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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绿色农产品概念辨析的基础上, 利用SWOT 法综合分析了陕西省绿色农产品发展的优劣势和面临的机遇与威胁 , 并提出了
相关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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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 ,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y and threat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based on SWOT method . The correspondi ng developmental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
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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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农产品概念辨析和S WOT 分析方法简介

1 .1  绿色农产品概念 绿色农产品是指在无公害农产品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按照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进行生

产, 经专门机构认定, 允许使用绿色产品标志的无污染的安

全、卫生、优质、营养型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统一的绿色农

产品名称及商标标志, 可在世界范围内注册使用, 在质量与

安全标准上优于无公害农产品。根据其安全卫生质量和内

在品质的不同, 绿色农产品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等级, 以其

为原料加工而成的食品便是绿色食品。它可以是粮食、蔬

菜、水果、畜禽、蛋类和饮料等食品类, 也可以是服装、工艺

品、草席、纸张等用农产品加工而成的日常生活用品及轻工

业原料, 还包括绿肥及饲料类等。笔者所指的绿色农产品主

要是指粮食、蔬菜、水果、畜禽、蛋类和饮料等食品类农产品 ,

包括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1] 。其中无公害农

产品是指其安全质量符合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及法律、法规

规定的农产品和初级加工品; 绿色食品是指遵循可持续发展

原则, 按照特定生产方式生产, 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

色商标标志的、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 有机食品

是指来自有机农业生产体系, 根据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

标准生产加工, 并且通过合法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农

副产品及其加工品。

1 .2  S WOT 分析方法简介  SWOT 分析是一种分析经济活

动战略地位的重要方法 , 是战略管理中使用最广泛、最持久

的分析工具[ 2] 。其应用范围已经从单个企业的战略管理延

伸到 产 业 群 体[ 3] 、区 域 经 济[ 4] 、城 市 管 理[ 5 - 6] 、环 境 管

理[ 7 - 9] 、海岸带综合管理[ 10] 乃至国家战略[ 11] 等领域。它通

过对区域经济活动自身所具备的优势( Strength) 、弱势( Weak-

ness) 、所处环境中的机会( Opportunity) 和威胁( Threat) 进行全

面分析 , 为制定提升经济活动竞争力的战略提供一个比较全

面、系统的判断和清晰的思路。优势和劣势代表绿色农产品

发展的内在条件, 机会和威胁是绿色农产品发展的外部环

境。笔者试用SWOT 分析方法, 对陕西省绿色农产品的发展

进行分析和判断, 以期对陕西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绿色农产

品提供借鉴。

2  陕西省绿色农产品发展的SWOT 分析

2 .1 优势分析( Strength)

2 .1.1 自然资源优势。陕西省地处中国西北内陆, 黄河中

游, 横跨中温带、温暖带和亚热带3 个气候带, 有明显季风气

候特征; 北部位于黄土高原, 南部是秦巴山区 , 中部为关中平

原。一是陕北地区土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45 % 。该地

区日光充足 , 昼夜温差大, 风力优良 , 土地资源丰富, 适合多

种作物生长的需要 , 农业开发潜力巨大。传统的畜牧养殖

业、小杂粮产业及玉米制种产业为发展有机食品生产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二是陕南秦巴山区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36 % , 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造就了独特的自然资

源, 是我国生物资料的基因库, 生物资料极为丰富。该地区

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 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 年均气温

8 ～14 ℃, 年降水量达700 ～900 mm, 高山区降水量高达900 ～

1 250 mm, 土地肥沃、雨水充沛, 区域内生态环境良好, 林特产

种植、传统养殖、中草药材种植等方面都具独特的资源优势 ,

是林特产产品的宝库。而且由于该地区种植方法落后 , 地理

位置相对闭塞, 相对传统的农业生态环境是发展有机农业的

优势所在。三是陕西关中平原为陕西省农业相对发达地区 ,

农民的文化条件相对较高, 对有机农业的认识也相对较多。

很多地区农民已经有意识地利用适生的土地种植绿色农

产品。

2 .1 .2  农产品资源优势。陕西省关中、陕南、陕北不同的地

理气候条件 , 使其生产出了一大批驰名中外的优质农产品。

渭北旱原的苹果、梨、桃、柿子, 尤其是渭北高原的苹果产量

居全国前列, 以其品质优良、口味鲜美而享誉海内外。礼泉

酥梨: 肉质细嫩, 香味浓郁, 酥脆爽口 ; 陕南的茶叶、核桃、杜

仲茶、木耳、板栗以其质地优良、风味独特而闻名, 并多次在

全国农特产品评优会上获奖。除此以外, 周至猕猴桃美味营

养, 陕北的马铃薯、牛羊肉等的独特风味等均在国内有一定

的知名度。这些独特的农产品资源是陕西发展绿色农产品

的基础。

2 .1.3 人力资源优势。陕西有汉、回、满、蒙等民族 , 全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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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11 个市( 区) 107 个县( 市区) ,2002 年末总人口3 610 .65 万

