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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开展了三次全国性的农业区划工作，由于所处的

条件不同，每次开展的动因、目的、任务和要求也有所不同。50年代初的第一二次，是

全国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进入全面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借鉴前苏联的

经验，指导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60年代的第二次，是针对1958年

大跃进及“五风’’(注：浮夸、共产、瞎指挥、命令、干部特殊)等错误对农业的危害并

转到科学指导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是在“文化大

革命”中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

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开展的。

1978年以来，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资源和区划会议，党中央国务院和有

关部(委、局)为此发了大量文件。20年来，全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

国家到省、地、县、各级都比较全面系统地开展了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揭示

了不同地域单位和不同内容(自然、部门、措施、综合)区划的自然规律和地域分异

规律，为各级政府和农业企业(农户)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类规划

和指导农业生产和农村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科学依

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第一、二次农业区划工作相比，这次的突出特点是：同国

家的政治、经济大转变和宏观科学决策的需要紧密结合，实行“三服务”(即为调

整、为规划、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在全面系统地开展农

业资源调查评价的基础上开展农业区划；形成了从国家到省、地、县四级比较完整

的成果、研究和工作体系；培养了一大批知识面广、懂得综合评价分析的农业综合

研究和总揽全局的管理人才。

20年来，也是全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经济体制不

同，资源、生产力要素配置的方式也不同，即由计划转变为由市场配置。农业资源、

区划也有个适应这种转变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务件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在

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耕地、淡水等资源、生产力要素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流动和

进行配置。粮食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比较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障全国粮食和食物安全对耕地、淡水等资源、生产力要素

的需要，并防止其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盲目、无序地流动，就成为农业资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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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粮食生产所需耕地、淡水

等往往是调减对象。20年来，大中城市郊区，经济发达的长江、珠江、闽南三角洲等

地区，耕地大面积减少。桑(果、蔗、菜、粮等)基鱼塘，是珠江、长江三角洲一种高效

高产和种养结合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由于比较效益的作用，大量被效益更高

的城镇工商、服务业所取代。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21世纪人类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一方面要加快市场开放，推动资源、资

金、技术、商品和劳务的跨国流动，促进各国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和专业化，

实现各国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共同繁荣；另一方面，也要迎接挑战，国外有竞争优势

的小麦、大豆等产品，将会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因此，如何利用两种资源(国内和

国外)和两个市场，既适度进口一些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以弥补国内的不足，实现

国内耕地、淡水等短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又大力提高国内种植业的生产力、劳

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确保粮食基本自给和食物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就成这

宏观决策管理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建立资源、生产力要素的经济核算、管理、调控体系，搞好区域开发、发展规

划，使其按照市场法则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合理、有序、适时地流动，不断优化资

源、生产力要素和产业结构布局的配置，实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稳定、协调

发展，是当前农业资源、区划战线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志》一书着重回顾了1978年以来全国农业资源、区划

的提出、开展过程，以及取得的成果，总结经验教训，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希望能为广大读者研究农业资源和区划提供一些

历史资料，也为今后从事、关心这项研究或工作的同事、朋友们，在不同历史条件

下推动事业的前进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方法、思路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上▲—‘
刚 舌

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性、综合性的长期工作。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现在始终被列为国家长期研究的重要任务，特别是1979

年国务院成立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及办公室，并组织开展全国

性的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以来，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近20年在查清农

业资源家底、合理利用资源、监测资源动态、研究农业发展战略、建立商品基地及

农业地区开发、调整农业结构、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生产力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

与有益的建议，对拟定与落实农业发展规划，保护农业资源，挖掘农业生产潜力，

合理布局与配置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促进农业与农村持续发展起了

一定作用。而今，正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为了着重总结近

20年来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的成果与经验，以便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及参加世贸组织后，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应如何深入发展，使之

在21世纪建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今以志的形式编写了这本书。

本书’是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秘书长李仁宝于1997年提出，1998年获得

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及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主任薛竞同志同意，由全国农业资源

