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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经济是以集镇为中心袁乡村经济为基础的多层次的
区域性经济体系袁发展镇域经济是壮大县域经济总量尧提升
县域经济活力的关键环节遥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袁现有
土地面积 12 239 km2袁人口 885.8万袁有 10个街道办事处尧8
个城关镇尧41个乡尧99个集镇遥 由于菏泽经济基础薄弱袁近
几年虽然发展较快袁2004尧2005 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365.22亿尧450.83亿元袁 分别比 2003尧2004年增长 17.1 %尧
17.3 %曰地方财政收入 2004尧2005年分别为 17.22亿尧21.15
亿元袁比 2003尧2004年分别增长 31.4 %尧22.8 %袁但人均收
入水平仍为山东省最低[1-2]遥而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袁加快镇
域经济发展袁对于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袁加快城镇
一体化发展有重要作用遥 因此袁 要加快菏泽地方经济的发
展袁应走野 以产业化促进市场发展尧以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建
设袁以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升级尧市场繁荣冶的发展道路遥
1 菏泽市镇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发展镇域经济是关系菏泽经济发展尧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尧
全局性的重要环节遥 目前菏泽市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
着观念更新慢袁创新能力差曰教育落后袁人口素质低曰自然条
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袁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袁农业产业化经营
规模偏小曰缺乏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袁产业支撑能力脆弱曰
资金短缺袁融资难袁竞争环境欠公平等问题曰各类行业协会尧
经济合作组织还不健全袁其效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袁严重影
响了菏泽市镇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遥
2 战略对策

2.1 解放思想袁开拓进取 各乡镇党委尧政府袁尤其是主要
领导干部要善于发现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袁 敢于解
决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思想观念问题遥 要从过去主要依
靠资源转到主要依靠市场袁从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袁把解决好农业尧农村
和农民问题放在优先位置袁瞄准市场需求和消费热点袁以调
整品种尧提高质量为重点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袁开展产业化
经营袁推进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的升级袁促进城镇和农村
经济协调发展遥
2.2 选准主导产业袁形成区域规模经济 在菏泽市的镇域

经济中袁农业的比重最大袁要在发展现代农业袁以农业结构
战略调整为手段尧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为重点的基础上袁进一
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袁健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袁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3]遥 根据各乡

镇的产业基础尧资源状况和传统优势袁因地制宜地抓好产业
发展规划袁科学合理配置资源袁发挥资源尧市场等方面的比
较优势袁力求做到野 镇镇有特色袁镇镇有主导产业冶袁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导的专业镇经济袁如牡丹区
沙土镇的蔬菜保鲜尧加工业袁郓城县徐垓乡尧曹县庄寨镇的
杨木加工业等遥 既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的分等定级尧包装尧储
藏尧保鲜等初加工和半成品加工袁又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的精
深加工袁把初级农产品变为技术含量高尧具有品牌优势尧附
加值高的产品遥
2.3 以特色农业为支撑袁完善市场体系袁提高农业产业化
效益 农业发展优势明显的乡镇袁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袁
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位置尧环境和资源优势袁积极优化农村经
济结构袁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袁如牡丹区吕陵镇的大棚甜
瓜袁牡丹区沙土镇尧曹县孙老家镇的芦笋袁牡丹区何楼镇的
辣椒袁成武县大田集镇的大蒜等遥为从根本上保证产业调整
的成功袁促进产品的销售袁要着力加强市场建设袁合理设点
布局袁组建特色农产品交易市场并加强管理袁确保客户进出
平安袁杜绝乱收费尧乱罚款和欺行霸市等现象的发生袁为特
色产品销售创造良好的环境袁提高特色农业的产业效益遥
2.4 强化科技服务袁提升产业化水平 积极组织好优质良

种的供应袁认真抓好新技术的示范推广袁开展送科技下村工
作袁通过各种技术培训现场会袁邀请专家进行专题技术讲座袁
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现场技术咨询袁 印发各类
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袁有效地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遥着力改
善品种尧品质结构袁推进品牌建设袁形成规模经营优势和品
牌优势遥采取优惠扶持政策袁重点从资金尧技术尧人才等方面
给予倾斜袁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水平袁发展壮大镇域
经济[4]遥
2.5 努力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袁培育壮大龙头企
业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袁民营经济已成为镇域经济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遥要加快镇域经济的发展袁必须转变观念袁完
善资本市场袁切实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曰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袁提升管理水平袁促进民营企业决策理念的科学升级曰建
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袁 增强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凝聚
力[5]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袁进一步清理和废止一切歧视和限
制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定袁 切实降低民营经济投资创业成本袁
大力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袁延长
产业链条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袁全面提升农业
产业化的经营水平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综合效益遥
2.6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袁增强产业凝聚力 农业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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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业产业化在镇域经济中的作用要要要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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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菏泽市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观念更新慢袁人口素质低袁产业化规模小袁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不足袁民营经济发展
缓慢袁行业协会尧经济合作组织不健全等问题袁提出了解放思想袁选准主导产业袁发展特色农业袁强化科技服务袁发展民营经济和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袁增强产业凝聚力袁转变政府职能等相应对策袁以促进菏泽的农业产业化进程袁加快菏泽市镇域经济的全面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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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农业科技工作者尧生产经营者的桥梁
和纽带遥为使特色农业生产销售系统化尧组织化袁更好地促进
农民增收袁各乡镇应大力发展以专业协会尧专业合作社尧股份
合作社经营为主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经纪人队伍袁 充分
发挥各类协会的效能袁采取政府引导尧政策激励尧资金扶持
等措施袁坚持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尧整合农村资源尧扩大产
品销售相结合袁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相结合袁依托龙头
企业袁积极兴办各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袁为农业产业化发展
提供信息服务袁培训人才和搞好技术指导袁提供拓展市场的
营销服务袁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6]遥 以标准化生产为载体袁在
生态尧有机尧绿色品牌上实现突破袁提高农产品档次袁增加农
民收入遥
2.7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袁搞好综合服务 镇域经济的发展

