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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大省是我国农业的中坚力量,构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事关我国整个农业现

代化进程和国际竞争力。介绍了农业大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作用及主要制约因素。指出了农

业大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搞好农业功能分区和区域布局,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建设,

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开发农业的多功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提出

了农业大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改善农业设施装备、增加补贴范围和补贴额度、扶持粮食主

产区建设、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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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以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和

实现最大产业价值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

装备为支撑,关联效应较强的各种农产品的生产、经
营、市场、科技、教育、服务等主体,运用现代经营形

式和管理手段,通过分工合作建立横向功能产业体

系与纵向产业链体系,并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的

纵横交错、一体化、网络化的有机系统。随着市场需

求和发展条件的变化,农业发展内涵已经超越了单

一的经济功能,不断向多功能性演进,传统的农业发

展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体系已经无法适

应新的形势要求,构建一个以农业产业化升级为主

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就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

目标和新思路。农业大省是农业产值(包括农林牧

渔)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较高,或者所提供主要

农产品在保障本地基本需求外还能够为全国粮食和

食品安全做出重要贡献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

范围包括:河南、山东、四川、河北、黑龙江、湖南、内
蒙古、湖北、安徽、江苏、吉林、广西、辽宁、江西14个

省(自治区)。农业大省的特殊性和重要地位,决定

了农业大省能否构建一个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将事关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及国民经济的发

展。目前虽然学术界对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理论和

实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专门针对农业大

省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研究如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的研究成果很少,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农业大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的重要作用

  1.有利于为国家粮食安全供给提供主要保障

农业大省是全国农业的中坚力量,粮食和主要

农产品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在满足本省需

求的基础上还大量输出,为国家粮食安全承担了重

任,同时,农业大省的养殖业在保障全国肉蛋奶供给

和增加农民收入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

2012年我国14个农业大省的耕地面积占全国的

60%以上,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74%,其中:稻谷

占77%、小麦占79%、玉米占77%、豆类占76%、薯
类占48%;粮食产量占全国的78%,其中:稻谷占

79%、小麦占85%、玉米占79%、豆类占75%、薯类

占54%(见表1);猪牛羊肉产量占全国的72%、奶
类产量占全国的66%、禽蛋产量占全国的58%(见
表2)。但是,目前我国农业大省粮食和大宗农产品

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水平仍不是很高,产业链条

短,不少产品处于原料供给地位,从生产到加工到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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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完整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运用现代工具和手段、
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的程度明显滞后于工业和服

务业,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还明显与二、三次产

业不同步、不协调。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

构建起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才能使

农产品主产区走出农业弱势的地位,为全国乃至国

际市场提供更丰富、更具竞争优势的农产品。随着

我国农业区域分工的不断优化,粮食和主要农产品

未来将更加集中在资源禀赋条件好、比较优势突出

的主产区,农业大省承担的任务将更为艰巨。显然,
农业大省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建立在一家一户小规

模基础上的传统产业体系结构,就难以完成这一重

表1 2012年我国14个农业大省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占比

粮食 稻谷 小麦 玉米 豆类 薯类

播种
面积

农业大省/千hm2 82686.3 23246.1 19274.9 26838.9 7385.5 4302.2
全国/千hm2 111204.6 30137.1 24268.3 35029.8 9709.4 8885.9
农业大省占全国的比重/% 74 77 79 77 76 48

产量
农业大省/万t 46094.7 16160.8 10228.8 16168.5 1305.6 1768.0
全国/万t 58958.0 20423.6 12102.3 20561.4 1730.5 3292.8
农业大省占全国的比重/% 78 79 85 79 75 54

 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表2 2012年我国14个农业大省肉类、
奶类和禽蛋产量占比