区划办公室、中国农科院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

共同组织编写，具体工作由学会承担的。从1999年开始编写，参阅大量资料和有

关档案资料，于2000年底完成。书中附录载有历史资料，并收集了国务院有关文

件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

书分土、下两篇十五章，各章分工为：第一、二、六、九章由向涛编写；第三、四、

七、八、十章由龚绍文编写；第五、十二章由张巧玲编写；第十一章由王道龙、吴晓

春编写；第十三章由张德永、吴晓春编写；第十四章由朱忠玉、向涛编写；第十五章

由朱忠玉编写；附件由向涛、龚绍文编辑。

在编写过程中，林干、张仲威、刘树楷提供了宝贵资料，陈京香协助收集整理

资料，并蒙专家石玉林、张仲威、张肇鑫、林干、李应中、郭焕成审核书稿，书稿形成

后由张巧玲作了统编。在此我们对以上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涉及面广，跨时间长，内容复杂，而我们编写缺乏经验，水平有限，书中有

疏漏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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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志

上 篇 总 论

第一章历史概述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进行的物质再生产，受自然规律和

经济规律的双重制约，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由于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

济技术条件的不同，便形成不同的农业区域，以及农业区域的演变规律。农业区

划，是客观存在的农业区域——即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和社会劳动地域分工在人们

主观意识上的反映，包括农业区域的历史演变过程。农业区划，是在对自然生态

环境、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区内相似性和区间

差异性而划分不同内容和等级的农业区；根据区域条件提出扬长避短，发挥区域

比较优势和特色经济，优化区内资源、生产力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布局，实行区

域生产专业化和综合发展的方向、途径、措施等；综合研究各区域之间的社会劳

动地域分工和协调发展，提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的设想和

比较方案。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农业区域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

和发展。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和发展比较缓慢，

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区域的变化主要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随着商品交换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

社会劳动地域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区域化和社会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

义又可以分为计划经济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时期，不同时

期资源、生产力要素配置的方式也不同。在计划经济时期，是通过国家计划的形

式，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政府宏观调控、

诱导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作为反映客观地域分异规律和劳动地域分工的农

业区划，也必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为了以史为鉴，不妨简要回顾一下

农业区划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古代、近代农业区划思想

中华民族渊源流长，历史上许多史、方志、农书、游记等中，都包含着一些
——1——



农业区划方面的思想和记载。

早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即战国时代)的《禹贡》中，就有了比较明确的地

理区域划分，打破了原有大邦、小邦的行政疆界，将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

扬、荆、豫、梁、雍九个州，并按农田的地力差异划分为三等九级。用区域比较

方法，分别论述了各区的地理位置、山川走向、土壤质地、物候特征、植物分布、

作物产量、田赋等级、贡品名录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极

为缓慢，生产关系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保持着自然经济形态。因此，古代的农

业区划，是以自然条件为主要特点的自然经济区划。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商

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区之间生产专业化和

社会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地域分工。在这种背景下，理论工作者纷

纷提出了适合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理论和方法。1826年，德国科

学家屠能发表了《孤立国》——农业区位论，以城市为中心划分成六个同心圆的

农业圈层，从经济合理性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农业布局的规律性。他从级差地

租出发，以利润大小为转移，论述了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合理地区差别，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建立农业分圈层地带实现生产专业化和与专业化配合的部门组合理

论，并引伸出各种农产品布局的最优区位．。
‘

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扩大，劳动地域分工必然冲破国

家界限，即发展国际分工。英国的亚当·斯密提出了国际分工学说，经济学上又

称为绝对利益学说。后来，李嘉图、大卫发展了国际分工论，提出了比较利益学

说，或称比较成本学说。

马克思指出：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分工，改变了各地为了满足自

己的需要，不顾本地条件是否有利，实行“小而全’’的布局，为发挥各地区的比

较优势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地区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区域生产专业化有利于改进

技术和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组织培训和技术推广，提高劳动者技术熟练程度，实

行规模化生产，组织产前、产中、产后的综合服务，降低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

单位资源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地域分工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支配，企业盲

目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不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地域分工的优越性。如追求高投入

高产出，滥用机械、农药、化肥等，造成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危害人民身

体健康等。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业区域的形成及演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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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打上社会的烙印。按照年降雨量400毫米的等雨线，可将全国分为东南部

