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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区”范围及其农业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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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针对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解决生态环境治理、加速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民族

自治区发展的重点, 依据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自然—人文等状况, 将西部区划分为远

西部和近西部两个部分。这种划分, 可以进一步明确近西部区和远西部区保护生态环境

与发展区域农业经济的关系, 可以按照实际情形, 确立农业持续发展的生态—生产模式,

从而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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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西部开发会议上, 国家公布了五项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性措施, 把国家的投资重

点放在了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因此, 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成为西部大开

发的主要目标。生态环境建设, 不仅是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也是东部地区可持续发

展的环境安全和资源保障基础。《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1 ]中确定的生态环境建设优先实施

的四个重点地区, 即黄河上中游地区、长江上中游地区、风沙区和草原区都在西部。本文根

据不同时期国家建设中的经济区划和不同学者对西部区的理解, 讨论了西部的区域范围, 提

出了近西部与远西部的划分方案; 根据人地相互作用的地域差异, 阐述了近西部区与远西部

区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区域农业经济的关系, 进而提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生产模式。

一、关于中国“西部区”的划分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所指的西部区包括: 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和广西 12 个省、市、自治区。这一区

域范围与国家从“七五”计划中开始使用的“西部”范围有明显不同, 即在传统的西部地区

范围的基础上, 将中部的部分省区包括进来, 特别是明确了内蒙古自治区、重庆直辖市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省份。对中国西部范围的认识和发展可以从各类区划中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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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布局的重点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建国以来国家发展经济过程中的西部区范围变化

对于一个大国来讲, 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必须考虑其地域差别, 从而, 充分发挥地区资

源与环境的优势, 加快区域特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建国初期, 中央提出 6 个行政管理区的

概念, 今日所指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当时“西北局”所辖的陕、甘、宁、青、新, 以及

“西南局”所辖的川、黔、滇、藏。1956 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 使用沿海和内地

提法, 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六五”计划中, 又区分出少数民族地区, 于是形成

沿海、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划分方案[ 2 ]。“七五”计划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分布

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 并确立了西部区的范围, 即包括建国初期的西北局和

西南局的行政范围, 并按照这种划分制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后来在“八五”计划和十

年规划中, 没有继续使用这种划分, 而是提出正确处理资源富集地区与加工工业集中地区的

关系, 以及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关系。这期间, 西部大

开发所辖范围被划归为资源富集区, 即经济不发达地区。在“九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 又

提出了七大综合经济区, 西部大开发所辖范围包括在西北经济区 (陕、甘、宁、青、新、蒙

西) 和大西南经济区 (川、渝、黔、滇、桂、藏、琼、粤西) 之中, 首先明确了西北经济区

的范围包括内蒙古西部, 即传统的华北与西北区的界线有了调整。在即将制定的“十五”计

划和十年规划中, 适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又明确了把内蒙古和广西两个少数民族自治

区, 以及由四川分出来的重庆与“七五”确定的西部区, 共同归并在西部大开发的区域范围

内。这样 , 西部大开发就包括了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以及经济欠发达的陕、甘、青、川、渝、

滇、黔 7 个省、市。这些省、市、自治区的共同特征是, 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比东部沿

海地区滞后、少数民族聚集。

21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西部区范围的划分

建国以来, 伴随国家对区域资源的开发, 自然科学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

的区划方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充分体现了中国地域辽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而

明确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 并突出区域特色。

(1) 在自然地理区划中的西部区。中国自然区划主要依据中国地表自然界的地域分异理

论, 区域界线为自然界线。不同学者进行区划的目的、原则和方法有所不同, 划分出的区域

体系和对区域的认识有一定差异。中国气候区划[ 3 ]是中国自然区划的良好开端, 将中国划分为

8 个气候类型区, 蒙古类、西藏类、草原类和云南高原类含在现行的西部区。中国自然地理区

划草案[ 4 ]是建国初期影响最大的自然区划, 将中国划分为东西半壁, 以植被、土壤作为景观标

志 , 划分为 7 个基本区, 蒙新区、青藏区和康滇区包括在西半壁。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初

稿) [ 5 ]堪称中国自然区划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具有深远影响的区划, 明确为农业服务

的目的, 提出中国三大自然区作为零级区的认识, 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旱区含在现行西部区

