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业学报　 2003, 12( 4): 157～ 160
Acta Agricultur ae Bo rea li-occidentalis Sinica

发展苜蓿草产业促进西北旱区农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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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大开发进一步深入 ,增加西北地区农民的收入已成为全面实现小康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 ,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 ,促进农民和农业增收已成为当前西部开发的首要问题。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苜蓿草产业发展

现状和潜力的分析 ,论证了苜蓿草产业在西北旱区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潜力、地位和作用 ,提出通过发展苜蓿

草产业 ,推进西部地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将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创新和农业增收的

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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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 th the macro development of the w est region, to increase the farmer′s income in

the w est o f China, and to adjust ag ricultural st ructure and, to promo te the farmer′s and ag ricultural

income g row th, it has been the fi rst ma t ter to realize the stra teg y of basal richness completely. This

paper analy zed the po tency , status, and action of developing clov er indust ri li 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

g ricultural st ructural adjustment in w est region, i t was adv ised to develop the industriali zation of al-

falfa, to w iden it′s proportion in ag ricul ture production, and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rural

economics, which i t w ould be a certain choice to increase the ag ricultural income, and innova te upon

economy in the no rthw est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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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西北地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 ,在行政范围上的西

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 5个省区 ,土地

总面积为 309. 473× l04 km2 ,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32.

2% ,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经济区域 . 1999年末总人口为

8953. 54× 104 ,占全国总人口的 7. 1% ,人口密度为 28. 93

人· km- 2 ,是全国人口密度较低的经济区域 [1]。 西北地区

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处于高原山区地带 ,受高寒、干旱、

风沙、坡陡、自然侵蚀以及水土流失的影响 ,生态环境比较

脆弱 ,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 , 而发展草业却得天独厚。 西

北地区大多数地区年降水量在 400 mm以下 ,干旱区平均

降水量在 160 mm以下 [2] ,大面积造林成活率不高 ,相对

可以满足种植以苜蓿为代表的牧草的水分需求 ;从整个西

部农业地理资源条件看 ,草地占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的 48.

49% ,为耕地的 6. 47倍 ,是整个西部地区土地资源和环境

空间的主体 [3]。

目前 ,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由要素 (资源 )驱动

阶段为主 ,向投资 (资本 )驱动阶段和技术 (发明 )驱动阶段

发展的过渡时期 ,而投资与技术的发展也必须要以物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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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为空间载体 ,这就需要发展同优化开发草地资源及共生

资源相关的草业高新科技。应对加入 W TO和西部大开发

的要求 ,西北地区应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 ,大力发

展以苜蓿为主体的人工草地 ,实施退耕还草战略 ,扩大草

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的比例 ,合理开发农业地理资源 ,配

置粮、经、草的发展比例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区

域农业生产结构体系 ,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

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1　西北地区苜蓿草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

题
苜蓿作为主要的大宗牧草 ,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优

良牧草 ,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 ,现有种植面积约 104. 53万

hm2 ,分别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和内蒙古西

部 ,占全国苜蓿种植总面积的 78. 5% ,其中 ,以甘肃最多

达 37. 3万 hm2 ,青海最少只有 0. 13万 hm2 ,陕西、新疆、内

蒙古、宁夏在 14～ 19万 hm2。 年生产草产品仅为 150万 t

左右 ,全国也只有 200万 t左右 ,与国内年需求 300万吨

相比缺口较大 [4]。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 ,牧草产业化发

展取得了较大进展 ,即将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农业和农村经

济新的增长点和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新产业。但从近几

年的发展情况看 ,苜蓿产业化发展仍不尽人意。 具体表现

在:

1. 1　品种混杂退化严重 ,生产加工未能形成规模效益

西北地区是我国苜蓿品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

但由于缺乏健全的良种繁育体系和生产基地 ,各生产单位

或农户自繁自用 ,品种缺乏提纯复壮 ,品种更新速度缓慢 ,

加之种子生产技术手段落后 ,种子品质在下降 ,质量混杂

严重 ,导致品种优良生育性状退化 ,影响了苜蓿等草产品

的加工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同时由于种植分散 ,管理粗放 ,

加之缺乏足够的技术指导 ,牧草产业化发展仍处于前期开

发阶段 ,种子质量标准化和产品质量标准化尚未形成 ,草

业产业化水平仍然较低 ,规模化生产和集团化经营的局面

未能得到发挥。

1. 2　产业开发技术水平低 ,经济效益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近几年 ,由于国内和国际苜蓿草产品的巨大市场 ,一

