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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常德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实践 

蒋和平、钟鑫、彭成圆 

农业标准化工作作为现代农业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等方面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湖

南省常德市以农业标准化建设工作为主要抓手，在农业标准化

体系建设、农业标准的推广和实施、社会资金投入、体制和机

制创新、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其相关做法成效显著，一些举措和经验对其他地方推进农业标

准化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一）政府创新组织机制，整合资源，推动标准化建设 

政府重视农业标准化建设工作，在组织机制方面予以创新。

从纵向上看，市政府成立专门领导小组，与湖南省农业厅就共

同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了全国首个厅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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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型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同时设立了厅市合作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各县市区也成立了由县市区长任组长的农业标准化建设领

导小组。对农业标准化生产进行全面指导，成功地将农业标准

化建设工作由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从横向上看，常德市

政府加强了部门资源的整合，2011年，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

农业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省农

业厅指导下的政府统一领导、农业部门组织实施、其他相关部

门协调配合的农业标准化建设组织领导体系。 

（二）按产业实施工作方案，分门别类，规范标准化建设 

常德市政府以农业标准化建设工作为中心，通过实行产业

单元式推进方式，发挥比较优势，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其产业

单元式推进标准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产业

制定技术规程。全市现已组成八个主导产业标准制定小组，按

照全程有标准、可操作的要求，制定了基地建设、产地环境、

农业投入品使用等方面的标准或技术规程。二是分产业培训掌

握标准。按照市县分级培训、园区全员培训的原则，开展了大

规模农业标准化技术培训。三是分产业执行农业标准。各级农

业、畜牧水产等部门以乡镇农技服务站、畜牧水产站等为依托，

将技术规范转化成操作卡、明白纸，按季节、分农时、分品种

发放入户。 

（三）发挥合作社的主体作用，积极扶持，落实标准化建

设 

常德市政府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抓手，积极发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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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作社的主体作用，为落实标准化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做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出台政策文件推动合作社

发展。2010年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的意见》。全市按照一个产业一个合作社的要求，积极培育

和发展专业合作社，目前合作社已基本覆盖所有农业产业。第

二，严格推进合作社内部的标准化管理工作。在合作社内部严

格实行“六统一”，即统一提供种苗、统一供应生产资料和投入

品管理、统一制订技术规程和技术培训、统一品牌包装和注册

商标、统一检疫检测、统一组织销售。第三，积极培育合作社

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农业标准化项目的实施，推进农民专业

合作社开展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和产业化经营。 

（四）梯次推进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因势利导，带动标准

化建设 

常德市政府以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为载体，通过示范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职业农民等农

业经营主体的标准化建设工作。常德市以“省、市、县联办，

以县为主和点面结合，梯次滚动推进”为原则，分产业分层次，

分核心区、推进区、启动区和引导区四个区梯次推进标准化建

设工作。首先，重点建设核心区，通过对核心区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标准化建设工作基础，在核心区范围内选择主导品种，科

学选定标准，创办样板，在示范品种、标准建设、品牌推广等

方面予以示范；其次，以核心区为辐射源，层进式促进推进区、

启动区和引导区建设，形成产业式“四区”阶梯式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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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实现以点带面使周边地区所有生产者自觉按标准组织生产

的局面。 

（五）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市场引领，推动标准化建设 

常德市坚持以品牌化为抓手，加大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和培

育力度。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展“三品一

标”认证。深入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同时，打造了一

批国家驰名商标和省著名商标品牌。二是整合已有品牌，跟踪

质量管理。三是扶持名牌农产品发展。积极扩大名牌农产品的

种养规模，通过举办名牌农产品年会、产销对接会等形式，努

力扩大名牌农产品市场份额。 

经过多年的建设，常德市以政府为主导、以专业合作社为

主体、以品牌为抓手，形成了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合作社、一

套标准、一批品牌、一套检测体系、一批标准园区的“六个一”

推进模式，以专业合作社为载体，推行了“六统一”的生产方

式，实现农业标准化建设“四有一可”（操作有规范，过程有记

录，产品有标识，市场有监管，质量可追溯）的目标。目前，

常德市农业标准化工作在标准化体系建设、实施载体培育、产

业化带动、品牌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实现了综合效益显著提高，质量安全水平获得提升，

拓展了农民增收空间，农民生活水平获得大幅提高。 

二、创新点分析 

（一）要素资源的高度整合 

常德市在农业标准化建设过程中积极整合多方要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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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投入农业标准化建设，形成了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强大

