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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退耕还林形势下 2006 年
农产品需求分析

Ξ

杨世琦, 冯永忠, 任广鑫, 杨改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根据西北地区人口增长趋势, 结合我国人均年消费农产品需求的基本标准, 以 2001 年农产品生产

量为基准, 同时考虑退耕还林还草的影响因素, 分析了西北地区 2006 年农产品需求状况。结果表明, 口粮缺口 21. 4

万 t, 饲料粮食缺口 427. 4 万 t, 油菜籽缺口 194. 9 万 t, 甜菜缺口 358. 3 万 t, 水产品 152. 6 万 t几乎是全部短缺; 水

果、蔬菜和棉花分别剩余 558. 5, 503. 3 和 117. 8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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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9 年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

以来, 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了规模宏大的退

耕还林还草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甘肃省退耕还林还

草工作从 1999 年开始启动, 3 年来取得了显著成

效, 到 2002 年第一季度, 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草面

积 17. 52 万 hm 2, 其中还林 11. 16 万 hm 2, 还草6. 36

万 hm 2, 2003 年在前两年试点的基础上, 全省退耕

还林工作全面铺开, 计划任务 11. 33 万 hm 2 [1 ]。2002

年, 青海省全面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全省共完

成退耕还林 (草) 面积 12. 05 万 hm 2, 其中退耕地还

林还草 6. 01 万 hm 2, 周边荒山造林种草 6. 04

万 hm 2, 均超过了年初下达的计划。2003 年青海省

又开始实施 14. 67 万 hm 2 的退耕还林还草, 是 2002

年的 1. 2 倍, 其中退耕地造林种草 7. 33 万 hm 2, 周

边荒山造林种草 7. 33 万 hm 2, 计划安排工程县 (市、

区) 41 个, 工作重点是环青海湖地区、共和、贵南盆

地生态地位重要的沙化耕地, 湟水流域水土流失严

重的坡耕地[2 ]。陕西省在全国率先开展“退耕还林

(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试点, 全省 96

个县 (市、区) 全面启动了这项工程, 2000～ 2002 年

全省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41 万多 hm 2, 荒山造林 22

万多 hm 2, 居全国第一。2003 年陕西省采取有力措

施, 加快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力争全年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28 万 hm 2, 荒山造林

28 万 hm 2。同时继续加快林业重点工程建设, 积极

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 重点抓好一批国债和农业综

合开发资金安排的生态工程, 以及黄土高原世行贷

款项目[3 ]。2000～ 2002 年, 宁夏实现退耕还林还草

由试点到大面积铺开的目标, 3 年共完成退耕还林

还草任务18. 93 万 hm 2, 2003 年计划完成退耕还林

还草13. 3 万 hm 2和荒山荒滩造林种草 13. 3 万 hm 2

任务[4 ]。

1　西北地区农产品供需现状

1999 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以来, 西北地区

农产品供需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2001 年陕西省粮

食产量比退耕初的 2000 年 (1 089. 1 万 t ) 减少

112. 5 万 t, 减少 10. 32% , 减少幅度很大, 而油料产

量变化波动不大, 基本保持稳定。由于退耕还林还草

政策实施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畜牧业的发

展, 陕西省肉类产量和奶类产量持续增长, 2001 和

2002 年肉产量分别比 2000 年增加 2. 3 和 4. 2 万 t;

奶产量 2001 年较 2000 年增加 5. 6 万 t。甘肃省

2001 年粮食产量比退耕之初的 2000 年增加 39. 7

万 t, 而 2002 年粮食产量比 2001 年减少 24. 5 万 t,

这主要是由于退耕之初, 甘肃主要退耕 25°以上的

陡坡地和一些荒地, 这些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对全省

的粮食产量影响非常小。2002 年开始, 甘肃省退耕

面积涉及 15～ 25°的耕地, 因此, 影响到粮食的生

产; 同样其油料产量变化波动不大, 2001 年比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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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 3. 3 万 t, 2002 年又基本恢复到 2000 年的水