内。中国自然区划纲要[ 6 ]、中国自然区划的新方案[ 7 ]、中国自然区划概要[ 8 ]都首先划分中国为

三大自然区。中国生态区划[ 9 ]将中国划分为 20 个生态区, 在西部与东部之间划分出若干过渡

生态区。由此可见, 自然区划的中国西部区的范围, 主体为干旱的西北内陆和高寒的青藏高

原, 边缘为干湿过渡的草原区和三大自然区过渡的西南区。

(2) 在经济区划中的西部区。中国经济区划是生产力总体布局框架, 根据社会劳动地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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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规律, 对全国领土进行的战略性划分。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 (地理) 区域的划分, 大多

以省界为基础进行区划。表 1 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经济区划方案, 从中可透视西部地区在地

域分异中的演变。

表 1　中国经济 (地理) 区划中的西部区

经济区划方案 西部所含的经济区名称 (省、市、自治区简称) 有关说明

十大经济区[10 ]

(杨树珍, 1990)

新疆区、西藏区、内蒙区

西北区 (陕、甘、宁、青)

西南区 (川、黔、滇)

少数民族自治区单

划

十大经济区[11 ]

(杨吾扬, 1992)

大西区 (甘、宁、青、新、蒙西、藏)

晋陕区 (陕、蒙中、晋3 )

四川区 (川)、西南区 (滇、黔、桂)

西部为一个区, 内蒙

古分属四个区

六大经济区[12 ]

(胡序威, 1993)

西北区 (陕、甘、宁、青、新)

西南区 (藏、川、滇、黔)

内蒙古在华北

九大城市经济区[13 ]

(顾朝林, 1992)

西北区 (陕、甘、宁、蒙西)

新疆区、西藏区

西南区 (川、滇、黔、桂)

以城市为中心划分

中国综合农业区划[14 ]

(中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1981)

甘新区、青藏区、内蒙及长城沿线区、黄土高原

区、西南区

保持县界的完整性

　　说明: 川包括现在的重庆在内。有3 号的不是目前西部大开发区的省区。

(3) 在自然- 人文区划中的西部区。在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上, 胡焕庸线 (黑河- 腾冲)

将中国划分为东西半壁, 包括黑龙江黑河- 内蒙古霍林河- 陕西榆林- 甘肃天水- 云南腾冲

一线以西北的地区为西半壁, 该区人口稀疏,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协调农牧业化ö城市化与生

态环境安全[ 15 ]。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 16 ] , 根据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和灾情, 划分中

国大陆为东西分异的若干自然灾害带, 大陆西北灾害带、青藏高原灾害带位于西部, 大陆中

部灾害带位于中国地形二级阶梯以西。在中国国土整治区划[ 17 ]中, 依据经济区位和自然结构,

将中国划分为边远地区 (蒙、青、新、藏)、内地地区 (豫晋陕甘区、四川区、云贵区、广西

区、湘赣区) 和沿海地区。在中国贫困区划[ 18 ]中, 根据贫困经济指标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将

中国划分为西部高寒荒漠贫困县斑块状分布贫困带、中部山地丘陵贫困县连片分布贫困带、东

部贫困县岛状分布带, 中西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贫困县。这些区划界线大多同时兼顾

保持行政县界的完整性和自然单元的完整性。它们的相对共同点在于: 中国自然- 人文区域

东西分异明显。西部高寒、干旱, 自然环境恶劣, 人口稀疏; 中部生态环境过渡、脆弱, 人

口多, 贫困区连片。中西部合并起来基本相当与大开发的西部区。

从这些区划中可以看出, 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需要, 对中国经济区的划分差异比较大,

其主要分歧在那些东西跨度或南北跨度比较大的省区, 其归属于东部还是西部, 甚至独立为

中部; 另一个分歧则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带内的相对落后省区的归属问题。

31 远西部与近西部范围的划分

通过上述分析看出, 中国西部大开发所包括的区域范围, 实际上主要考虑了生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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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经济相对落后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发展等三方面的内容。由此就暗示出西部大开发

必须解决这三大关键问题。为了满足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区域需求, 做到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

