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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全书：四川卷》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中国农业方面的国情、省情的高层次宏篇
巨著。
《中国农业全书：四川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
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记载了中国农村经济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实况及其曲折前进的
历史进程，突出了农村经济改革、农业生产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进展情况、重大成就发展趋势，为世
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珍贵的农业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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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序前言农业概述一、农业发展梗概（一）早期的农业（二）民国时期的农业（三）新中国成立后的
农业1．三年恢复时期（1949-1952年）2．“一五”时期（1953-1957年）3．“二五”时期（19'58-1962
年）4．三年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5．“三五”、“四五”时期（1966-1975年）6．“五五”
时期（1976-1980年）（四）农村改革给农业带来巨大变化二、农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农
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关系（二）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关系（三）农业发展和实现小康目标的关
系三、四川农业在全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一）粮油等主要农作物生产在全国的地位（二）畜牧业在
全国的地位（三）林果业在全国的地位第一章 农业自然资源第一节 土地资源及其分布一、幅员及土
地分类（一）土地资源的主要特点（二）土壤分类及分布1．水稻土2．紫色土3．黄壤4．红壤5．冲积
土6．山地草甸土7．沼泽土（三）地貌地形分类1．平原2．台地3．低丘陵4．高丘陵5．低山6．低中
山7．中山8．高山9．极高山10.山原11.高平原（四）地貌地形分区1．四川盆地区2．盒周山地区3．川
西南山地区4．川西高山峡谷区5．川西北高原区二、非耕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演变三、耕地资源开
发利用的历史演变（一）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二）耕地的深度开发利用1．“吨粮田”、“双千田
”建设2．冬水田综合利用3．低产田土改造4．改革耕作制度四、土地利用现状的综合评价及发展方向
（一）土地利用现状评价1．耕地2．园地3．林地4．牧草地5．城镇居民及工矿用地6．交通用地7．水
域8．未利用土地（二）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三）土地利用方针及原则（四）土地利用的发展方
向第二节 气候资源及其分布一、气候资源特征（一）气候特点1．东部中亚热带气候，西部寒冷高原
气候2．气温年变化不大3．冬干夏雨，春雨少于秋雨，春多旱，秋多绵雨4．日照东少西多，四川盆地
是全国日照最少的地区5．山地垂直气候变化显著6．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冷暖干湿各种气候类型
（二）光热水资源分布特征1．光照资源2．热量资源3．水分资源二、气象灾害及其变化规律（一）干
旱1．各类干旱的时空分布2．干旱灾害的历史演变（二）洪涝1．洪涝的时间分布2．洪涝的地理分布3
．洪涝出现频率及分布趋势（三）低温1．春季低温2．初夏低温3．秋季低温（四）霜冻（五）秋绵雨
（六）冰雹（七）大风三、农业气候分区及其开发利用（一）四川盆地亚热带农林牧区1．盆南暖季
长伏旱双季稻三熟区2．盆东伏旱酷热稻麦二熟区3．盆中多旱夏热稻麦二熟区4．盆西春夏旱微热稻麦
二熟区5．盆南边缘山地亚热带农林牧区6．盆东南山地亚热带暖温带林牧农区7．盆北边缘山地亚热带
暖温带温带林牧农区8．盆西边缘山地亚热带暖温带温带最湿林牧农区（二）川西南山地亚热带农林
牧区1．攀西金沙江河谷双季稻热作区2．西昌、会理稻麦二熟区3．大凉山山原暖温带、温带林牧农区
（三）川西高山峡谷暖温带、温带、寒温带林牧农区1．巴塘－雅江干旱半干旱区2．丹巴－松潘半湿
润区（四）川西北高原亚寒带牧区四、气候与重要农事活动（一）水稻与气候1．播种2．苗期管理3．
栽培管理4．病虫害5．引种原则（二）小麦与气候1．播种期2．冬小麦苗期到抽穗扬花期的生产管理3
．病虫害4．引种的气候（三）玉米与气候1．播种期2．地膜肥团育苗3．生育期的需水特点4．适当密
植5．引种的气候（四）红苕与气候1．育苗管理2．发根分枝结苕期3．蔓、苕并长期4．苕块盛长期5
．垄作栽培，合理密植（五）川西北高原自然牧草与气候⋯⋯第二章 农业社会经济条件第三章 农业
生产水平第四章 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第五章 农业教育、科技与文化第六章 农村市场第七章 农业经济
技术国际合作第八章 农村收益分配第九章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第十章 农业机构第十一章 地县农村经济
四川农业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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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耕地保护不力，逐年锐减，人地矛盾日趋尖锐。
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人口由1949年的5730万人，增加到1987年的10458.4万人，年均增长15.5%；耕地
由767.13万公顷下降到632.53万公顷，人均耕地资源已由1949年的0.122公顷下降到1987年的0.06公顷。
1987年四川省成立了各级国土管理机构，加强了土地管理，耕地锐减的势头得到控制，平均每年只减
少耕地0.86万公顷，是1965年后的最低水平。
但由于人口增加，人均耕地还在减少。
耕地锐减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稳步发展，也严重地制约了全省工业（尤其是轻工业）
的发展，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与非农业用地矛盾，全省无地农民20多万人，使四川成为我国人地矛
盾最紧张的省份之一。
　　（2）土地环境恶化，土质下降。
由于人口压力，使大量不宜耕作的陡坡地开垦成耕地，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
这在盆地内尤甚，有19个丘陵县的森林覆盖率仅在1%左右。
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近几年全省每年因灾损毁的耕地就有0.67万公顷。
加之工业和城镇发展缺乏环保配套措施，“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对土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日
益扩大，土壤有杌质下降，结构变坏，肥力衰退现象较普遍。
　　（3）土地利用调控不力，尤其缺乏中长期计划统筹安排。
长期以来，计划以总量增长为目的，安排非农业建设项目时往往只考虑投资规模，饥不择食，有的甚
至牺牲耕地去争项目，忽视了土地的利用、规模的合理性和资源补偿问题，使有限的耕地负担越来越
重。
加之部门分割、地区分割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各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本位主义和短期行为，对长远、
整体、全局利益考虑不够，造成土地利用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部门、个人违法用地屡禁不止，计划执行也缺乏有力可行的监督措施与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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