平, 甘肃省的肉类、奶类产量持续上升。在西北五省

之中, 宁夏和新疆的粮食产量稳中有升, 一直保持增

长势头, 而青海的粮食产量起伏较大, 2001 年比

2000 年增长 19. 5 万 t, 而 2002 年又减少10. 9 万 t,

宁夏、新疆和青海的肉类和奶类保持增长趋势, 这一

方面是由于 3 省本身是我国主要的畜牧区, 同时也

由于退耕政策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总的来看, 在西

部大开发背景下, 西北地区农产品的总体供给状况

波动不是很明显, 具体见表 1。

表 1　西北地区 2000～ 2002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T able 1　T he yield of m ajo r agricu ltu ral p roduction in N o rthw est Ch ina from 2000 to 2002 万 t

地区A rea

2000 年 Year 2000 2001 年 Year 2001 2002 年 Year 2002

粮食
Grain

油料
O il2bearing

crop s

肉类
O utpu t
of m eat

奶产品
M ilk

粮食
Grain

油料
O il2bearing

crop s

肉类
O utpu t
of m eat

奶产品
M ilk

粮食
Grain

油料
O il2bearing

crop s

肉类
O utpu t
of m eat

奶产品
M ilk

陕西 Shaanx i 1 089. 1 38. 8 83. 2 63. 9 976. 6 37. 5 85. 5 69. 5 1 005. 6 41. 1 87. 0 54. 0

甘肃
Gansu

713. 5 41. 7 58. 9 13. 7 753. 2 38. 4 65. 1 15. 2 728. 7 41. 9 70. 1 16. 8

青海
Q inghai

82. 7 19. 4 20. 8 21. 3 103. 2 23. 0 22. 2 21. 7 91. 3 23. 4 22. 8 22. 0

宁夏
N ingxia

252. 7 7. 0 18. 5 23. 6 274. 8 7. 3 16. 3 27. 6 301. 9 10. 9 18. 9 30. 7

新疆
X injiang 783. 7 60. 1 83. 6 72. 5 780. 0 42. 6 90. 8 81. 1 835. 6 44. 4 100. 2 94. 9

西北地区
N o rthw est 2 921. 7 167 265 195 2 887. 8 148. 8 279. 9 215. 1 2 963. 1 161. 7 299 218. 4

2　西北地区农产品供需预测与分析

2. 1　农产品需求量的基本标准

依据人均每日摄入食物量 9 623. 2 kJ (供给能

量为 10 878. 4 kJ ) , 其中 80% 来自植物性食物, 20%

来自动物性食物; 蛋白质 77 g, 其中 30% 来自动物

性食物; 脂肪 70 g, 提供能量占总能量的 25% ; 钙

580 m g, 铁 23 m g, 锌 12 m g; 维生素B 1 1. 2 m g, 维

生素B 2 1. 4 m g, 维生素A 775 Λg。《中国食物与营养

发展纲要》中指出, 2000～ 2010 年我国人均主要食

物摄入量为: 口粮 155 kg, 豆类 13 kg, 蔬菜 147 kg,

水果 38 kg, 食用植物油 10 kg, 食糖 9 kg, 肉类 28

kg, 蛋类 15 kg, 奶类 16 kg, 水产品 16 kg, 皮棉

4. 5 kg。

2. 2　农产品需求量预测

根据我国人均年消费农产品的基本标准, 依据

《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增长趋势[5, 6 ] , 利用灰色系统

模型预测西北地区及各省人口在 2006 年增长情况

和定额农产品需求量, 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以看

出, 西北地区 2006 年总人口将增加至 9 539 万人,

农产品总需求中口粮为 1 478. 5 万 t, 豆类

124. 0 万 t, 蔬菜 1 402. 2 万 t, 水果 362. 5 万 t, 食用

植物油 95. 4 万 t, 食糖 85. 9 万 t, 肉类 267. 1 万 t,

蛋类 143. 1 万 t, 奶类 152. 6 万 t, 水产品 152. 6

万 t, 皮棉 42. 9 万 t (表 2)。

表 2　2006 年西北地区农产品需求量预测

T able 2　T he yield fo recast of agricu ltu ral p roduction in N o rthw est Ch ina in 2006

