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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对策探讨3

陈绍军①

(福建农业大学)

摘　要　针对当今世界农业经济的 6 大特点和国内目前农村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从“高适”农业开

发、农业转型、发展优势产业、搞好直供特区、组建产业联合体、规范市场、健全农业生产的支持系统、

抓好村、乡 (镇)领导的考核与表彰等 8 个方面, 对如何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农村经济　可持续农业　市场　对策

80 年代末以来, 我国农村的农产品生产常发生周期性的买难、卖难, 即多数农产品的生产

已趋于 (结构性)饱和。这导致难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因为大多数农民必须生产出比

自己需求多得多的农产品与市场交换自己之所需, 这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面对入关后国

际市场廉价农产品及相关限制政策的挑战、面对国内农村经济与农产品生产的现状、面对要求

合理利用资源与搞好环境保护呼声的日益高涨, 我们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 难度最大而

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 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1 ]。总的看来是困难、挑

战及机遇并存。本文针对当前国内外农业经济的“实事”提几点发展意见, 供有关同仁参考。

1　当前世界农业经济的特点

　　1) 买方市场占主导地位　 目前农产品的产销常发生结构性的、周期性的相对过剩〔2〕。即

市场上大部分农产品及食品要采取促销宣传, 其生产品种与产量是依消费者的需求而转移, 或

者说是市场决定生产。

　　2)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买方市场的一大特点是要求产品优质, 因产品供大于

求时, 对产品品质要求就越显重视。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缘于文化水平提高和营养意识的增

强。现对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要求是趋于天然、方便、美味、营养与保健。

　　3) 农产品全球生产世界消费趋势增大　 21 世纪农民要为市场种地, 已不是过去为饱腹

而种地。农民要更富, 便要生产出市场所需的优质产品进入市场交换。一般说市场半径越大产

品差价也较大, 利润越高; 另由于消费者对不同地理环境下生产的新、奇、特、优农产品的追求,

促使农产品市场自然扩大, 则全球生产、世界消费的趋势也必然加大; 区域性农业生产的特色,

亦使农产品生产的国际化分工越来越细化, 在 21 世纪将是极为普遍的。

　　4)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愈趋激烈　 每一个农民或农民团体都希望尽力销售自己的产品, 竞

争是必然的。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和参与世贸组织的临近, 竞争者必然越来越多。在农业生产上

规模时, 更要学会了解市场, 学会产业结构的科学动作, 学会科学管理和高新技术的应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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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极为重要, 这要求搞好机械化、自动化和合理化经营, 花最少的资金与物质

投入, 不造成环境破坏, 又获较高的效益, 这样才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5) 人才与高新科技的作用越显重要　 农业或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 人才是根本,

高新技术的应用是出奇致胜的法宝。因为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在农业及相关行业中高效率、高水

平的工作和高新技术的掌握与应用, 将极大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竞争力。

　　6)对市场信息的依赖越来越突出　 现代市场的全球化农业经济体系, 从供方 (产地) 到需

方 (餐桌) , 相隔“千山万水”, 需方市场常漂泊不定, 不同的需方对农产 (食) 品的种类、数量、质

量等的要求也千差万别; 有很多需方与供方, 要求对各自产品特点与需求及时沟通, 这就需要

有信息高速公路, 以便能及时相互了解, 按需作出决策。因此, 信息的收集、阅读与判断甚为重

要。

2　确保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若干对策

目前国内外农村经济已发生“质”的变化, 我们应顺潮流, 施良策, 争主动, 以求得持续稳定

发展。

2. 1　转变观念, 注重“高 (效)、适 (度)”农业开发

过去农业生产上多提“两高一优”即“高产、高效、优质”〔3〕。在广大农村吃饭问题还没解决

之时或之后的一小段时间, 可以提“两高一优”, 但在进入 21 世纪农业的世界分工、环球生产的

时代, 农民要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就必须为国内外市场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 如果还是一味

追求高产、高效、优质, 忽视市场要求“适量”这一基本规律, 没有处理好“高产、高效、优质、适

量”这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则将造成增产但减收, 教训也很多。实际上“高效与适量”这是战略

