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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民族地区农牧业的对策思考

徐 鹏
(得荣 县人民政府 四川得荣 6 27 9 5 0)

摘 要
: 面对民族地区农枚业发展现状

,

市场经济新体制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 势
,

如何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 的

农枚业是民族地区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 问题
。

本文就发展 民族地 区农牧业的重要性
,

分析 了民族地 区农软业

发展 的必要性
,

并针对存在的 问题
,

提 出了发展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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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
,

我省民族地

区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
,

取得 了举世瞩 目的成绩
,

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

农 民收人持续

增加
,

生活消费水平和质量 明显改善
,

但从总体农

牧业生产发展情况来看
,

仍然远远跟不上 内地及中

东部的发展速度
,

并有进一步拉大差距的趋势
。

面

对 民族地区农牧业的发展现状
,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

的新机制
,

面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新形势
,

民族

地 区农牧业将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显得尤 为重

要
。

一
、

发展民族地区农牧业的重要性
民为国之本

,

农为民之本
,

农村稳则天下稳
。

农

牧业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

都

是 民族地区经济
、

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

西

部 大开发以来
,

大力发展农牧业
,

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始终是困绕民族地 区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

大间题
。

实际上
,

发展农牧业核心是农牧业增效
,

农

牧 民增收
,

其关键是在保持农牧业持续
、

稳定发展

的同时
,

缩小城乡之间
、

地区之间的差距
。

所以千方

百计增加农牧民收人
,

是 民族地区当前农牧业工作

的中心任务
。

而如何增加农民收人
,

就要根据市场

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重新审视其重要性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重新审视发展民族地区农

牧业的重要性
,

首先要以效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

避免只讲规模不讲效益
,

片面单一地扩大粮食种植

规模与牲畜种群数量
,

继续搞传统扩张型生产
,

而

不考虑如何适应市场需求
。

只有千方百计增加农牧

民收人
,

只有使农牧 民真正得到实惠
,

才能认 为是

在发展农牧业
,

否则永远只是个口 头话题
。

其次
,

要 以市场需求为理念
,

充分尊重农牧民根

据市场需求 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的经营选择
,

切不能

把重视农牧业行动转移到干预农牧民的 自主选择

上
。

农牧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

只有提高农牧民进人

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

切实发挥他们市场主体的作用
,

才能使重视落到实处
。

第三
,

强调发展农牧业应真正体现在为农牧业

服务上
。

目前民族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普遍滞

后
,

已经影响到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

因此
,

只有加

快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

壮大农牧民经纪人

队伍
,

加大科技推广应用力度
,

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产

前
、

产中
、

产后服务
,

才能促进民族地区农牧业持续
、

快速
、

健康地发展
。

第四
,

确立农牧业在 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
,

不能

只讲贡献不讲索取
。

由于农牧业生产周期远远长于

工业
,

而工业与农牧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
,

加

之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

农牧业积累能力不

足
,

综合生产能力不强
,

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不高
,

致使农牧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较其他产业相 比

居于弱势地位
。

这就需要用其他产业特别是现代工

业的理念来抓农业
,

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

二
、

发展民族地区农牧业的对策
如何根据民族地 区的实际情况发展农牧业

,

在
“

十六大
”

报告中也作了明确阐述
,

指出
“

加强农业基

础地位
,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

保护和提高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
,

增强

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 ”

我们要以此为指导
,

根据内地

及中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市场农产品供求趋势
,

因

地制宜
,

合理布局
,

突出区域优势和 比较效益
,

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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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农民收人为目标
,

