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开放城市经济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旅游业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美丽而具有浓郁亚热带风情的北海市，风光秀丽，是度假、疗养、避寒、观光旅游的理想

胜地。

1．景点美。北海市拥有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和涠洲岛、星岛湖两个省级旅游度假区，冠

头岭国家森林公园、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儒艮（美人鱼）国家自然保护区、白

龙珍珠城遗址、合浦汉代墓葬保护区和大士阁、东坡亭古建筑群等一大批国家级、省级著名的

旅游景区（点），集海、滩、岛、湖、山、林于一体，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兼备。

2．区位佳。北海市背靠大西南，西毗越南，面向东南亚，与海南省隔海相望，处于一城

系四南之枢纽位置，在旅游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优势。

3．交通发达。北海有完善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钦海铁路与南防、南昆、黎钦铁

路相连接，沟通全国铁路网。桂林经南宁至北海的高速公路已全线通车。此外，每天都有开往

海南的班轮，及北海至越南海上跨国旅游航班。

越南下龙湾

北海自 1984 年以来，先后投入 20 多亿元，进行了主要旅游景点及相应设施的建设，完成

了海滩公园、海滨公园、恒利海洋娱乐中心和合浦星岛湖、山口红树林保护区等一系列新的旅

游景点和设施，开通北海至越南下龙湾的旅游航线，建成涉外饭店、星级酒店 20 多家，开发

了独具特色的南珠产品，建立了中国珍珠城和南珠宫，完善了与旅游相关的吃、住、行、游、

购、娱等一系列服务设施，形成了集海洋、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于一体的特色旅游。1998 年，

北海市被国家旅游局评为第一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旅游业初具规模

1999 年底，全市拥有各类宾馆饭店 162 家（含招待所、培训中心），涉外饭店 22 家，国

际旅行社 7 家，国内旅行社 42 家；休闲、文化娱乐场所 60 多家；旅游团队定点购物商场 10

家。“八五”至“九五”期间，每年接待中外游客人数不断增加，旅游业实现了从“事业接待



型”到“经济产业型”的转变，旅游业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极大地推动了北海经济发展，成

为新的、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

五星级的香格里拉大饭店

想一想：北海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起到了什么作用？

旅游业的发展目标

北海市旅游业肩负着贯彻实现自治区关于把广西建设成为旅游大省，形成“北有桂林，南

有北海”的旅游新格局的重要使命，在旅游的规划和开发建设上，继续围绕以“北海银滩为中

心，涠洲岛、星岛湖为两翼”的旅游格局予以发展、提高和完善。

到 2010 年，北海市将发展为以亚热带滨海度假为主题，融观光、会议、金融、商贸、购

物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国际旅游城市，达到年接待境外游客 30~50 万人次，旅游创汇超 2亿美元；

年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350~400 万，旅游总收入超过 27 亿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的目

标，使旅游业真正成为带动全市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向外向型转变，加速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先

导性产业。

想一想：我市旅游业 2010 年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读一读：在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上，2001 年，北海市将通过国家投资、向国内外招商引资

等途径集资 10 亿元，投入银滩景区和涠洲岛火山公园等项目的建设。

对北海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按总体规划所设立的七大功能小区，分批分期建

设完善，争取到 2005 年完成文化娱乐、购物、国际会议、度假等功能区的建设，使整个度假

区成为具有亚热带滨海特色和鲜明地方特色，自然美和人工美相结合，能满足多功能需要，符

合国际标准和潮流，独具特色的国际一流旅游度假区，成为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旅游拳头产品。

对于涠洲岛旅游风景区的开发，拟建设涠洲岛火山公园，并开发以保持自然风光、原始生

态为主，休闲度假和海底观光等游客参与性的项目。

对于冠头岭自然风景区的建设，拟通过招商式合作开发，建设以海洋文化为丰富内涵特色

的主题公园项目，主题公园融“亚热带海洋生态模拟海洋生物展示、海洋动物表演、海洋产品



开发购物和多种现代化高新科技娱乐项目”于一体，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海洋文化品位。

星岛湖的旅游开发，利用已建成的水浒影视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加快步伐，把其建成我