农业区和西北部牧区，国土大致各占一半，东南部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5％，西

北部占5％。西北部牧区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文化教育落后，

仍长期停留在自然经济阶段。东南部农区，则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并逐步参与

国际分工，形成一些商品农业区域，变成了帝国主义获取超额利润的殖民地。如

东北的大豆、甜菜区；台湾的稻米、凤梨、甘蔗区；山东、河南、安徽的烤烟区；

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茶叶区；江苏、湖北、河北等省的棉花区；江苏、浙江、

四川等省的蚕桑区。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一方面通过低价收购原料(棉花、大

豆、蚕丝、茶叶等等)高价销售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另一方面通过倾销“洋

货’’，迫使中国家庭手工业和幼小民族工业破产，榨取超额利润。

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近代的农业区划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学者

发表文章，阐述中国或省级的农业区划，如1934年胡焕庸的“江苏省农业区域"；

根据江苏农作物分布情况划分为棉花、旱粮、籼稻、稻丝等四个农业区，1935年

他发表了“安徽省人口密度与农业区域”；1936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农业区域’’；

1938年周淑贞发表了“山西省农业区域”；1945年候学焘发表了“四川农业区

域”；1939年沈宗瀚发表了“中国小麦区域问题’’，1943年王金陵发表了“中国大

豆栽培区域划分之初步研讨”，1945年卜慕华发表了“贵州省水稻区域"。1937年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卜凯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著了《中国土地》一书，其中有“中

国农业区域’’一章，把中国划分为两大农业地带和八个农业区。

这些区划，大多属于认识性的现状区划，缺乏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根据

一些资料、报道，由个人自发进行的学术探讨。如胡焕庸的“中国农业区域’’，其

区域界限与中国地形气候图上的重要界线几乎完全符合。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区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区划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其

研究的目的、任务和组织领导均与1949年以前完全不同。1949年以前的农业区

划，只限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凭个人的学术素养和兴趣而进行。新

中国成立后，则由政府及国家科学技术领导部门作为一项科研任务主动提出开展

农业区划，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并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相配合，为政府的宏

观决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开展了三次农业区划，下

面分别加以简述。

(一)1953，---1957年的农业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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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产积极

性空前高涨。同时，各地在指导农业生产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违背因地制宜的

作法。1953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指出：“必须深刻

认识农业的地域性和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切忌机械搬用不适合当地情况的所谓科

学技术与一般化地推行某些不适合地区特点的技术改进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97)”中，也明确提出“在发展农业生

产和采取技术措施的时候，都必须特别注意因地制宜的重要性”。1954年从中央、

穴区到省、市、区都建立了农业区划工作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中央农业部计划

经济局责责对全国农业区划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并由长期计划处具体管理这

项业务。同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综合局专设生产力配置处指导这项工作。全

国各大行政区农林部(局)和省市区农业厅(Zj)的计划部门都建立了农业区划

的管理部门．，开展了农业区划工作。同期，农业部设有以康民斯基为首席代表的

前‘苏联专家顾问组，参与对全国农业区划的指导。农业部计划经济局，组织农学、

地理、林业jj水利、气象、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共同提出了全国和六大行政区农业

区划方案。在这两个方案的基础上，拟定出打破大区界限的东北、华北、华中、华

南、西‘北、康藏滇6个农业区域和16个农业小区的农业区划j．同时，还要求各、

省、市：自治医也进行本地区的农业区划。1955年10月编印的“全国各省农业区

划资料汇编”中；除西藏、台湾缺资料和青海、浙江未上报外，。全国24个省都作

了区划。当时由于对农业区划工作的任务和内容认识上不一致，．又没有拟订统一

的农业区划原则和方法，各省区之间的差异较大。有的着重考虑自然条件，其中

有的偏重土壤(如河南省)，有的偏重地形(如山东省)，有的偏重气候(如陕西

省)，有的偏重水利条件(如甘肃省)，有的偏重耕作制度(如广西)，有的不是农

业区划而是综合经济区划(如福建省)。

这几种区划方案都是学习前苏联社会主义农业配置的经验，结合中国农业实

际而进行的尝试，都明确提出了区划原则，分析了各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特

点，提出了各区农业各部门远景发展的方向。他们的重点都放在远景发展上，面

向未来，注意到了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与区内综合发展相结合，使经济作物及林、

牧、渔业都得到安排；由于当时增产粮食是首要任务，因此尽力保证粮食生产。同

时也应看到这几种区划只是笼统地提出发展方向而缺乏发展指标，同一部门(或

作物)在各地区间分工的规模以及同一区内各部门的相对比例也不明确。

1956年，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发布了《195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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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40条，其中第6条提出将全国划分三类地