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的战略性调整
。

(一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为解决

农业问题
,

增加农民收入创新经济社会环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
,

有

助于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
,

为广大农

牧 民参与市场竞争
,

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方便快捷的

条件
。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涉及水
、

电
、

路
、

邮
、

电话

等
,

如得荣县陆续做的百万水利工程
、

生态移 民扶

贫工程
、

乡 (城 )一得 (荣 )
、

二 (龙桥 )一得 (荣 )路工

程
、

明珠电站
、

中低产 田土改造等工程项 目
,

既是农

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

又为农牧民提供 良好 的

生活环境
,

还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

直接增加农牧民收人
。

因此
,

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力度
,

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

促进

农牧业
、

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

为增加农牧民收人

和提升生活质量创造必要条件
。

(二 )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

建立统一
、

开

放的大市场
,

为农产品快捷
、

有序流动创造条件

由于民族地 区交通闭塞
,

通讯设施落后
,

农产

品流通也一直是 民族地区农牧业发展的瓶颈
,

导致

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长期不能显露
。

如得荣县在

19 9 9年搞的瓦卡坝区哈密瓜开发项 目
,

尽管个大质

优
,

产量也高
,

但终 因卖不 出去而使农业生产的 自

然优势显得苍白无力
。

所以要实现农牧业资源的优

化配置
,

必须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深化农

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

促进农产品快捷
、

有序流动
。

按

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逊提出的
“

要素价

格均衡理论
” ,

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
,

要素察赋

结构不 同
、

比较优势有异的地 区
,

如果能够按照 比

较优势来决定产业结构
,

然后
,

通过统一的产品市

场
,

进行地区间的产品串换
,

那么
,

各个地区间劳动

者的收人就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趋向
,

一个地区 的经

济发展
,

就会成为拉动另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

力
。

如内地及东部地区土地资源紧张
,

光热资源条

件也远远不如高原强烈
,

建立农业生产基地不具有

比较优势
。

根据比较优势原则
,

内地及东部发达地

区 自然会在具有比较优势 的高原 民族地区建立农

牧土特产品生产基地
,

民族地 区的农牧 民就能从基

地生产中得到增效增收的好处
,

内地与东部地区的

经济发展也就成为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
、

农牧 民增收

的拉动力
。

这样
,

农牧民的收人差距就会随着东部

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而不断缩小
。

但是
,

地 区

之间产品交易是需要交通
、

运输
、

仓储
、

信息等成本

的
,

因此地区收人差距的进一步缩小还有赖于要素

的流动
。

如得荣县除上述的哈密瓜之外
,

还有很多农

产品开发项 目如树椒
、

藏猪
、

藏鸡
、

柏松红米
、

蜂糖等

都因流通成本过高而得不到有效开发与利用
。

建立统一大市场的第二层意义就是发育和完善

统一的要素市场
,

尤其是劳动力市场
。

东部地区随着

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越来越短缺
,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有利于民族地区富余劳动力 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内地

及东部发达地区流动
,

那么流动出来的劳动力就可

以为地区发展积累资金
、

信息和技术力量
,

而且可以

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来从事生

产创造收人
。

这样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有机

结合
,

内地及 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就成为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的拉动力
,

内地和东部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

的收入的差距也就能够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
。

(三 )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力度
,

增强农产品

竞争力
,

实现农业可持续
、

稳定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
,

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农业

生产只有不断往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转移才会有生命

力
,

只有在品质上
、

成本上占居优势
,

才具竞争力
。

在

耕地增加余地很小的情况下
,

民族地区未来农业发

展的关键是提高单位耕地生产能力
。

提高单位耕地

生产能力的途径一是增加农业投人 ;二是技术进步
。

当技术水平不变
,

增加要素投人其边际生产力会下

降
,

这一途径潜力有限
。

所以
,

民族地区未来农业发

展主要依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

所以如何提升农

业科研创新能力
,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扩散速度
,

不断

给农业提供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的质

量
,

是民族地区农业未来发展的最大挑战
。

譬如得荣

县政府如何加大农业科技投人力度
,

大力促进农业

科研及成果推广
,

提升农业科技贡献率
,

并不断降低

农业生产成本
,

生产出既具有
“

太阳谷
”

品牌效应
,

又

能为广大消费者接受的得荣树椒
、

蜂糖
、

藏猪
、

藏鸡

等特色农牧土特产品
,

便是实现农业可持续
、

稳定发

展的根本途径
。

(四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
,

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
,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

减少农业劳动力
“

十六大
”

报告指出
“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

加快城

镇化进程
。 ”

说明农牧业的发展不仅靠农牧业
,

还有

赖于农牧业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
。

在民族地区的

农牧区
,

劳动力资源优势更为突出
,

解决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促进农业发展
,

增加农 民收人的

长期举措
。

所以
,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

民族地

区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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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8 页 ) 十六大报告指出
“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

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

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

势
。 ”

即是说积极发展小城镇
,

以少数具有发展潜力

的中心镇为重点
,

引导乡镇企业 向小城镇集 聚
,

创

新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
、

社会环境
,

促进乡镇企业
“

二次创业
” ,

将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
,

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出 口
,

同时
,

县就业

局也应充分发挥劳务输出短
、

平
、

快
,

就业成本低的

增收优势
,

积极组织农牧民进行就业强化培训
,

以顺

势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
,

到经济发达地区

务工
。

扩大非农产业就业规模
,

增强劳动力在农业
、

农村以外就业能力
,

是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
,

增

加农民收人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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