区富有魅力的国内休闲度假胜地。

此外，计划投资购买高速游船，把北海至越南下龙湾的跨国游建设成为周末黄金旅游线。

总之，通过政府重视，孙导巨额投资，至 2005 年，使我市旅游景点的建设初具规模，处于广

西领先水平，并以鲜明的亚热带滨海风情和浓郁的珠乡文化特色成为环北部湾地区重要的国际

旅游度假区胜地。

做一做：

1．请你来当设计者，设想一下 2005 年的银滩公园是怎样的？

2．根据你自己的观察，分析目前北海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调整中的工业

工业的发展历程

建国前，北海的工业十分落后，至解放前，全市只有 18 家烧制陶瓷、手工织布和 30 至

40 年代建立起来的印刷厂和电力工业，其余的主要是一些作坊式的手工场和渔需品加工厂。

生产场地狭窄简陋，生产方式原始粗放，生产过程主要依靠手摇、脚踏、捶打、推拉和肩挑式

操作，产品不外是绳、缆、帆、网、钓、锚、钉、灯，还有玻璃器皿、棉布、木器、米酒、水

产品和印刷品等，年工业产值仅 184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3.22%。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依靠政策和科技进步，原有老企业均获得不同程度

的技术改造，新的建设项目不断增加，技术力量逐步充实，工业装备水平大大提高，工业产业

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读一读。在改革开放的 1984 年至 1996 年 12 年间：

全市完成各类生产建设和改造项目 599 项，完成投资 34.33 亿元，约为 1983 年以前 33 年

投资总和的 40 倍。

先后引进和建成投产的有食品、印刷、建材、水产、棉纺等 63 条自动、半自动化生产线，

使许多技术密集型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

生产车间一角



在工业行业分类的 40 个大类中，已拥有 33 个工业大类，建立了以炼油、化肥为主的化学

工业，以制糖、饮料为主的食品工业，以珍珠为主的水产加工业，以面、饲料为主的粮油加工

业，以水泥、铝型材为主的建筑装潢材料工业，以保健常用药为主的制药业，以集装箱、特种

钢管为主的金属制品业，以船舶为主的交通运输制造业，以贝雕、角雕为主的工艺美术品制造

业，以玻璃、陶瓷为主的陶瓷工业，以棉纺织为主的纺织工业等，已成为北海工业的支柱产业。

轻重工业的比重也分别从 1990 年的 1:0.22 调整为 1996 年的 1:0.56。

已造就出北海石油化工厂、健力宝北海公司、北海化肥厂、通海集装箱公司、合浦科荣制

革有限公司等一批创亿元以上产值的企业，形成现代企业工业体系的新构架，成为重要的经济

增长点。其中石油工业填补了北海市工业的空白，1998 年产值达 7.45 亿元，国税上缴额排自

治区第三名；健力宝北海公司已成为广西最大的饮料企业，年销售额 3.2 亿元；1995 年建成的

通海集装箱公司，年产集装箱 2.4 万只，全部出口到欧美各国，年创汇 5500 万美元；1995 年

10 月建成投产的攀钢集团北海钢管公司，年产值 3.5 亿元，是中国南方规模最大、装备水平最

高的现代化直缝钢管生产基地；合浦科荣制革有限公司，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反毛绒皮革生产基

地。

北海石油

一批效益好，竞争力强，机构灵活的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北海经济的小巨人。喷施宝集团

等一批著名私营企业纷纷落户北海市，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说一说：试述建国以来，北海市工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北海市工业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还处在发展阶段，与其他沿海开放城市相比差

距很大，仍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从总体看，现代工业整体水平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外向

型产业和高效益产业更为薄弱。

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

20 世纪 90 年代末，北海市立足本市工业经济发展实际，积极培育和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目前全市经自治区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5家、高新技术产品 11 个，到 2000 年度，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达 13 亿元。



北海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着优越的条件。

1．具有优美的环境条件。北海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适宜发展

对环境要求较严的高新技术产业。

2．具有丰富的资源依托。北海市具有港口、淡水、土地、海洋水产、矿产、石油天然气，

热带、亚热带作物等突出的资源优势。

3．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北海市已建成海陆空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

城市道路、上下水道、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北部湾沿岸诸城市中处于领先水平。

4．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北海市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位于这两大经济区域“8”字

形交叉点上，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区位优势。

5．具有难得的发展机遇。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我国已加入 WTO，存在着诸多的机

遇和挑战，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振兴北海经济的必经之路。

由于具有优越的发展条件，北海市成了中外客商投资兴业的热点城市，具有浓烈的现代气

息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标志着北海市大工业发展的高潮即将到来！

读一读：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根据北海市的资源优势，现有的工业基础和国内

外市场的需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应放在电子信息、海洋生物、生物制药、新材料这四

