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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36_325442.htm 西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农业、畜牧、渔业、农垦、农机厅(委、办、局)： 为

进一步加强西部大开发中的农业基础地位，大力推进西部地

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发挥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增加

农民收入，保护和建设西部生态环境，我部研究提出了《关

于加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结

合本地区、本行业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二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 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 特色农业是

指具有独特的资源条件、明显的区域特征、特殊的产品品质

和特定的消费市场的农业产业。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光

、热、水、土资源丰富，物种资源多样，具有发展特色农业

的优势和潜力。经过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已有一

定的基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

发展西部地区特色农业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当

前，要抓住机遇，明确思路，突出重点，制定措施，加快西

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为此，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加深

对发展西部地区特色农业重要性的认识 （一）发展特色农业

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任务。农业是西部大开发的基

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特色农业是西部农业开发的重点。通过

发展特色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

产能力，可以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西部地区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为发展西部经济和缩小东西部差距创

造条件。 （二）发展特色农业是西部地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的主攻方向。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地

发展特色农产品和产业，培育具有西部特色的农业产业带和

产业群，可以实现农业资源多层次、多途径的开发利用，满

足多样化、优质化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促进西部地区农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三）发展特色农业

是增加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目前西部地区农民增

收困难的问题比较突出。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建设一批规模

化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可以带动加工、储藏、运输等相

关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支柱产业，把独特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实现

农民增收目标。 （四）发展特色农业是保护西部地区生态环

境的有效措施。特色农产品对于资源和生态环境有着特殊的

要求。发展特色农业要遵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兼顾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发展既能够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又

具有显著经济效益的特色农产品，调动农民保护和建设生态

环境的积极性，实现对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进一步

明确发展西部地区特色农业的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发

展西部地区特色农业，要因地制宜，立足当地农业资源优势

，选择具有一定区域规模、产业基础较好、市场前景广的特

色农产品和产业，依靠科技，培育名牌，走集约化生产、区

域化布局和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路子，不断提高特色农业的生

产水平和产品档次，坚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实现高起点和跨越式发展。 （二）基本原则。 ──以市场为

导向。适应市场多样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立足国内市场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重点发展商品率高、市场需求强的特

色农产品。 ──突出发展重点。要以优势资源为依托，综合



考虑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市场条件等方面因素，优先发展

优势比较突出的产品。 ──适度规模生产。要考虑特色农业

生产条件的独特性和消费需求的特点，坚持在适宜区域进行

生产，做到规模适度，确保产品特性。 ──按产业化进行开

发。要着眼于特色农产品整个产业的建设，延伸产业链条，

建立产业体系，构建产业群体，形成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

一定竞争力的特色农业产业带区。 ──兼顾生态建设。要从

遵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要求出发，发展既能合理利用和

有效保护资源，又具有显著经济效益的产品，调动农民进行

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三）发展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在

西部每个省区培育形成几个在国内、国际市场有较强竞争力

的特色农产品，形成一批具有西部区域特点、知名度高的产

品品牌和特色产业带区，提高特色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形成

区域经济支柱，构建西部地区合理的农业生产力布局，显著

提高特色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

长，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突出抓好西部地区特

色农业的发展重点 （一）特色种植业产品。西部地区特色种

植业产品生产历史悠久，产品品质好，质量高，具有进一步

发展的潜力。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品种、品质结构，逐步减少不具备资源优势、缺乏竞争力的

农产品生产，为有优势的特色农产品生产腾出空间。抓住关

键环节，重点解决影响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的主要问题，

提高规模化生产水平。优质胡麻、油葵等特色油料作物的生

产，要注重品种改良和油脂加工技术改造。橡胶生产要立足

现有植胶基础，通过新技术的采用、胶树品系改良和增加投

入等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降低生产成本。马铃薯生产



要加强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建设，形成规模化生产优势。杂粮

、杂豆生产要抓好品种改良，形成合理生产规模，健全市场

营销体系，拓宽市场渠道。蚕桑生产要加强基地建设，改良

蚕种，提高品质。名贵中药材生产要加快药用植物的人工栽

培，建设川贝、天麻、杜仲、枸杞、黄芪等生产基地，扶持

中药材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优质烟叶生产要突出特色，提

高生产水平，改进加工工艺。 （二）特有园艺产品。西部地

区具有特殊的物种和气候资源优势，园艺产品品种繁多，特

色突出，发展潜力大。这些产品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能够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采用