猪牛羊肉 奶类 禽蛋

产
量

农业大省/万t 4605.3 2551.9 1653.0
全国/万t 6405.9 3875.4 2861.2
农业 大 省 占 全 国
的比重/%

72 66 58

 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整理计算而得。

任。因此,我国未来要保证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

供给,就必须把农业大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放

在优先地位。

2.有利于加快推进全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大省的农业现代化在整个国家农业现代化

中起着主体作用,实现了农业大省的农业现代化,我
国农业现代化中最需要、最繁重的任务就基本完成。
推进农业大省的现代化,实质就是大力促进现代农

业的发展。现代农业是依靠现代生产要素支撑的集

约化、规模化、一体化农业,是需要建立标准化、信息

化管理的有序可控农业,是以科学研究开发体系、技
术推广体系和人才发展体系为支撑的科技型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是构建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农业大省加快构建以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

化、组织化和社会化为目标,以粮食产业体系为基

础、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体系为重点的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就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只有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才找到了农业大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

产率、资源转换能力的根本出路。

3.有利于提升农业大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大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面

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农业总产值、农产品输出方

面形成了明显优势,不少产品在国际市场也具有一

定影响。但是从整体上看,农业大省还存在对农业

多功能开发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水平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足、农业生产很多

环节仍然依赖人力和畜力、农业生产出售初级产品

占有很大比重等问题,由此造成了农业大省虽然农

产品数量供给比较丰富,但成本较高,质量、安全保

障水平较低,在国内外市场上还远未形成较强的比

较优势和竞争力。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状态不容乐

观,绝大部分农产品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加入世贸组

织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部分农产品仍然不

具备比较优势,还存在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一部分农

产品由比较优势状态逆转成为了比较劣势状态[1]。
这种问题的存在和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

大省许多农产品比较优势逐步弱化造成的。发达国

家的农产品之所以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竞争力,其
根本的原因是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作支撑。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才能提升农业大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4.有利于加快全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角度分析,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

过程。近年来,随着化肥、农药、柴油等农业生产资

料不断涨价,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比较效益

迅速下降;农产品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严重,农村

面源污染蔓延。面对资源、环境、成本的多重制约,
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核心

任务。毫无疑问,推进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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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难点在农业大省。由于受自身体制机制、发展

水平、财力、经营制度等多方面影响,我国农业大省

的农业远没有走出依靠资源和劳动投入、靠产品数

量增加、靠政策保护和价格上涨等单纯增长性的发

展道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任务极其艰巨。农业

大省以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突破口和着力

点,有利于促进农业大省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由“靠天吃饭”向提高物

质技术装备水平转变;由总量增长向优化结构转变;
由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由分散经营向提

高组织化程度转变,从而实现农业大省农业发展方

式的根本转变。

  二、农业大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的制约因素

  1.“谁来种地”问题突出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发展和城乡差别的持

续扩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使农

业面临“谁来种地”的问题日渐突出。据有关部门统

计,2012年底,我国农村有2.626亿劳动力转向了

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占当年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

48.76%。尽管目前在农业中从业的劳动力还有2.7
亿多人,但其中毕竟是中老年人和妇女占多数[2]。
农业大省大都是人口大省,但也是全国的劳务输出

大省,空心村、留守儿童、老人和耕地抛荒现象在四

川、湖南、湖北、江西和广西等省份的丘陵地区较为

突出。种地大都是些老年人,青壮年不愿种地,不要

说实现农业现代化,今后的吃饭可能都存在问题。
“谁来种地”已经成为当前农业大省农业发展的一个

十分严峻的问题,必须及早考虑、更加重视如何培养

农业大省农业接班人的问题。

2.土地、水等战略性农业资源短缺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要素,水资源是农业最重

要的资源。在我国农业大省中,虽然黑龙江、吉林、
辽宁等省的土地较为辽阔,人均耕地占有水平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但总体上看,全国农业大省的土地资