区，明确要求粮食亩产应达到的预定指标：即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由

1955年的75多公斤增加到200公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04

公斤增加到250公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200公斤增加

到400公斤。这个《纲要》，内容广泛，公布以后，曾经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

发展。但就粮食增产指标来说，自北往南，我国自然条件和复种指数越来越优越，

而计划要求增产却依次递减，则不甚合理。同时由于各地盲目急于达标“上纲

要”，显示“政绩”；提出不切实际的“跨黄河”、“过长江”口号，在统计报表上

出现了人为的多减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的浮夸现象。

1957年，为了配合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又进行了县级(山东高唐

县)和专区级农业区划的试点。农业部计划经济局应用1957年的全国分县主要农

作物统计资料(包括水稻、小麦、薯类、玉米、高粱、谷子、大豆、花生、油菜

籽、芝麻、棉花、黄麻、洋麻、苎麻、亚麻、烤烟、甘蔗、甜菜等)，编制出版了

《全国主要农作物分布图集》，并附有简要文字说明和统计资料。

同一时期，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也在区划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中国科

学院于1954年组织编写了《中国自然区划草案》。同时，还成立了自然区划工作

委员会，由竺可桢任主任，聘请前苏联专家萨莫依洛夫为顾问，组织院内有关所

及院外有关单位协作，先后完成了有关中国自然区划一套9本专著，包括地貌、气

候、水文、潜水、土壤、植被、动物、昆虫及综合自然区划，以及一本《自然区

划方法论》。

1955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织周立三等专家到划分区界难度}匕较大的

西北农牧交错地带进行实地考察，出版了《甘青农牧交错地区农业区划的初步研

究》。后来该所赵松乔等继续对内蒙古和西南农牧交错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分

别编写了有关农牧业合理配置的专门报告。

1957年，中国农科院院长丁颖发表了“我国稻作区域之划分’’。姜成贯发表了

“我国马铃薯栽培区域”。地理学报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周起业的“我国农业区划

基本问题的探讨”。

1960年初，由邓静中等在5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编著的《中国农业区划方法论

研究》发表，书中根据50年代的实践对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实现必要的地域分

工，以及农业区划的概念、原则、内容、步骤和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二)1958～1966年的农业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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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

热情。1958年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凭主观愿望发动

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给农业生产、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

极大的困难。1963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把

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列为10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第一项

重点项目。在国家各部委领导下，地学、农学等科技人员密切合作，第二次开展

了全国和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农业区划工作。这一时期江苏省的农业区划工

作搞得最为出色、有效。

江苏省于1963年春成立了江苏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组织30多位专家对全省

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编写出

《江苏省综合农业区划报告》和专题区划报告共38种，以及一套农业地图集。根

据农业地域发展规律，把江苏省划分为徐淮、里下河、沿海、沿江、镇扬宁丘陵

和太湖等6个一级农业区和45个二级农业区，并对全省和各个农业区生产发展

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建议。这些成果，为各级领导农业生产，从

实际出发，实行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指导，克服和减少主观主义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根据农业区划提出的科学建议，因地制宜大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结合

治水、改良盐碱地和冷湿粘地为主的低产土壤；在不断改善生产条件的同时，改

革耕作制度：徐淮地区发展旱改水、里下河地区实行沤改旱，太湖地区推行双季

稻三熟制，沿海地区扩大麦棉两熟；以及太湖地区陈永康水稻高产综合技术和徐

淮地区水土肥林综合技术样板的推广等。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64年农业部召开会议，确定利用“一五”时期农业区划成果，以建立5亿

亩基本农田为中心和粮、棉、油、糖等作物为主体，进行生产的合理配置，将全

国划分为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关中平原、长江和珠江三角洲、赣抚平原、江汉

平原和川西平原作为主攻重点样板，同时同各省区结合，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布局。

1964年5月，国家科委在江苏无锡主持召开了全国农业区划工作经验交流

会，6个大区和28个省、市、区的代表与会，交流了经验。会议由国家科委副主

任范长江主持，他在讲话中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江苏的经验，改善对农业的指导，同