是根本, 含有可持续的含义,“优质与高产”这是战术、是手段。“高、优”农业要往“高、适”农业转

变且其中“高”的内容有所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农业生产与产品加工, 要时

时注意“市场饱和度”要依市场需求而适度发展, 绝不可跟着感觉盲目发展某种产品生产。对一

些市场未饱和, 或产品生产加工利润一般达 15% 以上的项目, 可以强调高产、优质, 但更要注

重高效和适度, 确保占产值 10 % 左右的利润。

2. 2　审时度势, 顺利度过农业转型期

任何国家在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 大体都要经历这样的几个转型过程: 1) 在农业结构

上, 从“传统”农业转向“市场”农业〔4〕; 2)在产品导向上, 从“高产”农业转向“求质”农业〔5〕; 3) 在

生产方式上, 从“掠夺”农业转向“生态”与“环保”农业〔6, 7〕; 4) 在耕种方法上, 从“广种”农业转

向“精耕”、“休耕”农业; 5)在生产策略上, 从“规模”农业转向“适度”农业; 6) 在生产内容上, 从

“粮食”农业为主转向增加食物总量〔8〕; 7) 在服务范围上, 从“地域”农业转向“全球”农业; 8) 在

管理方式上, 从“无序”农业转向“法制”农业。上述几个方面的农业“转型”在全国各地发展过

程进度不一, 其中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常分析市场, 做到适时有利就转型。农业生产转型的主

要根据是农产品相对过剩和为了追求高效益。其主要初始外部特征是: 农民温饱刚解决, 农产

品食品生产规模大, 其成本价低于或等于市场批发价, 或者土地出现休耕现象等等。我国的农

业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没有走出多远, 农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相对饱和与相对过剩时有发生, 这并

不完全是绝对过剩, 其中关键是对产品的“市场嗜好度”(主要是质量、口感)、“市场饱和度”(主

要是市场消费水平和产品消费量)不甚清楚。

因此, 政府对转型期的农业生产特点要有一个明确清楚的认识, 要紧紧把握市场这一指挥

棒狠追利润。现代“市场农业”要求把握好高产与优质、规模与适度的相互关系, 要“多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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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要抓住特色。所生产的农产 (食) 品, 对国际市场采取“抢”与“占”, 对国内市场

采取“填”与“补”, 对省内的地域市场采取“衡”与“保”等策略, 即要发展创汇型农业, 又要在国

内各地搞好互补和均衡型农业, 生产规范上及时准确与国际接轨。这样才能完成对现有农业生

产进行转型, 使产品适应并适量满足国内外市场要求。

2. 3　狠抓特色, 巩固与发展优势产业

我国地域辽阔, 气候多样, 物产丰富, 各地都有其适“水土”的优质农产品, 这是特色和优

势。在当今地球村里, 交通方便, 信息通畅, 没有农业产业特色, 其生产效率就不高, 产品就没有

市场, 没有效益。以福建为例, 福建地处亚热带地区, 多山、丘陵起伏, 溪流纵横, 雨量丰沛。在

这些气候与地理环境下, 经全省人民的努力, 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 8 大优势农产品: 1) 亚热带

水果蔬菜资源优势; 2)森林资源优势; 3)竹木与笋资源优势; 4)食用菌资源优势; 5)水产品资源

优势; 6) 发展草食动物与水禽动物优势; 7) 茶叶资源优势; 8) 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资源优势。

以上 8 大类农产品资源优势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今后还可以考虑进一步抓好以下 4 方

面优势: 1)地方特色农产品贮藏保鲜优势; 2) 沿海地区发展农产品 (来料) 加工与出口优势; 3)

保健药材生产与加工优势, 4)观赏动植物 (包括花卉)养、种优势。

上述 12 方面的优势基础是建立在福建地理、气候、人文、历史等条件之下的, 具有较强的

生命力, 在巩固与发展这些优势的同时, 还应配套贸易与高新科技, 这样福建农业产业革命才

会有可能产生新的飞跃和保持可持续发展。

2. 4　抓准市场, 开辟国内外农产品直供 (种)特区

目前国内外农产品消费者, 对农产品的要求是: 优质、无公害、廉价、稳定供给。根据这一需

求, 我们可以在我国一些农产品产区, 划出一块无污染的土地 (水质、土质、空气优良) , 面积几

十亩到数千上万亩不等, 用于专门种养国内外客户所需要的农产品, 特别是“名优特”农产

品, 该区域可以挂牌属于某企业、某单位团体的农产品供给基地。生产者一般是农民合作社 (协

会) , 要按需方的要求, 搞好品种 (种苗)选择、种养技术、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病虫防疫 (治)、按