源也不丰富,特别是河南、山东、四川等不仅是农业

大省,也是人口大省,人地矛盾的压力突出,如位于

内陆 地 区 的 四 川,其 耕 地 面 积 仅 占 土 地 面 积 的

13%,是全国人均耕地最少的地区之一。与全国一

样,农业大省灌溉用水长期以来处于紧缺状态,区域

性缺水与季节性缺水矛盾并存,地处我国北方地区

的农业大省又比南方突出。从生态环境看,一方面,

不少经营主体近年来为追求眼前经济利益而过量使

用农药、薄膜等投入物比较突出,造成对环境破坏已

经显现,尤其是一些种养大户在发展规模化的种养

业中,对化学投入物和产出废弃物的处理不是很到

位,造成新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农业大省的工业

化水平比较低,还处于初中期阶段,发达地区的产业

转移对农业大省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这些问

题的存在,必定会对农业大省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

严重的影响。

3.农地集中流转比较困难

一般而言,有组织地集中连片流转土地,才能更

好地建设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基地,也才能以此

为基础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近年来,随着劳

动力的不断转移,土地流转也成为农业大省一种重

要的趋向,除政府支持的现代农业产业基地或园区

建设以规模化集中流转土地为主外,其他地区主要

以农户之间零散的自发的流转土地为主。但是,由
于受二、三产业不很发达的影响,相当部分农户经营

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不愿意放弃

土地的现象更为突出,这就使有组织、集中流转土地

更为困难。土地流转必须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如
果在现代农业产业规划的集中区域有部分农户不愿

流转土地,这就给基地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品种、统
一标准造成了极大困难。

4.农业基础设施滞后

在农业大省现代农业建设中,基础设施薄弱是

其突出的制约因素。农业大省虽然近年来也修建了

一些水利设施,但基本上只是解决了局部区域的农

业生产用水问题,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交通不便的边

远地区多年来不仅没有新的发展,反而已有的不断

老化失修。有些地方的水源虽然也很丰富,但引水

工程不足、灌溉渠系不配套是普遍现象,每遇严重灾

害,农业的单产和总产都要受到影响。据统计,目
前,农业大省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完好率仅为60%,
中小型灌区干支渠完好率只有5%,大型灌溉排水

泵站老化破坏率接近70%[3]。农村交通运输条件

差是农业大省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在农业大省的

主产区,大多数道路只通到乡和行政村,很少把道

路连接到“田间地头”,这不仅影响农作物的机械

化耕作,而且还影响农产品的及时运输。同时,
农村基础设施的管护机制不健全是很突出的问

题,常常因一段路、一段沟渠损坏而影响整个设

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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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既有农业结构体系层次低

由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在原有的传统体系中

发展起来的,不能不受原有体系中产品结构、技术结

构、规模结构、区域布局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农业大

省农业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家一户基础上经过长

时期的演化而来的,这种一家一户的结构特点是小

而全并具有很强的惯性,进行结构上的根本改变需

要付出很大的转换成本,使得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成

长所要求的品种结构、规模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

构的调整不得不兼顾已经形成的结构特点,从而难

以从根本上建立起适应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所要求的

大生产、专业化结构。从目前来看,农业大省的农业

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虽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低档

次、低附加值农产品的比重仍然很大,农产品功能分

区不很突出、区域结构雷同化现象比较明显,因而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所要求的专业化结构的道路还

比较长。

6.农业科技支撑不足

农业大省往往不一定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大省。
目前,大多数农业大省的科技人员数量并不多,农业

自主研发的能力不强,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力度

不够,科技推广的方式比较陈旧,多为技术讲座、技
术培训等,缺乏针对性;基层农业科技人员少,流失

严重,老龄化突出;基层组织机构不健全,科技推广

经费少;受制于财力的制约,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

足、渠道单一,基本上只靠财政投入,金融资金、民间

资金的投入量很小,农业风险投资资金发育还未起

步。农业科技投入的结构不合理,重点仍集中在常

规品种和技术的引进、研发、推广和培训,对特色优

势产业投入不足;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科技投入不

均衡,主要集中在种养殖业的产前和产中环节,而农

产品加工等产后环节的科技投入不足。更为突出的

是,农业科技资源很大程度上仍是按行政区划进行

配置的,科技力量重新组合并没有及时跟上现代农

业区域布局和产业体系发展的步伐,造成现代农业

发展与科技资源配置错位的现象比较突出。

7.要素成本持续上升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要素

和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在不断攀升,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也在随物价的不断上涨而上涨,这几方面的因素

