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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成果共分4篇。
第一篇。
新疆农业地位和作用，包括3章（新疆农业现状分析、新疆农业发展地位的理性分析、新疆区域经济
实力比较），主要从新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新疆农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沿革等方面考证新疆农业
及其定位，梳理新疆农业发展现状的历史渊源，从而对新疆农业的产业调整，尤其是农业优势及特色
产业带培育提供历史依据。
　　第二篇。
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培育研究，包括4章（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选择、新疆特色农业产业格局
及其特点、新疆农业特色产业带的地域分布及其发展阶段状况分析、新疆特色农业产业带的效益分析
），着重分析新疆农业优势或特色产业（产品）（包括特优势产品）发展的现状，探寻了新疆不同地
域的差异及优势农产品（产业）的地域格局，然后依据农业产业带划分的原则，综合考虑影响农业产
业带形成的因素，考察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的发展状况及其发展前景。
根据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提出了针对不同产业带的培育对策，以期促进这些农
业产业带的健康发展，为新疆农业、农村经济大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篇。
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建立相关问题及对策，包括6章（新疆特色农业发展及其经济损失的理论分
析、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与地区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建立与农村城
镇化研究、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建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与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农业
优势整合战略与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建立），主要对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建立的相关问题进行讨
论，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建立进行较全面的考证，试图使我们的研究具
有可操作行。
　　第四篇。
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培育案例分析，包括3个案例（关于和田地区发展沙产业的战略思考、新疆
啤酒花产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新疆甘草产业发展调研报告），主要对小宗特色农产品实践进行个案
分析，体现特色向优势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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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新疆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第一章 新疆农业现状分析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农业结构调整的历
史沿革第二节 新疆农业发展现状第三节 新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第二章 新疆农业发展地
位的理性分析第一节 新疆农业发展地位分析的经验数据考察第二节 新疆农业发展地位的理论分析第
三节 新疆农业开发的总体思路与开发模式第二篇 新疆农业特色产业带及其培育研究第三章 新疆农业
优势特色产业选择第一节 优势或特色产业(产品)内涵及筛选原则第二节 以资源、市场、规模优势选择
新疆农业优势或特色产业(产品)第三节 新疆优势特色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分析第四节 以农民收入为检验
标准选择新疆农业特色优势产品第五节 基于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产品)选择的经济学政策含义第四
章 新疆农业特点及建立特色产业带的背景第一节 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建立的背景第二节 农业特色产
业带建立的理论依据第三节 新疆农业格局及区域特点第五章 新疆农业特色产业带的地域分布及其发
展状况分析第一节 新疆优势农业产业带的分布第二节 新疆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发展现状分析第六章 
新疆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的效益分析第一节 新疆特色产业(产品)培育、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第二节 新
疆特色产业(产品)培育、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第三节 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的市场前景分析第七章 
通过制度创新，培育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第一节 以农业经营制度创新为关键环节，培育农业优势特色
产业带第二节 以农业科技制度创新为拉动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带第三节 以农地制度创新为基础制
度保障，培育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第八章 通过农业优势整合，培育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第一节 
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培育的基本要素第二节 从协调与整合能力看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的培育第三
节 依靠培育新疆优势特色产品的协调与整合能力带动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培育⋯⋯第三篇 新疆
农业优势产业带发展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第四篇 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培育案例分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带培育研究>>

章节摘录

　　（三）“天山北坡经济带”成为带动新疆经济起飞的增长点　　从地域来讲，推出最有条件加快
发展和突破的区域以带动全疆经济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天山北坡经济带”是新疆经济基础条件最好
的地区，优先发展这一地区的思路也已形成，这一地区东起乌鲁木齐，西至乌苏，其国内生产总值占
到全区的约50％（2003年），是新疆整个经济构成中的核心部分，已具备了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
这一带的番茄酱、啤酒、葡萄酒、胡萝卜汁等产品，有的已经是全国的知名产品，通过扶持这类企业
上规模、上档次，带动特色农产品的优质化、规模化及其精深加工，切实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
　　调整和完善农业地区结构，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已成为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全疆的农业
区域布局大致是：　　（1）根据各地的气候、地理特点及比较优势，粮食按食用粮、专用粮、饲用
粮、特色粮的专业化格局来发展，食用粮以南疆为主，专用粮以北疆为主，特色粮发展以豆类、大麦
为主，建成具有地方特色、商品率高、经济效益好的豆类生产带，如，哈巴河县、伊宁县等的花芸豆
生产带，木垒县、清河县等地的豌豆生产带，阿克苏等地的鹰嘴豆生产带等。
　　（2）棉花生产继续坚持建设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棉基地，发展优质高产棉区、压缩中低产棉区
、坚决退出非宜棉区，棉花向阿克苏、喀什两地集中，重点开发建设南疆优质陆地棉区、长绒棉区，
稳步发展北疆优质陆地棉区。
　　（3）逐步形成特色农产品生产带，主要是以昌吉、呼图壁、玛纳斯、沙湾、乌苏等天山北坡的
番茄及其制品生产加工产业带，塔城、昌吉红花生产加工带，博州、阿勒泰枸杞生产带，昌吉、巴州
、塔城的啤酒花生产及加工基地，巴州、和田、阿克苏、昌吉的甘草、麻黄、罗布麻药材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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