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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投资热的形成、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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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当前农业投资的现状，研究正在兴起的农业投资热存在的

业投资的健康长效发展的对策。农业投资热的形成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将促进企业转向农业投资，这一过程将促进农业功能的转化和产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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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业投资的现状 

1.1   国家正在加强和引导农业投资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政治导向偏重于工业，农业投入一直处于不足的

增加，农业投资的绝对量在逐渐的增大，但是农业的投入比重还是偏小。

国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在8%-10%徘徊，1991年之后，财政农业支出比例逐

下降趋势[1]。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政策逐渐向农业倾

件可以看出，良好的政策环境一定会带来农业投资的增加。 

1.2   农业投资的方向和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待干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持续下降。在

金中有七成被用做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的事业费，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

向的一个原因，投资少，难以形成规模是影响投资的另一个原因。 

1.3  农业贷款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主要体现在农业贷款的流失。统计数字显示：央行发放农业贷款，

2003年98481亿元，增长22%；2007年一季度27502亿元，增长23%。而同期，全社

业份额占央行农业贷款的比重则分别为1.37%、1.17%和0.54%[2]。这一升一降，

没有真正用到农业投资上，又可见随着农业贷款的急剧扩张和农业投资



以及相对滞后的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1.4  农业投资环境不理想，影响投资主体积极性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条件差，跟不上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这

大量资金，而企业投资建设成本加大势必影响其利润，降低投资积极性，

资金尤其是外资。 

我国当前农村和农业法制不健全，行政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农业投资建

部农业落后，农业投资少，规模化生产难以形成，除了硬件条件的限制，缺乏

重要的影响因素。 

1.5  农业投资主体正在转变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依然以政府为主。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锁

是基本无利可图的公益性投资，投资主体只能是政府，投资的结果是可以大大改善其他

环境，为农业吸引其他方面的投资打下良好的基础。 

农业的多功能性和产业化趋势使农业的投资主体由集体和个人转向企业

型造纸企业、制药企业、食品加工企业已在大规模投资农业，相继建立起自己的原材料

金、大企业以及现代管理方式介入带来的规模经营效益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已

得了实惠。 

2  农业投资热的形成分析 

2.1  当前农业投资热形成的背景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中央一号文件”都关系着“三农”问题，党和

亿万农民的生活。中国的农业发展到今天，十几亿人口的食粮能够基本自

为基础”的结果。但同时也须认清，我国的农业基础太薄弱，靠政府有限的

大国摆脱“口号农业”的窘境，且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投资的

经很难拉动社会资金进入农业领域。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削弱了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力，决定了农村

展形势迫切要求有先进的力量组织农业生产。只有挣脱传统农业的桎梏，大力

广纳社会投资又提升农业竞争力的一举两得收效。 

  基于以上分析，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使农业投资升温的必要途径，但是

还不行，用市场的手段调节投资走向，吸引农业投资成为迫在眉睫的大

2.2  当前农业投资热形成的时机 

  站在经济国际化的角度，用战略眼光审视我国农业的优势产业，或

图，而且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纵观国内外市场，近几年，我国农业发

绿色农业、生态观光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园艺花卉、农产品加工等，都具

值。有不少产品还是国际市场的抢手货，已经成为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农

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对中国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国际分工带来的农业

  国内方面，许多大企业正在转向投资农业，此信号不仅反映了企业

时也是市场行业投资转型的体现，市场的发展使某些高温高利润行业降

情况下政府的适时地政策疏导将使农业这类过冷的行业升温，农业的功能多

图，利润是市场最好的驱动力，国内农业投资的时机也已成熟。 

3   农业投资热前景及效应分析 

3.1  投资热的发展前景分析 

  以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加企业农业产业投资的投资热正在兴起。政府提供良好的政策



设施建设，搭建一个良好的产业投资的平台，保证投资企业的利润，促

政策的保障下，农业投资热前景看好。 

  市场发展空间较大。农业提供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

性和稳定性。现代农业已经开始从单纯提供物质产品向同时提供精神产

外，还提供休闲的、娱乐的、观光的产品，供现代人精神消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力消费农业更高层次的产品。 

  政策保障下生命力较强。2008年一号文件重点强调加强农业基础设

设施建设的热潮，为农业投资的硬环境带来机会。在政策的保证下，从

产品的价格将是稳定上扬的，中国农产品的价格上升的空间比较大。劳动

和发展趋势为企业投资农业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前景。 

3.2  我国农业投资热的效应分析 

  由于传统的农业产业效益低，所以利润驱动为主的农业投资中产业类

型的农业产业，而农业的功能重心也将随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传统的

  农业投资将会促进产业的融合。传统农业一般是指种植业和养殖业

范畴，不光包括传统的种植与养殖，还包括加工业，农业产业链正在延

的发展，农业产业已经开始迈进第三产业，农产品的流通、农业加工产

业等表明农业服务业正在兴起，未来的农业将会在农业投资的促进下，

性、经营性最强的产业。 

4  如何确保农业投资项目健康发展 

4.1  提供优惠的政策环境 

  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促进农业产业化。考虑到投资农业比较效益一般低于制造

免、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更为优惠的扶持政策，且应根据投资项目的回

这样做，将会鼓励投资者长远计议，从容踏实地增加投入，把项目做大做

利的短期行为。针对我国农业融资难的现状，本着给养农业的原则，尽

4.2  加强硬件条件建设 

  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环境的建设与改善，政府应率先投入，打造一

台，以筑巢引风的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者介入。去年江苏农村1400

一半来自私营个体投资者，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还不到6%[2]。这意味

供水、供电、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善还得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由于

设施基本无利可图，民间投资很难光顾，因而政府投资必须先行，才有可能

4.3  建立产业发展指导体系 

  在资金、技术、生产、销售和流通等关键环节有针对性的提供指导

合可用的资源，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各级政府要建立农业信息服

织，扶持龙头企业和规模经营大户，利用各种媒体连接投资者、农户和市

道，充分发挥信息和联网的优势，进而实现投资者获利、地方经济发展、

4.4  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在农业投资热兴起的过程中，除了要政府提供优惠的政策和稳定的

素就是科研单位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投资农业的企业在产业转型的

农业产业并不熟悉，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借助农业专门研究机构和专业人才介入和

投资热的成果和利润。建立由政府、研究单位、企业合作的投资模式，由政府搭建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