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产业化问题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以吉林省四平地区为例 

文/刘国新 

   四平地处松辽平原腹地，素有"黄金玉米带"之称，是全国21个粮食主产区之一。总面积1.408
万平方公里，在册土地97.1万公顷，耕地61万公顷，辖2区2市2县，87个乡镇，1,102个行政村，农
户54.5万户，农村人口207万人，劳动力87万人。 
   一、吉林省县域农业产业化的现状分析 
   （一）土地流转速度慢，市场化程度低，制约着土地的集约化、产业化经营 
   农民普遍缺乏把土地作为资本来运营的观念，客观上延缓了土地流转的进程。突出表现为：
流转比例小：流转土地仅占农用土地面积的1/4；层次低：以转包为主，自发流转占80%以上；分布
不均衡：城郊流转多，偏远地区流转少；经济发达地区流转多，欠发达地区流转少；效益低：流转
后，绝大多数仍旧维持原来的种植业模式。 
此外，农民缺乏法律意识，契约关系不完备，服务管理跟不上也是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比较
常见的问题。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供过于，致使农民增收乏力，导致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 
   农村产业结构虽经多年调整，结构仍不合理，比例仍然失调，直接影响了农民增收和农业产
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进展缓慢，其中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农民来自农业方面的收入增长由于农产
品供过于求、价格低迷，导致增收困难，而无力投入又直接导致了农民对于农业搞专业化生产、企
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信息失灵是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2003年四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 988元，户均收入5 500元左右，同2002年相比确有很大提
高，但是扣除子女教育费用及生活必需品开销后，所剩无几，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对于发展农业
根本无力投入。人才稀缺，技术落后。 
   （四）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影响了农民增收，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平地区现有劳动力87万人，如果按1个劳动力耕种2公顷土地计算，有2/3劳动力是富余的，
如果按1个劳动力耕种1公顷土地需120个劳动日计算，农村劳动力中有2/3的时间处于剩余状态。此
外，在现有流动人员中，季节性流动的多，常年流动的少；农闲时流 
动的多，农忙时流动的少；体力流动型的多，智力流动型的少；单人流动的多，全家流动的少，基
本上处于兼业型状态。 
   二、对策思考 
   （一）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土地市场，实现土地有序流转 
   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都明
确了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权和收益权，界定了利益关系，明晰了主体。但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
要根据我省的具体情况，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指导和规范市场行为，形成良好的
土地市场秩序；建立、健全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土地流转规则，为农民自愿
流转提供咨询和代理服务。 
   （二）建立、健全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之所以进展缓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多年已经成形的种植结构和成熟的种植
方式，存在很大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在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出于规避风险的自利动机，农民
的"理想选择"当然是能给自已带来稳定收入的耕作方式。为防范和化解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引导
农民主动进行结构调整，我们必须建立、健全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风险、
低回报的农业保险体系自然无法依靠市场机制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要求政府在其中
发挥主导作用。这也是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 
   （三）保障资金，加强技术，畅通信息，全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保障资金供给。（1）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利时机，争取国家资金多投入一些；
（2）精心选取一些市场前景好、回报率高的项目，争取银行贷款，吸引民间游资（主要指居民储
蓄存款）；（3）充分挖掘自身优势，营造良好的外部软环境，吸引投资。 
加强技术配套，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人才；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用好
人才，同时充分利用我省高校比较集中的优势，通过产学研协作等形式，发挥集群效应。 
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信息存储量大、内容丰富、传播及时的优势；广播、电视、报

 



刊、杂志等传统媒体普及率高，信息覆盖面大的优势（截止2002年我省广播覆盖率已达97.5%，电
视覆盖率为96.7%）发布市场信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加快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空间 
   大力发展小城镇，增强小城镇的吸纳功能，这是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根本途径。发展林、
牧、副、渔等上连种植业，下连加工业的"中轴"产业，这是剩余劳动力转移最直接、最现实的途
径；加快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
径。加强信息引导，组织和引导农民向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和国外输出，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合理、有序转移。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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