项目 Item
陕西

Shaanx i
甘肃

Gansu
青海

Q inghai
宁夏

N ingx ia
新疆

X in jiang
西北合计

N o rthw est Ch ina

预测人口ö万人 Popu lation fo recast 104 3 735 2 668 556 596 1 984 9 539
口粮ö万 t Grain ration 578. 9 413. 5 86. 2 92. 4 307. 5 1 478. 5
豆类ö万 t Beans 48. 6 34. 7 7. 2 7. 7 25. 8 124. 0
蔬菜ö万 t V egetab les 549. 0 392. 2 81. 7 87. 6 291. 6 1 402. 2
水果ö万 t F ru its 141. 9 101. 4 21. 1 22. 6 75. 5 362. 5
食用植物油ö万 t Edib le o il 37. 4 26. 7 5. 6 6. 0 19. 8 95. 4
食糖ö万 t Sugar 33. 6 24. 0 5. 0 5. 4 17. 9 85. 9
肉类ö万 t O u tpu t of m eat 104. 6 74. 7 15. 6 16. 7 55. 6 267. 1
蛋类ö万 t Pou ltry eggs 56. 0 40. 0 8. 4 8. 9 29. 8 143. 1
奶类ö万 t M ilk 59. 8 42. 7 8. 9 9. 5 31. 7 152. 6
水产品ö万 t A quatic p roductions 59. 8 42. 7 8. 9 9. 5 31. 7 152. 6
皮棉ö万 t Co tton 16. 8 12. 0 2. 5 2. 7 8. 9 4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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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农产品需求状况分析

生活口粮以小麦、水稻和薯类为主, 同时消耗玉

米总产量的 10% ; 玉米作为转化肉奶蛋的主要饲料

作物, 占总产量的 90% ; 油菜籽出油率为 350 gökg;

