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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源区划的功能定位与发展对策
鲍宁智

(河北省农业区划办公室，石家庄050051)

摘要 阐述了农业资源区划工作的演替，对农业资源区划功能进行3项定位，提出“十一五”规划期间

要重点做好12项工作和组织力量精心编制全国农业资源“十一五”规划等6项对策。

关键词农业资源区划 功能定位发展对策

在全球经济日趋区域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基本条件下，

在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下，很有必要以全新的理念、全方位的视角，对全国

的农业资源区划工作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审视，以求其得以不断深化与拓展。

一、农业资源区划的演替

我国在国民党时期的战乱年代，也曾在重庆等地搞过土壤普查与区划。1949年后，曾于1955年和

1964年，先后两次不同范围与程度地开展过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区划，并于1979年被列为全国“六五”

期间108项重大科技发展规划的第一项，从而首次在全国各省、市、县全面系统地开展了农业自然资源调

查和区划。各级政府都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各级财政均列拨了相当的专项资金。先后用

5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历史壮举。初步查清了我国农业资源的家底，取得了一大批切实有效的区划成果。时

至今日，还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农业区划的内涵与范畴、理论与方法，

在实践中也相应地被延伸与扩展，突破与更新，逐步演化成了目前的“农业资源区划”，更加突出了“资

源”的重要地位。这种演变的方向是正确的，趋势是必然的。

二、农业资源区划的功能定位

首先，应该运用农业区划“定性、定位、定量”的基本方法，对其本身进行较为准确的“三定”。

一是从农业资源区划的基本属性考量。国家管理的实质是对资源的管理，政府调控的目的是对资源的

调控。对一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来讲，农业资源是国家资源的主体与支柱；农业资源区划的成果属于

政府管理的社会公共产品；农业资源区划的基本功能就是为政府科学有效地调控农业资源提供优质服务。

二是从农业资源区划的工作流程考量。其基本程序应该是：资源调查一综合评价一合理布局一优化配

置一高效利用一动态监测一预警预测一资源调查的不断周期性螺旋式循环发展。其功能的基本性质应定

位为：调研性、综合性、基础性和指导性。区划成果在整个流程中仅是中间产品，而不是终端产品，属于

软科学范畴，不转化为政府行为，是很难实施与兑现的。这亦可谓是农业资源区划的特点和弱点。

三是从农业资源区划的功能作用考量。应该是各级政府制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和中、长期

规划的基础、依据和导向，在具体编制过程中应逐步形成：区划一计划一规划“三划”一体化的工作

方法。计划与规划体现了政府意志，是指标性、强制性和指令性的，区划在其中不能错位，不能越位，也

不能缺位。计划与规划在区划的基础上，可编制得更为切实可行；而区划的功能作用，则可在这一过程中

得以转化和强化。

三、农业资源区划的工作重点

农业资源区划的功能与作用，在“十一五”期间应着力发挥于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借鉴有些地区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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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开展一次农业区划的成功经验，依照国家新颁布的《农业法》的要求，国家农业资源区划办应抓住

机遇、创造条件、积极筹备，争取“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开展新一轮的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以此在全社

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业资源区划的认知度和影响力，锻炼和打造一支过硬的农业资源区划专业队伍。二要按

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各级农业资源数据信息库，更新设备手段，培训专业人员，尽快实现全系统的

宽带联网，快速提高全国农业资源区划系统的工作效率与质量水平。三要在原有部分省、市已出台《农业

资源综合管理条例》的工作基础上，继续组织力量，利用一切有效途径，争取在“十一五，期间出台全国

与各省的专项法规，从而使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名正事顺。四要为各级政府制定“十

一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基础依据。五要为各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布局、高效利

用提供基础依据和发展蓝图。六要积极试点示范，为各地逐步建设资源节约型农业和循环农业探索有效途

径和模式。七要为各级“十一五”期间农业和农村发展重大开发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和技术咨询。八要为

区域性优势和特色农产品的进一步优化布局、精深加工、增效增收提出可行性方案。九要为各地农业资源

的合理开发、持续利用、有效保护提出建设性方案。十要每年向各级政府提交农业资源动态变化的年度

“绿皮书”。十一要对各地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中的重大突发性事故，进行及时有效的预警预测，并

提出中、长期的防控措施与方案。十二要积极为各级政府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出谋划策。

四、农业资源区划的发展对策

一要组织力量，充分论证，精心编制一个具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十一五”发

展规划，并及时地匹配可行性年度工作计划。国家区划办应对各省、市的区划工作予以及时、具体、有力

的督导，以保证规划的如期实施。二要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千方百计、主动出击，充分利用各种宣

传媒体和有效途径与手段，大范围、强力度地宣传普及新的农业资源区划的目的、意义、作用、成果等相

关知识，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三要围绕“三农”的“三点”问题，组织调动一切可

利用力量，在“十一五”期间形成一批高质量、高水平，在全国有影响的农业资源区划科研成果，以此来

提升在全国的地位与作用。四要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在搞好横向联合协作的同时，经常

性地以专题研讨会、工作座谈会、现场经验交流会等各种形式，进行工作方法、业务技术的及时交流，充

分调动和发挥各省、市、县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开创生动活泼的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新局面。

五要充分利用《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杂志和“西南培训中心”这两个平台，有计划地开展多形式、多层

次、多渠道的业务技术培训、学术研讨交流和省际、国际间的学习考察，努力提高农业资源区划队伍的综

合素质和整体水平。六要不断更新技术装备，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提高业务素质，上下联动、

左右协同、团结奋进，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打造出一支各方面过硬农业资源区划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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