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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种植业结构调整与发展对策研究》从西藏耕地生产潜力、粮食与油菜作物单产潜力、农作物复
种潜力、各作物开发潜力、农业科技增产潜力等方面，分析了西藏种植业所蕴藏的巨大潜力；挖掘种
植业内涵潜力与结构调整实证和挖掘种植业内涵潜力与结构调整实证。最后根据未来西藏种植业挖潜
力、调结构、上规模、增效益的发展需要，提出了“一靠科技、二靠农民、三靠市场”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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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藏农牧业生产基本情况　　一、农牧业生产区划与特点　　（三）牧区基本情况　　该
区主要包括那曲地区全部、阿里地区绝大部分和拉萨市的当雄县等西藏西北部高原地区，共18个县，
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直至昆仑山脉，西止于国界、东临青海省。牧区总土地面积71.06万km2
，占全自治区总土地面积的59.3 ％。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产值占该区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为4.1 7
％、95.8 1％、0.02％。由此可以看出，畜牧业在本区内占绝对优势，畜牧业是当地食物生产的最主要
活动。　　该区农牧业生产结构较单一，除局部地区种植少量的早熟青稞、油菜及豌豆外，别无其他
植物性食物生产，主要以牦牛和羊为主。该区东北部气候相对湿润，植被以高山草甸草场为主，适宜
养大畜，牲畜以牦牛为主，而西北部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植被以高山草原和荒漠草场为主，大畜生存
难度大，适宜小畜养殖，以绵羊为主。该区粮食和油菜总产低于全自治区的l％，牲畜存栏数则占47.5
5％，肉类总产占36.04％，其中羊肉占47.2 2％，羊毛和羊皮各占56.2 0％和40.5 5％。这反映该区牧民
用羊毛、羊皮等交换其他必需的食物，尤其以粮食来弥补当地生活不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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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藏种植业结构调整与发展对策研究》以农牧业生产区域划分、发展趋势、结构演变、近年发
展特点与趋势等方面，论述西藏农牧业的基本特点和走势；重点叙述西藏种植业发展的资源特点与优
势；着重分析西藏种植业发展历程、趋势、种植业结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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