并达到预期目标, 有必要对“西部区”内部的差异性给予高度重视。依据经济相对落后的特

征, 取中国贫困区划中的“中部山地丘陵贫困县连片分布贫困带”的东界, 同时保持县界的

完整性和少数民族自治区边界的完整性, 作为西部区的东界; 再根据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特征,

依中国自然区划中的西部核心区, 即“干旱西北内陆”和“高寒青藏高原”的东界, 将西部

区划分为远西部和近西部两部分 (图 1)。这一“西部区”的界线有一定的东移, 把黑龙江省

北部边缘、辽西山地、冀北边缘、山西省、豫西山地、鄂西和湘西包括进来, 这些地区大多

为生态脆弱或贫困地区。与前述西部大开发范围相比, 把西部区的界线略往东移。一方面明

确在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 采用东西划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并突出在

加快西部大开发的同时, 促进东部大发展; 另一方面把西部区划分为近西部和远西部两部分,

其目的在于选择西部大开发的开发重点和分步推进, 并确定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

图 1　中国西部界线与分区

由于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拥有海岸线已

成为促进经济国际化的重要资源; 又由于 20

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 沿海及东部地区经济

的相对快速增长, 东西差别的加大, 历史上中

国的南北分异逐渐被东西分异所代替。取二分

法还是三分法,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学术问

题。本文从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角度考

虑, 采取东、西二分法, 并在西部区内划分为

近西部和远西部; 在东部区也可划分为海岸地

区和近海岸地区。这样划分的目的就在于突出

区域差异, 寻找区域特色, 建立互补体系。

二、西部生态环境及其对东部的影响

中国西部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 冰冻圈与干旱区相依并存, 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与青藏

高原阶梯相连, 内陆河与大漠相伴。生态环境普遍退化, 直接殃及到全国的生态与安全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是西部沙尘暴源地和水源地对本区和东部区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11 中国西部的风蚀沙化与东部的沙尘暴天气

中国西北部集中分布着 12 片沙漠和沙地, 面积约 70 万平方公里, 全部处在西风带内。冬

春季节盛行西北风, 此时正值植被覆盖最少, 在风力作用下风蚀沙化加剧, 重者引起沙尘暴,

扬起的沙尘部分被高空西风带走, 在东部降尘, 造成沙尘暴天气。因此, 西部地区的沙漠和

沙地是沙尘暴源地, 保护沙漠中的绿洲、荒漠中的草原, 建设防风固沙植被, 不仅是西部地

区生态建设的当务之急, 也是东部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

21 中国西部的水土流失与东部水资源安全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 大多数河流自西向东流。黄河、长江等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 黑龙

江、辽河、滦河、海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发源于西部区的高原和山地。因此, 西部是中国

重要的水源地。从宏观上看, 受地势控制, 在近西部形成大斜坡, 水力侵蚀强烈, 在地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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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覆盖少或丧失的情况下, 水土流失就会发生, 在地貌物质抗蚀性极差的黄土高原和喀斯特

高原, 水土流失就会加剧。近西部的水土流失不仅造成东部河道淤积、湖底淤积, 甚至形成

洪涝灾害。因此, 保护高原的湿地和草地、提高山地丘陵的植被覆盖率, 就成为全国生态环

境建设的重中之重, 以此保障东部地区淡水资源的供给和环境安全。

31 近西部是东部区的生态屏障

近西部是中国土地退化最严重的地带, 有“土地饥饿带”[ 19 ]、“经济贫困带”、“生态危机

带”之称。这里兼有斜坡不稳定、地貌物质不稳定、降水不稳定、多民族居住、农牧交错和

土地利用不稳定等多重易变因素, 因此, 保护植被和提高地表植被覆盖度成为近西部防治土

地退化、减灾增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近西部边缘为山地, 与东部相连, 西

来气流和东流河川, 将西部的风沙和泥沙、洪水带入东部, 对东部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极大

的威胁, 影响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近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 可以形成一道绿色屏障, 涵养水

源、净化空气, 控制风沙东侵, 减少水土流失, 减轻洪涝灾害。

西部大开发中, 近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是本区域生态- 生产安全的基本要求, 而且

也是稳定并继续发展东部经济的重要环境- 生产安全保障。东部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带动近西

部的发展, 而远西部的加速开发也牵引近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 在近西部内, 也有发