合力。主要表现在：第一，整合涉农项目，加强农业标准化设

施建设。整合涉农单位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

新农村建设、农村清洁工程等项目资金用于农业标准化园区建

设。第二，整合科技资源，加强农业标准化技术研发和培训指

导。聘请了省、市科研教学单位的专家教授担任农业标准化首

席专家，为标准化建设提供技术咨询和现场指导，编制和规范

了农业标准化技术操作规程。第三，整合企业资源，努力打造

常德农业品牌。加强与农业龙头企业的联系，在标准化基地实

行订单生产，打造品牌。第四，整合社会化服务组织，提升社

会化服务水平。第五，整合农业科技推广项目，提升农业标准

化技术推广水平。将各种农业科技推广项目整合，在农业标准

化园区率先全面实施，带动全区大面积推广。 

（二）各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动机制 

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各农业经营主体构建起利益联动机制，

通过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合理的契约形式，实现了系

统整体的良性循环。常德市各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动机制分

为两个层次，双向运行。第一个层次是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协会、种粮大户等主体的利益联动。农户通过以土地等生

产要素入股的形式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成果分配上，

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契约关系，同时，反向接受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品种、技术等安排。合作社产前和产中通过“六统一”

的形式，提供各种标准化服务、产后根据将所获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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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进行利润分配和返还。第二个层次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的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利益联动。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市场标准和生产线要求为基础，对所需初级

农产品进行分级购入，质量越好的农产品价格越高，需求量越

大。以此激励农业生产主体继续加大农业标准化建设力度，进

而调动了农民个体从事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农民所产

农产品质量的高低，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品牌化建设又能

产生飞轮效应，使得龙头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又进一步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常德市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

的互动博弈能够直接和间接促进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快速进行，

实现农业标准化建设的持续发展。 

三、借鉴和启示 

（一）政府的重视和引导是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先决条件 

农业标准化是一项外部性极强的工作，单个的生产者或交

易者难以负担产品的高昂成本，并且由于收益不能独占，也难

以承担标准化的制定工作。因此，政府通过组织协调，以强制

的方式实施农业标准化，能够化解个体开展工作的摩擦成本，

加之其权威性，能更好地发挥政府规范、监督和引导的职能。

常德市政府将标准化生产作为一项制度引领当地的农业发展。

在重视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创新了工作机制，通过厅市

共建，部门资源整合，实现了农业标准化建设工作由部门行为

向政府行为的转变。通过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建设，实现对周

边地区农民的辐射和引导，使农民逐渐转变观念，将标准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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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由被动接受转为自觉承担，实现建设动机质的变化。常

德市农业标准化建设工作也逐渐由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推动上升

为依靠社会力量特别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政府、企业、

社会全面协作、合力推动的新阶段。 

（二）按优势主导产业推进是农业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优势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所产农产品市

场前景好，农产品附加值高，实施农业标准化工作带来的效益

比一般自给型消费农业更明显、更快速，更能激发农民及其他

生产经营主体进行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按产业进行标

准化建设，更能实现工作的一贯性和专业性，聚合力更强。常

德市农业标准化建设厅市合作委员会办公室制定了《2011年水

稻、蔬菜、柑橘、葡萄、茶叶、生猪、家禽和水产产业示范园

区建设方案》，细化了产业农业标准化实施工作，实现了产业内

部标准化的统一，推进了优势产业农业标准化工作，带动了其

他产业农业生产标准化的跟进，从而实现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整

体农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标准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常德市的建设实践告诉我们：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推进农业

标准化建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上，合作社具有很强的执行力和影响力，

是农业标准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农业标准化生产出的产品相对

于未采用标准化生产方式生产出的产品产量高、质量优，加之

合作社积极的营销方式，使得标准化程度高的合作社成员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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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也高。好的收益提高了农民从事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对农

业标准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四）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是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展示平台 

一方面，农业标准化效益的显现具有滞后性，农业标准化

产生的效果一般会在操作停止后的一段时间才逐渐显现，其表

现的结果也是渐晰的过程。因此农业标准化的主体采用率不高。

另一方面，农业标准化生产中的每一项应用技术都有其独特的

技能、技巧、诀窍等要素，普通农民较难掌握这些要素，且其

技术成熟与否也会给实施者带来摩擦成本。因此，建设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需要进行先行先试、典型引领。常德市以农业部、

省农业厅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工作为发展契机，通过构建农

业标准体系、建立标准化质量控制和监管制度、建设标准化质

量安全信息平台等形式，建立了多层次、广覆盖、重实效的农

业标准化推广实施体系，带动农业规模化生产、种植和标准化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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