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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业区域特色与可持续发展  

段西宁  
（北方民族大学文旅系，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宁夏地处西北，地域区情分银北、宁夏平原和银南三部分，区域农业有其自身特色如水稻、

小麦、玉米、畜产品、蔬菜、水产品等，本文认为宁夏农业的发展既要发挥其区域特色，又要结合自身的

优势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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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夏区域区情概况 

宁夏区域主要是指其所辖的地理范围。就省级行政区划来看，最早始于元，设行省，后改宁夏府路，

其名称由此而来。明清宁夏作为北方军事重镇之一，其北部设宁夏镇，南部建固原镇。民国初年建朔方道，

1929年新建为宁夏省，1949年 9月 23日，宁夏省解放，1954年撤消省级建制。1958年 10月 25日，正
式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其管辖范围为原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和西海固回族自治州以及泾源、隆德两

县。现在的宁夏管辖范围基本上是这样的（个别变动如北部 5 个公社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从地
理位置来看，宁夏地处西北地区的东部，黄河上中游，面积 5.18 km2，同甘肃、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毗

邻，地势南高北低，高度落差近 1000米，海拔平均在 1000米以上，呈阶梯状下降，南部地区属黄土丘陵，
海拔在 2000米左右，占全区面积的 37.8%，中部为台地平原、北部为平原地带，占全区面积的 44.4%，其
余为山地和沙漠，各占全区面积的 15.7%和 1.8%。从土地资源来看，现有耕地 129.9万公顷，占全区国土
面积的 2.91%，人均耕地为 0.23 万公顷，其中水田和水浇地 40.6万公顷，林地和园地为 32.22万公顷，未
利用土地为 80.62万公顷，草场为 242.41万公顷。从历史来看，宁夏最早有人类生活约在公元前 3万年，
如北部出现的“水洞沟文化”居民，约在公元前 3000 年，“细石器文化”居民，约在公元前 3500－2000
年；宁夏南部先后出现有“仰韶文化北首领类型”、“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石岭下文化”、“马家窑文

化”、和“齐家文化”。有人类存在，自然有农业生产活动。宁夏地处西北内陆东部，远离海洋，位于中国

季风区的西缘，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即冬季寒而长，夏季热而短，春季暖和快，秋季凉得早，干旱少雨，

日照充足，蒸发强烈，风大沙多，南部凉北部暖，南部湿北部干和气象灾害较多等特点。以麻黄山北缘——

青龙山、罗山南麓——李旺——关桥——盐池一线为界，北部地区光能丰富、热量适中、降水稀少、为温

带干旱区，无灌溉便无农业，无霜期均在 150~195天，该线以南地区，降水稍多，热量不足，为温带半干
旱和半湿润区，旱作农业为主，无霜期均在 127~155天。银南地区主要以畜牧业、旱粮玉米、果品为主，
银川平原则以水稻、小麦、枸杞、瓜果、蔬菜为其特色，银北地区以旱粮小麦、玉米为主，其间的河湖可

以养殖渔业。2001年统计全区总人口为 571.54万，其中回族人口为 195.04万，占 34.63%，农业人口数 399.29
万，非农业人口数 163.93万，人口自然增长率 1.156%。 

二、宁夏区域农业的特色概况 

宁夏区域农业有何特色呢？首先，宁夏属全国水资源最少的省区之一，其地表水资源具有量少、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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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不均匀、时间变率很大等特点。虽然地表水资源贫乏，但有黄河流经境内，具有引扬黄河水灌溉

的优势。黄河在境内流程 397公里，较大的支流（大于 500 km2）27条，其中黄河与清水河流域面积在 1000 
km2 以上。黄河对农业灌溉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素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法。其次，以现行的行政

