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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5307.htm （１９９１年２月７

日） 国务院同意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

区划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

行。 农业区划工作，是科学地指导农业发展的基础工作。近

十年来，经过农业区划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农业资源调查与

农业区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充分利用好农业区划成果，

对于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和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性，促进农业

区域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对农业区划工作长期性和综合性的认

识，进一步加强领导和支持，为更好地发挥农业区划工作的

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广大农业区划工作者要继续发扬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按照新形势下农业区划工作的

基本任务和要求，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为加快我国农业现

代化步伐做出更大贡献。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区划工作的报

告 自国务院国发 [1979]142号文件批转《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

查和农业区划会议纪要》以来，我国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

都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大部分省、自治区

、直辖市还成立了农业资源区划研究所，建立起资源经济信

息综合监测体系和数据库。目前全国共有农业区划专业人员

一万二千余人，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农业区划系统。 一九八五

年以前，农业区划工作主要是组织推动各部门协同完成以水

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为主的农业自然资源

普查，以及从中央到省、市、县的综合农业区划与各种专业



区划。同时，还普遍开展了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从一九八六

年起，农业区划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到为农业区域开发服务，

开展了几项大范围、大规模的区域规划研究，提出了全国和

省一级的农业区域开发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并结合农业区

域开发需要，组织了对农业“四低”（低产耕地、园地、林

地、水面）和“四荒”（荒山、荒地、荒滩、荒水）以及“

名、特、优、稀”产品等资源的调查和土地利用现状详查工

作。 这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

划工作，调查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和取得成果之丰富，

都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它对于正确认识国情、省情

、县情，了解与掌握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提高农业综合开

发和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性，优化生产力要素配置，合理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以及对于建立区划－－规划－

－样板相结合的科学领导方法，促进农业区域化、专业化、

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近年来

，有些地方认为农业区划工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因而放

松了领导，削减了机构和队伍，影响了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

区划工作的深入开展。为了进一步发挥农业区划工作的作用

，经与有关部门和地方农业区划负责同志充分研究，提出以

下建议：一、 提高对农业区划工作长期性和综合性的认识。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增地减，是难以逆转的趋

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日

趋尖锐。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加强资源的调查评价、动态监

测、立法和管理，搞好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将日益迫切

。因此，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农业区划的重要性和

长期性。农业区划工作主要是宏观和综合的角度进行研究，



以资源调查评价为基础，以区域发展为对象，以综合分析为

手段，以求取资源利用总体最大效益为目的，重视经济、生

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为宏观决策提供比较方案。从这个意

义上说，农业区划工作是源于部门、超脱于部门，而又服务

于部门的。因此，也有赖于各个专业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各

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予以充分重视。二、 进一步明确农

业区划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工作重点。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

作，是科学地指导农业发展的基础，具有综合性、区域性、

超前性和基础性等特点。根据十多年来的实践和今后农业发

展的要求，各级农业区划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继续深入开

展农业资源调查、动态监测和综合评价；组织农业资源开发

重大技术经济政策研究；组织并推动各地和有关部门搞好农

业区域开发规划，寻求人口、资源、环境之间以及经济、生

态、社会效益之间的最佳协调形式；优化和选择与生产条件

、社会需要相适应的结构和布局，拟订农业区域开发总体布

局的科学方案；协调区域开发中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以及资

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的关系；组织进行跨地区、跨部门重

大农业投资项目和重要商品基地的前期论证和综合评估；指

导区域开发实验区工作；组织专家参加有关部门研究拟订农

业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法规；管理农业区划研究所和资料

数据库等事业机构。“八五”期间的工作重点是，以编制农

业区域综合开发总体规划和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前期工作为中

心，推动农业区划工作的全面发展。规划既要立足于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与整治保护，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地域的合

理分工，又要符合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农业综合

开发的前期工作，主要是继续做好以土地资源为主的水、土



、生物、气候四大自然资源的深入调查与综合评价；拟订农

业区域综合开发规划方案；努力办好农业综合开发实验区；

加强资源动态监测，搞好农业资源经济数据库建设；加强开

发项目的综合评估审议等。 今后，各级人民政府在研究和评

审农业开发项目时，应充分发挥农业区划机构的作用，充分

利用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的研究成果。凡上报国家的农

业投资开发项目，应吸收同级农业区划委（办）参与论证，

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关农业开发后备资源调查及农业区

域开发综合实验区设置的具体方案，由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办公室负责拟订，报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发文部署。为把农

业综合开发前期工作做好，有条件的地方，可从农业发展资

金和农业综合开发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作农业区划委（

办）进行区域开发前期工作的活动经费。三、 加强领导，强

化自身建设，把农业区划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各级人民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区划工作的领导，健全

机构，稳定队伍，改善工作条件。已有的编制名额应抓紧配

齐，组成不合理的要调整。请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农业区划工

作的需要，适当增加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事业费，以保

证农业区划工作顺利进行。 各级农业区划委员会，要根据任

务和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计划，并及时

向同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情况，争取政府的领导和部

门的支持。各级农业区划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凡有农业资源

调查和农业区域规划任务的，要把部门区划办事机构恢复和

健全起来，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各级农业区划办事机构，

要自上而下有计划地加强建设，根据人力和财力的可能，逐

步把密切相关的几项工作抓起来。一是合理开发农业资源和



农业生产力布局的科学决策咨询工作；二是采用航天航空遥

感技术与地面样点、区划与部门相结合的资源动态监测工作

；三是区划－－规划－－实施（实验区、样板）相结合的工

作；四是跨学科、跨部门、跨省区的农业资源、区域开发的

协作研究；五是农业区划干部培训工作。此外，要继续协同

有关部门办好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展览，进行国情教育，增强

全民资源意识，宣传农业综合开发成果。 以上如无不当，请

批转各地、各部门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