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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县域经济条件下陕西红枣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指出了跨县域经济内涵和及其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作用 , 提出了跨县
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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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existed in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anxi date in the condition of county economy were analyzed .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er-
county economy was pointed out . And its effect on the i 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was studied . The thoughts of inter-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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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 以经济效益为中

心, 以资源开发为基础,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主导

产品, 按照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教科研一体化经营的原

则, 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各个环节结成统一的利

益共同体。它是我国实现农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市

场化转变 ,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它对于发展高效农

业、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村形势有着特殊的作用。而县域

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地域依托。截止2003 年底, 县域经

济 GDP 达6 .45 万亿元, 占全国GDP 的55 .15 % , 年增长率为

14 .28 % , 比全国GDP 年增长率高2 .73 个百分点[ 1] 。但是, 在

县域分割的情况下,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在

此, 以陕西省红枣产业的发展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

1  县域经济条件下陕西红枣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枣树的主要栽培地区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五省。据统计资料,2004 年陕西省红枣产量达131 213 t , 仅次于

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2004 年陕西省红枣种植面积达

110 692 hm2 , 仅次于苹果, 成为陕西省农村主导产业之一。红

枣产业已成为陕西省基地县农村经济的支柱。农民的红枣人

均收入已占年人均总收入的50 % 左右。尽管陕西省基地县红

枣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但要在县域分割条件下把红枣这一主导

产业做大做强, 必须通过跨县域统一协调解决。

1 .1  红枣品种多、乱、杂, 主栽品种不够突出  目前陕西省

各县红枣品种良莠不齐, 各个县呈现“小而全”的生产结构。

鲜食、制干加工、深加工红枣分散种植 , 而且许多品种相互参

杂, 更新改良进展缓慢, 难以实现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生

产。就全省来看, 陕西省现有133 个红枣品种, 其中优良品

种有28 个, 制干枣品种有57 个, 鲜食品种有45 个, 兼用品种

有30 个, 蜜饯用品种有1 个。而延川县就有鲜食、制干、鲜食

制干兼用和青加工红枣四大类49 个品种。

1 .2 红枣加工品档次低, 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近年来, 虽然

陕西省红枣加工发展很快, 但是各地红枣加工品档次低、重

复建设现象非常严重 , 小而全的加工结构十分普遍。很多加

工厂的生产方式仍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手工作坊式。其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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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使本不充裕的资金不能集中使用, 导致人、财、物资源浪

费严重 ,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名牌效益。比如, 绥德县400

多座红枣烤炉, 加工红枣的能力只有5 000 多t , 加上枣农自

行制干加工, 年加工红枣的能力也不到1 万t , 加工量不足总

产量的25 % , 大量的红枣只能作为“青枣”或鲜枣被外地加工

商收购[ 2] 。

1 .3 县域竞争激烈, 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  陕西省的红

枣大县出于对本县利益的考虑, 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

面对国内外市场 , 各县出现“打擂台”、“恶性竞争”的现象。

比如, 延川县和清涧县两县都自称是“红枣之乡”、“红枣品质

最优”, 它们在市场上展开了一场“擂台赛”, 导致市场混乱、

分割。这对陕西红枣产业大市场的形成影响很大 , 而且也严

重影响其出口创汇能力的提升。2004 年初, 延川县红海枣业

有限公司获得红枣产品进出口经营权, 使得陕西省延川系列

红枣出口实现零突破 , 但对全省红枣产业发展带动不大。

1 .4 未形成大品牌, 市场占有率低  由于县域内各自为战 ,

小打小闹, 所以从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到百万亩红枣基地建

设以来, 红枣产业没有真正成为陕西第二大支柱产业。由于

缺乏严格的标准等级和统一的规格、色泽、果形等要求, 红枣

品牌多、名牌少。比如, 延川县执行《延川红枣国家标准》, 佳

县实施国家有机产品标准, 有的县甚至是盲目种植、无标准

化生产。因此, 陕西红枣市场混乱, 难以产生品牌效应。

2  跨县域经济内涵及其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作用

2 .1 跨县域经济内涵  跨县域经济 , 既不是县域经济, 也不

同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 包括县级市、旗等) 为

区域范围, 以县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 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

纽带、农村为腹地 , 不同层次经济要素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 ,

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流、资本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

体功能的经济系统。跨县域经济是以共同的资源为纽带, 以

大产业、大市场为目标, 若干个县基于共同面临的经济发展

难题和公共事务问题等, 通过联合、协作, 立足于现代化农业

的发展思路 , 优化配置区域资源, 形成大区域农业产业化发

展模式, 使区域优势资源形成优势产业 , 进而形成强势经济

和区域农村的支柱产业。跨县域既可以是由省内的几个县 ,

又可以是由跨省的几个县构成, 既可以是相邻的几个县, 又

可以是不相邻的几个县的合作。具体到农业产业化发展上 ,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16) :4991 - 4992                   责任编辑  刘月娟 责任校对 胡先祥