人, 其中乡村人口2 748 .09 万, 占总人口的76 .1 % ; 乡村从业

人员1 363 万人, 占乡村人口的40 .0 % , 充足的农村劳动力使

绿色农产品的发展具有人力资源优势。

2 .1.4 技术优势。陕西杨凌地处关中, 拥有全国首家农业

科技示范区。一年一度的农业科技博览会为全省、西北的农

业生产起到了示范带头的作用。杨凌农业科技示范区、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等农业科研院所除了拥有西北地区首家有机

农产品认证机构, 还有一批具有相关知识的科研、教学人员。

很多学院的科研人员和教师都在从事有机产品的生产规范

研究, 制定有严格的生产、加工标准和规范。同时, 该地区有

机农业信息资源丰富, 信息的流通渠道畅通, 为陕西省发展

绿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2 .1.5 经济优势。近年来, 陕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 调整经济结构, 突破了封闭、僵化、单一的经济模式, 取得

了显著成绩。2002 年, 全省农业生产总值320 .5 亿元, 比1978

年增长5 倍多;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44 .9 美元, 比上年增长

9 .7 % ; 第一、二、三产业的总产值分别为303 .78 亿、925 .78

亿、806 .39 亿元 , 第二、三、一的产业格局基本形成; 农业生产

稳定发展, 农村经济初步繁荣, 从自给自足为主的生产, 基本

转向调动生产的市场经济; 种植业222 .83 亿元, 占农业总产

值69 .6 % , 比1998 年的74 .4 % 下降了4 .9 个百分点, 果业、畜

牧业、中药材、茶叶等主导支柱产业初步形成 , 为绿色农产品

发展提供了经济优势。

2 .2 劣势分析( Weakness)

2 .2 .1 农业基础较薄弱且经济结构不合理。陕西省地处中

国内陆腹地, 是中国大西北的门户, 是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

和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 ,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全省土地

面积20 .58 万km2 。总人口3 644 万人, 全省耕地面积只有

311 .4 万km2 , 人均仅为0 .085 km2 , 低于全国水平。中低产田

面积大, 特别是陕南秦巴山地和陕北黄土高原区, 人均基本

农田少, 农田基本水利设施落后陈旧。农业经济结构不合

理, 主要以种植业为主, 而种植业又以种粮为主,2000 年种植

业、林业、牧业、渔业分别为70 .50 % 、5 .85 % 、22 .9 % 、0 .75 % ,

全国农业各业产值比重为55 .70 % 、3 .80 % 、29 .70 % 、10 .90 % ,

相比之下陕西省农业各业产值比重结构不合理。陕西的水

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 尤其是陕北黄土高原区的水土流失极

为严重, 地带性黑垆土基本无存 , 绝大部分为幼年性黄绵土 ,

N、P、K 缺乏, 土壤贫瘠。尽管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一直很

受重视, 但还远远不够, 大部分地方还处于灾害性水土流失

状况, 陕南秦巴山地区由于人多田少,“九山半水半分田”或

“八山一水一分田”, 使人们不得不毁林开荒种粮 , 加剧了水

土流失[ 12] 。

2 .2.2 绿色农产品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由于村落分散、土

地零碎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陕西绿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的组

