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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economy in Henan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which talks about the topic of minority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takes Mi-
nority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collecting statistical data of minor-
ity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over years. By analyzing the original data and mastering the 
material,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inor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short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agricultural, th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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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河南省少数民族农业发展研究”为选题，以河南省少数民族农业为研究对象，在查阅收集历年

河南省少数民族农业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掌握的原始数据及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了河南省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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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农业发展的态势和特点，针对少数民族农业发展处于短板，长期滞后的现实，给出了促进河南省农业

发展的一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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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有 55 个少数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

民族分布格局。河南省有 55 个少数民族，2013 年少数民族总人口 146.5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1.4%，

人口在万人以上的有回、蒙古、满等民族。河南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散杂居地区的民族工作，使

河南省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的

成绩。 
三次产业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在产业结构层次上的划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称

为第一产业，进行初级产品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围绕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

产业。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是国民经济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历年河南省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三次产业比重

统计分析如表 1 所示，三次产业总产值近年来增长变化如图 1 所示[1]。 
2013 年，河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生产总值 197.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5.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第二产业增加值 11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第三产业增加值 5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9.4%，如附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Henan 
表 1. 历年河南省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三次产业比重 

年份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第三产业 
总产值 

三次产业 
总值 农业比重 工业比重 第三产业 

比重 

2005 248,463 2,138,489 1,005,691 3,392,643 7.32 63.03 29.64 

2006 282,336 2,492,437 901,066 3,675,839 7.68 67.81 24.51 

2007 314,673 2,279,883 879,188 3,473,744 9.06 65.63 25.31 

2008 353,890 2,553,415 1,101,409 4,008,714 8.83 63.70 27.48 

2009 415,672 3,117,618 1,220,364 4,753,654 8.74 65.58 25.67 

2010 465,378 3,155,081 1,292,357 4,912,816 9.47 64.22 26.31 

2011 662,598 3,690,416 1,375,205 5,728,219 11.57 64.43 24.01 

2012 563,004 4,053,134 1,582,216 6,198,354 9.08 65.39 25.53 

2013 597,248 4,445,052 1,691,104 6,733,404 8.87 66.01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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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ethnic minorities over the years 
图 1. 河南省民族经济三次产业总产值近年来增长变化 

 
河南省地处我国中原地区，自然资源适合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等第一

产业，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在河南省的少数民族经济中，第一产业同样占有了较大的比例水平。河南省

是一个自然光能资源丰富的省份，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光热资源，光温生产潜力大。由于省份位于北方

长日照地区，因此一般能够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需要。其大部分地区为平原地区，地势平坦，有着比

重很大的土坡面积与深厚的土层。 
2013 年，河南省 863 个民族聚居村年末实用耕地面积 7.06 万公顷，其中粮食播种面积 7.5 万公顷，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4.02 万公顷。2013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5.56 亿公斤，全省少数民族农业总产值实现 56.3
亿元。棉花、蔬菜、烟叶、水果、苗木、中药材、油料及其它特色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民族乡镇不断扩

大，逐渐形成一定规模，新特、名优、精细品种也在不断的增加。 

2. 河南省少数民族农业发展特点 

2.1. 河南省少数民族农业增长己呈饱和趋势 

图 1 所示河南省少数民族三次产业总产值近年来增长变化，从图 1 可以看出，河南省少数民族第一

产业(主要是农业)产值增长提高并不大，已趋于饱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增加的资本投入，当前农户已经

变成了我国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因此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显得尤为重要[2]。总体上来说，我国农户在

农业上的投资水平是较低的，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但是，却有种种迹象表明农户在农业上的投资水平

已呈饱和状态。以至于一些传统的农业投资驱动因素逐渐趋于无效。这是一个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

是一个我国农业一个共性的问题。 

2.2. 少数民族粮食产量呈逐年减产趋势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可耕地面积变小。农业技术近几年没有重大进步，粮食生产很难增产。农

业投资饱和，农民失去兴趣，进城打工，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图 2 所示为近年来河南省内的少数民

族粮食产量变化，表明了其粮食产量基本上一直是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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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agriculture over the years 
图 2. 河南省近年来少数民族粮食产量增长变化 

 
目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不高，农民种植粮食的成本普遍较高。据调查显示，若不计劳动力成本，

现今农民种一亩小麦的成本约为 300 元，按现在的粮食价格计算，一亩小麦的纯利润一般是在 400~500
元，这仅仅相当于在外几天打工的收入，并不能激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2.3. 务农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 

2013 年河南省少数民族农业户口人数和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如表 2 和表 3 所示[3]。可见，少数民族中

农业户口人数占少数民族总人数的 61%。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约占农村劳动力中 52%，

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约占少数民族总人数的 20%，约占五分之一。 
由于城镇化的影响，近几年农业户口少数民族一直是减少的；由于劳动力转移，农业户口少数民族

部分从事非农业生产、外出务工、或者从事第二、三产业。近几年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的流逝、农业生产

增加缓慢、农户不愿意投资农业生产等新的问题。因此，大力推进民族地区的农业产业化进程，对民族

地区经济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河南省农业经济而言，打破农业发展瓶颈，必须要

发展农业产业化，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作。 
通过对河南省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河南省少数民族第一产业发展具有如下特点：1、在现

有的土地经营模式下，传统的农业投资驱动因素趋于无效，第一产业和粮食生产增长缓慢。2、近几年劳

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从而影响第一产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村民的增产增收。 

3. 促进河南省少数民族农业发展建议 

3.1. 引入农业产业化机制 

我国农业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阶段。从 2004 年开始，中央连续八年发

布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非常重视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在民族地区农业生产进行产业化