展很快的经济区, 如: 西南的成渝经济区和南贵经济区、黄土高原的西咸经济区和太同经济

区、内蒙古的呼包经济区、甘宁的兰银经济区等, 行将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轴心和快速增

长点, 生态环境建设直接影响到这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三、西部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生产模式

西部区农业受气候和土地资源限制, 形成雨养 (旱作) 农业和灌溉农业两大农业类型。雨

养农业分布在半干旱地带, 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 灌溉农业主要分布在干旱地

带, 并集中于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的绿洲区。严重的水土流失、风蚀沙化、盐渍化和植被退

化 (主要是草地退化) 严重制约着当地的农业发展, 并对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生态安全造成

威胁。因此, 确定西部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生态- 生产模式, 即经济生产中协调生

态环境, 生态环境建设中发展经济生产, 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研究领域。

11 远西部区绿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生产模式

西北干旱荒漠地区是中国远离海洋, 周围高山环绕, 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新疆年降

水量仅为全国平均降水量的 1ö4, 径流为全国的 3% , 荒漠化土地面积居全国之首, 占全国荒

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46% ; 气候干旱多风、荒漠广布、湿岛 (绿色山地和绿洲) 处在严重的荒

漠化威胁之下。新疆与河西走廊绿洲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棉花生产基地, 水是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绿洲是人口、城镇、工农业高度集中在大漠中的有限地域, 高山

冰雪溶水是干旱区十分珍贵的有限淡水资源, 人水矛盾、工农业用水矛盾和上、中、下游用

水矛盾, 构成绿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 不合理灌溉与强蒸发导致有限的水资源的浪

费和土地的次生盐渍化, 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绿洲农业受风沙侵害, 在边

缘沙丘前移造成土地沙化。因此, 必须确定“生态用水”、“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的新

观念[ 20 ]、从而协调生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 发展“高产、优质、特色经济作物与水资源安全

相结合”的绿洲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 生产模式。除此之外, 广大的西部荒漠区, 确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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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牧强度, 对促进本区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1 近西部黄土高原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生产模式

黄土高原是世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土壤侵蚀模数平均为 8 000- 10 000 吨ö平方公

里·年; 土地千沟万壑, 支离破碎, 生产力低; 降水量少, 平均为 300- 600 毫米, 更突出的

是降水变率大, 通常为 20% - 50% , 多暴雨, 降水利用率不足 30% ; 农业单一, 以粮食种植

为主, 人均耕地 317 亩, 是全国人均数的 218 倍, 土地经营粗放, 粮食单产低, 约为 100 公

斤, 粮食生产年际波动达 50% 以上。因此, “稳定、高产、满足粮食自给的农业与生态安全相

结合”就成为黄土高原及周边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生态- 生产模式 (图 2)。

图 2　黄土高原及周边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生产模式

黄土高原的生态与生产在近西部的可持续农业发展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 受

到多方面的关注。黄土高原的基本地貌类型线有谷缘线和坡脚线。谷缘线以上有塬、梁、峁

三类正地貌, 谷缘线以下有沟、　、坪三类负地貌, 它们是构成景观结构的基本单元。这些

地貌单元的空间配置决定着水热再分配、土壤层厚度及养分循环、流水侵蚀方式、土地利用

结构及农业生产力, 因而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根据景观结构和生态—生产功能, 黄

土高原可划分为 5 种可持续的基本生态—生产带 (表 2)。

黄土高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是加强“土壤水库”的调节功能。集雨节水、退耕还

林草、沟坡治理等都是围绕“土壤水库”而实施的具体措施。黄土高原各景观单元与各生产

带的搭配, 并与农业可持续的具体措施相结合, 构成生态- 生产系统的优化模式。

(1) 梁峁- 川道复合系统。梁峁顶部种植乔灌草, 集防治水土流失、涵养水源和畜牧为

一体; 梁峁中部发展果木; 梁峁下部建设农田, 梯田与窖灌工程为重点, 辅以防护林; 川道

地加固工程护坡和水利设施建设, 寻求高投入、集约化的农业经营, 兼顾畜牧业育肥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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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土高原生态- 生产带

