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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全境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是我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
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下，东北地区农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我国粮食安全
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日益深入，粮食产量不断增多，粮食总产一直稳
定在1000亿kg左右，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0％，商品率均在60％以上，东北地区已成为我国商品粮
供应最多的地区。
　　在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种植方式不合理，资源利用率低
；耕地有机质减少，地力下降；土壤耕层变浅，犁底层上升；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农业面源环境污
染严重；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立足东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深入开展东北地区农作制度创新，突破制约农作制度
发展的关键技术，逐步构建适合东北地区不同区域的现代农作制度模式，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技术体系
，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已成为农业管理部门和科研单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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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全境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是我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
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下，东北地区农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我国粮食安全
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日益深入，粮食产量不断增多，粮食总产一直稳
定在1000亿kg左右，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0％，商品率均在60％以上，东北地区已成为我国商品粮
供应最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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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上面的几个说法中可以看出，这里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共同认为：农作制是指多种亚系统的集合、部署或总体安排，对一个区域或经营实体进行农作制的分
析，有助于从全局上改善其经营与管理。
农作系统至少包括作物亚系统与牲畜亚系统。
但进一步对农作制的边界扩大到哪里则分歧很大。
有的认为边界是生物，有的认为还应包括非生物方面如加工、投资、市场，有的主张把千里之外的打
工也算在内。
　　不同之处包括：对农作制研究的立脚点认识不同，经济学家以农户为载体，地理学家以地域为立
足点，生态学家则以环境为本。
对农作制主线有不同认识。
经济学家将主线放在经营与货币流上，生态学家将主线放在能流、物流上，农学家则将主线放在生产
与技术上。
对“环境”有不同理解。
生态学家重视环境，将环境看成是系统的组成成分，但强调自然环境，对人工环境（社会经济条件）
虽也涉及但不强调；经济学家将环境看成是农作制的条件而不是组成成分，十分强调人工环境。
在研究农作制的目的上，生态学家强调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农学家往往强调生产
，而经济学家则将重点放在效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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