时要求农学、地学等各学科的专家同心协力，紧密合作，共同为发展农业作出贡

献。会后，周恩来总理明确肯定农业区划工作搞得对，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社

论指出：．“江苏省和其他一些地区，近年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农业区划工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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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显著的成果。‘这是用严格的科学态度领导农业生产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很重要

的一个基本功”。“农业区划可以为充分利用各地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发掘经济

潜力，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为实行各地区农业

生产的合理布局，建立合理的区域性耕作制度，为各地区的综合治理，’为逐步实

现农业现代化，提供系统资料和科学论证。”

江苏省在农业区划的基础上又分区制订农业区域规划和农业基本建设规划，

分区提出生产发展方向和农业基本建设途径，确定合理的农作物布局、品种组合

和相应的栽培技术。中共江苏省委提出：要在搞好区划、规划韵同时，以农业先

进单位为依托，分区设立样板点，运用“多级规划，层层设点，领导蹲点，典型

示范，以点带面，比学赶帮”的方法，来领导农业生产建设。1966年1月《人民

日报》发表了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运用样板，推动全盘，是领导农业的好方

法”的长篇文章，对江苏省这套区划、规划、样板相结合的领导农业生产的方法，

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引起各地、各界的强烈反映。．

1966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东省东莞县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

议，交流了各地开展农业区划工作的经验。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部委和各省、市、

区也开展了广泛的农业自然条件的评价和区划。农业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委托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以土地利用办中心编制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草稿)和一套

地图册。由国家大地图集统纂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

全面反映了全国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分布状况及其科学研究成果。

(三)第三次农业区划概况

1978年3月，中央召开了近6 000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全国农业自然资

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被列为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草

案)》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中的第一项。

197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由有

关部闷负责人和专家共26人组成，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王

任重兼任。1979年4月3日～4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自然资源

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会后国务院以国发(1979)142号批转了会议纪要。为了交

流经验，推动工作，1980年7月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会

议。于是，‘第三次全国农业区划全面铺开。

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为国务院的非常设机构，于1993

年被撤消，但保留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办公室至今。全国农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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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先后由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王任重、万里、

田纪云、陈俊生兼任。区划办主任先后由朱则民、张肇鑫、赵雪、张巧玲i李仁

宝、李晶宜、薛亮担任。农业区划办公室先后设在国家农业区划委员会、国家计

委农业区划局、农业部农业区划司、农业部发展计划司。

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的职责：1979年国务院142号文中

规定：领导和推动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组织协调有关的科研工作；

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农业自然资源，以及因地制宜规划和指

导农业的科学建议。1981年10月7日，国务院国发(1981)145文批转国家建设

委员会《关于开展国土整治工作报告》中指出：“有关农业资源的考察、开发、利

用、治理、保护等工作，仍由农委负责规划、组织、协调?⋯．．，’。1989年1月14

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89)6号文《关于调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的通知中

关于农业区划委员会的职责是：继续深入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动态监测和综合评

估；组织研究农业资源开发的重大政策；组织推动各地和有关部门搞好农业区域

开发规划，拟定农业区域开发总体布局的总体方案；协调农业区域开发中部门之

间、地区之间以及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的关系；组织进行跨地区J、跨部门重

大农业投资项目和商品基地的前期论证和综合评估；指导区域综合开发实验区的

工作；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研究拟订农业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法规，管理农业区

划研究所和资料数据库等事业机构。

任务。197，9"-1985年全面开展全国的和省、地、县(西藏仅搞试验点)的农

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全国的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包括11

个大课题和40个子课题，于1979年6月15日，由国家农委、国家科委以国科发

四字第363号文正式下达到各有关单位。在基本完成这些任务后，1986年3月13

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86)18号文《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区划工作》的通

知提出4项任务：(1)继续深入开展土、水、气候、生物资源调查，逐步开展农

业自然资源动态监测。力争1990年完成各类土地资源详查，搞好土地资源评价弄口

农业资源的综合评价，为合理利用各地的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提供详实的数据

和科学依据。(2)抓好县级综合发展规划。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展

县级综合发展规划的工作要点，并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做出具体部署。在开

展县级规划的同时，开展全国的和省、市、自治区的重点地区农业综合发展规划

和区域开发规划。(3)搞好重大农业投资项目和商品基地建设的前期论证和咨询

服务。科学的前期论证工作一定要走在农业的基本建设的前面。要通过试点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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