时收获等工作, 并按级包装, 以质论价, 送货上门, 保证供货时间与供货质量。其价格依不同质

量事先订好合同, 可以比国内外市场的当时价低 5 %～ 10% 销售。这种“特区”的事要特办, 有

优惠政策, 可以由外商或客户直接在“直供特区”投资, 时间可长至 30～ 50 年, 自己组织生产,

或承包已有的农业资源。我方可在用地、产品特产税、出口关税等方面适当给予照顾。

2. 5　按业联合, 组建特色农业权威协调机构

组建有权威的协调机构是非常必要的, 要按产业的内部特征及相互间联系的特点, 组建

权威的协调机构或集团。如果还是象目前的各自为战, 互相争斗, 会有三对“不容易和易”: 一是

不容易统一原料的生产、收购与加工销售, 易发生原料价格质量不一和争抢原料增加成本; 二

是不容易提高出口产品价格, 易被外商压价; 三是不容易确保稳定的出口渠道, 因进口商在多

变的进价下, 易伤害他们自己的服务对象即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益。因此, 要采取必要的政府

行为, 促成各省、市、县、乡镇同行业间的合作, 确实做到统一原料生产与收购价格、统一配额生

产与加工规程、统一原料等级与产品质量、统一出口价格与行业政策的“四统一”, 使优势的特

色产业能够获得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权威协调机构的名称可为“××产业联合会”、“××产业农协会”等, 国外已有很多成功事

例〔8, 9〕。联合会的主要领导可由政府委派或委任, 其它由相关加工企业、农民、农协、贸易公司的

代表组成。

政府与联合会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实施规程, 对破坏“四统一”的下属单位与生产者, 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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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罚款、警告、剥夺生产权、减少生产配额等处罚。对加入联合会的企业给退税 20 % , 反之加税

20 % , 即以利为根本, 用税、费为杠杆, 促使农户或同行业主合作经营, 共同对外。

2. 6　规范市场,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农产品从田间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 路途遥远, 最难行进的瓶颈路段就是市场流通。目前

市场流通主要的难点是: 1) 从事国际、国内商贸的精干人员少 (缺少人才) ; 2) 国内国际农产品

需求信息不灵通 (不知卖给谁) ; 3) 经营农产 (食) 品, 其等级与质量标准体系很不健全, 即市场

流通的主体对象没有量化的标准 (优劣无依据) ; 4)农产 (食)品市场运作的办法 (如章程、规定)

没有理顺, 无规范, 导致买卖无序 (买卖无规矩) ; 5)农产 (食)品流通市场仍较混乱, 市场流通的

行业商贸法律、法规不完善, 已有的也执法不严, 存在欺行霸市、不平等市场竞争等现象 (法制

不健全)〔2, 8〕。由此, 解决的思路: 一是有组织有目的地培训各类龙头农产 (食) 品加工贸易企业

的会做生意的专门人才; 二是要搞好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和传播, 但这是要建立在一个规范

化市场体系的基础之上。对每种进入市场特别是批发市场进行交易的农产 (食)品, 一定要有登

记制度, 批发市场要配套相应的设施〔10〕。特色农产品的产业联合体要有专门的产业信息收集、

阅读与判断的系统并专人负责, 定期发布; 第三, 各级、各类市场要搞好规范化经营, 要有适合

中国国情的又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市场运作制度与规章, 可采取法院、监察、工商、物价等多部

门联合执法, 坚持做到百分之百的依法治“市”, 坚决杜绝欺行霸市现象, 建立良好规范的农产

(食)品市场体系, 否则就谈不上发展市场贸易, 谈不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2. 7　服务农民, 健全农业生产的支持系统

农业生产的支持系统主要包括: 农资 (肥料、农药、农膜、农具等等)供应、农事操作、科教服

务、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销售、信息与咨询、法律、保险、管理、规划等等。一般是随着农业的发