个领域。

1．电子信息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元器件、高性能电池的需求量将会越来越大，

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北海银河公司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片式电阻生产企业。科能公司生产的

UPS、全密封高性能蓄电池系列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外的同类产品水平。北海

智能通讯有限公司、启东计算机有限公司、深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生产的 IC 卡式电话机、

程控收款机、智能低压电网监测仪等产品，技术先进，具有较好的开发前景。以此为基础，以

通信产品、软件、新型电子元器件、节能电光源、新型家用电器、新型信息处理设备等为重点，

可以构筑北海市新兴的电子产业群。

2．生物制药领域。90 年代以来，生物医学工程的发展引起了医药行业的重大变化，利用

基因重组等先进生物技术进行药物开发是 21 世纪医药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在北海市，目前

已形成了北生、方舟、迈迪森三家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影响的生物制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格局。目前方舟、迈迪森、北生等高新技术企业利用基因重组、生物合成等先进技术生产出的

促粒素、辅酶 Ql0、人血白蛋白等产品在技术和价格上占有明显优势。其中，迈迪森公司采用

合成法生产辅酶 Ql0 原料为世界首创，方舟药业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促粒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

水平。

3．海洋生物领域。北海市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产业在市高新技术产业中占有

重要地位。在发展海洋生物的产业中，逐步形成了以国发为龙头，珍珠总公司、科贝、东方创



美等一批企业竞相发展的格局。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经自治区认定的

六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在促进北海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以这些龙

头企业为基础，可以培育海洋生物技术产业群，实现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

4．新材料领域。北海市具有丰富的钛铁矿、高岭土、石英砂、石膏矿等矿产资源，对发

展新型建材、高性能合金为主的新材料产业具有独特的优势。以涪陵建陶、北海佳艺为代表的

新型建材企业和以攀钢铁合金、攀钢钢管为首的高性能合金企业已经构成了初具规模的新材料

产业群。以这些企业为核心，重视和应用最新科技成果，可建成新型材料工业产业群。

南方迈迪森公司的高科技产品

第三节 稳步发展的渔业

渔业的发展

北海市渔业历史悠久，早在秦汉以前，北海市先民就已从事海洋捕捞业——潜海采珠。

繁荣的北海渔港

北海市解放以后，渔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改革开放给北海市的渔业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

活力，特别是“九五”期间，北海市渔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99 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

82 万吨，占全区的 35.5%，创历史最高水平；水产品总产值 49.5 亿元，占全市农业产值的 63%；

水产品人均占有量 620 千克，是全国人均 32.7 千克的 19 倍；渔民人均纯收入 6094 元，是全

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2383 元的 2.6 倍。渔业已形成了产供销加工相配套、内外贸易相结合的模

式，成为沿海渔民率先致富奔小康、振兴北海经济的支柱产业。

稳步发展的海洋捕捞业。海洋捕捞是北海市渔业的传统产业。解放初期，海洋捕捞靠小型

风帆船、小艇和竹筏作业，由于船小抗风能力差，只能在 40 米水深以内的沿岸海域从事捕捞

生产。70 年代初，逐步实现了渔船机帆化，海洋捕捞能力得到提高，渔场开发由传统的北部



湾向北部湾湾口及海南岛南部、东部 200 米等深线的渔场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末，北海市海

洋捕捞已全部实现渔业机械化，机动渔船成为北海市海洋捕捞的主力军，产量占渔业总产量的

80%以上。

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粤、桂、琼三省区以及越南渔船发展较快，进入北部湾内海

作业的机动渔船日益增多，捕捞强度超越了渔业资源的承受能力，造成北部湾近海资源衰退，

引起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视，因而制定出北部湾海域休渔期制度，即每年的 7、8两个月，

严禁所有的渔船出海捕捞，这一措施有利于保护海洋生物的繁殖和发展，深受渔民的欢迎。

今后北海市在合理开发和保护近海渔业资源的同时，努力开发南沙西部渔场，把外海和远

洋渔业的发展作为北海市海洋捕捞渔业的主要出路来抓。

读一读：据统计，获批准持证到南海生产的大功率机动渔船达 300 多艘。从 1993 年，派往

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生产的远洋渔船达 100 多艘。在开放外海和远洋渔业方面，北海市填补了广

西的空白，提高了参与世界公有资源开发的能力，为扩大渔业发展与世界渔业接轨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想一想：

