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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 

发表日期：2005-03-17 点击次数：120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世纪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东

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东北整个区域的振兴，不仅包括“老工业”基地，也包括“老农业”基地，

这是由工农业之间所固有的内在关联性所决定的。以史为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加快发展

现代化农业。把东北地区率先建成我国最大的现代化农业基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强国际

贸易竞争、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偏重型的工业结构、初级型的农业结构，以及工农、城乡之间的“双二

元”结构，造成了工农业关联度的降低和互动机制的缺失。东北地区具有丰厚的农业资源和农产

品规模优势，但长期得不到工业联动和支持，依托农产品原料的轻加工业落后，传统农业的规模

优势弱化，致使农业产业化与社会化的进程缓慢，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缺乏动力支

撑，东北地区因此成为全国“三农”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      ] 

    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应立足于中长期科学定位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是未来我

国农业发展的根本任务。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最新阶段，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于现代性，即用

现代工业来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武装农业、用现代管理手段经营农业、用现代科学观念指导农

业。实质上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产业，实现数量增长的传统农业向质量效益型的新

型农业转变。      

    （1）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不能脱离传统农业的基础。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

地和“粮食市场稳压器”的地位突出，农业水土资源、农业机械配套和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优

越，还拥有农垦系统一批稳定的国营农场群，农业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化特色日益显现。东北

三省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6.5%，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3%左右，无论是粮食商品率和商品

量，还是粮食人均占有量和调出量，都占全国首位。这些都是东北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综

合优势，为加快东北地区现代化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应融入区域新型产业体系。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化农业能够更

好地融入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之中，从而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应重视统筹工农、城

乡协调发展，跳出传统农业的圈子，树立经营农业的现代理念，把农业产业化项目纳入到老工业

基地振兴的实施方案中。强化东北地区农产品的品质与安全的竞争优势，逐步建立以农业优势资

源为依托、以市场需求竞争为导向的东北现代化农业精深加工业与农产品贸易体系。       

    （3）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应强化农业的区域特色。东北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在“安

全”，动力在“科技”，特色在“生态”。发展现代化农业应结合东北三省“生态省建设”的中

长期战略目标，遵循市场供求规律，实施农业水土资源保护性开发战略。因地制宜，适时推进东



 

北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精品畜牧业和安全、优质、生态型绿色

农业。有重点地建设国家级基本农田和现代化农业科技园区，特别是三江平原的建三江等农业综

合优势突出的国营农垦区，优先建成全国大型生态粮食安全基地和中国现代农业“特区”，率先

实现农业现代化。      

    （4）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注重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国家上马的“东北振兴”首批100个项

目中，将农产品深加工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之一。东北三省也分别将农产品深加工作为各自新型

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之一。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贸工农一体化、公司+农

户连基地的组织形式是被实践所证明的高效农业产业化新模式。东北三省现有德大、隆迪、九三

油脂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46家，充分发挥这些大型龙头企业组织带动作用的意义重

大。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布局，以中小城市为主，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农业产业化的投资建设。 

    

    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要不断强化“一主二特”功能      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要以基地规模

化和农业产业化为特色，着力打造“一主二特”的区域优势，不断强化“国家最大粮食安全生产

基地”的主体功能，突出东北地区大型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农牧结合的“精品畜牧

产业安全基地”的建设在全国农业区域化、专业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1）国家最大的粮食安全基地。随着宏观经济格局的调整，沿海和中西部的缺粮区将会扩

大，全国粮食生产的重心呈现出“北进东移”之势。东北地区凭借耕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在

稳定全国粮食市场供应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体地位日益突出。商品粮基地是建设东北国家最

大粮食安全基地的重要依托。东北现有大型商品粮基地110个，但仍需加强区域农业联合开发与

整体规划布局，开辟新的国际国内市场和合作空间，形成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储备。基地布局以

辽河流域、嫩江流域、松花江流域作为重点区域。基地管理要转变过去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建设

布局模式，实施以地级市为基本建设单元的布局模式。       

    （2）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东北地区具有建立全国大型绿色农产品生产与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的生态与环境优势。绿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重点是：依托三江平原大面积的湿地生态环

境，建设大型的优质水稻安全生产基地；利用中部平原区充裕的粮食资源，发展以淀粉和豆类制

品为主导产品的粮食规模化加工业；依托丰富的山地森林生态优势，开发利用林特产资源，加大

食用菌、人参、林蛙等林特名牌产品的培育与开发。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要以国际食品安全

要求为前提，创东北绿色农产品品牌，打破农业贸易的“绿色”壁垒，增强东北农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      

    （3）精品畜牧产业安全基地。东北地区发展畜牧业的资源组合优势突出，是建立全国优质

畜牧业基地的理想区域。农区丰富的秸杆资源和玉米、大豆等饲料粮生产优势，是农区规模化畜

牧业发展的前提，重点建设小区型“舍施养殖”基地，促进粮食的“过腹转换”增殖。西部农牧

交错区利用草场改良和发展人工草地的契机，重点建设家庭牧场，发展草地畜牧业；以松嫩平

原、三江平原畜牧业产业链和生态畜产品精深加工业基地建设为重点，强化畜牧产品安全体系的

建设，形成以肉牛、肉羊、生猪、乳制品为主导的优质畜牧产品生产与加工一体化的综合产业体

系。      

    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措施     将东北现代化农业划分为自然生态、农业生产

（技术）、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等4个子系统，并选择23项指标进行了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

评价。结果表明：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全国，但仍处于现代化农业的初期。东北

农业生态环境条件、农业劳动力素质和农业产值比重基本达到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而农业资源

保护、水利设施与机械化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等方面，还远未达到现代化农业

发展的要求。这些方面应作为促进东北现代化农业发展的立足点和政策倾斜的切入点。      

    （1）加强农业自然资源保护，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一是转换机制促进现有森林

资源保护，做实“三北防护林”和“农田防护林”工程，构建多层次的东北大平原生态屏障体

系；二是加强东北西部农牧交错带的土地荒漠化，松嫩平原丘陵区黑土地退化防治和土地整治；

三是重视三江平原的湿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划定国家级湿地生态保护区，实行专项投入

   



与专门管护。      

    （2）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东北水土资源组合条件好，但

目前总体开发还处于初期水平。中长期发展应以中低产田改造为重点，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力度，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一是全面改造老化的农田水利设施，增强水库蓄水和农区排灌能力；二

是黑土退化与土壤盐渍化综合整治，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三是农业耕作技术

创新，结合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扩广大型农机具的使用面；四是推广东北地区实用的农业生产技

术，尤其是高油大豆、专用玉米等优质品种推广。     ] 

    （3）加紧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为现代化农业发展储备人才。加大对农业领域人力资本投

入力度，组建专门的技术性农业管理及科技人才培训基地，有效提高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与管理

技术水平。适合东北地区的农业生物技术、测土施肥技术和机械化耕作技术，应依托专门的业务

部门和科研机构指导，扎实推进科学示范与推广。按照区域分门类、有选择地培养擅长从事农业

生产与经营的“种植能手”、“养殖大户”型的一批现代农民企业家。      

    （4）加快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园区经济。东北农业生产深受自然灾害和

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加之基本农田配套建设相对滞后，粮食生产的年际波动性大、比较效益较

低，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为此，加快投资建设东北国家级基本农田和大型商品粮基

地，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区域优势产业和现代化农业园区发展，努力降低农业的“双重”风险，

应作为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和促进农民增收长效协调机制的重要突破口。  

    [作者：刘彦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科学网.科学新闻周刊) 200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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