导致了农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据统计,小麦、水
稻、玉米3种粮食每667m2净利润仅为蔬菜的

1/10,每667m2成本利润率为31.7%,比蔬菜低

54.1个百分点。虽然粮食价格逐年提高,但远远跟

不上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土地承包费和劳动力

价格的上涨幅度。2004年以来,3种粮食平均每

667m2生产成本翻了一番,而同比3种粮食平均价

格仅上涨60%[3]。由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

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大量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导致成

本支出的增长明显加快,这使得即使是发展规模化

的现代农业,所获的利润空间也很有限。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是靠资本发展起来的,而资本是追逐利润

的,如果资本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就很难有内生的驱动力量,尤其是规模化种植

粮食和大田作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有自我

生存和发展能力。

  三、农业大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的主要路径

  1.搞好农业功能分区和区域布局

每一个农业大省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不

尽相同,这就为不同的农业大省发展优势特色农业

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山东省蔬菜种植和加工业

具有较好基础,是全国知名的蔬菜生产基地;河北、
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省棉花种植业和棉纺

加工业发展较好,是全国的棉花基地;内蒙古发展养

殖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全国的牛羊肉和奶制

品基地,对保障全国的牛羊肉和奶制品的供给起着

重要作用;四川(生猪存栏占全国的11.5%)、河南

(占9.6%)、湖南(占8.5%)是全国的生猪基地,生
猪占有量为全国的30%左右[4];四川、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是全国的油菜优势区;广西是甘蔗主产

区。为进一步充分挖掘农业大省资源、品种、技术和

现代物质装备的增产潜能,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土
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必须站在全国整体的角度,
搞好农业大省优势特色农产品的功能分区和区域布

局,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农产品生产集中区。
对于养殖业,则可在条件具备的省份推行全产业链

生产模式发展现代养殖业,将种畜禽生产、商品畜禽

生产、饲料加工、畜产品(食品)加工、养殖废弃物加

工利用等产业链各环节综合规划,集中有限资源支

持发展全环控、全自动、智能化的大规模和超大规模

畜禽养殖场。

2.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建设

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产业链条中增值空间最大的

环节,已成为改变农业弱质和低效特性,促使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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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潜力所在。2010年我国

农产品 加 工 产 值 与 农 业 产 值 之 比 由2005年 的

1.1∶1.0提高到1.7∶1.0[5];2012年我国农产品加

工业实现了较快发展,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7.01万家,产业人员1540.98万人,完成总产值

152147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9323亿元,利
润总额10415亿元,比工业利润增速17.4个百分

点[6],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成长活

力的产业之一。农业大省更应突出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这是对传统农业的一种有机改造和提升,可从根

本上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进而提升农

业的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农业大省应积极调整

农产品加工产业与产品结构,围绕农产品加工共性

关键技术、高新技术装备、重大产品开发、产品质量

安全、物流配送等重大产业问题,开发一批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专利的新技术、新产品和装备,提升农业大

省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形成以食品精深

加工为主体的农产品加工业体系,不断开发适应人

们消费需求变化的方便食品、快餐食品、休闲食品、
营养保健食品等多样化产品;依托优势农产品、优势

区域和大城市郊区,加快调整和扩张步伐,主动承接

产业转移,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向优势产区集聚,着力

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密集区和优势农产品加工

产业带,如:河南优质专用小麦和肉类加工带,湖南

水稻和饲料加工带,安徽、江西茶叶加工带,山东、湖
北、河南、安徽果蔬加工带,河北优质油菜加工带和

水产品加工带[7],内蒙古牛羊肉加工带。

3.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

加强农业大省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是发

挥农业大省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搞
活农产品流通、更好为全国大中城市服务的重要途

