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湘西州农业产业链拓展问题 

文/刘建兰 龙祖坤  

   农业产业链管理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将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生产、加
工、储运、销售等环节链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对其中人、财、物、信息、技术等要素流动进行组
织、协调与控制，以期获得农产品价值增值的活动过程。农业产业链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政
府和农业产业链所有参与者的重视和肯定。 
   一、拓展农业产业链是湘西农业发展的需要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方向，以科技为先导，以深加工为龙头，以市场需
求为坐标，不断拓展产业链，农业产业链就一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姜长云认为我国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了延长农业产业链、加强农业产前产后开发的活动
（如发展农产品加工、包装、营销等）。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在农业、农
村发展中的相对地位及结构调整的层次性，都将不断提高。而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同时也是农
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和农业分工日益深化的过程。 
   （一）湘西州农业产业链的基本特点 
   截止2006年9月底，湘西州农产品加工企业个数为310个，概括来讲湘西州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多是对农产品进行简单的处理和加工，农业产业链特点为不长、不宽、不厚。 
   湘西椪柑是柑橘中的精品，也是湘西州的支柱产业，但目前湘西柑桔采后商品化处理和精深
加工程度并不高，大部分鲜果是以初级产品提供市场；湘西州地处武陵茶区，目前古丈80%的成品
茶出于农户的手工作坊；湘西特有的蒿草粑是湘西旅游人文风景之一，它和永顺万坪豆腐、湘西腊
肉等特色产品目前一样未进入精深加工。 
   （二）湘西州农业产业链拓展实例 
   湘西州个别农产品产业链拓展比较好，比如：茶产业除生产名优茶、精制绿茶外，还将产业
链拉长到速溶茶、茶多酚保健食品和二氢杨梅素胶囊。柑桔产业除商品化处理后进行鲜销外，还进
行柑桔浓缩汁、果酒、果醋、果粉、果脯等系列产品生产，进行柑桔果渣制备畜禽饲料的生产。猕
猴桃产业不仅生产果王素软胶囊，还生产果汁、果脯等系列产品，但这些在湘西农业中仅仅占有非
常微小的份额。 
   二、制约湘西州农业产业链拓展的教育因素事例分析 
   形成湘西州农业产业链普遍不长不宽不厚的原因很多，除地域和历史的原因外，教育是不可
忽视的因素。 
   湖南大学余传贵等人考察了湘西的教育状况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在1985－2002年间，湘西州
投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长沙市和常德市，但是，其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却低于这
两个市。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湘西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及其素质低。湘西州的整体劳动力素质
差是制约湘西州农业产业链拓展的主要因素。 
   （一）劳动者素质对企业产业链拓展的影响 
   教育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力资本质量改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经济增长的差额来自
于人力资本投资。 
   湘西基础教育本身就不发达，职业技术教育也不受重视，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层次普遍
偏低，劳动者现代科技知识的匮乏，使新兴的农业科技不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谷中原2006年
的调查研究证实了此结论。湘西州很多企业发展不起来与其劳动者素质不高关系密切。 
   湖南猛洞河天然植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现有高级技术人员3人，中级技术人员12人，整个生产
线配备的操作员工具有大中专毕业文化。老爹公司有专兼职研发人员55人，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普
通员工的受教育年限和水平普遍高于其他企业。总体比较，这些企业的发展相对较快。 
   （二）科研成果对企业发展的贡献 
   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科学只有转化为技术才能变为直接生产力和现实生产
力。湘西州几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均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有密切的合作，他们使用现代科学技
术的能力相对较强，具有进行精深加工的研发和生产潜力。 
   秦简公司联合省林产化工工程重点实验室和吉首大学食品科研所等科研机构，开发了深加工
产品“二氢杨梅素胶囊”，2007年获得国家星火计划重点项目；猛洞河天然植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利用湖南中医学院成功的茶多酚技术，把生产精品“古丈毛尖”后边角料用来生产茶多酚；“老
爹”公司与吉首大学、湖南大学、江南大学等二十余家科研院所建立了猕猴桃产业科技攻关合作关



 

系，不断拓展猕猴桃产业链和价值链，使猕猴桃产业链不断加粗、加宽、加厚，已经成为猕猴桃产
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和知名深加工企业。 
   （三）在职培训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目前湘西州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吉首大学和州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湘西的涉农企业并未充分利
用这些教育资源对其管理者、技术人员和一般员工进行在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决策、管理水平和
综合素养，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产品质量和品质。湘西州在民众教育先天不足的情况
下，并未通过后天补足。 
   三、提高湘西州农业产业链上从业人员能力的建议 
   在教育与经济这对矛盾中，教育状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快速发展湘西地区的经济，摆脱经
济发展速度递减的有效途径，是尽力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研究认为可通过以下措施提高农业
产业链从业人员能力。 
   （一）转变观念，建立高校与企业广泛的合作关系 
   教育具有使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中介作用，高校是教学科研的中心。在社会经济进入信息
时代后，职业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多，技术不断更新，需要劳动者和企业不断接受各种教育和培
训，以满足职业的要求。 
   湘西农产品加工企业应主动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以利用高校巨大的智力优势，及时获得最
新的科技成果转让，帮助解决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或遇到的难题，定期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提
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整个企业的科学文化素质。 
   （二）制定政策，吸引优秀人才致力于湘西建设 
   湘西州应考虑制定强有力的人才政策，加大人才利用和引进力度，采取措施留住现有人才、
吸引外来人才。余传贵认为“从短期来看，要采用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外地人才来湘西工作，提
高湘西地区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留住本土高素质人才，同时把发达地区甚至海外优秀人才
吸引到湘西，通过人才引进带来最新的信息、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理念，带动湘西州
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采取措施，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 
   现代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用科学武装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既需要重
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要重视基础教育的发展，不能忽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可以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等方式举办高级论坛或到知名企业参观学习，拓宽企业主的视野、
提高企业主的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并培养其全局意识；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培养农业产业
链环节中的生产、管理、营销以及信息服务人员；制定政策鼓励本地有知识、有技术的高素质人才
投身到农业产业工作中去，并在工作中发展自己的事业；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使农业及
涉农行业接纳更多的高校毕业生。 
   （四）改进制度，沟通选才、育才和用材机制 
   目前我国应试教育和模式化教育束缚了许多受教育者的思维，影响了他们的发展。湘西州也
从学前教育开始就应重视受教育者个性的培养，允许受差异的存在，在重视人才培养的同时，加强
人力资源管理，加强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设，通过人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提高现有人才的
利用效果，避免人才积压与浪费。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农业生产及产品加工日益需要按
照产业链的理论，提高产业链各环节的协调配套程度，以强化农业产业链的整体功能，实现农业竞
争力提高的需要。而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和配套发展需要各级各类教育的支持，通过教育培养出合适
的人才，农业产业链拓展才有机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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