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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结扮调整面临若需保证粮食供应能者币下降南提高农民收A的最重任务．同时又存在 

多方面的制约 因素，印农业乩业^虽蚪拉和币场 素质较低 ，农业 生产结构调 整 蝣风 睦加大 ；̂ 地 盏 系 张 ，农业 生 

产蛙杓调整 可能占 大量耕地；呈惫环境条俘脆弱，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 境约束硬化。在舟析上述任务和制 

约困索的基础上提 出 了我国农业生 均调整 的对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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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业生产形势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战略意义 

1995年以来我国农产品的供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由过去的短缺转变为结构性和地 

区眭相对过剩 其中粮食每年净剩余约 350亿 ，棉花库存已达 700万 t，蔬菜、水果和一砦畜牧产品供给 

也普遍积压滞销，价格均不同程度地下跌，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或增收速度减慢 l997年与 1998年农民收 

入增长分别下降4．4％和0．3％ 同时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已分别高出国际市场价 75‘ 和63％，难 

以通过国际市场销售以减轻国内供大于求的压力．且我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农产品可能凭其质优价 

廉的优势大量流人我国，对国内的农产品销售产生更大的冲击：目前我国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形势是低消费 

水平下的相对过剩 ，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 国人均农产品占有量很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供应过剩 ，居民 

消费类型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中．农产品供应因未跟上这种转变而产生结构性的供需脱节．由此造 

成农产品供应一方面由于传统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而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存在部分农产品供不应求，需从国 

外进口的事实。如江苏省小麦年产量约 115～120亿 kg，但大量的啤酒大麦、面包小麦还需从国外进El。缓 

解这种供需矛盾 、增加农 民收入的主要措施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提高农产品质量 ，以增强农产品的 

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也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我国加八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正日益密切地融人世界经济之中，农业生产与发展不仅受国内市场变化 

的影响，且也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也是适应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的需要。 

2 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一十拥有 l2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现人El仍以每年 1300万人的速度增加，巨大的人VI基数和人均 

0．11h玎r耕地资源的占有量使长期粮食供应安全具有很灵敏的脆弱性，难 抵御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及政策 

失误的风险。因此，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前提是必须保证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能够持续地保证粮食供 

应安全，这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 此外由于农户收人的大部分仍来自农业，市场经济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必 

t “九五”同家科学技术部科技攻关项 日(96 920 19 20)和江持省社会科学摹金曝翘 (El_oo7)~舒研 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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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能够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A。因此保障粮食供应和增加农民收人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出发点和 

归宿点。要达到这一目标，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面临着许多约束因素： 

农业从业人员科技素质和驾驭市场的素质较低，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风险增加。我国绝 

大多数农民还依靠传统的手工工具生产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而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从播种、收获到加工 

等各环节均实行机械化配套操作，一些国家甚至已进入了高科技时代，电脑、生物工程技术得到深人利用，良 

种普及率几乎 100％。由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和产品价值低．每个劳动力创造出的价值也仅为发达 

国家的几 十‘分之一⋯。农业科技贡献率我国为 27％ ～35％，发达国家为 70％～80％，这些差距最终都表现 

为自然风险抗御能力、农产品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差距～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五和完善，农产品供销 

的国内流通大市场正逐渐形成 ，缺乏市场意识和市场经验导致农产 品销售的市场风 险也相对加大。}毛期以 

来农村主要农产品生产都是通过国家计划的形式确定，农民只负责生产而不必关心销售问题，农民普遍缺乏 

市场分析的经验和判断能力。此外由于农户家庭生产的分散陛和小规模眭，导致农业生产的信息难以被准 

确预测 发布，农户难以准确掌握未来的农产品供需形势，其生产经营具有很强的盲 目和主观性，在变化不 

定的市场和传播滞后或扭曲的信息面前农户普遍感到“种什么、种多少”是一个谜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面I临 

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国外农产品的加入将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 ．由此带给农户的风险也将增加 

人地关系趋紧，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空间变小 目前我国人均耕地 0．11hm ，不及世界人均耕地 

(0．25hm )的 1／2，且分布很不均衡，人均耕地 >0．13hln：的 l2个省份主要分布在 东北 、西北和西南地 区，这 

些地区自然条件差、粮食产量低，除吉林和黑龙江省外，其他省(区)粮食不能 自给或仅能 自给。人均耕地 

<0．07hm 的7个省(区)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京津沪 3个直辖市，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好，粮食产量高， 

是耕地减少趋势最强的地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约为 3O％，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1业化、城市化的 

快速发展必然导致部分农用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近几年来国家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耕地和农用地的政 

策．但耕地的减少仍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 1994～1996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 6O万 hm ，1997年以来国家 

采取特殊的耕地用途管制政策，耕地数量仍表现出减少趋势，未能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全国土地变更 

调查表明，1999年建设 占用耕地 20．5万 hm ，净减少耕地 43．7万 hm!。与此相反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及消 

