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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出路——成都城乡统筹社会调查纪实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0月6日  毛哲山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为什么农村从改革开放的发动机蜕变为进一步改革的艰难辎重，而农民则

成为广泛受关注、需要补贴的弱势群体？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调研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

委员陆学艺教授的带领下，对成都市的城乡统筹试点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组和市统筹办的协

商，我们重点亲历了金堂县、郫县和大邑三个县、十几个乡村。通过同县乡村三级领导座谈和深入

农户及厂房基地，对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真正感受到此次为带动三

农，缩小城乡差距的城乡统筹改革给成都发展带来的好处，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对以后全国城乡

统筹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而这迅速发展的成果应该归因于成都市在城乡统筹中紧密围绕新农

村建设的主题，依靠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发展的决策。并以此为突破口发展新农村，推进农业，富

裕农民。具体做法如下： 

地制度创新中促进农业产业化 

土地是农业的基础，它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保障两个方面的职能。建国后，中国的土地制度

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的历程。在第一个阶段：土地由分散到集中阶段，是由当时

中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吃大锅饭的办法慢慢地显露出其弊端，严重地削弱了农民农业

生产的积极性；第二个阶段：土地由集中到分散。是以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土地承包为标

志，新的土地政策调动农户生产的积极性，让整个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当前农村大多还是处

于这种发展阶段。但是随着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产业布局以及发展导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同工业

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的产值和附加值相对较低，这也造成了农业和农民的脆弱性和单户农民很难

在市场竞争中规避和抵御市场竞争的风险。  

为了解决农业和农民的弱势境遇，成都市着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建立集体土地换集体经

济，土地承包权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制度。这种在城乡统筹过程中推进的土地制度恰恰成为土

地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分散到集中。有条件的村庄在农民集中居住地和耕种地集中的基础上，成

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政府扶持引导和自发融资等渠道，积极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以工

业发展促进农业发展，用公司经营和大户经营的模式来参与市场竞争，抵挡市场风险，同时也增加

了农户的收入，部分或全部地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积极推进和引导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基本

思路是确定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市场牵头，龙头带动基

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组织形式。这种系统化的运作，没有政府的主导和参与，在现在农民整体素



质不高、市场前瞻性和对市场把握不准确的条件下，很难自发地实现。成都市依据农业产业化的四

种基本类型（市场连接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农科教结合型、专业协会带动型），从政策和资金上

对农民进行支持和引导，并不断根据本地实际实现机制创新，比如金堂县就依据本县实际提出了三

种方式：直接承包给龙头公司、公司农户相结合、农户自己经营。当然，农业产业化并不是放任自

流，如同上世纪90年代初期福建一些城市工业化初期搞的“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无序化发展，

而是依据自己本身的特色和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如金堂的脐橙、郫县农科村的农家乐、永泉村的

花卉种植、战旗村的蔬菜种植和食用菌种植、大邑的生猪养殖，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并且在向品

牌发展战略上靠拢。在政府的引导下，各区县有意识地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努力实现一村一

品、一县一品。比如金堂县正打造中国脐橙第一县、大邑的生猪和食用菌基地以及三圣花乡的以花

卉种植和旅游为核心的“五朵金花”享有较高的知名度。通过引入和积极培植农村市场主体，对农

副产品进行粗加工和市场化运作，大幅度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比如唐昌镇的娃娃菜在以前的市

场价是0.2元/斤，经过简单加工和包装达到现在的1.5元/斤，仅此一项，农民就受益匪浅。 

对于农业产业化资金短缺问题，政府给予充分关注：先后引进伊利、蒙牛等大型农业投资项

目；鼓励和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大力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现在成都村组集体资产

已达到46.8亿元；积极搭建现代农业投资平台，现在市区和县都成立了现代农业投资公司和小城镇

投资公司。 

充分发挥农民在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农业产业化目的之一是实行产销一体化，使农民不仅获得生产环节的效益，而且能分享加工、

流通环节的利润，从而使农民富裕起来。而现今农民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有限，还没有全部

体现出来。一方面源于农民自身的小农意识，对世代耕种的土地和宅基地的依赖。比如在政府推进

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和实现土地集中过程中，部分农民就出现“宁住草房、不要楼房，宁呆山窝

窝、不入新社区”的现象，当地政府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根据“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稳步推

进”的原则，让农民自己感受到改革带给他们的好处，自愿的梯度转移。到2007年底，近27万农民

住进了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我们在ZQ村调研时村支书介绍说：村里集中居住搬迁时按现有的住房

情况进行补偿，好的每平方米280元，最差棚房30元/平方米，建房采取第一层统规自建，实际操作

是统规统建、自己交钱，农民交400元/平方米，政府给补贴80元/平方米，指着尚在建设中的农民小

别墅，李支书说，他们现在尝到了甜头，都争着抢着要置换房子，我们村周边的商品房都卖到4000

元/平方米，农民对新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提高了很多；另一方面源于农民对发展市场经济和自身权利

认知能力欠缺。虽然现在有些村的产业化走在了前面，比如上面提及的ZQ村，村里有集体资产1280

万元，货币资金400万元，但是如何管理村财和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尚存在问题：一是村支两委

的投资建设决策水平，二是农民对干部工作不信任和自身参与程度差，拿李支书的话说，农民对村

干部的印象是“不图吃锅巴为啥围着锅台转？” 

农民素质低、观念改变难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一朝一日就能解

决。对此问题，成都城乡统筹办副主任秦代红认为：“要切实的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提升和强化农

民的民主管理和参与程度，让农民参与、让农民做主、让农民在发展和管理过程中起重要的作

用”。相信有了这种意识，并积极地从这个方面着手，说明成都已经走在了前列。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金堂县委何书记如是说，而实现农业产业化是各种力

量合力的结果，政府的引导、市场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社会组织的调节和农民个人的积极参与



都不能缺失。但是农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农民，所以政府在开始阶

段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不能忘记提升农民素质的重要性，在市场化的洗礼和观念的转变中，发

挥农民的主力军的作用，逐步实现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从政府主导向农民自愿方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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