织难度很大, 而现行土地管理与使用体制下的千家万户小生

产又具有经营散、布局乱、基地小、总量少、质量低的不足, 严

重影响了合同兑现能力, 竞争力弱、市场份额少, 制约着绿色

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陕西绿色农产品产业起步较晚 , 近年

来, 发展虽然较快 , 但与全国和部分省如黑龙江、江苏等相

比, 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主要表现为绿色农产品品种少, 规模

小, 而黑龙江、吉林、江苏3 省的绿色食品中大米占全国同类

绿色食品的48 % , 内蒙古、黑龙江的绿色乳制品占全国同类

绿色食品的41 % , 而陕西省发展较快的绿色果品所占比重却

不足陕西省的30 % , 占全国比重不足10 % , 其他绿色农产品

所占比重也微乎其微, 差距较大 ; 绿色龙头企业规模小、产业

化水平低, 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绿色营销方式落后, 市场开拓

不够, 市场制约绿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因素明显; 农业科

技的支撑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 这些问题都较大地制约着

陕西绿色农产品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13] 。

2 .2 .3  绿色农产品科技转化程度不高。陕西省大部分地区

目前还存在农业投入途径单一, 农技推广经费缺乏的现象 ,

影响了农业科技的普及与应用; 基础研究滞后 , 前瞻性探索

不够, 实用技术推广与当地实际情况的结合也不够紧密; 现

有农业地方标准和许多现代农业科技新成果并没有落到实

处, 现有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速度与效率不高, 绿色农

产品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较低。

2 .2.4 缺少中介机构。强有力中介组织的缺失是陕西绿色

农产品产业化链条中至关重要的瓶颈之一。中介组织是将

松散的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农户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不

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绿色农产品产业化经营较为成功的

国家, 中介组织往往由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组织担当。

专业合作组织是一种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 许多国

家往往采用低税、免税或政府补贴等政策加以扶持。目前陕

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 合作的规模较

小, 生产经营水平较低, 特别是在绿色农产品生产方面基本

上处于空白, 相对于一些沿海省市较为落后。协会组织是一

个政府与农民间的过渡缓冲地带 , 是农村各项事业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通过各种监督、中介服务等方式, 协会组织可

以有效地协调政府和农民、农民和市场的关系 , 可以使政府

的政策得以贯彻, 并调动农民生产绿色农产品的积极性; 而

目前陕西省协会组织的建设是一个较大漏洞, 数量远远不

够, 综合协调手段和职能较弱, 影响了陕西省绿色农产品的

发展[ 14] 。

2 .3 机会分析( Opportunity)

2 .3 .1 全球绿色消费趋势带来机遇。近20 年来, 农业绿色

化不断深入和农业绿色浪潮迅猛发展, 世界农业的绿色浪潮

呈现出生产和消费有机食品、形成农产品贸易中的绿色壁

垒, 开发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和开展农产品绿色营销等, 这为

陕西省发展绿色农产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 .3.2 中国加入 WTO 带来机遇。加入 WTO 后, 中国农业面

临压力很大, 但也面临机遇: 一是加入 WTO 后, 我国农业利

用关贸总协定及国际贸易原则参与国际市场, 提高竞争力 ,

充分利用国际农业资源; 二是加入 WTO 必将加速我国农业

向现代化发展, 提高农业科技生产力, 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及

品质优良、门类齐全的绿色农产品; 三是加入 WTO 后, 我国

生物物种多样性、农作物及畜禽品种多样性、绿色保健食品

多样性将处于优势地位[ 15 - 16] 。

2 .3 .3  西部大开发以及国家优惠政策的实施带来机遇。陕

西省位于中西部的结合部位, 无论是地理、交通、通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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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均起着承东启西、联南进北的特殊地位和特有优势 ,

处在西部开发的第一阶梯和前沿[ 17] 。省会西安位于祖国大

地圆点附近 , 欧亚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地位。省内在建设

“米”字型公路交通骨架的同时, 还形成了“米”字型光缆通信

网, 这些都为陕西省发展绿色农产品产业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近交通部、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务

院纠风办7 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全国高效率鲜活农产品流通

“绿色通道”建设实施方案》, 这一方案的实施 , 也为陕西省绿

色农产品的流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2 .4 威胁分析( Threat)

2 .4.1 绿色贸易壁垒。加入 WTO 既能给陕西外贸出口带来

机遇, 又能带来严峻挑战。要扩大出口贸易, 必须面对挑战 ,

解决问题, 创造条件, 发挥固有的比较优势并创造新的比较

优势。加入 WTO 后, 除了政府职能将发生根本转变、国有外

贸企业的行为会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规模比较小的集

体和私营出口企业将受到巨大冲击、外贸人才竞争加剧等不

利的因素之外, 出口贸易还面临着以下具体的问题和挑战 :