甜菜出糖率 100 gökg。肉类中猪肉占 65% , 牛羊肉

占 15% (牛肉与羊肉各 50% ) , 禽肉占 20% ; 猪肉肉

料比 0. 25, 鸡肉肉料比 0. 2, 禽肉肉料比 0. 33, 每 kg

牛肉需要补充 2. 0 kg 精饲料, 每 kg 羊肉需要补充

1. 5 kg 精饲料, 每 kg 牛奶需要消耗 0. 5 kg 精饲

料[7～ 9 ]。

2. 3. 1　2001 年口粮和饲料粮食现状　根据 2001

年西北地区肉、奶、蛋的产量, 折合成精饲料量分别

为 969. 5, 111. 7, 424. 0 和 1 501. 2 万 t, 加上人口消

费口粮 (按 168 kgö人计) 1 545. 2 万 t, 粮食总需求

量3 050. 3 万 t, 而 2001 年粮食总产量只有2 887. 8

万 t [6, 10 ]。2001 年小麦、水稻、薯类、豆类和 10% 的玉

米总产量是 1 914. 8 万 t, 超过人均 168 kg 口粮标

准 (包括人均 13 kg 豆类) 369. 6 万 t, 除口粮之外的

其他粮食如果都看成是精饲料, 其总量为 973. 8

万 t, 直接消费的口粮在加工过程中产生 20% 的下

脚料作为饲料是 382. 8 万 t, 自给饲料总量 1 356. 6

万 t, 在 2001 年购进的精饲料为 148. 6 万 t。

从表 3 可以看出, 陕西省小麦、水稻、薯类、豆类

和 10% 的玉米总产量是 644. 7 万 t, 精饲料只有

460. 8 万 t; 而当年肉奶蛋消费精饲料 543. 4 万 t, 当

年需购进精饲料 82. 6 万 t。甘肃省小麦、水稻、薯

类、豆类和 10% 的玉米总产量是 507. 4 万 t, 精饲料

为 347. 3 万 t; 而当年肉奶蛋消费的精饲料是 292. 8

万 t, 剩余 54. 5 万 t。青海省小麦、薯类、豆类和 10%

的玉米总产量是 84. 6 万 t, 低于人均 168 kg 口粮标

准 3. 3 万 t, 口粮加工的下脚料 16. 9 万 t, 其他粮食

为 18. 6 万 t, 精饲料总量只有 35. 5 万 t, 而当年用

于转换肉奶蛋消耗的精饲料 90. 8 万 t, 还应购进

55. 3 万 t。宁夏小麦、水稻、薯类、豆类和 10% 玉米

总产量是 180. 6 万 t, 超过人均 168 kg 标准 88. 7

万 t, 口粮加工下脚料 34. 0 万 t, 其他粮食 94. 2

万 t, 精饲料总量 128. 2 万 t, 而当年肉奶蛋消耗精

饲料 113. 8 万 t, 剩余 14. 4 万 t。新疆小麦、水稻、薯

类、豆类和 10% 的玉米总产量为 497. 5 万 t, 超过人

均168 kg口粮标准 182. 3 万 t, 口粮加工下脚料98. 5

万 t, 其他粮食 282. 5 万 t, 精饲料总量 381 万 t, 而

当年肉奶蛋消耗精饲料 460. 4 万 t, 需购进饲料

79. 4 万 t。陕西、青海和新疆是精饲料购进省区, 甘

肃和宁夏是精饲料剩余省区, 因此按照 2001 年粮食

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及人口数量, 西北地区直接

消费的口粮不需要购进, 只需要购进饲料用粮 150

万 t 左右。

表 3　2001 年西北地区主要农产品供需情况

T able 3　T he basic condit ions of agricu ltu ral p roduct supp ly in N o rthw est Ch ina in 2001 万 t

地区 A rea
粮食
Grain

精饲料
Fo rage grain

超人均 168 kg 口粮标准
Standard of

above 168 kg
per cap ital
grain ration

饲料消耗
Fo rage consump tion

陕西 Shaanx i 644. 7 460. 8 30. 0 543. 4

甘肃 Gansu 507. 4 347. 3 7. 5 292. 8

青海 Q inghai 84. 6 35. 5 - 3. 3 90. 8

宁夏 N ingx ia 180. 6 128. 2 88. 7 113. 8

新疆 X in jiang 497. 5 381. 0 182. 3 460. 4

西北地区N o rthw est 1 914. 8 1 352. 8 271. 3 1 501. 2

2. 3. 2　2006 年农产品需求数量分析　从 2006 年

需求情况看, 按人均 168 kg 口粮 (包括人均豆类 13

kg) , 口粮总需求 1 602. 5 万 t, 人均肉奶蛋换算成粮

食为 179. 95 kg。西北地区 2006 年需要精饲料为

1 716. 6 万 t, 油菜籽总需求量 272. 6 万 t, 蔬菜总需

求量 1 402. 2 万 t, 甜菜总需求量为 859. 0 万 t (假定

食糖自给) , 水果总需求量 362. 5 万 t, 皮棉总需求

量为 42. 9 万 t, 水产品总需求量为 152. 6 万 t

(表 4)。

西北地区 2001 年粮食总产量2 887. 8 万 t, 但

因退耕还林还草粮食种植面积减少 276. 7 万 hm 2,

占西北地区耕地面积的 17. 1% , 从而导致粮食减产

333. 7 万 t (假定为口粮) 成为定势, 2001 年粮食产

量按 2 554. 1 万 t 计算, 口粮只占 1 581. 1 万 t [10 ]。

2006 年粮食总需求量 3 319. 1 万 t, 把口粮加工下

脚料 (占 20% ) 作为精饲料, 则实际粮食需求量

2 998. 6 万 t, 在 2001 年基础上还需增加饲料粮食

427. 4 万 t, 区内口粮补充 21. 4 万 t。2006 年口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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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需求量 124. 0 万 t (2001 年只有110. 7 万 t) , 需

要购进 13. 3 万 t, 除甘肃、青海和新疆保持 2001 年

产量能满足自给外, 其余两省区均需要购进。油菜籽

需求总量缺口为 194. 9 万 t, 甜菜缺口 358. 3 万 t,

水果剩余量 558. 5 万 t, 蔬菜超出总需求量的 503. 3

万 t, 皮棉超出 117. 8 万 t (表 5)。

表 4　2006 年西北地区农作物和水产品需求情况

T able 4　T he dem and of crop s and aquatic p roductions in N o rthw est Ch ina in 2006 万 t