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栽培技术，改造园艺产品的传统生产方

式，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要发挥鲜切花、

球根花卉和花卉种子生产的优势，加快新品种引进、选育，

加强加工、保鲜等设施建设。优质反季节蔬菜要实施精品战

略，推行精细化和无公害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特色瓜

果生产要实行原产地保护制度，适应市场对鲜食和加工专用

品种的不同要求，调整品种结构，培育品牌，加强市场营销

，提高园艺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三）草业和草地

畜牧业。西部地区草地资源丰富。草业和草地畜牧业在西部

农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建立基

本草原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天然草原的保护和建设力度

。在牧区要推行草原划区轮牧，实行舍饲和半舍饲。在草原

生态脆弱区和严重退化地区要实行禁牧和休牧制度，加快草

原植被恢复，逐步实现草畜动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南方草

山草坡资源，加强牧草种子基地、草原监理和生态环境监测

预警体系等建设，加快草业加工技术和设备的研究、开发和



引进，带动西部草业发展。西部地区是我国传统的优质牛羊

肉、羊毛、羊绒及肉兔等其它草食家畜的主产区。要调整畜

群结构，改良畜群品种，提高优质肉牛、肉羊比重，加快发

展优质细毛羊，稳定发展绒山羊，改革传统的养殖方式，大

力推行舍饲圈养，提高畜产品商品率。有条件的地区，积极

发展秸秆养牛和特色畜禽类生产。要加强畜禽良种繁育体系

和疫病防治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草地畜牧业质量和效益。 

（四）高效生态特种水产养殖业。西南地区水资源丰富，发

展渔业生产具有较大潜力。要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合理开发利用大水面资源和冷水性资源，有效开发利用湖

泊、水库、山区河沟和溪流等水资源，发展水产养殖。西北

地区要结合沿黄河水域开发，改造低洼盐碱地，发展渔业生

产。要推广普及健康养殖模式，发展稻田养鱼、养蟹等高效

生态型水产养殖。重点发展冷水性鱼类等特种水产品生产，

提高名特优新水产品产量的比重。不断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建

设，进一步做好良种培育、病害防治、饲料生产、科技推广

和技术培训等工作。 （五）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特色农

产品加工业是提高农业附加值、带动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手

段。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能够把西部特色初级产品

变为特色加工产品，提高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发展特色农

产品加工业，既要面向城市市场，又要着眼农村市场，注意

开发周边国家市场；既要发展成规模的现代加工业，又要发

展各种地方风味和特色产品的传统技术生产。要努力开发新

产品，积极发展名牌产品，建立健全市场营销渠道和网络，

形成以粮油制品、肉制品、果蔬制品等为主、具有地方特色

和民族特点的农产品加工业体系。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



要立足于现有加工能力的技术改造，着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

量和精深加工能力，不能盲目铺新摊子。要把发展特色农产

品加工业与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农产

品加工企业合理布局，形成规模，更多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

力。 四、采取有利于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

）加强特色农产品良种开发和新技术推广。发展特色农业，

良种要先行。要加大“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

、“动物保护工程”等项目向西部地区特色农业的倾斜力度

，加强特色农产品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加快优良品种的引进

、培育、开发步伐，推广更新一批适合西部特点的优良品种

。加强成套生产技术的推广，着力解决好特色农业生产中的

各项关键技术。要重点加强草地畜牧业的良种体系、防疫体

系和冷链设施建设。针对西北地区干旱缺水的特点，要推广

耐旱农作物良种和旱作节水农业技术。西南地区季节性缺水

和蓄水能力差的问题比较突出，要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和旱作

节水农业技术。 （二）建设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标

准化生产是提高特色农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要选择一批产

业发展基础好的重点县市，按照产业化的思路，建设一批特

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良

种供应设施、技术服务体系、质量检测体系和机械化作业服

务体系等建设。对特色农产品生产实行全程标准化管理，提

高产品质量，创立一批特色品牌产品。加强标准化生产和管

理技术的培训，推动标准入户。 （三）建立特色农产品原产

地保护制度。特色农产品原产地独特的资源条件和地理环境

，具有不可替代的自然垄断性，是保证特色农产品质量的前

提。要尽快研究制定特色农产品原产地保护方面的法律、法



规，组织开展特色农产品区域划定、原产地命名、品牌标注

等工作，实行依法保护，提高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信誉，

保证质量和特色。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假冒

伪劣产品冲击市场。 （四）培育西部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要载

体。要落实国家扶持重点龙头企业的各项政策，依托特色农

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培育一批从事特色农产品加工、

销售等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培育各类市场中介组织

，发挥其在技术服务、产品销售方面的作用，推进农业产业

化经营。 （五）加强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特色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要搞好退耕还林、还草，加大《

草原法》执法力度，落实草地家庭承包，切实搞好草原建设

和保护。采取工程、农艺、化学控制和生物技术等节水措施

相结合，建立田间蓄水、抗旱保水、节灌补水和土壤培肥等

节水技术体系，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注重特色农产品产

地环境保护，实施保护性耕作。积极推广沼气等农村能源综

合利用技术，发展生态农业，保护生态环境。 （六）增加对

特色农业发展的投入。中央农业投资要向西部地区倾斜。在

西部开发的专项资金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中，应安排一定比

例资金，用于农田基本建设、草原建设、旱作节水设施和保

护性耕作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特色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

引进、培育、开发和推广。各地要创造条件，积极争取金融

部门的支持，增加对特色农业发展的信贷资金投入。要创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和鼓励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投资

西部特色农业。 （七）切实加强对特色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

。发展特色农业是一项长期任务。西部各省区市、各行业要



结合本《意见》的精神，从当地实际出发，围绕上述发展重

点，抓紧制定本地、本行业特色农业发展规划。近期西部各

省区市要确定2－3个主要特色农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加强扶

持和建设力度。我部将在此基础上，重点支持特色农产品良

种繁育体系、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等建设。各地要切实加强

调查研究，及时解决特色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强宏观指导，加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的发展。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