1．北海海洋捕捞业的出路是什么？

2．你对实行“休渔”政策有何看法？请结合实际加以分析。

加快发展中的南珠产业。北海市海域所产的珍珠称为南珠，是誉满中外的珍珠中的佼佼者。

北海市被列为全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后，南珠业发展很快，到 1998 年底，珍珠养殖基地

面积达 3598 公顷，放养插核育珠贝 1.37 亿只，珍珠产量 8653 公斤。全市的珍珠生产已形成

人工育苗、珠贝养殖、珠核供应、人工植核、珍珠育成、珍珠收获一体化的生产体系。

读一读：远在 2000 多年前的汉代，珍珠就被人们开采利用，北海一带的珍珠被人们誉为南

珠。但由于天然珍珠生长周期长、资源稀缺，于是养珍珠成了一项经济效益高的海水养殖业。

1958 年在周恩来总理“一定要把南珠生产发展起来”的指示下，北海开始试养珍珠。1959 年，

第一颗珍珠试养成功。1964 年珍珠养殖场放养插贝 45 万只，收获珍珠 9.9 公斤。同时，珍珠

贝人工育苗代替了自然种苗进行生产。为提高育苗成活率，1988 年，北海市珍珠公司用激光

育苗，使人工育苗成活率达 40%．插核成活率达 60%。到 1990 年该公司养殖面积 30 公顷，收

获珍珠 23 公斤。目前，铁山港区营盘镇是南珠主要产地。据该镇统计：珠农收入达 10~30 万

元的有 950 户，30~50 万元的有 40 户，沿海一带珍珠楼、文蛤楼、对虾楼拔地而起，摩托车、

彩电、冰箱、移动电话涌入渔民家庭，养珠致富已成佳话。

南珠加工综合开发利用，也取得较大进展。10 多年来北海市珍珠总公司等企业，先后办

了珍珠制药厂、工艺首饰厂、珍珠护肤品厂、保健饮料厂、食品厂、酿酒厂等企业，开发了珍



珠药品、护肤品、保健饮料等 200 多个南珠系列产品，对部分原珠及副产品进行了深加工和综

合利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95 年北海市珍珠总公司生产的南珠项链，被选为第四

届世界妇女大会礼品，代表国家送与各国代表。1996 年，北海市创建了融养殖、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中国珍珠城，为把北海市建成国内外最大的珍珠集散地迈开了一大步。

南珠放彩

读一读：随着北海市旅游业的发展，珍珠销售市场由少到多，在市中心商业区云南路、茶

亭路等地开设了数百家专营公司和销售店，“游银滩、食海鲜、买珍珠”已成为北海旅游的特

色项目，珍珠产品已成为北海的一大支柱产业，其产品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昆明、重

庆、内蒙古等地销售很受欢迎，并远销香港、新加坡、柬埔寨、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高速发展的海水养殖业

北海市三面环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充沛，热量充足，海岸线长，滩涂面积广，

并且水质优良，浮游生物丰富，是发展海水养殖的理想场所。但 1978 年以前水产养殖业发展

缓慢，全市的海水养殖面积只有 13 公顷，产量也只有 52 吨。改革开放以后，到 1989 年，全

市的养殖面积达 925 公顷，产量 2383 吨。“八五”期间，北海市渔业调整产业结构，促使海水

养殖业走上快车道，主要养殖的品种有珍珠、大蚝、对虾、文蛤，此外还引进和推广了美国红

鱼、墨西哥湾扇贝、锯缘青蟹等名、特、优品种。

工厂化对虾养殖场

1999 年全市海水养殖面积达 38.9 万亩，产品 6.97 万吨，形成了以合浦县的西场、白沙、

沙岗为主的对虾养殖基地，以铁山港营盘镇和合浦县、沙田镇为主的珍珠养殖地，以合浦党江

为主的文蛤养殖基地，以合浦西场和海城区城北为主的牡蛎养殖基地。海水养殖业已向基地化、



科学化、名优化方向发展。

采 珠

读一读：珍珠贝最适宜生长在水暖如春、水流畅通稳定、有适量清水流入的港湾，而铁山

港区营盘镇和沙田镇所处的港湾开敞，海水清澈、水流不急，自潮间带至 10 米等涂线以内的

是岩礁砂泥与砾石混合的海底，海水温度保持在 15~25℃之间，是珍珠贝生活的乐园。营盘镇

和沙田镇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大力发展珍珠养殖业，成为南珠重要的生产基地。

做一做：

请利用假期参观我市主要的四大海水养殖基地，并说出海水养殖业以哪些品种为主。

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北海坚持“捕养结合，主攻养殖”的发展方针，渔业产业结构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全市年海洋捕捞产量与养殖产量之比从 1990 年的 31.2:1 调整到 1999 年的

