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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和平等：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四种模式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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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推广效益显著，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初步形

成了现代农业引领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格局，也充分体现了发展现代农业在同步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的基

础性作用。但总体来看，我国农业发展动力仍显不足，产业化经营程度较低，体制机制制约影响较大，城乡差距比较明显。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

考，我们对吉林省榆树市、浙江省湖州市、重庆市以及北京市郊区的现代农业发展进行了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从中归纳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四

种模式。  

现代农业发展的四种模式 

    榆树市在实现粮食稳产高产的基础上，发挥粮食的资源效应，以粮食为主导拉长产业链条。通过以粮养牧、以粮兴工、以粮活商、以粮

强市等多种渠道，把粮食优势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是粮食主产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种典型模式。其主要做法是：政府

加大农资市场监管力度、积极引进农业新技术新机械，建立全面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大力建设和更新生产基础设施；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蓬勃发展，产生了土地托管和农机服务等新的农业经营和服务模式，形成了粮食、大棚蔬菜、畜牧

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四大产业，使粮食总产量和单产均稳步增长。 

    湖州市以建设新农村为基本出发点，从发展农村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三次产业以及村镇规划、环境保护、制度改革、政府治理等众多方

面入手，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突破口，以制度创新为重点，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农民主体建设，是推动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

一种典型模式。其主要做法是：通过与浙江大学合作，引进技术和人才；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制度，创建村镇银行、发展小

额信贷公司和担保机构，促进城市和工业资源向农村和农业流动，在农村形成了高效的技术信息支撑平台、人才资金引进机制以及政策支持机

制，形成了水产、蔬菜、茶叶、水果四大优势产业和花卉、竹笋、畜牧三大特色产业，使粮油、蚕桑两大传统产业稳步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加速

发展。 

    重庆市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以制度改革和创新为突破口，进行土地林地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农民工进城住房制度改革

等，梯次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有

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是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的典型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创立土地交易所、大力建设“廉租房”、农

民工公寓，组建村镇银行和农业保险机构，激活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建立农畜产品交易所，构建完善的城乡互动流通体系和农村信

息服务体系；对贫困地区实施农户增收工程，以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动力，重点予以扶持。近几年，重庆经济保持了年均14.8%的快速增长，经济

总量突破6500亿元，人均GDP达到了2万多元，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北京市在城市发展的推动下形成了外延式或需求拉动式的生态沟域经济，开发北京周边山区资源，以生态建设与休闲旅游产业为龙头，集生

态涵养、旅游观光、经济发展和人文价值于一体，打造统一规划、形式多样、产业融合、集约经营、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的产业经济带，实现山

区发展与农民致富，是一种典型的城郊山区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式。其主要做法是：政府统一规划，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做出明确布局；农民依照保护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房屋、土地和林地做出合理配置，政府予以一定扶持；借助城郊优势，积极引进

城市企业和资源，延长农业产业链，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使北京山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日益提高。 

    四种发展模式来源于吉林省榆树市、浙江省湖州市、重庆市以及北京市郊区，这些省市立足于不同的区域特征，探索适宜本区域发展的现代

农业之路，许多做法很有新意，值得借鉴。 

    （1）因地制宜，培育区域优势主导农业产业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双重过程，我国土壤、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复杂，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差异大，因此，因地制

宜，按照各区域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选择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重点是每个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应该坚持的首要原则。在此基础上，积极挖

掘和培育优势主导的农业产业。主导优势产业是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够充分发挥经济和技术优势，以技术优势改变生产函数形式并对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调整有强大促进和带动作用的产业。榆树市培育了粮食、棚膜蔬菜、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四大主导产业；湖州市形成了水产、蔬菜、

茶叶、水果四大优势产业和花卉、竹笋、畜牧三大特色产业；重庆市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实现农户增收；北京郊区山区重点发展乡村旅游业。没有

农村产业的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立足区域优势，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建设主导农业产业，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持续动力。 

   （2）改革创新，加快制度体制跟进步伐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制度和体制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每一次社会变革、人类进步都必然伴随着制度与体

制的变革。在整个创新体系中，作为其他方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和体制创新必须走在发展现代农业进程中的前沿而被加以重视。榆树市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托管，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实现了农民变为产业工人，实现了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的共赢；湖州市和重庆市通过户籍制度改

革、金融产品的创新、土地制度的完善，激活了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因此，

加快对与发展现代农业不相   适应的制度和体制改革，是各地发展现代农业的当务之急。 

   （3）统一规划，发挥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 

    理论上，农业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介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政策制定与落实、制度创新与改革、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三大方面，政



府要发挥重要支持、引导和主导的作用。实践中，榆树市政府主抓粮食生产，不失时机地改进农业技术，加强农资监管，是榆树连年增产的重要

原因；湖州市创造性地进行了“市校合作”，制定了具体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骤和计划，统领技术和人才引进工作，直接服务于人才培

养、基础设施建、公共产品供给和制度创新；重庆更是在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的共同规划下，作为城乡统筹改革试点整体推进的；北京山区农业发

展也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指导下层层推进。可以说，只要政府正确认识了现代农业的本质，根据当地的发展现状、资源条件和区位条件，制定

合理可行的区域发展规划，积极稳步开展各种推进和改良措施，必定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催化剂。 

    （4）统筹资源，提高城乡互动发展能力 

    根据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突破传统农业封闭自循环模式的关键，取决于向农民提供使农业获得新的收入流来源的生产要素，将这些

生产要素归结为新技术、新知识、有用技能，金融资本等。认识农业发展规律，分析农业发展问题，必须立足于的城乡区域发展、三次产业有机

融合、城市化发展等大的宏观背景，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城乡资源在市场机制下的双向流动，以企业、农民专业组织、

农业大户为载体，使技术、人才、资金、信息、产品在城乡间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有效利用。榆树市良好的投资环境，使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茁壮成长，成为榆树现代农业化进程中的两大重要力量；湖州市和重庆市从区域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推动当地现代农业的发

展；北京郊区山区利用倚靠大城市的优势，积极引进企业等资源，实现山区农业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不断发展。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蒋和平研究员 江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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