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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互嵌与产业 ：
试论内蒙古稻作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付吉力根

一、内蒙古稻作农业的

发展历程

内蒙古种植水稻的历史渊源

主要有两种学说 ：一是清朝中后

期公主随嫁人员在蒙古地区试种

水稻后开始有小规模种植 ；二

是 19 世纪中后期朝鲜族人迁入

中国东北地区，培育出适合东北

寒冷气候的优良稻种，并开创了

近代东北水稻种植的先河。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人口流动，朝鲜族

把水稻种植技术传到了内蒙古的

东部地区，包括如今的呼伦贝尔

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境

内。两种学说均有文献记载可

依，从种植地区分布和历史背景

来看，第二种途径具有更多的调

查数据可佐证，这里不做进一步

考证。从人口流动和民族互嵌的

角度而言，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形

成过程亦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缩影。

内蒙古稻作农业从形成到初

摘  要 ：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发展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以及打造“北疆文

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探讨其

发展路径，以期为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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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规模，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

段 ：

（一）初期阶段

在此阶段（1990 年以前），

内蒙古水稻种植规模较小，主要

集中在嫩江、绰尔河、希拉木伦

河等河流两岸湿地地区，种植较

为零散。这里拥有天然河流水源

和黑色土壤，为水稻的生长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赤峰和通辽

地区的水稻生长期积温较高，适

合水稻生长。

（二）推广阶段

在 此 阶 段（1990 年 至 2000

年），内蒙古开始进行水稻种植

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引进水稻新

品种和种植技术，产量和品质有

了显著提高。从早期的漫撒籽到

移栽、直播栽培，从人工插秧到

机械抛秧，种植品种和技术有了

显著提高。

（三）扩大阶段

在此阶段（2000 年至今），

在自治区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农民

主体推动下，水稻种植规模逐步

扩大。近年来，兴安盟地区的水

稻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内蒙古自

治区优质稻米之乡，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已经成为当地的

支柱产业之一。

二、内蒙古稻作农业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

内蒙古稻作农业在发展过

程中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产业

集约化、水资源管理、市场需

求、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的问

题。同时也处于一个发展机遇

期，如品牌知名度、技术创新、

政策支持等方面。在选择发展路

径时，统筹考虑机遇和挑战对

推动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尤为重要。

（一）机遇

1. 地区品牌竞争力在增强

“兴安盟大米”品牌开始受

消费者青睐。近年来，内蒙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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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水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产量逐年增加，品质也得到了提

升。以“兴安盟大米”为地区公

共品牌，采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

和机械，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方

式，提高水稻的品质和附加值，

加强品牌建设力度和市场营销方

案，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各

类展销会、博览会等活动，提高

了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有机、

无公害大米认证面积已达 8 万公

顷，其中有机大米认证面积超过

2 万公顷。同时，兴安盟还加强

了品种选育工作，引进和培育了

一系列优质品种，提高了大米的

品质和口感。

2. 政策支持力度在加大

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

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

推进，内蒙古稻作农业有望获得

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为

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

要机遇。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消

费者对高品质、绿色有机稻米的

需求不断增加，为内蒙古稻作农

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 科技创新驱动力在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现代化的农业装备和生产技术逐

