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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WTO 论农业产业化是我国户营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入世之际对加快户营经济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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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面对WTO，农业产业化是加快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户营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 

    一、农业产业化与户营经济：农业产业化即将农户个体的经济行为，通过企业化的组织形式和由企业法人按照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

经营方式，使农业在市场竞争的条件卜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家庭承包经营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但分散的农户存在着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生产选择的盲日性，家庭经营上的分散性，经营方式上的封闭性，

商品交换上的滞后性。户营经济是基础，农业产业化是方向。一是继承关系，二是发展关系。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是“龙头”带动，基本要

求是农户参与，本质是由有关各方组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使各个组成主体都能获得整个产业链条的平均利润，进而

最终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条件下同行业同产品的平均利润。 

    二、面对入世大力推行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和意义：（一）推行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1、农业产业化是我国户营经济的小生产与大市

场有效联结必然发展方向。2、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3,农业产业化是加入WTO对中国农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二）

农业产业化的意义：1、农业产业化有利于大幅度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2、农业产业化有利于促进农业与科技的结合，实现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3、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抓住WTO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新的挑战。4、有利于缩小东、中、西部差距，优

化配置生产要素，实现两个飞跃。 

    三、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途径和方法初探：（一）、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及创新：1、政府（政策）——龙头公司－基地——大

户——农户；2、合作组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3、信用合作社参与组织的联合公司-中介服务组织——农户；4、专业技术协

会龙头企业-中介服务机构-农户；5、涉外（外资、外企、合资、合作）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方

式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当地特色为基础，将农业生产链条双向延伸，供、产、销一体化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

创新方式。市场开拓型：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搞活农产品流通。资产整合型：加速农业资产运营市场化的进程。资源开发型：农业产业

化经营要先多样化、后规范化，无论大小、土洋、所有制、形式，只要方向正确，就要放手发展，在发展中调整，在发展中规范。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分配机制及创新：1、买断型，2、保护型，3,服务型，4、返利型，5、利益共同体型。 

    四、当前农业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采取的对策和建议：（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1,总体规划问题：重复建设、规模不经

济、短期行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的现象。2、资金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问题：资金短缺、农业特色还没有形成。3、体制和

机制问题：旧体制阻碍、郊区的产权及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地区分制、部门的条块分割和行业分割依然存在。4、人员素质、思想观

念：固有观念。（二）采取的对策和建议：1、高度重视，提高素质，合理规划布局。2、健全合作经济组织，延伸链条。3、加大力度，

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速要素聚合。4、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融通资本。5、改革创新，完善产业化运行机制。 

    五、政府在推进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1、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宏观管理。2、加强政策指导与扶持。3、建立农业保险体系，提高抵

御风险能力。4、制定与WTO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农业产业化的实施。 

    总之，我们要根据三个代表的思想、三个有利于的思想，立足国情，扎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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