首先, 出口贸易中新的非关税壁垒的凸显, 如“绿色壁垒”, 使

出口贸易受到了严重威胁; 其次, 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

价格弹性比较低, 容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也易招

致有些国家借口进行“反倾销”投诉和数量限制, 这些对陕西

省农产品的出口构成一定的威胁[ 18] 。

2 .4 .2 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淡薄。某些绿色农产品与普通

农产品存在明显的差价, 而且供不应求。但同时普遍存在的

现象是, 绿色农产品价格偏高, 市场不认可, 不得不降价甚至

亏本销售, 使其与普通农产品之间难以形成合理差价, 优质

优价的市场原则发生扭曲, 从而对绿色农产品生产、流通产

生不利影响。其次大多数消费者不了解什么是绿色农产品 ,

信息不充分使消费者难以确认绿色农产品的“真正价值”, 其

“价格”就会大打折扣。一方面, 一些绿色农产品没有明显的

绿色标志, 难以与普通农产品区分; 另一方面, 市场上假冒、

过期使用绿色标志的现象存在, 要辨别其真假需要花费时间

和精力 , 况且消费绿色农产品和普通农产品对消费者身心影

响的差别在短期内也表现不出来, 因此 , 对消费者来说, 花费

精力, 高价购买所谓的绿色食品得不偿失。据有关机构对北

京、上海、广州、重庆4 个城市的绿色食品消费情况的调查表

明,1 863 名被调查者中 , 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在购买日常食品

时不会特别关注绿色食品[ 19] 。

2 .4.3 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存在污染的危险性。首先, 大量

的乱砍滥伐 , 毁林草种田, 使水土流失, 土地荒漠化严重, 大

量生物种类消失且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有毒物质, 使土质下

降, 水汽资源污染加剧; 其次, 盲目引进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消

耗高污染产业, 盲目发展采矿业、化工业、造纸业等产业, 从

而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 再次, 陕西省的县级工业及乡镇企

业点多面广, 科技含量低 , 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增多, 不仅污染

环境, 而且毁坏资源。还有部分农产品产业 , 只追求产量忽

视质量, 而且使用大量化学制剂 , 粗滥加工, 使粮食及农副产

品出口检测超标受阻, 以及城市大型工业企业排污治理差 ,

三废直接排放, 导致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 甚至

蔓延到广大农村地区。

2 .4.4 国内相邻省份的冲击。随着人们绿色意识的加强 ,

几乎每个省份都在把自己的优势农产品开发为绿色农产品 ,

如山东、河南就有许多绿色食品, 这将对陕西省的绿色农产

品发展带来严重的冲击。

3  陕西省绿色农产品发展对策建议

3 .1 发挥优势  充分利用陕西省自然资源和产品资源优

势, 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 积极发展陕南、陕北及关

中已经通过认证的绿色农产品, 结合杨凌农业经济开发区的

技术优势, 积极引导陕北优质小杂粮、草食畜, 陕南干鲜果 ,

关中各类蔬菜等特色主导产业成为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促

进全省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化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 ,

努力提高绿色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14] 。

3 .2 消除劣势  一是将绿色农产品的开发实行基地规模

化、生产标准化、投入集约化、管理企业化、经营产业化。根

据“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 , 通过“项目招商、租赁倒

包、股份合作”等形式 , 大力进行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 探索

出适应现代生产需要的,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方式, 推动分散、零碎的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起来, 促进

土地使用资源向经营大户和农业龙头企业集中。继续加快

新标准制订, 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相互衔接的完整技术标准

体系和认证、检测体系; 已制订的标准要不断修正, 尽快在管

理、技术、产品质量指标、检疫检验规程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

努力向国际先进标准靠拢, 克服竞争弱点[ 20] 。大力发展对

各种营养类、功能性食品的开发。二是积极鼓励和支持各单

位和科技人员发展绿色农产品, 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转

化科技成果。对于技术含量高, 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科技项

目, 科技部门要优先列入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和科技成

果推广计划, 财政部门要确保资金落实到位。三是针对陕西

省目前发展绿色农产品中介机构缺失的状况, 逐渐将分散的

农民组织起来, 对于已经组建的合作社或协会等组织要做到

规范运行、提高效率; 对于已有一定规模, 但在生产、收购、销

售、创牌诸方面尚未完善的项目, 应抓紧组建专业合作社或

产业协会, 尽快把政府包不了也替代不了的全程服务开展起

来, 以促进产业上规模、上档次、增效益。

3 .3  利用机会 研究探索绿色农产品产业建设管理体系和

投资运行机制, 为行业发展作好保障; 抓住我国加入 WTO 和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积极提高绿色农产品的管理

