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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

邓道坤

(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湖北 武汉430070)

  在继续应对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深化农村改革的大趋势、大背景下,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对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新农村

建设、促进农民增收,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农业产业化的内涵

农业本身是一大产业,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产业,“母亲”产业。而农业产业化则是农业产业的

延伸,是效益的增加,价值的提升,功能的增强。农

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副产品加工为重

点,以产业链条为纽带,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行区

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形
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现代经营方

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其内涵主要有三点:
其一,农民必须是产业化的主体,农业产业化是

农民自身的产业,这是核心内涵。
其二,必须具有农业延长的产业链条,这是前题

内涵。
其三,必须建立利益共同体,这是本质内涵。龙

头企业,农产品生产基地,农户或专业生产农户要建

立利益共同体。农民不仅出售农产品,或进企业打

工,而且能成为公司的股东,能够从产业的各个环节

增值中得到利益。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大多数农

业企业,只能是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而不是农业产

业化。农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为解决农产品难卖的问

题,引导农民走向市场,促进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起

到了巨大的作用。而进一步进行股份制改造,延长

产业链,就是农业产业化。从龙头企业与农民联结

机制来看,订单农业应该是初级阶段;农民将土地租

给龙头企业,获得租地收入和打工收入应该是中级

阶段;农民用土地参与龙头企业入股,获得股份收入

和打工收入应该是高级阶段。

  二、农业产业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从经济结构调整来看

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初期,解放和发展了农村

生产力,传统农业得到突破性发展,农副产品由长期

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

工业开始起步;三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

营,单一的粮棉油传统农业被打破,农村商品生产得

到发展;四是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逐步打破,农
民进城务工,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村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出现

了有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非农化,老弱妇女劳动力

农业化;主业副业化,副业主业化;农民收入多元化。
农民由过去的“集体人”变成“社会人”;由农村人变

成“城市人”。以上四个阶段,是农村的巨大进步,巨
大变化,是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那么,农村再发

展怎么办? 农村新的生产力怎么提高? 研究这一问

题要分析农村面临的新形势,一是党中央已制定了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方略,要探索实现这

一方略的有效形式;二是农业现有资源有限,潜力有

限,需要跳出农业抓农业,寻找农业外部的生产要

素,促进城市要素下农村,实现城乡要素统筹配置;
三是农产品关系国计民生,农民靠农产品涨价增收

空间有限,只能走向农产品加工领域、流通领域要利

润的路子。农村面临的这些大政策、大环境,是农村

发展的大趋势,发展农业产业化就是这一大趋势的

必然产物,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促
进农村发展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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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业产业化是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的抓手

  农业产业化要求它的第一车间必须是生产专

业化、标准化,进厂的原材料必须是成批量、有质

量,这就要求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订单农

业。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根本要求就是从农业内部

挖掘潜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就要求农产

品深度加工,转化增值,走产业化的路子。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农业科技对农业

的贡献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现有耕地的产

出率,提高农副产品的转化增值率,走“循环———再

生———环保———持续”的发展之路,这既是农业发展

方式的选择,也是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要做到这

一点,发展农业产业化是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

要抓手。

  四、农业产业化是连接城乡的桥梁

随着中央一系列深化农村改革的措施和扶持政

策的出台,加快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与此同

时,随着大批主体农民工的进城,城市内部又出现了

新的二元结构,表现在城市居民同进城农民工的不

同待遇。其表现就是,城市居民同农民工的身份二

元,分配差异造成的消费二元,传统风俗造成的文化

二元,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享受不同的社会保障,子女

教育、公共服务等存在的社会二元,城市居民同农民

工劳动差别的时间二元(农民工一般一个星期劳动

在55小时以上)。这种城市新的二元结构造成新的

不公平。城市居民掌握着话语权,代表主流文化,为
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主流

文化之外,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这种新的城市二元

结构,其弊端并不亚于城乡老的二元结构。因为留

守农村的老人挂念着进城的儿女,留守农村的妇女

思念着进城的丈夫,留下的儿童期盼着进城的爸妈,
虽然这是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但是,必须

正视这种新的社会现象。这种新的城乡二元结构已

引起了党中央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但解决起来难度很大,需要政策、法律互

动,城乡协调互动,改革、制度建设互动。总结方方

面面的经验,认为发展农业产业化不失为一个好办

法。但是,应努力做好三件事:一是农民承包的耕

地、宅基地、菜园、四荒,用法律形式确权到户,使之

成为农民入股农业产业化企业的资本,成为企业股

东,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二是入股的农民可以进入

产业化企业,就近打工,离土不离家;三是留守农村

的农民发展专业化生产,规模经营,成为农业产业化

的第一车间。那么这样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一座

桥。桥的一端连着农村,一端连着城市;一端连着农

业,一端连着工业;它引导农业参与外部循环,还带

动农业内部各个产业间相互循环,它是实现农业现

代化,发展农村新的生产力的载体,它还是为广大农

民争取公平正义和赢得尊严的幸福桥梁。
架起这座桥是时代的要求,是破解双重二元结

构的要求,也是农民有幸福感、活得有尊严的要求,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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