径。应统筹规划农业大省农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布

局,加快发展主产区大宗农产品现代化仓储物流设

施,建立现代化的市场营销网络和物流中心,完善鲜

活农产品收集、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的冷链物流

体系;加强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骨干、覆盖全国

的市场流通网络建设,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农

产品价格形成和交易中心;积极推进以标准化菜市

场、生鲜超市、城乡集贸市场为主体的农产品零售市

场建设,支持产地小型农产品收集市场、集配中心建

设,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应积极总结山

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内蒙古蒙牛乳业的“分散饲

养、定点收购、集中加工、统一分销”中介组织物流模

式、深圳笋岗—清水河物流园区农产品物流园区模

式等典型农产品流通模式,带动农业大省农产品现

代物流发展模式创新[8]。

4.开发农业多功能

首先是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保育功能。农业大

省中的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应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严格保护四川、湖北等大江

大河源头、生态敏感脆弱区、优质农产品产地、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四川、广西等生态脆弱地

区,应建立生态循环农业试验示范区,大力发展循环

农业和生态农业,实现农业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和

生态环境的保护。农业大省农村人力资源丰富,农
民收入相对较低,发展休闲农业不仅满足市民亲近

自然、休闲观光,还能解决农民就业、带动农民增收、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同时也是传承农耕与民俗文化

的有效途径。农业大省在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

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农业传统文化,将其充分展现并

传承下去。农业大省农业副产品、剩余物、废弃物资

源丰富,开发农业的生物质能源功能要立足于利用

现有的农副产品、剩余物、废弃物,提高现有资源的

利用率,变废为宝,着重加快开发以农作物秸秆等为

主要原料的生物质燃料、肥料、饲料。在农业大省林

业资源、农业资源、生活污水和工业有机废水、城市

固体废物、畜禽粪便等生物质丰富与集中区,发展沼

气、压缩成型固体燃料、气化生产燃气、气化发电、生
产燃料酒精、热裂解生产生物柴油等生物质能源,建
立大型生物质能源电厂,推进生物质能源发展。四

川、湖北、湖南等能源作物丰富的广大农村,应大力

发展沼气技术,构建生物质能源高效转化利用的生

态产业链,实现在农村建立以村为单位的集体沼气

供给系统;河南、河北畜禽养殖场和工业废水集中

区,应建立沼气工程,提供优质生活燃料。

5.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大省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需要更多、
更强、更具活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这
是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必然要求,是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的迫切需要。农业大省应把培养职业农民作为提升

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核心任务,以提升农民的科学素

养、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为重点,探索培育模式,强
化政策扶持,加大培训力度,造就一支综合素质高、
生产经营能力强、主体作用发挥明显的新型职业农

民队伍;适应农民分工分业分化的发展趋势,培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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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加工大户、农机大户、家庭农

场,推动农业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发展,
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效益。龙头企

业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骨干力量,应引导龙头企

业通过品牌嫁接、资本运作、产业延伸等方式进行联

合重组,着力培育一批产业关联度大、辐射带动能力

强的大企业;支持农业龙头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
工艺,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支持龙头企业

与专业合作社、农户建立多种利益联结机制,使家庭

承包经营、企业化经营和合作经营的优势得到充分

叠加。农业大省要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小规模与

大产业、分散经营与统一服务的矛盾,必须依靠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千家万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要鼓

励合作社按产业链、产品、品牌等组建联合社,着力

打造一批大社强社,鼓励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兴办

资金互助社,拓展服务功能。

6.依靠创新驱动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大省应主要面向现代农业的产业需求,加
强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