区划和农业人口来看，北部属石嘴山市，辖大武口、石嘴山、惠农三区和平罗、惠农两县（陶乐县制 2004
年撤消），面积 4454km2，人口 69.66万，三区的农业人口不足 10%，两县的农业人口在 70%以上。南部的
固原市，辖原州区和西吉、海原、隆德、泾源和彭阳五个县，面积 16783 km2，人口在 187.2万，其中回族
占 47.3%，是我国回族主要聚居区之一，农业人口在 70%以上。位于宁夏平原的是银川市和吴忠市。前者
是区首府，管辖兴庆、西夏、金凤三区和永宁、贺兰两县及灵武市（2003 年并入），总人口 103.9 万，面
积 7160.14 km2，三区的农业人口数在 20%左右，两县的农业人口在 70%以上，灵武市农业人口在 67%以
上。吴忠市管辖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卫、中宁、同心、盐池和红寺堡开发区，面积 27068km2，人口 202.2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在 77%以上。就宁夏生产总值来看，2002年宁夏的 GDP为 330亿元，人均 GDP5800
元，农业总产值 92.5亿元，粮食总产量为 301.9万吨，畜牧业牛存栏 65.47万头，羊 433.13万只，猪牛羊
肉产量 19.1万吨，禽蛋总产量 9.0万吨，奶产品总产量 30.5万吨，油料总产量 10.62万吨，水产品 4.9万
吨。最后，就宁夏区域的农业特色来看主要有：1. 枸杞，宁夏已获枸杞原产地保护，2003年种植 26万亩，
干果产量达到 3万吨，占国内市场的 50%，出口占全国的 60%，其品质和产量在国内外市场具有一定的优
势；2. 清真牛羊肉，2003年羊肉产量 5.6万吨，牛肉产量 5万吨，牛羊肉占其肉类总产量的 40%，以清真
特色和羊肉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无污染等品质行销京津沪等大城市，年外销羊肉近 3万吨；3. 牛奶，2003
年鲜奶产量 40万吨，日处理鲜奶 1385吨，培育“新华夏进”、“维维北塔”等龙头企业；4. 马铃薯，2003
年总产量 113万吨，平均单产 859kg，商品率达 40%，年加工精淀粉 10万吨，粗淀粉 5万吨，加工销售粉
条、粉丝 2万吨；5. 蔬菜，种植面积 90.4万亩，总产 246.3万吨，实现了常年供给，均衡上市，脱水菜近
万吨，占全国脱水菜出口总量的 1/6，培育“夏绿脱水菜企业集团”等龙头企业；6. 优质稻米，宁夏平原
是全国优质粳米最佳生态区，种植面积在 100万亩左右，单产 600kg左右；7. 小麦，是全区主要粮食作物
之一，以种植宁春 4号为主，年加工能力在 60万吨以上，塞北雪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加工能力 5万吨；
8. 玉米，2003年总产 119万吨，其中销往外地 1/4，区内 90%用于饲料，9%用于医药食品工业，1%鲜食
和种用；9. 淡水鱼，2003年总产量 5.2万吨，居西北地区人均首位，总值 2.6亿元，70%的水产品销往周
边省区；10. 牧草及秸秆饲料，2003年多年生的豆科牧草 460万亩如苜蓿，一年生的禾本科牧草 120万亩，
培育金海、绿海、贺兰山茂盛等草产品加工企业，有的销往大中城市，有的销往韩国和日本；11. 酿酒葡
萄，贺兰山东麓是我国发展酿酒葡萄的最佳生态区之一，有中国的“波尔多”之称，已获原产地保护。此

外，地方性特色的农产品，如：西瓜、甜瓜、大枣、苹果等。 

三、宁夏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2004年宁夏各地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各项“三农”政策措施，
极大地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取得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平稳发展的态势。如粮食总产量达到 290.5 万吨，
接近历史最好年份；畜牧业继续发展，一方面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加快饲草基地和饲料工业建设，另一

方面，牛、羊、家禽存栏和出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到三季度末，肉类达 15.9万吨，禽蛋为 4.8万吨，
牛奶达 42.2万吨，同比增长分别为 2.8%、7.8%和 11.1%。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达 30亿元，比上年增长 9.4%。
农民现金收入前三个季度人均 2019.2元，比去年增长 16.8%。但农村经济运行受政策和市场双重作用的影
响，如奶牛业发展势头强劲、粮食直补和农业税减免政策落实到位，各项补贴资金 3600 万元。而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抵消了农民粮食涨幅增收的 60%，随着封山禁牧，畜牧业的养殖成本加大，如搭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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