批民营和国有农业企业开始进军苜蓿草产业的开发 ,但尚

未形成草产业发展体系和龙头企业 ,存在技术与开发脱

节 ,草业企业小、全、散的问题 ,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瓶颈作

用 ,一方面苜蓿品种老化 ,另一方面苜蓿草产品的加工仍

处在传统的作坊式操作状态 ,草产品也主要局限于草捆、

草粉和少量草颗粒、草块等 ,象脱水苜蓿菜、苜蓿叶蛋白提

取等高附加值草产品的加工还未形成完善的技术和产业

开发体系 ,苜蓿草业的经济效益远未得到开发。

1. 3　良种培育能力薄弱 ,技术水平落后

虽然我国苜蓿育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已经育成草

原 1号、草原 2号、甘农 1号、新牧 1号等杂花苜蓿和公农

1号、公农 2号、图牧 2号、中百 1号紫花苜蓿等品种 [4]。但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育种工作相比 ,差距还很大 ,到目前我

国专业的苜蓿等牧草育种机构尚未健全 ,科研经费的投入

远远不足 ,加之草业企业发育尚不强大 ,为科研机构提供

资金支持的能力还很低 ,良种选育工作比较薄弱 ,所育成

的品种也因草业产业体系不健全未能大面积推广 ,技术水

平落后已成为制约草业产业化开发的因素之一。

2　西北地区苜蓿草产业发展的优势
2. 1　土地资源丰富

西北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域 ,旱区人均平均

占有耕地 0. 3 hm2 ,个别地方多达 0. 8 h m2以上 [5] ,其次是

各地均有广阔的次生盐碱地、荒漠化土地、坡耕地、坡地等

待开发土地 ,对苜蓿进行产业化开发十分有利。

2. 2　气候资源优越

光热资源比较丰富 ,是西北地区气候资源的最大优

势。年日照时数为 3000～ 3300 h ,年太阳总辐射量 6 000～

6 500 M J/m2。有利于苜蓿干草的调制与种子的成熟 ;热量

充沛 ,年平均气温 6～ 12℃ ,个别地方如新疆北疆为 2～

4℃。 7月气温平均为 22℃ ,新疆南疆可达到 26℃。日温差

大 ,年平均气温高于 11℃ ,南疆和河西走廊可达 16～

21℃。 夏季气温超过 30℃的地方少 ,持续的时间短 ,对苜

蓿生长有利 [5]。较大的日温差有助于植物营养物质的积累

和苜蓿产量、质量的提高 ;西北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小于

400 mm,降水稀少、相对湿度低 ,使得牧草收割后 ,受雨淋

的几率小 ,可保证干草和种子的质量 ,同时干燥的空气可

抑制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 ,也可避免发生霉烂。

2. 3　政策优势明显

国家西部大开发提出的“退耕还林还草”伟大战略 ,无

疑也为西北地区发展人工草地 ,实施苜蓿草业开发提供了

大好时机和政策环境。 目前 ,西北地区各级政府和相关单

位 ,都在研究退耕还林还草的发展战略措施 ,许多地区已

经把“还草”作为地方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项目 ,如宁夏回

族自治区计划在宁南旱区全面推行退耕还草工程 ,据宁夏

自治区农业“十五”发展规划 ,到 2005年全区要发展苜蓿

规模化生产基地 3. 3万 hm2 ,年生产加工各类苜蓿草产品

50万 t。 无疑也为草业开发提供了政府支持。

3　苜蓿草产业在西北旱区农业结构调整

中的地位和作用

苜蓿属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大多数苜蓿品

种在气温 0～ 55℃范围内都能正常生长 ,成株在

较厚的积雪下可以经受 - 45℃的严寒 ,灌溉条件

下可以耐土壤表面 70℃和株高平面 40℃的气温 ,

是世界上栽培最早、适应性强、分布面积最大的良

种牧草之一 [6 ]。苜蓿不仅能够显著地提高土壤肥

力 ,保证粮食的持续高产 ,而且具有保持水土、防

止耕地次生盐渍化、改良土壤等生态功能。 多年

来 ,以种植苜蓿为主的草产业的发展 ,创造了巨大

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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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六大”会议精神 ,增加农民收入 ,全面实现小

康 ,将成为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中心任务。在我国

西北生态脆弱区 ,苜蓿作为饲料作物中的先锋作

物 ,将对西北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产生深远的影

响。
3. 1　发展苜蓿草产业是实现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向多

元化发展的桥梁

苜蓿以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高附加值性能 ,已经成为

现代牧草产业的先锋 ,苜蓿草产业的发展必将带动畜牧业

快速发展 ,而畜牧业又能稳定和促进农业的发展 ,实现农

牧协调发展 ,不仅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而且有利于带动

食品工业、乳制品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以草业为

产业龙头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体系 ,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进