费要求的普遍提高，人增地减逆向发展的结果使我国大多数地区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已达到或超出其合理 

的极限。据国土资源部对县级单位分析，全国低于联台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 0．05hn 临界值的县 

(区)达666个，占全国总县(区)数的23．7％，其中<0．03bin 的县达 463个，有些县(区 人均耕地只有 O O1 

～ 0．02hln 。在这种人地关系条件下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土地资源的农业内部重新配置必须留足一 

定数量的耕地(基本农田)以保证粮食供给安全，大规模占用耕地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很小 

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面临与环境保护协调的重任。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必然引起各种资源 

利用方式的改变，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也各不相同。2O世纪 60～7O年代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是“开荒造 

田、毁林造田和围湖造田”，形成的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尤其以种粮为主，1978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的 

79．3％来自于种植业．种植业中粮食播种面积占80．4％，这种单一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由于大 

量林地 、陡坡地等被开垦，虽经多年退耕还林．现在全国耕地面积中坡度>25。的陡坡耕地仍达O 9l亿hn ， 

占全部耕地的5％ 上，由此导致的山丘地带植被覆盖率下降，水土流失严重。大肆围垦使湖泊水域面积减 

少，蓄洪、凋洪能力下降。从2O世纪 50～8O年代长江中下游湖泊面积由2．2万 kin：降为 1．2万 kin ，围垦 

消亡的湖泊 1000余个，蓄水容积减少 500亿 m 以上” 。围湖造田与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相互作用，导致 

水、旱灾频繁发生，许多地方因此陷人了“贫穷 环境破坏一更贫穷”的恶性循环。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 

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进入了新的时期，农业生产结构 日趋合理，但由于环境保 

护意识薄弱和片面强调高产农业．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目前 

我国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 1倍多，1997年总量为 3980万 t，但其利用率仅有 30％～ 

40％，其余部分都进人环境，成为面广量太的污染物 农药制剂施用量每年达8O万 t以上，其中80％～90％ 

飘落在土壤、水和大气中，加之过量使用化肥等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地力下降和地力偏耗突出、农产品有害物 

残留超标 、品质低劣等问题，严重制约农产品销售、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 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对策 

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市场为导向，做到调稳粮食、调活结构和调高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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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农村经济效益，必须向多元化、优质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具体表现为农林牧渔全面 

合理发展；布局结构由小而全分散经营向区域化方向转变；品种结构由追求高产化向优质、高产、高效并举 

为此虚重点做好如下工作：一是以科技为根本，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必须进一步提 

高农业资源总量中科技要素的比重，大力引进和推广实用新技术、新成果 ，改造传统生产技术和产品，促进农 

业生产结构高度化。为此，要利用各种途径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和宜传，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通过科 

技项目示范，为农民提供易学的科技推广模式，形成自觉应用科技成果的内在动力 江苏省句容市成功地创 

办了各类“科技示范园”，由于其产品档次高，市场畅销，既吸引了众多农民前来学技，也使农民各有所需，避 

免 r以往 一窝蜂”的现象。二是 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保障，降低或化解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政府在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应从以往单纯行政干预的做法转向做好服务性工作，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 

外部环境，化解农户市场风险。首先强化市场信息服务，如建立各种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对有关人员进行培 

训， 培育市场主体；其次积极引导农户组织起来形成各种专业协会进入市场，鼓励发展有经济意识的各粪 

农民经纪人队伍 ，形成多元化 、多层次产品流通格局 ；再次突 出区域规划布局 ，发挥 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以 

乡或村为单位重点发展某一类产品的生产与经营，营造和增强品牌意识，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在此基础 突 

出龙头企业建设和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建设，协调产、加、销之间的经济联合，既可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又 

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风险抗御能力。三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耕地保护相结合，确保粮食供给能力不 

降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必须摒弃大量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做法，立足于土地集约利用，走与耕地保护相 

结合之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闲地发展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积极发展各类间套种植和稻田养殖．在 

不过多占用耕地资源的前提下使农业粮经结构、品种结构和熟制结构趋于合理，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农业 

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大力开展农村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江苏省的经验表明，农村综合整治既能增加 

2％～5％的可耕地。又使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提高，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供土地资 

源保障，同时还美化农村生态环境。四是 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期 来我国农业 

生产结构调整中出现了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这些行为虽取得 短期的粮食增产或经济效益．但也付出 

沉重的环境代价，严重损害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与环境支撑能力。当前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必须注重 

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对一些较大规模的土地资源开发项目、农产品养殖和加工项 目应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对环境影响大的项 目必须有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否则不予批准立项。充分利用现有粮食较 

充裕的有利时机，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有}1、划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合理设计农业生态系 

统，实现种、养、加工结合，通过延长生态链，综合利用资源，减少废弃物排放。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控制农用 

化学品使用量，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其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有利于农产品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增 

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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