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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与问题

1.1 培植主导产业难 从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尧 且多宜性强
的县看袁现在真正能够稳定发展袁可称主导产业的仍然还是
几个传统产业袁许多市场前景广阔尧自然资源潜力和潜在经
济优势大的新兴产业袁如特种经济作物种植尧特殊畜禽和水
产品养殖搞不起来袁形不成规模遥究其原因袁既有技术尧资金
上的问题袁也有体制制约尧信息不灵尧销售受阻等问题遥这些
问题至今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袁 这是农业产业化中培植主导
产业难的根本原因遥
1.2 建设生产基地难 从目前已建成的基地情况看袁 真正
有规模尧够档次尧称得上基地的也只有几个传统老基地遥 不
少新基地规模小袁档次低袁最大问题是分散建设尧简单趋同遥
有的脱离实际袁与本地资源特点和经济格局背离曰有的基础
设施配套不全袁不少项目成为野 胡子工程冶袁不能进入实际运
转袁致使基地建设不能尽快变成实际生产力遥
1.3 发展龙头企业难 从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情况来

看袁一是规模小袁二是数量少袁三是实力弱袁四是素质低袁农
副产品加工严重滞后袁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遥 据统计袁全
市现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5 300余家袁 绝大多数资产规模
小袁生产能力小袁带动能力弱遥 龙头企业的发展不平衡尧不
理想袁已成为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野 瓶颈冶问题 遥 从企业
外部环境看袁原材料尧燃料尧交通运输成本轮番上涨曰不合理
负担有增无减曰加工产品销售不畅等等袁使不少龙头企业发
展困难重重袁龙头型产业更难以形成遥
1.4 拉长产业链条难 从永州市目前情况看袁 农业产业链
条总的是院一断尧二短尧三恶性拉长占相当比例遥 一断袁指多
数农副产品转化增值分别在不同利益主体手中实现袁 利益
分别由不同主体独享遥二短袁指多数农副产品仍然停留在卖
原料上袁通常只有一个野 链条节冶袁即使加工袁也只是初级加
工尧粗加工袁顶多两到三个野 链条节冶袁就囫囵卖了曰营销距离
也短袁绝大多数就地出售袁出县尧市的不多袁打出省界尧国界
的实在太少遥三恶性拉长袁指农副产品同城倒卖尧坐地贩销尧
互相杀价等恶性拉长产业链条的现象袁 在很多地方都不同
程度地存在遥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院一是体制封闭和地域封
闭曰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曰三是科技开发推广困难遥
1.5 扩大经营规模难 多数农副产品生产尧加工尧储运尧销
售都未形成规模袁专业种养大户和加工企业集团少遥这些问
题主要是由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所致袁具体表现为野 三个分
散冶和野 三个渠道不畅冶遥 三个分散院一是农副产品生产上的
家庭小生产的分散经营曰二是农副产品加工上的村村点火尧

处处冒烟的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曰 三是农副产品流通上的
提篮小卖尧小推尧小贩式的分散营销遥三个渠道不畅院一是农
村土地流转渠道不畅曰二是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尧三
产业转移的渠道不畅曰三是农副产品交换渠道不畅袁使小生
产与大市场矛盾成为一个野 死结冶袁顽固地阻碍着农业产业
化发展遥
1.6 拓宽销售渠道难 从农村市场发育情况看袁 总的是发
育滞后袁不能适应农副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的要求遥具体表
现在院淤市场建设滞后袁绝大部分农村只有零星尧分散的初
级市场袁没有或少有集中性尧大规模尧功能齐全尧辐射力强的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尧综合市场和中心市场曰只有初级产品市
场袁没有或少有中尧高等级的生产要素市场曰只有现货市场袁
没有或少有农副产品期货市场遥 于市场载体脆弱袁 设备落
后尧简陋袁有的没有设施袁有市无场遥 盂市场机制不健全袁主
要是价格关系不顺袁 工农产品比价和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
理曰市场管理尧市场服务不到位 遥
2 对策与建议

2.1 更新观念袁消除思想障碍 首先袁要树立大产业思想袁
要把农业看成一个包括工尧商尧建尧运尧科 尧教尧文尧卫在内的
大产业袁既让农业包含其他产业袁又让其他产业包含农业袁
不自我封闭尧互相封闭袁不自绝于其他产业曰其次袁要树立大
开放思想袁要从根本上打破产业封闭袁实行产业大开放袁各
产业要互相通开袁以此带动城乡通开尧内外通开袁以至所有
制通开和产销通开袁搞活经济袁加快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曰再
次袁要树立大联结思想袁在传统分工分业的基础上袁要坚持
农业与其他产业有机结合袁开放发展袁联合发展袁既分工又
合作袁在分工的基础上合作袁在合作的指导下分工袁不离开
农业袁不抛弃农业袁不损害农业袁拧在一起袁互相促进袁共同
发展遥
2.2 完善设施袁消除条件障碍 一是要围绕培植主导产业尧
发展龙头企业尧建设生产基地和农村市场体系袁加快农田水
利尧农机化尧交通通讯尧城乡市场尧科教文卫五大系列基础设
施建设袁不断改进农业产业化条件曰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中
长期发展目标袁统一制定建设计划袁配套完善尧巩固提高和
管好用好现有设施袁加快建好在建设施袁积极研究尧开发后
备设施曰三是要坚持抓好防洪尧灌溉尧排涝三大体系为主的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袁坚持高起点尧高标准尧高质量开展
以改造中低产田尧中低产园尧中低产塘为重点袁实行山尧水尧
田尧村尧林尧电尧路综合治理的农业综合开发袁提高土地尧山
林尧 水面等的利用率和产出率曰 四是要坚持以交通通讯开
路袁尽快建成内外畅通的运输网络和通讯网络袁不断提高农
机装备水平和农机化水平袁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遥
2.3 深化改革袁 消除体制障碍 完善健全家庭联产承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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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野 上农下渔冶的示范效果