水平, 开发产品种类, 扩大市场占有率, 提高经济效益; 在国

家政策《全国高效率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建设实施方

案》的实施下, 全面提高绿色农产品的市场流通率。

3 .4 避免威胁  在绿色农产品发展过程中, 要采取切实可

行的办法克服绿色贸易壁垒, 减少农产品在生产过程及其产

地的污染。在管理层面, 建立咨询机构和预警机制, 加强研

究国际市场和信息收集工作, 分析贸易技术壁垒和绿色壁

垒, 密切跟踪, 建立预警机制, 使省内企业有应付准备。建立

健全并强化绿色农产品质量标准和监测检验体系 , 加大投资

力度, 加快发展步伐, 建立多元化的绿色农产品开发投入机

制。从政策上增加农业资源及生态环境建设资金 , 坚持多层

次、多渠道、多方位投入, 并积极争取国外资金。在技术层

面 , 绿色农产品要逐步达到国际标准化 , 按照国际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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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5  折子工程

为实现重点突破, 北京市在调研的基础上,2006 年形成

了新农村建设折子工程108 项,2007 年形成了103 项, 列入市

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内容和各部门全年绩效考核指标体

系[ 1] 。这211 项折子工程内容涉及现代农业、第二、三产业、

科教兴农、培训及就业、合作组织、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

服务、环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党的建设、政策调研等方面 ,

明确了主要责任单位及负责人、完成时限, 并且在新闻媒体

上公布 , 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6  全面推进

为落实中央和市政府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 , 北京

市除了试点示范和折子工程推进新农村建设外, 还着重从面

上推进新农村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资源的循环利

用为目标, 本着财政资金使用的基础性、方向性和公益性原

则, 将资金聚焦到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上。为迅速改变农村面貌, 北京市从2006 年起开始实施

“让农村亮起来、让农户暖起来、让农业资源循环起来”的“三

起来”工程, 将该项工程作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

要举措和惠农载体。“亮起来”工程主要是安装太阳能灯, 解

决农村的夜间照明问题;“暖起来”工程主要是为农户安装节

能卫生吊炕、农户住房采暖改造、推广生物质采暖炉等, 提高

农户的冬季室温;“循环起来”工程主要是通过修建雨洪利用

工程、大中型沼气站、生物质气化站、粪污治理工程, 实现开

源节流和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可以看出,“三起来”工程

的主要内容是推广新型能源利用技术, 如太阳能利用技术、

生物质能源技术。工程实施近2 年来, 共安装太阳能灯近8

万盏, 安装节能卫生吊炕近30 万铺[ 2] , 改建雨洪利用工程

350 处, 建大中型沼气站53 处[ 3] , 生物质气化站61 处, 农户住

房采暖改造约4 000 户, 粪污治理工程160 处[ 4] 。这些工程

每年可为3 .2 万农户供应生物气燃气, 开发节约能源24 .4 万

t , 增加直接经济效益8 000 多万元 , 节约支出1 .88 亿元[ 5] , 增

水900 万 m3 , 节水120 万 m3 , 减排 COD 56 万t ; 相当于减少

CO2 排放65 万t( 约为14 万辆小汽车的年排放量) , 减少SO2 、

NOx 和可吸入颗粒物1 万t 。“三起来”工程的实施明显改善

了农户的居室卫生条件和冬季室温 , 改善了村容村貌, 改善

了水环境和农村的生态环境。

7  结语

北京市推进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最大特点, 也是与其他省

市相比的最大不同, 就在于其工程部署的系统性, 推进内容

的全面性、基础性和非产业性。根据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20

字方针要求, 绝大多数省份都是从产业发展入手来推进新农

村建设。但对于农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北京市而言 , 推进

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 不在于产业, 而在于非产业。从建

立政策与资金保障机制、部门联动机制、开展试点、折子工程

和科技全方位支撑新农村建设的角度, 通过整体推进, 建设

具有北京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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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 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包装制度 , 绿色卫生检疫 , 并且贴

有“环境标签”, 争取国际认证 , 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 研究和

探索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进行荒

漠治理 , 根治水土流失 , 植树造林等, 把生态建设与绿色农

业开发相结合, 减少并杜绝绿色农产品在生产及其加工等

一系列过程中存在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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