2.04:1。水产品实现以捕捞为主向养殖方向的转变，渔业二、三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调整和优

化。对水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开发的鱼糜系列制品、南珠系列制品、海水罐头系列

制品、鱼肝油系列制品、旅游方面系列制品，都具有 20 世纪 90 年代先进水平，特别是市水产

实业总公司引进了日本先进的生产线设备，开发了蟹柳油炸鱼糕、带子丸等六大鱼糜系列新产

品，在全国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填补了广西水产品深加工的空白。但是，站在全球经济一体

化高度来看，北海市的渔业与国内发达渔业地区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要继续大力发展

高效的水产养殖业，严格控制近海捕捞，拓展外海和远洋渔业，加速开发水产品加工，搞活产

品市场流通，建立一批地域布局合理、专业化水平高、规模经济程度大的创汇渔业基地，以适

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想一想：试述我市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第四节 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种植业

做一做：试从土壤、气候两方面找出我市发展种植业的有利条件。

七大农业经济带

北海市依据本地的自然资源条件，大力发展具有特色的现代农业，基本形成七大农业经济

带。

1．沿路优质水果带。北海市的 325 和 209 国道两旁的丘陵台地适宜种植水果，形成以龙

眼、荔枝、香蕉为主的亚热带优质水果经济带，闸口镇利达、富林、银坑、银山果场、星岛湖

果场和东星扶贫开发区果场已形成示范基地。

2．平原优质水稻和北运蔬菜经济带。北海市水热资源丰富，特别是南流江流域冲积平原，

地势平坦，经多年的种植改良，形成了优质的水稻土，已建成我市优质稻谷生产基地和北运蔬

菜经济带。

3．糖果蔗经济带。在白沙、南康、西场等日照充足、水月巴配合好的区域，保持适度的

甘蔗种植面积。目前正积极推广高产、高糖、高抗的新品种，提高我市糖业生产的市场竞争力，

促进蔗糖经济的全面发展。

4．油料经济带。主要在沿海丘陵地带发展，以种植花生、芝麻为主的油料基地。

5．海洋渔业经济带。利用浅海滩涂发展海水养殖，重点发展珍珠、对虾、文蛤、大蚝、

鲍鱼、珍稀鱼类等海产品的养殖。

优良水稻

6．畜牧业经济带。主要在南流江两岸水草丰富的廉州、党江、沙岗、西场、星岛湖等乡

镇，以及福成、南康一带发展草食动物和合浦鹅的养殖，在交通便利的公路、铁路附近发展瘦

肉型猪生产和肉鸡饲养，在市区周围进一步扩大奶牛和肉牛的养殖。

7．旅游农业经济带。在市区至机场的两旁及近郊，结合旅游景点建设，发展亚热带特色

的旅游观光休闲农业，并大力发展花卉生产。

想一想：北海市七大农业经济带的分布与自然条件有什么关系？

种植业结构的调整

种植业的发展。解放前北海市种植业十分落后，农民的生活极为贫苦。解放后，进行了农



村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积极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扩大种植面积，引进良种，改进种植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种植业的发展。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多

年的改革和发展，北海市种植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终于基本摆脱了农产品短缺的困扰，主

要农产品产量连年增加。1999 年，粮食总产量达 42 万吨，连续三年创历史纪录；甘蔗总产量

137.8 万吨，水果 3.79 万吨，蔬菜 36.5 万吨，农民收入稳步提高。

读一读：粮食生产的回顾。解放以来，北海市的粮食生产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1．迅速恢复和发展时期。1950~1957 年，由于进行了土改，从根本上调整了生产关系，

使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政府大力扶持农业生产，有效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的迅速恢复和

稳步发展，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增长 6.7%。但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耕作技术、栽

培措施、物资供应跟不上，单产较低，粮食总产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扩大面积而取得的。

2．严重受挫和调整时期。1958~1965 年，由于受大跃进的错误影响，片面强调人的主观

能动性，忽视了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必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农村主要劳动力又大