既可以由相邻的几个县合作进行全局规划, 实现农产品区域

化、规模化种植, 又可以由不相邻, 但资源互补的几个县进行

跨区域合作发展。跨县域经济不是对县域经济的否定 , 而是

在县域经济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问题实行的跨县域经济合

作。跨县域经济最终要依托县域而实现。

2 .2 跨县域经济发展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作用

2 .2 .1 加快农产品种植的区域化和规模化。由于农产品种

植对土地、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较大, 且不受行政区划

的限制, 因而通过县与县的合作 , 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

原则, 能够使农产品种植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例如, 陕西

省可以利用各县的红枣发展优势 , 按照各个红枣品种的生物

学特性和资源条件, 实行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种植 , 标准化、

规范化管理。

2 .2 .2 实现各县在产业化发展中的优势互补。陕西是全国

红枣生产大省, 陕北黄河沿岸是红枣的发源地。尽管许多县

发展红枣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也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比

如, 延川县拥有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实施红枣标准化生产; 而

清涧县的红枣龙头企业较多, 品牌较出名, 技术服务体系和

营销网络也做得较好。因此 , 通过跨县域合作, 可以使二者

的优势互补, 实现共同发展。

2 .2 .3 有利于建立带动力强的跨县域大龙头企业。通过红

枣加工企业的跨区域兼并与合作, 实现资源整合。比如, 延

川县拥有以红海枣业有限公司为龙头的黄河枣业有限公司、

巨金枣业食品责任有限公司、兴盛枣业有限公司、永州保健

食品有限公司等一系列红枣经销企业和加工企业; 而清涧县

目前拥有红枣加工企业28 个, 但大多规模很小, 带动力不

强, 容易造成市场混乱、恶性竞争。通过跨县域协作, 将会形

成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势。

3  跨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3 .1 立足市场, 合理布局 一方面, 根据不同品种的生长发

育特性和特点,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选择适宜的品种 , 搞好跨

县域布局。由于枣树生长周期较长, 所以在分区过程中应注

重其宏观结构的合理性。另一方面,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

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加工能力等, 对红枣市场进行充分分析

和预测, 突出名、特、优、新品种。城市近郊、交通便利、肥水

条件较好的地方以发展鲜食品种为主; 丘陵、山区、盐碱地和

沙漠地应以干制品种为主; 居民庭院可发展观赏品种。根据

企业的要求, 确定主栽品种, 实行“公司+ 农户”的模式[ 3] 。

在跨县域、规模化、专业化种植的基础上, 统一各县的生产加

工标准 , 实施国家标准, 使红枣产业走标准化道路。

3 .2 发挥各县优势, 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在长期的生产实

践过程中, 由于各县所处的环境条件和生产管理经营方式不

同, 形成了不同县域间资源、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差异。红枣

产业发展应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 , 根据社会需求和市场信

息, 充分认识、挖掘和正确评估当地的资源、技术等优势 , 在

跨县域范围内, 发挥各县优势 , 以收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3 .3 大力发展跨县域的龙头企业, 推动资源跨区域流动  

跨县域的龙头企业能促进红枣产业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

跨区域流动 , 推动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 , 推动生产要

素价格均等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在跨县域经济发展中, 通

过组建跨县域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 推动公司一体化。一方

面, 有利于发挥红枣产业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的优势; 另一

方面, 有利于有效打破条块分割 , 推动资源、生产要素在地区

间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 , 消除地区间、行业间企业联合的障

碍[ 4] 。企业集团通过跨地区收购、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实

现规模扩张 , 有利于形成红枣产业规模经济, 增强综合经济

能力。所以, 要大力培育跨县域红枣龙头企业, 推进大区域

农业产业化经营 , 把红枣生产、流通、加工紧密结合起来 , 实

行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通过延长产业链条, 改变

“一类原料、二类加工、三类包装、四等价格”的低效益局面。

按照发展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大经济的观念, 大力发展

跨县域经济, 做大做强区域主导产业。

3 .4 统一品牌, 积极实施品牌化战略  品牌是商品进入市

场的“通行证”。当前, 在跨县域经济体内, 依托跨县域龙头

企业统一红枣分级、包装、贮运等标准, 实施标准化生产、种

植及加工。在标准化基础上, 树立大品牌 , 创国内外名牌, 以

开拓国内外市场。

3 .5  积极培育各种跨县域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建立加工合

作社、市场合作社、供给者合作社、服务合作社等经济合作

社, 以不断增强同业者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分工合作 , 有序竞

争, 内和外争, 形成合力, 提高效率, 以提高红枣产业的整体

竞争力, 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合作社可以采用公司运行机

制。通过建立跨县域合作组织, 使得合作社成为连接生产与

市场的桥梁, 使得红枣生产有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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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规划得到较好的实施 , 往往会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

然而 , 所谓“上有政策 , 下有对策”, 用地单位通常很快会找

到应对的办法, 从而迫使政府不得不再努力寻求更多新的

政策措施。不断的博弈往往使得监督的成本居高不下。因

此, 为了降低监督成本 , 政府部门应该尽量多了解对方的真

实信息, 同时隐藏自身的一些可能被对方利用的信息 , 以求

在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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