1979年7月12日至19日，经陕西省革委会批准，在西安召开了全省农业自然资源调

查和农业区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级有关部门领导，部分地、市、县主管农业的负责同

志，各地、市和部分县农办、科委的负责同志，科研、教学单位的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共

250人。省革委会负责人李尔重、姜一、章泽、吕剑人出席会议。省农林办主任白纪年主

持会议，省科委主任杨戈传达了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精神。会议讨论

制定了《陕西省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计划》，落实了1979年的任务。省委

书记李尔重、章泽到会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姜一作了题为“搞好农业自

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总结报告。姜一在论述陕西省农业战线

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搞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必须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既

要考虑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又要从陕西省当前的实际出发，二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J三是既要因地制宜，又要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对1979年提出5项任务；

(1)搞好土壤普查试点工作， (2)拿出省一级粗线条的农、林、牧各类土地利用现

状分布图，(3)开展黄土高原重点地区综合考察，提出治理的方针和措施，(4)对太

自、佛坪、子午蛉s个自然保护区进行综合考察，提出保护利用和开展科研的规划方

案，(5)综合分析现有资料，初步提出简明的全省农业机械化和综合农业区划。并要

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农业区划工作的领导。

t979年10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陕西省农业

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则委员会"的通知》(陕发[1979]183号)指出： “为了加强

对我省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戈U工作的领导，省委、省革委会决定成立陕西省农业自然

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并设立办公室。由李尔重同志任主任委员，姜～、吕剑

人、自纪年、余峥、张振西、王朗超同志任副主任委员，赵征等二十一位同志任委员。

办公室设在省农办，由张振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刘广镕(兼)、

邢景文(兼)、王荣庆(兼)、孙武学。顾问：闻洪汉(兼)、李治武(兼)。

1980年7月22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

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交流～年多来的工作经验，研究安排今后二三年的工作任务。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区划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省农委、省科委负责同

志，省区划办公室负责同志，典型单位代表，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中国科学院等单

位的代表，以及部分从事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研究的专家共320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姜一、省农林办主任自纪年、省科委副主任崔中、省农科院副院长刘广镕、省区划办副

主任孙武学参加了会议。何康作工作报告，万里讲话，张平化总结。万里在讲话中赞扬了四

川省大邑县粗线条农业区划的经验，号召先粗后细，粗细结合，“今年、明年全国都要

搞起来，争取用二年时间基本搞完”。从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县级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

区划的高潮。万里对开展农业区划工作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作了肯定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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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普查工作应在各省、市，自治区区划委员会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与农业区划工

作结合进行。

农业区划要与当前制订长远规划工作密切结合，为制订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关于农业区划经费应纳入各省、市，自治区各级地方财政，统筹解决。

区戈Ⅱ办和所属事业单位应有固定的编制，其名额可由省、市、自治区总编铷巾给予
安排。

参加农业资源调查工作的野外作业补助，可按照同类作业办理，具体办法由国家农

委和有关部门商定。

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的成果属于科研成果，应按照国家规定的评奖办法予以评

奖。

农业资源和区划展览，各省都可以办。

这次会议决定将“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改名为“农业区划委员会”。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县级农业资源和农业区划工作要点(试行草案)》。

1980年9月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陕政办发[1980311号)，印发了省

委书记姜一同志在全省农业生产座谈会议上《关于第二次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

业区划会议精神及我省贯彻执行的几点意见》的讲话，要求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

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各有关委、办、局结合实际，参照执行。姜一在

讲话中传达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区划会议精神，总结了全省一年来农业区划工作，强调

必须下决，厶迸一步查明我省农业资源，搞好农业区划。当前着重搞好。 (1)进一步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真正把这项工作提到各级党政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2)加快

土壤普查速度，力争1985年前保质保量完成土壤普查任务， (3)积极开展县级农业区

划，粗细结合，逐步完善， (4)抓紧完成全省综合农业区划和农业机械化区划报告的

定稿工作，争取年内完成全省简明的农业综合自然区划报告；(5)注意抓好重点地区的

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

1981年8月lo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第32次会议决定，将“省农业自然资源调

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改名为“陕西省农业区划委员会"。

1981年11月，赵紫阳总理在第五届全臣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要“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我国人口多，耕地少，随着

人口的增长，这个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

我们的国策。要积极开展农业自然资源的调查，分别制订全国的和省、县的农业区戈lj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社、队的土地利用规划，努力实行科学种田”。

1982年5月4日，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联合发

出国农区划字[：1982]10号文《关于加强农业区划工作领导的通知》。指出，“在国务

腕机构改革中，中央确定保留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其办公室设在国家计委，既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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