野 上棉下虾冶是野 上农下渔冶种养的最佳模式遥 2000~2006
年袁累计养殖南美白对虾 18 463.00 hm2袁总产 67 500.300 t袁
平均单产 36 555.5 kg/hm2袁实现产值 169 811.57 万元袁效
益 76 989.41万元遥2004~2005年袁养殖漠斑牙鲆 9.67 hm2袁
产鱼52.362 t袁养殖南美白对虾 2.67 hm2袁产虾 55.065 t曰网箱
套养漠斑牙鲆 349.5 m2袁产鱼 3.740 t袁实现产值 708.11万元袁
效益 419.93万元遥 1997~2006年袁累计种植棉花 27 447.56 hm2袁
总产 105 379.800 t袁 实现产值 55 906.01万元袁 效益 4 4 724.80
万元曰累计种植粮食尧油料尧林果尧瓜菜等 8 636.96 hm2袁实现产

值 16 349.90万元袁效益 12 436.55万元遥 由此可见袁台田种植
棉花尧池塘养殖南美白对虾袁是野 上农下渔冶种养的最佳模
式袁是一项很重要的生态学突破遥
3 结语

实践证明袁野 上农下渔冶是投资少尧风险小尧见效快尧效益
高的优化模式袁 是黄河三角洲农业综合开发的有效途径和
突破口袁是功在当代袁利在千秋的大事遥 对于发展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农业经济袁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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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尧双层经营体制尧股份合作制尧市场调节机制与农业产
业化经营体制的配套袁为发展龙头企业袁建立野 市场牵龙头袁
龙头带基地袁基地连农户冶的野 龙型冶生产经营体系奠定坚
实的基础遥 对农村土地要强化所有权袁明确发包权袁稳定承
包权袁放活使用权袁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袁使土地
向种田能手集中袁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曰要转
化经营机制袁活化生产要素袁激发多种所有制合作的农村经
济活力曰要在充分发挥家庭经营积极性的同时袁注意发挥统
一经营的优越性袁管好用好集体资产袁开发多种经营基地袁
兴办村组企业袁提高统一经营层次的实力和服务功能曰要在
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袁加强调控力度袁切实减少农民不
合理负担袁进一步加大保护和扶持农业的力度遥
2.4 转变方式袁消除技术障碍 首先袁要不断更新和改良品
种袁大力组织和实施农业的野 种苗工程冶袁不断培育优良农
作物品种尧苗木尧畜禽及水产品品种袁促进种养良种化尧优质
化曰其次袁要大力推广应用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袁使之尽快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袁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网络袁通过农尧
科尧教三位一体等途径袁开展对广大农民的文化教育和科技
培训袁 在农村培养更多能够掌握和运用先进科技的新型农
民袁真正使先进科技进入千家万户袁进入田间地头曰第三袁建
立健全技术先进尧设备精良的农副产品加工转化增值体系袁
通过发展高质量尧 高附加值的饲料工业袁 使种养业有机结
合袁促进农业由传统的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发展曰第四袁不
断创新种养加尧产供销尧农工商尧内外贸尧经科教一体化的农
业发展模式袁对区域性主导产业实行专业化生产尧工程化开
发尧系列化加工尧企业化管理尧集约化经营尧社会化服务袁使
农业走上自我积累尧自我发展尧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遥
2.5 搞好服务袁消除环境障碍 首先袁搞好政策服务袁切实
制定和落实支持农业产业化的优惠政策袁 在龙头企业的立
项尧申报尧审批以及土地征用尧税费征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曰切
实落实农业科技人员的优惠政策尧各项待遇袁鼓励科技人员

到农村承包尧领办各类农业项目袁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曰其
次袁搞好资金服务袁调整资金投向袁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投
入袁特别要集中资金保大项目尧大龙头袁使龙头强袁龙身壮袁
龙尾长曰三是搞好领导服务袁转变政府职能尧工作作风尧工作
方式和思维方式袁由过去重点抓地域尧抓环节转移到重点抓
产业尧抓产品袁由过去抓个别乡镇村组示范转移到抓主导产
业尧基地建设和龙头企业的形成和发展袁由过去包片尧包点
转移到包产业等曰 四是搞好农民自我服务袁 在发展集体企
业袁壮大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袁拓宽集体经营服务领域袁建立
健全以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为主的农民自我服务体系袁搞
好农作物植保尧农机尧农资尧信息尧流通等方面的自我服务遥
2.6 发育市场袁消除购销障碍 首先袁发育市场载体袁坚持
以集镇为农村市场的依托和载体袁 不断聚集生产尧 聚集人
口袁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袁使农村城镇化尧工业化尧市场化三
同步发展曰其次袁加强市场建设袁要有计划地建立区域性的
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尧生产资料批发市场袁逐步形成以批发
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尧 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及各种
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曰第三袁壮大市场主体袁通过思想引导尧信
息引导尧典型引导等方法袁不断提高农民的商品意识和竞争
能力袁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流通领域袁既较好地实现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袁又拉长农业产业化链条袁拓宽农产
品购销渠道曰第四袁规范市场行为袁要理顺工农产品尧农产品
内部比价关系袁坚持依法治市袁保证农业产业化健康尧有序尧
持续尧快速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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