部分投入大办水利、大炼钢铁等运动，忽视了粮食生产，使粮食总产量严重下降，此后，经过

3 年的调整，粮食生产才逐渐恢复。

3．缓慢发展时期。1966~1976 年是“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北海市政治经济遭受严重的

灾难，但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农民群众吸取了 1959 年到 1961 年 3 年困难时期，特别是因粮

食短缺而造成群众患浮肿病甚至导致非正常死亡的沉痛教训，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进行了一

定程度的抵制，自觉坚持了粮食生产，并采取了许多增产措施，开展了以水、土、肥为中心的

农田基本建设，使粮食生产在动乱的年代避免了破坏性的倒退，获得了较稳定的发展。10 年

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 0.53%。

4．突破性的发展时期。1977~1999 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海市建立了

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力引进粮食作物新品

种，逐步扩大高产良种种植面积，总产量由 1977 年的 26.3 万吨，增加到 1999 年的 42 万吨，

创历史最高水平。

从建国以来粮食生产史看，北海市种植业生产还存在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抗灾自救能力较

差，粮食产品的优质率、商品率较低的问题，这些都是阻碍发展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并将成

为北海市发展种植业生产的新课题。

想一想：北海市粮食生产经历了哪四个时期？

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业丰收，农产品供过于求，农民增收缓慢。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发展特色农业为突破曰，对种植业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1．开展产业化经营。针对北海市的区位特色和我国人世后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态势，



重点发展高效型、外向型、旅游型和生态型种植业，以加快发展产品加工业为突破口，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的方式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十大农业基地为示范，全面带动提升农业生产

规模、档次和效益。

读一读：十大农业基地是指：40 万亩优质稻生产基地，农作物种子、种苗和畜禽、水产良

种繁殖基地，以香山鸡嘴荔枝为重点的 21 万亩亚热带名、特、优水果基地，1570 亩无公害大

棚蔬菜基地，年出口生猪超万头的禽畜出口创汇基地，良种吨糖田示范基地，养殖面积 5 万亩

的珍珠养殖基地，养殖面积达 7000 亩的名贵鱼类养殖基地，种植规模 1200 亩的花卉基地，观

赏动物基地。这十大农业基地是高新农业技术与特有的农业资源相互配合的结晶。

2．实施“三田（吨粮田、吨糖田、万元田）”建设。充分利用光热资源优势，构建以“三

田”为骨干的农业生产体系。“三田”的建设是我市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

读一读：吨粮田：每亩田在一生产年度内产粮达到 1 吨以上即为吨粮田。1998 年，北海实

施吨粮田 7.35 万亩，占全市粮食种植面积的 5.16%，吨粮田总产量迭 7.44 万吨。吨糖田：每

亩田在一生产年度内收获的良种蔗所产蔗糖 1 吨以上即为吨糖田。1998 年，北海市实施吨糖

田 3.3 万亩，占全市甘蔗种植面积的 8.39%。万元田：每亩田在一生产年度内生产的农产品产

值（当年价）在 1 万元以上即为万元田。1998 年，北海市实施万元田面积 5 万亩。为实现亩

产超万元，先后引种和推广种植美国番茄、意大利西芹、日本西兰花、泰国和台湾的洋香瓜等

优良品种。

吨糖田 哈密瓜南移

3．进一步扩大水果生产。优化水果生产结构，提高单产，发展加工保鲜，突出发展荔枝、

龙眼、香蕉、无子西瓜四大产品，兼顾发展一些新、稀产品，重点支持特色产品香山鸡嘴荔枝

的发展。



北海名水果

4．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型农业。实施种植业调整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发展生

态农业。同时，利用旅游优势，大力开拓观光休闲农业，为游客提供各种果园、菜园、观赏植

物园，为北海市增添新的旅游景点，使农业与旅游优势得到充分的互补与增效。

大棚蔬菜

读一读：在北海市铁山港公路旁，有一个创建于 2000 年 10 月集生产、试验示范科普教育

和休闲观光农业为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园。这就是北海市农业局辖下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该

基地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法国瑞奇公司产品——智能型温室设备。包括百花园、蔬菜生产网室

展示区、大棚生产展示区、传统农业示范区、工厂化育苗示范区、露地生产示范区、休闲区等。

同时配套建设植物育苗车间、生物有机肥制备场、沼气池及产品采后处理车间。透过这些，人

们可以闻到现代农业的气息，窥见北海市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想一想：我市种植业结构调整有哪几项措施？

做一做：到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参观，说说基地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