生态- 生产带名称 生态环境 经济功能

山顶 (陡坡) 水保带 坡度大, 重力及流水侵蚀严重, 开垦

加剧水土流失, 丧失土地

保护性林草, 生活休闲、水源

涵养, 分散畜牧

山腰水保- 生产带 坡度 15- 25 度, 面状流水侵蚀, 开垦

加剧水土流失, 土地瘠薄

经济林与水保林交错, 梯田与

草地镶嵌, 农牧并重

塬 (缓坡) 农田带 坡度小于 15 度, 流水侵蚀微弱, 土层

较厚, 受干旱减产

林网化农田, 粮食单产较高,

基本口粮田

川坝地高效生产带 坡度小, 与水体相伴, 有灌溉之便, 受

水灾威胁

高产、稳产农田, 粮、菜、经

济作物共同发展

覆沙地林牧生产带 地表覆沙, 开垦加剧风蚀沙化 经济灌木与饲草基地

　　说明: 据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 黄土高原农业可持续发展咨询报告 (中国科学院院士咨询报告,

1999) 改编。

(2) 梁峁- 沟坝复合系统。梁峁顶部和上部种植灌草; 中部缓坡建宽坡高标准梯田; 下

部陡坡工程措施与生物防护配合; 沟底适宜的地段建立淤坝地, 拦截上游冲积下来的泥沙, 形

成坝地基本农田。

(3) 土石丘陵- 沟谷系统。土石丘陵以封山育林与种植灌草为主, 集涵养水源、苗圃和

休闲、畜牧四种功效为一体; 沟谷以特产经济作物开发为主。

(4) 台塬系统。塬面平地以农业为主, 兼顾牧业和工业, 建成区域性商品农业基地; 边

缘沟坡重点加固, 以水土保持为主。

(5) 川地系统。川地平坦宽阔, 有河流水源供给, 可作为高新技术的经济中心地段, 边

坡可建设梯田或种植灌草。

(6) 覆沙丘岗- 沟谷系统。这种系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北部沙黄土区, 以种植灌草、发

展畜牧为主, 兼顾经济林, 成为畜牧业基地和旅游地。

在近西部的广大平原灌区, 发展节水和可持续农业, 关键在于渠系配套和防治土壤次生

盐渍化 (北方) , 并以此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除上述西部区的两种农业类型外, 在远西部还有可持续的放牧畜牧业生态- 生产模式, 即

逐渐扩大舍饲养畜的比例; 在近西部还有发展节水农业的生态- 生产模式, 即逐渐降低灌溉

定额, 提高草田轮作的比例, 用地养地结合, 确保土地的可再生性能。

结　语

本文依据生态环境特征、经济落后状况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同时保持县界的完

整性, 提出“西部区”范围的划分方案。本方案与西部大开发的“西部区”最大的差异在山

西省和部分贫困区的归属上。近西部和远西部的划分, 综合考虑自然- 人文区划的界线, 强

调生态环境建设的地域影响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地区差异, 并有助于从宏观上确定生态环境建

设优先地区和区域开发的顺序, 也便于分县操作。西部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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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和新疆、甘肃绿洲农业外, 还有河套平原和汾渭平原农业、四川盆地

农业、西南河谷农业、喀斯特坝地农业等, 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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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ef in it ion of Ch inese W estern Reg ion and Susta inable D evelopm en t

Parad igm of Agr iculture in Tha t Area
W AN G J ing2a i

(D ep 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 ental Science, BNU , Key L abo rato ry of Environm ent Change and

N atural D isaster, sponso red by State Education M inistry, Ch ina, Beijing 100875 Ch ina)

Abstract: A cco rding to the cen tral governm en tal stra tegic focus on the eco2environm en t imp rovem en t and

accelerat ion of the econom ic p rogress in the w estern part, the Ch inese w est can be divided in to tw o regions,

the far and the near w est, by the standards of developm en tal level of econom y, eco logical environm en t and

natu re2hum an situat ion. In so do ing, the relat ion betw een the tw o regions’ imp rovem en t on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 en t and the developm en t of regional agricu ltu ral econom y can be clarified. Besides, the eco logical and

p roductive pattern s of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 t in agricu ltu re can be estab lished, so as to facilita te the

imp lem en tat ion of the great developm en t of the w estern part stra tegy.

Key words: the w estern part;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of agricu ltu re; eco2p roducativ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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