已由政府投资主导模式转变为政府政策主导模式遥乡镇党委尧
政府要自觉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袁强化服务意识袁进一步转

变职能袁营造高效快捷的服务环境尧优惠公平的政策环境尧
稳定和谐的治安环境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加强经济调节尧
市场监管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袁把发展镇域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解决野 三农冶问题上遥要加大对农民教育的投入袁通
过各种技能培训和指导袁提高他们的致富能力袁从而加快农
业产业化生产经营袁确保镇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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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质量控制袁共同打造山东省出口蔬菜品牌袁增强产品国际
竞争力遥
3.2 联合竞争策略 竞争主体通过各种适宜的方式进行

联合袁 以强大的联合体出现袁 不仅便于掌握先进的蔬菜生
产尧流通尧加工和保鲜技术袁还可以以全球为运作背景袁扩大
经营规模袁有效抵御国际市场风浪袁增强市场竞争能力遥 目
前袁 山东省蔬菜出口产业链上的各个参与者自身的规模和
竞争实力还非常有限袁因此袁在山东省蔬菜出口产业链中袁
各参与者应该在加强交流及完善内部合约的基础上袁 共同
决策袁建立战略联盟袁形成紧密高效的合作组织袁这样不仅
能生产出确保产品质量的出口蔬菜种类尧品种袁而且可以大
幅度降低交易成本袁 提升生产者和加工出口企业的利润空
间遥蔬菜出口企业间应当在提高产业链合作能力的同时袁进
行有效的组织尧联合袁形成一定的战略联盟袁减少企业间的
内耗和无序竞争袁充分利用企业集群的外部正效应袁增强和
国外企业集团的竞争能力遥同行企业应由分散走向联合袁形
成强大的力量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未来竞争取胜的必

要条件遥
3.3 产品创新策略 山东省拥有丰富的优质蔬菜种质资

源袁素有世界三大菜园之一的美称袁但有些品种还没有完全
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价值遥今后袁应当充分挖掘和创新山东
大白菜尧潍坊萝卜尧章丘大葱尧莱芜生姜尧苍山大蒜等名产蔬
菜资源袁 针对国外市场需要袁 改革现有栽培方式和栽培技
术袁形成有特色的优质尧绿色产品袁以开拓国外市场遥 同时袁
针对国际蔬菜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趋势袁 适当发展从国内
外引进的新尧稀尧特蔬菜种类和品种袁形成新的特色和优势袁
以扩大产品出口遥 另外袁山东省有着丰富的食用菌资源袁目
前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十分旺盛袁 积极开展食用菌生产和加
工袁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有效需求袁也是扩大山东省蔬菜出
口的现实选择遥
3.4 多元化市场策略 开拓市场是扩大山东省蔬菜出口

的基础和前提袁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已成为规避贸易壁垒
和激烈市场竞争的策略之一遥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袁关键
是区分目标市场袁针对不同目标市场的情况袁采取不同的营
销策略遥 日本尧韩国尧东南亚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亚洲市场
是山东蔬菜出口的传统市场袁要稳定对传统市场的出口袁这
也是山东蔬菜出口的优势所在袁同时大力开拓潜力大的欧尧
美和非洲市场遥对消费能力较强的欧尧美尧日本尧韩国等重点
开拓技术含量高尧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尧调理食品等袁这
样一方面可以增加产品附加值袁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回避
发达国家对蔬菜产品的严重技术壁垒曰对于东南亚尧中东尧
非洲尧独联体等一些门槛较低的国家市场袁要积极进行市场
调研袁努力开拓适销对路的新品种出口袁充分利用中泰蔬菜
和水果产品贸易的零关税合作机制袁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曰
对北美尧澳洲市场袁政府和行业组织应加大对其交涉力度袁
促其对山东省乃至中国进一步开放蔬菜市场遥
3.5 政府扶持策略 按照 WTO有关规定袁 国内扶持和保
护措施包括野 绿箱冶尧野 黄箱冶两类政策院野 绿箱冶政策主要包括
政府一般性服务尧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尧农业环境保护补贴尧
区域援助计划等政策措施曰野 黄箱冶 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补贴尧农业税减免等政策措施遥山东省具有一定的
用足野 绿箱冶和用好野 黄箱冶政策的经济能力袁增加对蔬菜产
业的支持力度袁当务之急是从外贸发展基金尧农业综合开发
基金和省财政中分别拿出一部分资金袁 设立蔬菜出口扶持
基金袁主要用于出口蔬菜生产基地建设袁与国外技术标准接
轨的各项技术认证袁相应技术开发袁技术培训和推广袁应对
国外技术壁垒和市场开拓等袁 推动山东省的蔬菜出口再上
新台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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