经营，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从而达到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经营效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

形式既要符合当下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又要能够促进农业产业化生产，使得市场与农户主体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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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by household 
表 2. 2013 年河南省少数民族按户籍分人口(人) 

农业 回族 非农业 回族 

891940 747,664 573,207 497,834 

 
Table 3. The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by industry 
表 3. 2013 年河南省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人) 

农村劳动力总数 从事农业 从事工业 个体 专业户 从事其他行业人员 

558,690 292,666 120,402 97,981 47,641 

 
生产中受益，并形成利益共同体。目前，主要经营模式有“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

和“公司+农户”等几种模式。近年，河南省大用集团、永达集团和华英集团“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

模式，有力推进了当地农业产业化和带动了少数民族群众增收[4]。 

3.2. 培育农业龙头产业 

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前提和基础是要确立和培育主导产业，农业产业化必须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

发展符合市场消费需求和具有地方经济特色的主导产品及产业[5]。积极发展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产品基

地不仅是农业龙头企业的依托，而且也是培育主导产业的基础，要建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区域特色、高

商品率的主导产业，农产品基地建设要努力朝着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系列化方

向发展。达成这个目标，就需要足够强大的龙头企业将农产品进行加工、转化和增值，并把加工后的产

品推向市场，充分创造其市场价值。 
民族乡镇企业，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农业产业化中来，参与农业产业化建设为乡镇企业本身提供了机

遇。乡镇企业所拥有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由于城市工业与乡镇企业的产品结

构存在着严重的同构性，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在农业领域，民族乡镇企业所拥有

的生产要素与农业相结合，具有的优势将是其他企业无法相比的，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前景也是

可观。 
2016 年 1 月 11 号，河南省委召开 2016 年民族经济工作会议[6]，民委主任贾瑞在会上提出，“少数

民族企业和民品民贸实现‘量’的突破。引导全省少数民族企业和民品民贸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利用民

族特需商品生产优惠政策对资本要素的引导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形成新的竞争力，在企业产品质量和

企业规模增量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3.3. 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 

“互联网+”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它是对于现有行业信息化的继承，更是对于行业信息化的延伸，我

国正在经历“互联网+”时代，我国农业不断的规模化生产为农业实现现代化打下基础，现代农业是“互

联网+”的生存土壤，“互联网+”会使现代农业更加具有竞争力。可以预见在农业奔向 3.0 时代的路上

风景将会更加精彩。 
河南省民委 2004 年 3 月召开了民族聚居地区电脑农业推广培训现场会，会上认真贯彻落实了全国民

族地区电脑农业推广工作现场会的精神，将推广电脑农业与民族聚居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作

为帮助农村少数民族群众加快富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相关部门分别选择了临颍县繁

城回族镇、禹州市山货回族乡、襄城县颖桥回族镇、郏县姚庄回族乡建立了电脑农业无公害蔬菜、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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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烤烟和中药材种植、花卉苗木示范点。目前河南省全省已经形成一个点面覆盖，种植业辐射其他

农业的电脑农业应用技术推广局面[7]。 

3.4. 发展民族特色产业 

现在我国是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整体上呈现产能过剩，国家出台了很多调整治理的措施帮助企业

转型升级，立项新的产品项目，继续稳定发展，维护贸易大国的地位。河南以及河南民族经济要在继续

做好实业的基础上，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通过河南省经济的提升带动民族经济发展，通过内引外联立

项一些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通过挖掘传统项目使其具有新的市场，来推动中原民族经济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少数民族分布广，各地的资源和情况也不相同，所以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发展

优势产业。具备丰富的草原资源的地区，应该建设和保护草原，逐渐做到以草定畜、增草增畜、平衡发

展，并大力发展毛纺织及服装业、肉类深加工业；林木地区应倡导发展经济林木、水果及木业加工和干

果的深加产业；部分民族地区有大面积种植烟草的传统和技术，这些地区种植烟草和烟草加工业是支柱

产业；土特产品加工、药材加工、园艺、水产等行业都是民族地区的优势产业；基础条件好的一些大中

城市，应当发展高新技术民族产业。总之，应该根据各自特点，发展具有市场活力的各具特色的民族地

区经济。 
禹州市山货回族乡是名副其实的中药材种植大乡，全乡已经形成了“农户种植+公司种植+药商种植”

三者相结合的发展格局。从事中药材种植的农户约占全乡总人口的 70%，主要种植的有丹参、板蓝根、

菊花、牛蒡子等 10 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已达 4000 亩。禹州市政府和山货回族乡政府还积极与北京同仁

堂集团、杭州杭白菊公司等国内多家知名制药企业联姻，采取“公司+农户”产业化农业模式，大力引进

资金和技术，帮助农户提高生产质量和营销能力，增加农户的收入。 
孟州市桑坡村共有皮毛加工企业 135 家企业，有 35 家具有外贸进出口权。企业所需的皮毛原材料

80%来自澳大利亚，占据了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的羊皮的绝大多数份额；其产品 80%远销日本、美国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2003 年，该村创外汇 3500 万美元，创年产值 7.2 亿人民币，海关税收有 6000 多万元，

地方税收上缴 900 多万元。 

4. 结论 

论文希望通过对近年河南省少数民族经济产业结构的分析研究，展示近年来河南省少数民族和民族

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展现河南省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态势，寻求改进措施和政策支持。也希望以小见大

在河南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基础上能够使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论

文研究运用的大量数据图表、态势呈现，以及理论分析和设计的对策，虽是一己之言，多有粗陋，但因

其为倾力之作，也盼望能够有助于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和成为扶助脱贫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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