程和现代高效农业体系的建立。 同时 ,发展苜蓿草业不仅

是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环境再造的重要措施 ,也是弥补退

耕还林还草后粮食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更是西北地区发

展特色型效益农业的重要途径。

3. 2　发展苜蓿草业有助于建立西北旱区可持续发展的农

业生产体系

苜蓿草产业作为新的农业科技密集型产业 ,将有效提

高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 ,带动地方畜牧业和奶业

的发展 ,促进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目前 ,甘

肃、宁夏和青海等省区封山禁牧后 ,已在农村全面实施农

户圈养畜牧业战略 ,植被渴望恢复 ,草地面积日益扩大 ,一

批农业龙头企业正在兴起 ,如北京克劳沃草业公司已在甘

肃张掖地区建立了 3万多亩规范化的苜蓿生产基地 ,并与

甘肃农业大学联合组建了草业研究所。这说明通过发展苜

蓿草业 ,可以有效地将企业与科研和农户建立长期的合作

关系 ,真正形成“公司+ 科研+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

式。公司可以保证产品的销售 ,科研单位提供技术支撑 ,农

户按照技术要求生产出优质牧草 ,使农民从生产环节获得

应有的经济效益 ,从而摆脱依赖种粮的传统观念 ,在西北

旱区逐渐走出一条以苜蓿为产业龙头的效益型旱区农业

发展道路。形成具有西北旱区农业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农

业生产体系 ,实现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

3. 3　发展知识密集型苜蓿草产业有利于提高西北旱区农

业专业化水平

苜蓿草业作为农业主导产业快速发展 ,必将推动苜蓿

生产基地的规模化、产品多样化 (草捆、草块、草粉、脱水苜

蓿 )经营 ,形成草业发展区域化布局、生产专业化的格局 ,

从而推动整个农村产业结构由传统的粮+ 经二元结构向

粮+ 经+ 草三元种植结构转化。草业产业化追求能够占领

市场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商品率的产品 ;要求按现

代化大农业设计和运行 ,便于管理、生产 、加工、储运 ,产品

质量严格执行国际标准 ,最终体现为高效益 ,使草业优势

和自然优势充分结合和发挥 ,成为西北地区一个新的支柱

产业 ,实现西北地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4　实施苜蓿为主的人工草产业化 ,是西北农业结构调

整的方向

苜蓿不仅可以用做饲料促进畜牧业和农业的协调发

展 ,而且可以通过退耕还草 ,改良土壤、提高肥力 ,优化农

业生态环境。 在西北发展以苜蓿为基础的草产业 ,有很好

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还能带动农、牧、林、渔、工、贸等

产业的发展。 由于西北农业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传统的农

业生产模式已不能满足新时期“全面实现小康”奋斗目标 ,

而适应西北环境资源条件的苜蓿草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

到西北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性 ,关系到西北农

民的经济收入和小康水平的实现。 因此 ,扩大人工草地面

积 ,促进苜蓿草产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成为今后西北农业

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

4　发展苜蓿草产业推进西北农业结构战

略调整的对策

4. 1　西北苜蓿产业化发展的途径

一是实行规模化生产 ,完善产业体系。 实现苜蓿草产

业化 ,必须推行规模化经营 ,建立“土地适度规模种植基

地”和“区域规模种植基地”。 在地多人少的丘陵沟壑和荒

漠化地区 ,以农场、公司和专业户为基础 ,适当扩大苜蓿的

种植面积 ,保持较大面积集中连片 ,建立土地适度规模种

植基地 ;在比较优势地区 ,以农户为基础 ,采取 “公司+ 农

户+ 技术依托单位”的产业开发模式 ,组织千家万户进行

集中种植 ,形成区域规模种植 ,健全产业开发体系。

二是扶持龙头企业 ,推进苜蓿产业化开发。目前“企业

+ 科研+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已得到我国草业和其它

行业的普遍认可 ,今后的关键是要通过大量艰苦扎实的工

作 ,使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保持良好状态 ,以保证整个产

业链条有效运行 ,避免刚刚兴起的草业陷入无序的竞争之

中 ,要大力扶持一批以苜蓿为主导产业的草业龙头企业。

发挥其在苜蓿产业中拉动市场与组织生产、经营和融资的

作用 ,由企业连接市场、农民和资本市场 ,以及产品与市场

之间的关系 ,逐步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苜蓿草产业 ,推动

苜蓿草产业化的发展。

三是搞好区域布局 ,进行分类指导。在区域布局上要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 ,突出各地的优势和特