究,切实解决技术瓶颈制约问题;立足农业大省实

情,遵循农业科技和市场经济规律,把提高资源利用

率、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作为主要目标,以良种

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同、增产增效

并重作为基本要求,促进农业科技的有机集成、劳动

过程的机械化及生产经营的信息化,构建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要加

快推进农业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精准农业技

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前沿技术研究,在良种

培育技术、农机装备技术、节本降耗技术、节水灌溉

技术、循环农业技术、新型肥药技术、疫病防控技术、
加工贮运技术等着力突破技术瓶颈,力求取得一批

先进实用技术成果。同时,应建设以农业物联网和

精准装备为重点的农业全程信息化和机械化技术体

系,推进以设施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的新

兴产业技术研发。

7.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大省应按照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加快构

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
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

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
主体、多样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格局。公益性服务

机构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渠道,农业大省应充分

发挥各级农技推广机构的作用,增强基层农技推广

服务能力,着力解决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农业大省应大力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发展,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

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高校

和科研院所等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不断

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形成农业部门与科技、交
通、通讯、财政、税务、金融、保险和贸易等相关部门

协同提供服务的合力。创新农业服务模式和机制对

提高服务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定

向委托、政府购买、招投标等多种方式,扶持涉农企

业、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技术协会、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现代农业经

营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支持具有资质的经营性

服务组织从事农业公益性服务。

  四、支持农业大省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1.加大对农业大省改善农业设施装备的支持

力度

改善农业大省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仅靠

农业大省自身的投入能力远不够,国家应站在全局

高度加大财政投入,大力支持农业大省大江大河大

湖治理、水源工程建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

质灾害防治、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

型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努力建设一批新的灌区。
同时,应加大农业大省丘陵和山区的“五小水利”工
程建设、农村河道综合整治、塘堰清淤力度,国家小

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应向农业大省小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倾斜。为尽快促进农业大省农业

装备的现代化,应扩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备购

置的补贴范围和贷款贴息规模,实施更加优惠的节

水灌溉设备税收政策。国家应支持农业大省集中力

量开展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建设、农村土地整治

重大工程和示范建设。针对农业大省中东北四省区

缺水状况,加大高效节水农业灌溉工程的实施力度,
推进测土配方施肥,继续实施旱作农业工程,扩大土

壤有机质提升补贴规模,使耕地的增产能力得到持

续发挥。加强对农业大省设施农业装备与技术示范

基地建设,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畜牧水产养殖等机械

装备,探索农业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促进农业大省

加快农业机械化。加大对农业大省的信贷支持力

度,调动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种养大户购置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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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农机具的积极性,制定农机化服务的税费优惠政

策,推动农机服务市场化和产业化。统筹规划全国

农产品流通设施布局,支持农业大省产地农产品收

集、加工、包装、贮存等配套设施建设和区域性骨干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建设一批非营利性农

产品批发、零售市场;加快发展主产区大宗农产品现

代化仓储物流设施、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和连

锁配送中心。

2.增加对农业大省的补贴范围和补贴额度

近年来,我国连续出台10个事关“农业、农村、
农民”的中央一号文件,构成了新时期我国农业政策

的制度框架,实施了一系列补贴支持农业的政策措

施。对农业大省而言,对农业补贴的需求更大、更强

烈,中央的农业补贴政策更应该向农业大省倾斜。
要在现有补贴基础上,加大对农业大省种粮农民的

粮食直补,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实现

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全覆盖,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

补贴范围。应及时启动东北、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

补贴试点,在农业大省率先探索粮食、生猪等农产品

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开展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

销贷款试点;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

玉米、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策。要大规模增加农

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业大省的

农牧业县(场);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

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

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

贴;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3.加大对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建设扶持力度

对农业大省的粮食主产区应千方百计稳定粮食

播种面积,扩大紧缺品种生产,着力提高单产和品

质。在国家实施的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

设中,应着力提升农业大省产粮大县(市、区、场)生
产能力。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超级稻新品种选