渐应用到稻作生产中，提高生产

效率和品质质量，为内蒙古稻

作农业的转型升级将提供有力支

撑。通过引进和自主研发水稻新

品种，使得内蒙古水稻品质和抗

逆能力有所提高。同时，农民逐

渐采用精细化管理、节水灌溉等

技术手段，提高水稻产量和效益。

（二）挑战

1. 水资源短缺

从内蒙古地区整体情况来

看，自然气候干旱，水资源短

缺，土地沙化、盐碱化严重，

这给稻作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

困难。稻作生产受气候变化影

响较大，同时水资源短缺也是

制约稻作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

一。2019 年，内蒙古用水总量

为 192.1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用量为 99.5 亿立方米，地下水

用量为 88.7 亿立方米。地下水

用量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中位列第五位，人均用水量为

758.8 立方米，同样在全国 31 个

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五位。

农业用水量为 140.3 亿立方米 ；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用水总量

为 191.7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用量为 105.7 亿立方米，地下水

用量为 79 亿立方米。地下水用

量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中位列第四位，人均用水量为

798.3 立方米，在全国 31 个省市

（自治区）中位列第五位。农业

用水量为 137.5 亿立方米。从以

上农业用水量和人均用水量的数

据来看，在区域整体层面水资源

短缺得比较明显。

华北地区普遍存在水资源短

缺的问题，对于内蒙地区来说，

干旱地区的比例也比较大，而盐

碱地种植水稻需要消耗大量的淡

水资源来压碱，增加了水资源消

耗的负担。

2. 集约化程度低

内蒙古稻作农业通过技术推

广和种植规模扩大，产业层面有

了一定的规模。但稻米主产区的

种植仍以小规模分散种植为主，

耕作方式传统，机械化、智能化

程度仍然较低，生产效率低，集

约化程度不高。同时，稻米品种

单一，缺乏优质、高产、抗逆性

强的新品种。2015 年，全区稻谷

产 量 为 50.6 万 吨，2019 年 达 到

136.2 万吨，2020 年达到 123.1 万

吨，2022 年急速回落到 90.2 万吨。

3. 市场需求不稳定

稻米市场需求量受市场价格

波动、消费者口味变化等多种因

素影响，市场需求不稳定，给稻

米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带来一定的

风险。同时，由于产业集约化程

度不高，水稻种植成本较高，缺

乏价格竞争优势。部分优质大米

被周边省市知名企业收走，挂牌

销售，使得内蒙古稻作农业易受

价格波动影响。

4. 产业扶持力度不强 

政府层面虽然对农业的支持

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对稻作农业

的专项支持政策较少，资金投入

不足，制约了稻作农业的健康

发展。2015 年，全区稻谷种植

面积为 8.8 万公顷，2020 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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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万公顷，相当于翻了一番。

2021 年全区稻谷种植面积回落

到 15.5 万公顷，2022 年急速回

落到 11.7 万公顷。全区水稻种

植主要集中在兴安盟，而兴安盟

的水稻种植又大多分布在扎赉特

旗。

三、内蒙古稻作农业发展

的路径选择

制定合理的发展路径和策略

对于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至关重要。依据上面所述内蒙

古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以及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今后内蒙古稻作

农业发展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推进绿色发展 

推广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

肥等节本增效技术，减少化肥、

农药使用量，降低环境污染。同

时，加强土地治理和生态修复，

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土地生产能

力。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推进稻作农业的绿色转型。

（二）提高集约化发展水

平，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稳步推进规模化经营，着力

构建稻米产业优势区域布局和专

业生产格局。建立“兴安盟大

米”产业基地，推动稻米生产不

断向优势区域集中，促进三次产

业融合发展，在种植、加工、销

售等环节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产业链，打造稻米优势产业带。

（三）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推进产业化经营

鼓励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

集约化、规模化经营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量品质。同时，引

导新型经营主体与龙头企业、电

商平台等开展合作，拓宽销售渠

道、提升品牌影响力。

（四）加强校地合作多种模

式，推动成果转化和应用

加强地方与高校、科研院所

合作，开展稻米产业技术研究，

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加

强良种选育推广，提升大米品

质稳定性。加大良种繁育基地建

设，提高育种技术水平，选育出

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新品

种。推行标准化生产，提高生产

技术水平，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

（五）打造地理标志农产品

商标，提升市场竞争力

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推广，

进一步提高“兴安盟大米”等品

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举办

展销会、推介会等活动，拓宽销

售渠道，增强市场竞争力。

总的来说，内蒙古稻作农业

的发展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提

高稻作农业的产量和品质，增强

市场竞争力，促进内蒙古稻作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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