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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游牧民族农业发展问题探索》主要内容包括：导论、游牧民族农业的历史回顾、游牧民族农业
：现状与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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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德力汗·叶斯汗，男，哈萨克族，研究员。
1988年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获学士学位。
同年7月至今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对新疆哈萨克民族发展、牧民定居以及牧区发展等问
题具有独到见解。
1995年被选入国家人社部“少数民族科技骨干人才特培计划”，在中国社科院研修2年。
2009年被选人中组部“西部之光”人才培训计划，在中国人民大学研修，师从于著名“三农”问题专
家温铁军教授。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自治区级项目3项，参加完成各类课题10多项。
出版学术专著有《从游牧到定居》、《新疆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研究》、《游牧民族农业发
展问题探索》，与他人合作的著作有10余部。
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
获奖科研成果有13项，其中获得自治区社科成果二等奖、青年佳作奖、三等奖、优秀奖各一项。
另外，有多篇论文被转载、引用。
兼任全国青联社会科学工作者联谊会成员、新疆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新疆交通厅专家委员会专家库专
家、自治区民族语言名词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委员、《新疆社会科学》（哈萨克文版）杂志编委会委
员等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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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进展及农业生产经营类型第三节 牧民定居水平的基本评价第四节 全面提高牧民定居水平第六章 游
牧民族的外向型农业第一节 发展外向型农业的有利条件第二节 外向型农业的进展及问题第三节 外向
型农业的发展前景及建议第七章 产业化与游牧民族现代农业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第二节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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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第十章 发展游牧民族农业的原则、思路与政策建议第一节 基本原则第二节 总
体思路第三节 政策建议附录 哈巴河县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一、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情况二、哈巴
河县农村经济在地区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三、新农村建设的进展四、新农村建设中的制约性因素分析五
、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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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研究内容　　新疆历来是中国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纵横驰骋的舞台，使之成为中国游牧民族
主要聚居地区之一。
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新疆游牧民族虽然是一个在历史上以草原游牧经济文化类型闻名，但是农
业经济在新疆游牧民族及其先民的经济社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都发挥
了或多或小的作用。
尤其是，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古代社会游牧地区的农业更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农业在游牧经济
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随着种植业的发展，部分居民已开始过定居农耕生活，出现了游牧民族农民。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北疆广袤地区虽以游牧的草原文明为主，但亦有定居的农耕文明点缀其中。
虽然，农业在新疆游牧民族地区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仍只作为畜牧业的补充形式而存在。
　　1949年以后，新疆游牧民族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伴随着几次大规模的人口
迁移，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在很多牧业地区，种植业超过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主体
。
草原农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　　的发展，日益影响到游牧民族原有的经济生活。
定居并专门从事农业的牧民更是大量增加，草原上也出现了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的划分。
广大牧区支持和鼓励游牧民族实施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从而使游牧民族定居问题也被提
到议事日程，游牧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更加获得顺利迅速的发展。
由于农业发展的需要，大批游牧民开始定居，今日牧区所见到的多数大村小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陆续出现的。
相应地，牧区内部的社会分工也趋细化和多元化，从单一牧民分化出农民、工人、商人等多种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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