育和示范项目应把农业大省作为重点实施区域。要

在农业大省中选择基础条件好、增产潜力大的县乡

大力开展整建制进行粮棉油糖高产创建,加快棉花、
油料等生产基地建设。由于粮食主产区往往也是财

政困难地区,国家应切实加大对农业大省的粮食主

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对商品粮生产大省

和粮油猪生产大县的奖励补助,通过鼓励主销区到

主产区投资建设粮食生产基地,构建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应把发展粮食加工业作为支持粮食主产区

的重点内容,通过大力发展加工业,提高粮食产业的

比较效益。

4.支持农业大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国家应大力支持农业大省区域化布局、标准化

生产、规模化种养,提升农产品整体供给保障能力和

质量安全水平。对于农业大省发展设施农业、开展

园艺作物标准园、畜禽水产示范场创建、菜地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标准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以及发展

生猪产业、进行肉牛肉羊生产大县标准化养殖和原

良种场建设、推进生猪和奶牛规模化养殖小区建设

等,国家应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龙头企业

在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中起带头作用,国家应积极扶持农业大省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使之成为带动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建设的骨干力量。农业大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影响面大、涉及范围广,国家应加强食品质量安

全监管综合协调,对农业大省的检验检测体系和追

溯体系建设给予扶持,帮助开展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鼓励推广高效安全肥料、低毒低残留农药,对使用食

品和饲料添加剂的经营者给予严格规范。

5.支持农业大省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

加大国家各类科技计划向农业大省倾斜支持力

度,提高公益性科研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水平。国家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涉农公益性

行业科研专项应向农业大省倾斜。支持农业大省发

展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基金,积极引导和鼓励金融信

贷、风险投资等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创业;支
持农业大省建设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农业科

技园区。要按照统筹规划、共建共享的要求,加强部

门开放实验室和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对于涉农领域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等,应增加农业大省的

布局数量;对于农业大省推进市地级涉农科研机构

建设,在体制上纳入省级科研机构直接管理,国家应

给予鼓励和支持。在扩大国际农业科技交流合作、
引进国外先进农业技术过程中,应积极鼓励农业大

省有效参与,提高农业大省依靠科技发展现代农业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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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AcceleratingConstructionofIndustrialSystem
ofModernAgricultureinBigAgriculturalProvinces

ZHANGKe-jun,ZHANGZe-mei
(RuralDevelopmentInstitute,SichuanSocialSciencesAcademy,Chengdu,Sichuan,610071)

Abstract ThebigagriculturalprovincesplayanimportantroleinChineseagriculture.Theestab-
lishmentofasoundindustrialsystemformodernagricultureinbigagriculturalprovincesisfundamental
tothedevelopmentofChina’s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and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Thispaper
statedthepositiveeffectandanalyzedthemainrestrictingfactorsofconstructionofindustrialsystemfor
modernagricultureinbigagriculturalprovinces.Basedontheserestrictingfactors,weexploredthemain
waytobuildthesystem,includingimprovingthefunctiondistinctionandregionaldistribution,strength-
eningtheconstructionsystemfordeepprocessingofagriculturalproducts,improvingthemarketcircula-
tionsystemofagriculturalproducts,exploitingvariousfunctionsofagriculture,fosteringthebusiness
entitiesinnewagricultureandbuildingupthenewsocialservicesystemforagriculture.Wefurtherpro-
posedtodeveloptheindustrialsystemofmodernagriculturefromperspectivesbelow,namelyimproving
agriculturalfacilitiesandequipment,increasingthescopeandamountofsubsidies,supportingthecon-
structionofmajorgrain-producingareas,constructingmodernagriculturalindustrybase,andimproving
innovationconditionsof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 bigagriculturalprovince;modernagriculturalindustrialsystem;systemofdeeppro-
cessingofagriculturalproducts;circulationsystemofagriculturalproducts;newagriculturalbusiness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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