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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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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青海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村牧区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的大型资料工具书。
    《中国农业全书·青海卷》充分体现了“全书”的特点。
不仅记述了青海省农业、林业 、畜牧业、水利、渔业、乡镇企业、农业科技、农业气象的发展历程和
生产水平，而且对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相关的财政、商业、供销、交通、邮电、文化、卫生、教育
、计划生育有、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都作了记载，并附有青海农业大事记、农村
基本情况统计青和青海省制定的有关农业的政策法规目录。
同时，《青海卷》努力体现了青海高原特色，翔实记述了青海丰富的资源、占有很大比重的畜牧业和
扶贫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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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农业自然资源  第一节  土地资源　　一、地形地貌　　二、土地资源类型及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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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和风压　　五、气压和含氧量　　六、主要气候特征　第三节　水资源　　一、水资源及
其分布形式　　二、水质特征　　三、水力资源　　四、水资源评价　第四节　生物资源　　一、农
作物品种资源　　二、林木品种资源　　三、天然草地与人工牧草资源　　四、畜禽品种资源　　五
、渔业资源　　六、野生动物资源　第五节　农村能源　　一、能源资源　　二、农村能源消费　第
六节　旅游资源　　一、旅游资源的分布　　二、主要旅游景点　　三、旅游业发展现状及资源开发
　第七节　农业环境　　一、农业环境演变　　二、农业环境现状　　三、农业环境保护　第八节　
农业自然灾害　　一、农业气象灾害　　二、病虫害第二章　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第三章　农业综合开
发及农业区划第四章　农业生产水平第五章　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第六章　农业教育、科技、文化与卫
生第七章　农村市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进出口贸易第八章　农村经济收益分配　第九章　农村基
层组织与精神文明建设第十章　州（地、市）农村经济第十一章　农业机构附录一　农业大事记附录
二　重要农业文献、法规目录附录三　农村基本情况统计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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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农业自然资源青海地域辽阔，地势高耸，山川相间，河湖众多，水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
光照充足，热量足，物种资源多样，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区和牧业区差异很大。
第一节土地资源青海土地总面积72.23万平方公里①，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52%。
牧业用地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6.29%；农耕地不到土地总面积的10%。
土地资源类型多样，但大多数质量很差。
不能利用和难以利用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6.76%。
一、地形地貌青海省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约占其总面积的1/3。
省域北部与蒙新高原，东部与黄土高原交汇。
境内最低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下川口湟水出境水面海拔1650米，最高点昆仑山布喀达坂峰海拔6860
米。
中部的柴达木——共和盆地海拔300咪左右，而其南北两侧的昆仑山和祁连山均在4000－5000米以上。
全省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地区占土地总面积的84.7%以上。
境内的阿尔金山、祁连山、昆仑山、布尔汗布达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和唐古拉
山等山系呈西北——东南或东西走向，对北方吹来的冷气流起一定的屏障作用，使农田、牧草分布上
限相应升高。
如祁连山地区的农田上限为3400米，牧草分布上限4300米，而玉树、囊谦一带的河谷地区，海拔4000
米左右尚有农田分布，牧草分布上限达到海拔5500米左右。
山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50%以上，其次为平地和丘陵。
见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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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农业全书:青海卷》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青海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村牧区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的
大型资料工具书。
这部80多万字的巨著是在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姚湘成亲自担任《青海卷》的编委会名誉主任
，为全书撰写了前言。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原中共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洛桑对编纂工作做了重要批示。
原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刘光和亲自担任《青海卷》编委会主任，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
对编纂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穆东升副省长和省政府副秘书长王耀东在本书编纂过程中，给予了及时的指导。
《中国农业全书·青海卷》起步较晚。
1998年8月20日，青海省成立了由省委省政府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各州、地、市主管负责人参加的《
中国农业全书?青海卷》编辑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各有关部门抽调一名业务骨干为编辑工作联络员，
具体负责本系统的编纂工作。
1998年9月9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青政办(1998) 138号文件专门向西宁市、各自治州人民政府，海
东行署，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中国农业全书·青海卷》编纂工作的通知
”，对编纂工作做了全面部署，要求切实加强对编纂工作的领导；各有关方面要通力合作，大力支持
编纂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九五”期间完成编纂任务。
省财政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款支持编纂工作。
1998年12月29日编辑部召开各编写单位联络员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编写大纲，分解落实编写任务，
并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进行业务培训。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省农业厅、畜牧厅、水利厅、林业局、财政厅、省委宣传部、政策研究室等31
个部、委、厅、局和8个州、地、市， 撰稿人127名。
在撰稿过程中，广大作者以对青海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事业心、责任心，以科学求实的态度
，加班加点工作，广泛收集资料，认真研究推敲，保证文字质量。
编辑部通过召开会议，印发编辑简讯，及时通报编纂进度，交流编写经验，研究解决问题，推动了编
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各单位报送的初稿共120多万字，由于作者众多，各地、各单位情况不同，编写人员文风各异，初稿文
字千差万别。
编辑部同志密切合作，认真负责，反复修改，有1/4的章节推倒重写，有的章节由编辑人员直接改写。
为了确保书稿质量，编辑部建立了审稿负责制，每个成员负责1-2章的修改、审稿和校对工作，唐明鑫
主编负责组织协调和总的审稿、统稿。
1999年6月29日-7月1日，《中国农业全书》总编委会在西宁召开了《中国农业全书》（地区卷）编纂
工作座谈会，对青海卷的编纂工作起到了很大的鞭策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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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业全书:青海卷》适用于农业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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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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