地区 A rea
口粮
Grain
ration

饲料粮食
Fo rage
grain

油菜籽
Rage
seed

甜菜
Sugar
crop s

水果
F ru its

蔬菜
V egetab les

皮棉
Co tton

水产品
A quatic

p roductions

陕西 Shaanx i 627. 5 662. 1 106. 9 336. 0 141. 9 549. 0 16. 8 59. 8

甘肃 Gansu 448. 2 480. 1 76. 3 240. 0 101. 4 392. 2 12. 0 42. 7

青海 Q inghai 93. 4 100. 1 16. 0 50. 0 21. 1 81. 7 2. 5 8. 9

宁夏 N ingx ia 100. 1 107. 3 17. 1 54. 0 22. 6 87. 6 2. 7 9. 5

新疆 X in jiang 333. 3 357. 0 56. 6 179. 0 75. 5 291. 6 8. 9 31. 7

西北地区N o rthw est 1 602. 5 1 716. 6 272. 6 859. 0 362. 5 1 402. 2 42. 9 152. 6

表 5　西北地区各省 2006 年农产品的缺口与剩余情况

T able 5　T he sho rtage o r surp lus of the yield of agricu ltu ral p roduction in N o rthw est Ch ina in 2006 万 t

项目 Item
陕西

Shaanx i
甘肃

Gansu
青海

Q inghai
宁夏

N ingx ia
新疆

X in jiang
西北地区

N o rthw est

口粮 Grain ration - 177. 8 6. 1 - 13. 3 55. 7 108. 5 - 21. 4

饲料粮食 Fo rage grain - 158. 9 - 21. 8 - 85. 3 - 10. 5 - 150. 9 - 427. 4

豆类Beans - 19. 9 3. 6 2. 1 - 1. 8 2. 7 - 13. 3

油菜 Rage seed - 83. 3 - 58. 5 6. 6 - 17. 1 - 44. 4 - 194. 9

甜菜 Sugar crop s - 335. 8 - 194. 9 - 50. 0 - 53. 7 276. 1 - 358. 3

皮棉 Co tton - 11. 8 - 2. 1 - 2. 5 - 2. 7 136. 9 117. 8

蔬菜V egetab les 55. 9 206. 8 - 18. 0 63. 5 195. 1 503. 3

水果 F ru its 351. 8 116. 6 - 19. 4 30. 7 78. 8 558. 5

　　注:“- ”代表缺口, 无符号代表剩余。

N o tes:“- ”m eans“sho rtage”, the o ther m eans“su rp lus”.

3　未来农产品供需态势及对策

(1) 西北地区从口粮需求看, 2006 年缺口 21. 4

万 t; 按照退耕后粮食种植面积看, 2006 年单位面积

产量增加 32. 5 kgöhm 2, 比 2001 年增加 0. 9% , 因此

通过提高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可以实现口粮自

给, 需要说明的是在退耕地粮食减产的估算上都选

择最大损失产量, 而实际情况也可能是口粮能够基

本自给, 甚至略微剩余, 因此退耕还林还草对口粮的

影响不大。若能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不断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 就能够稳定西北地区的粮食格局。但对陕西

省来讲, 2006 年口粮缺口 177. 8 万 t, 占退耕后粮食

总产量的 22. 7% , 陕西省将成为西北地区主要的粮

食购进省。要增产 782. 6～ 826. 3 kgöhm 2 (相当于

2001 年陕西省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的 28. 2%～

29. 8% ) 以弥补 2006 年的口粮缺口, 仅仅靠提高单

位面积产量的途径有很大困难。青海省也存在类似

情况, 但不如陕西省严峻, 甘肃、宁夏和新疆在口粮

上基本不存在问题。

(2) 从饲料粮食需求看, 西北地区 2006 年需求

量为 1 716. 6 万 t, 减去基本口粮的加工下脚料和饲

料粮食后, 饲料粮食缺口 427. 4 万 t, 饲料粮食缺口

远超过口粮。西北地区现有饲料粮食种植面积 (除去

小麦、水稻、薯类、豆类和 10% 玉米种植面积) 约

361. 5 万 hm 2, 其中以玉米为主, 有 203. 3 万 hm 2。饲

料粮食在稳定原有产量的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和扩大种植面积是发展的主要途径。甘肃、青海、宁