展, 所需要支持服务的范围也越广。在低发展时期所需服务较少。

对于农资中的种子、肥料、农药等的支持, 很重要的是要有生产与经营的许可证制度, 这是

提供高质量、可靠服务的前提。家庭小规模生产的农事操作有必要在乡村建立农耕的服务性

(企业)机构, 特别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对于每一项农事操作应尽可能采用经济的农机作业, 以

提高生产效率。可考虑组建农机互助组 (集体集资购买或个人购机参与)或农机租赁公司, 国家

给贷款和税收上的扶持。当然, 以上的农业生产, 要创高效益, 必然还要有科教体系的扶持〔8, 9〕。

面对入关在即, 政府要扶持企业建立质量支持系统, 要制定出符合进口国对农产品所特殊

规定的商品质量标准, 制定与严格执行绿色食品 (国外称有机食品)的生产操作规程, 农产品加

工企业要按HA CCP 质量管理系统进行生产操作, 要争取通过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的相关

质量标准认证。

农业生产的产后服务要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而不是互相拆台。其中农民的农产品生

产和企业的产品加工, 首先要有正确的市场导向, 要有信息与咨询系统的支持; 所生产的农产

品要经过包装、贮运、加工和销售, 要理顺各产业间的关系, 这种产前、产中、产后的关系, 要有

行业管理办法的规范, 更要有法律维持公道和保险防范风险。很显然, 我国这一产前、产中、产

后的“大厦”, 支撑的众“顶梁柱”,“心不齐”,“力不均”,“大厦”经不起小风小浪的袭击。时代在

呼唤农业产业化体系的规范形成。

2. 8　讲究实绩, 抓好村、乡 (镇)领导的考核与表彰

农业现代化, 农民奔小康, 干部是关键。在基层, 村、乡 (镇)领导与农业生产、乡镇企业及商

业发展等密切相联系, 因此抓好村、乡 (镇)领导班子建设在当前显得很是重要。目前农村实行

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农村工作内容多且杂, 但大体可分为常规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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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计划生育、政府指令性农业生产计划、税收、教育、社会保安等等; 还有随机性 (不确定性)

工作, 包括如何引导发展农业生产, 引进项目、引进资金, 多发展二、三产业, 对全村或乡 (镇)各

项工农业生产进行科学运作与指导等等。村、乡 (镇)干部对这些工作干得好坏, 要遵照十五届

三中全会的有关精神〔11〕, 以是不是全面坚持和贯彻党在新时期的政治思想路线与基本方针政

策, 是不是具备了农村工作的必备知识和工作能力与方法, 是不是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

量, 是不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为总的要求。在农村干部队伍中, 要确

实落实竞比业绩的评估体系和制度, 防止基层干部花时间拉关系和跑官要官。干部政绩主要看

硬件, 即要看当地农村面貌是否有改观, 农民生活质量、科教水平有无提高, 农业生产力水平是

否上新台阶, 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建设是否良好, 生态环境是否保持等。基本要求应该是除了不

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灾等原因外, 不管贫富地区, 各位村、乡 (镇) 领导的主要方面工作都应比前

任有所进步。对优秀乡镇干部要及时表彰, 可建立明星乡镇领导评选制度, 以树立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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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ctics of En sur ing Susta inable D evelopm en t

of Rura l Econom y in Ch ina
C he n S ha o jun

(F uj ian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F uz hou , 350002)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ix characterist ics of ru ra l econom y in the w o rld today a discu ssion

abou t how to en su ring the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of ru ra l econom y w as carried ou t w h ich

includes: the h igh efficiency and m odera te am oun t of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 ion, ad ju st ing the

agricu ltu ra l st ructu re, develop ing superio r indu stries, set t ing up p rivileged bases fo r p roduc2
ing agricu ltu ra l raw m ateria ls by m erchan ts of a t hom e and ab road, o rgan izing the farm in2
du stry federa t ion s, no rm alizing the m arkets, perfect ing the suppo rt system s of the farm p ro2
duct ion and check ing on the lead ing cadres of villages and tow n s.

Key words　ru ra l econom y, 　su sta inab le agricu ltu re, 　m arket, 　tact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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