点。 根据地域分异规律 ,要从战略的角度 ,选择发展模式 ,

如在甘肃河西地区可采取区域产业化发展模式 ,重点建设

区域苜蓿开发基地 ,在陕西陕北地区可采取土地规模发展

模式 ,建设土地适度规模种植基地等。

四是加大科研成果开发与推广 ,提高苜蓿产业的科技

含量。加强生产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 ,按照不同类型区 ,

推出适宜的苜蓿品种和种植、管理、收割、深加工、制种等

配套技术体系 ;利用细胞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 ,

培育具有抗旱、抗病虫害、耐盐碱、耐瘠薄的苜蓿新品种 ,

加快品种的更新换代 ;利用现代苜蓿加工技术 ,开展草团、

草粉、草颗粒、脱水干草以及叶蛋白的精深加工 ,提高草产

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建立科技信息服务体系 .及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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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草产业方面的政策、科技、金融和生产信息 ,以科研、试

验、示范基地为基础 ,大力宣传和推广创新科研成果。

4. 2　发展苜蓿产业推进西北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对策

一是以区域发展理论和资源经济基本学理论为指导 ,

科学配置西北农业地理资源。 科学利用西北农业地理优

势 ,合理配置农业资源 ,制定科学的地域发展规划 ,是西北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前提。 按照区域发展理论 ,在

西北的陕西关中平原和河西走廊等优生地区 ,应以稳定粮

食生产为主体 ,发展草田结合 ,引导农民开展家庭养殖业 ,

走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发展道路 ;在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山区、风沙区等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实行退耕还林

还草 ,在 200 mm以下降水和≥ 25°坡地地区要全面推行

退耕还草 ,大力发展苜蓿草产业和食草畜牧业 ,着力发展

苜蓿草产业化 ,走草牧结合、农牧协调发展的特色农业发

展道路。

二是根据结构经济理论 ,合理安排粮、经、饲三元结构

的配置比例。结构经济理论认为: 通过对系统的结构分析、

分解、设计和重组 ,使其达到最优化 ,可以获得新的物质和

功能 ,并能提高效益。因此 ,根据西北地区的农业资源特点

和地域差异特征 ,要下决心改变传统的粮、经二元结构模

式 ,在优生地区发展经济林业与苜蓿间作或草田轮作发展

模式 ,在生态脆弱区要走出植树造林的误区 ,大力发展以

苜蓿为主导的牧草产业和食草畜牧业 ,全面调整西北地区

农业系统的生产功能 ,提高整体农业生产效益、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

三是根据产业布局学原理 ,因地制宜搞好规划。 认真

总结现行的农业结构运行状况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科

学规划 ,把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增加农民收入、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结构调整的

标志。 按照产业布局学原理 ,西北地区以其特有的农业地

域资源特点 ,农业结构的调整应依苜蓿草产业的发展为突

破口 ,以草促牧、以牧促农 ,把苜蓿草产业放在西北农业结

构调整的重要位置 ,大力发展西北特色苜蓿草产业。

四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 ,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并举。 西北地区是一个生态经济脆弱区 ,长期以来由于人

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形成了今天的

脆弱生态、强人类活动的生态经济复合区域。因此 ,在西北

旱区农业结构调整中 ,必须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

合的综合治理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战略思路。按照中央

“退耕还林还草、再造山川秀美”的战略指导思想 ,要在西

北地区大力发展草蓄生态农业 ;利用生物技术和工程措施

相结合 ,根据不同的地貌和农业资源特征 ,实行草林间作

或条带式种植 ,提高西北地区生态综合治理和土地利用水

平 ,使农业生产结构的生产功能处于最佳发展状态。

五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探索西北农业产业化新路

子。农业结构调整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需

求 ,实现农民增收。因此 ,新时期的农业结构调整必须应对

市场需求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按照资源特点和社会需求

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公司+ 农户 (农场 )+ 科研”的发

展模式 ,积极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 ,扶持兴办以草业为主

业的农业龙头企业 ,带动区域产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确保

农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性、持续性 ;同时 ,要建立健全农村社

会化综合服务体系 ,强化服务功能 ,加强技术指导 ,增强农

民对结构调整的认识 ,宣传发展牧蓄草产业在农业结构调

整中的战略意义 ,同时要积极引导牧业、奶业、饲料业和食

品加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六是改革现行的农业土地制度 ,推行农业 “股田”制

度。允许农民以土地作为股份 ,参与到产业开发实体 ,把农

户与龙头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组建实质性的产业集团 ,

形成规模化、工厂化开发格局 ,全面推进西北农业现代化

进程。

钱学森大师在 80年代就预言 :中国 3亿 hm2草原将

来有可能年产值达到几千亿元 ,草业产业的前途是十分光

明的。 因而 ,大力开发我国西北地区草地经济必将推动西

北地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良性发展 ,成为增加农民收入 ,

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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