夏和新疆的玉米单位面积产量在全国具有一定优

势, 适当扩大面积能够较快提高总产量, 但保证现有

玉米种植面积占退耕后粮食作物面积的 30. 9% , 饲

料粮食占退耕后粮食作物面积的 54. 8% , 即从面积

结构上看调整难度很大, 因此,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水

平较为现实。

(3)油菜籽的需求与生产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生产量只有 2001 年需求量的 27. 8% , 自给难度很

大, 发展的惟一途径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提

高自给水平。除青海省油菜籽自给有余外, 其余各省

区需求缺口很大, 其中陕西省需求量已超过西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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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油菜籽总产量, 是西北地区油菜籽需求最大的

省。另外, 食用油还可以通过其他油料作物补充, 其

潜在产量 65. 7 万 t, 但仍然不能满足需求[6 ]。

此外, 甜菜的需求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

在人均食糖需求, 如果仅依靠自给 (在 2006 年需要

增 加 358. 3 万 t ) 大约需要扩大种植面积 6. 7

万 hm 2, 主要在新疆和甘肃两省区。若以新疆为主,

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水果的现有生产量已超过

2006 年需求量 558. 5 万 t, 而且水果增产潜力还很

大, 特别是对主要水果类型的苹果, 从目前看压缩种

植面积可能性不大。蔬菜的现有生产量已超过 2006

年需求量 503. 3 万 t, 皮棉超过 2006 年需求量117. 8

万 t。蔬菜和棉花, 特别对棉花来讲, 在全国的优势

很明显, 蔬菜还可以压缩面积 (长途运输相对困难) ,

应以自给为主, 棉花从目前看压缩种植面积的理由

很不充分。水产品的需求量与生产量之间矛盾较大,

主要是由于西北地处内陆, 水域养殖面积不足, 只能

依赖从沿海或周边区域购买。但西北地区大多数人

不习惯食用水产品, 如果从营养角度考虑, 可改为等

量肉类。这样人均饲料粮食将会增加 55. 4 kg, 饲料

粮食缺口又会进一步加大。

综合分析认为, 口粮、饲料粮食、油菜籽、甜菜的

需求量大于生产量, 水果、蔬菜和皮棉需求量小于生

产量, 水产品几乎全部购进。目前, 正是退耕还林还

草后农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调整的主要矛盾是

压缩生产量大的农作物种植面积, 扩大生产量不足

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农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发

挥优势、克服劣势, 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

发挥优势农作物以弥补劣势农作物之不足, 同时也

是发展农村经济和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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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lysis and coun term easu re of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 ion con sum p t ion

in 2006 year in N o rthw est Ch ina in the background

of re tu rn ing up land to fo rest ry o r pastu re

YANG Sh i-q i, FENG Y ong-zhong, REN Guang-x in ,YANG Ga i-he
(Colleg e of A g ronomy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grow th tendency of popu la t ion of N o rthw est Ch ina and the basic standard

of agricu ltu re p roduct ion con sump tion in Ch ina, a t the sam e t im e con sidering retu rn ing up land to fo rest ry

o r pastu re in 2001,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m and of agricu ltu re p roduct ion of N o rthw est Ch ina in 2006.

T he resu lts are: the sho rtage of gra in ra t ion is 21. 4×104 t, the sho rtage of fo rage is 427. 4×104 t, the sho rt2
age of rapeseed is 194. 9×104 t, the sho rtage of beetroo t is 358. 3×104 t, the sho rtage of aquat ic p roducts is

152. 6×104 t; the su rp lu s of fru its, vegetab les and co t ton are respect ively 558. 5×104 t, 503. 3×104 t and

117. 8×104 t.

Key words: N o rthw est Ch ina; Year 2006;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s; dem and; retu rn ing up lands to fo rest o r

past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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