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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生产力由“旧质”向“新

质”的跨越式转型。特色农业能释放区域自然资源禀赋

优势，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发展从

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是提增农业质效的重要内生力

量，也是强化区域竞争优势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

西北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着眼未来产业，也要瞄准传

统产业所需，将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把特色农业作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最终实现整

体高质量发展。西北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伴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集群建设逐步完善与比较优势日渐

凸显，特色农业的发展基础更好。

（一）西北地区基本概况

西北地区主要包含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

5个省区，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处于

“胡焕庸线”以西，受地形气候影响土地资源、水资源

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主要农业用地仅占全国13.35%；

人口数量10358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34%，乡村人

口占总人口39.8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一产业从业人

员占乡村就业人员数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北地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包含黄土

高原生态屏障、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等一批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新质生产力是

新 时 代 的 生 产 力 。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特 点 是 创

新 ， 关 键 在 质 优 。 新 时 代 下 发 展 方 向 从 “ 促 增 量 ” 到

“提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农业是传统产业占比最高的行业之一，但

传统产业并不等同于落后产业，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大

国小农”向“大国强农”的历史性跨越阶段。[1]通过加快

农业技术装备、资本、劳动力、组织管理等生产要素的

变革，发展设施农业、电商销售、农产品加工、休闲观

光农业、有机农业和生态循环农业等新业态，构建以家

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社为中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为骨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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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在发展特色农业方面比较优势明显，但在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新质生

产力进程中仍面临产业体系建设不完善、市场衔接不紧密、农业专业人才缺乏、龙头企

业较少等因素影响等问题。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以新质

生产力为依托，可以进一步提高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特

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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