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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全书（新疆卷）》

前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和农村经
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农业和整个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我国以占有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的吃饭问题，广大农村
基本上实现了温饱，而且正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　　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农业
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什么时候粮食丰收了，
农业搞上去了，经济就发展，国家的日子就好过。反之，经济发展就缓慢，人民生活困难，国家日子
也不好过。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正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谁能够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扬长避短，保持
农业发展后劲，谁的经济发展就能占据优势，取得主动。面对未来的发展与挑战，我们谨将有关反映
中国农业方面国情的资料，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社会经济条件、农业生产关系变革与完善、农业
生产水平与发展历程、农业教育科技与文化、农村市场、农业经济技术国际合作与进出口贸易、农村
经济收益分配等资料汇集起来，分门别类，加以总结，编纂成《中国农业全书》，以献给农村改革和
农业现代化事业的创业者与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全
国各族同胞和一切关心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朋友们。中国人民必将能从中认清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
，了解我国农业的现状、发展变化历程及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
些知识与经验，对于深化有关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加牢固地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
科学地进行农业发展决策，发挥我国农业资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克服人口多、耕地少，家底薄
等不利因素，进一步把农业搞上去，以适应并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一切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也能够由此增进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了解。这
就是我们编纂出版这部《中国农业全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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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全书（新疆卷）》

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全书:新疆卷》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农业状况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什么时候粮食丰收了，农业搞上去了，经济
就发展，国家的日子就好过。反之，经济发展就缓慢，人民生活困难，国家日子也不好过。当今世界
各国的经济正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谁能够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扬长避短，保持农业发展后劲，谁的
经济发展就能占据优势，取得主动。面对未来的发展与挑战，我们谨将有关反映中国农业方面国情的
资料，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社会经济条件、农业生产关系变革与完善、农业生产水平与发展历程
、农业教育科技与文化、农村市场、农业经济技术国际合作与进出口贸易、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等资料
汇集起来，分门别类，加以总结，编纂成《中国农业全书》，以献给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事业的创
业者与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全国各族同胞和一切关
心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朋友们。中国人民必将能从中认清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了解我国农业的现
状、发展变化历程及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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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全书（新疆卷）》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业自然资源　　第一节 土地资源　　一、土地面积及结构　　新疆土地面积165.11万平方
公里（未含中国、塔吉克斯坦待议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l／6，是我国面积最大
的省区。根据1985—1993年开展的自治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汇总数，进而计算1995年的土地变更数，
全疆土地总面积为16511.03万公顷，其中耕地390.52万公顷，占2.37％；园地14.83万公顷，占O.09％；
林地659.88万公顷，占4.OO％；牧草地5132.21万公顷，占31.08％；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73.21万公顷
，占O.44％；交通用地21.50万公顷，占O.13％；水域461.36万公顷，占2.79％；未利用地9757.54万公顷
，占59.10％。在土地总面积中，山地6390.18万公顷，占38.70％；平原6540.50万公顷，占39.62％；沙
漠3514.69万公顷，占21.28％；湖、库、溏66.07万公顷，占O.40％。在未利用地中，拥有相当数量的宜
农、宜林、宜牧荒地，开发潜力很大，是国家重点开发地区之一。　　二、地形地貌　　（一）地形
地貌新疆地形复杂，类型多样。境内冰峰耸立，沙漠浩瀚，盆地众多，草原辽阔，绿洲星罗棋布。在
地形上，高山与盆地相间，形成明显的地形单元。地貌总轮廓是“三山夹两盆”。北面是阿尔泰山，
南面是连接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尔金山山脉，天山山脉横亘中部，把新疆分为南北疆
两部分。天山由数列东西走向的平行山脉及其间的盆地、谷地组成，分南天山、中天山和北天山。中
国境内的天山全在新疆，西高东低，全长1700公里，南北宽100～400公里，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北
疆有准噶尔盆地，南疆有塔里木盆地。　　位于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西部为一系列低
山，统称为准噶尔西部山区，东面有北塔山和延伸到甘肃的北山，大致呈三角形，向西倾斜，属封闭
盆地。盆地东西长70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间，有我国第二大沙漠——古尔
班通古特沙漠，面积4.5万平方公里。盆地地貌分3个部分：北部平原北至阿尔泰山南麓，南至沙漠北
缘，风蚀作用明显，有大片风湿洼地；南部平原南至天山北麓，为北疆主要农业区；中部沙漠区大部
分为固定半固定沙丘，丘间洼地生长牧草。　　位于天山南和昆仑山北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
盆地，盆地长约1400公里，最宽约500公里，外貌呈不规则菱形，面积为53万平方公里。盆地西部有巍
峨的天山南脉和帕米尔高原，南部是高峻而宽广的喀喇昆仑、昆仑及阿尔金山脉，盆地向东倾斜。盆
地东面虽有宽约几十公里的疏勒河谷通向河西走廊，但因海拔高程较低，水系不能外流，亦属全封闭
的内陆盆地。其间有我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万平方公里。盆地上缘连接山地的
为砾石戈壁，砾石戈壁与沙漠间为冲积扇和冲积平原，绿洲多分布于此，为南疆重要的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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