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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农业
,

促进农业的现代化

陈 丽
,

霍 波

(西南大学
,

重庆 北磅 4 0 0 7 15 )

【摘 要】在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的背景下
,

发展特色农业有利于增加农民增收
,

有利于转移剩余

劳动力
,

有利于我国农业战略性的调整
,

有利于提高农业发展 的组织化程度
。

但在发展过程 中
,

特色农业既

显示出它作为新生事物的旺盛的生命力
,

在发展过程 中又存在着许多问题
。

既需要相应的技术
、

资金
,

也需

要人力资源做支撑
,

又需要政府推出相应的政策作保障
,

更需要先进的农业发展理念作为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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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

中国农业进人了新

的发展阶段
,

一是在基本农产品需求得到满足的情

况下
,

质量与效益问题已取代数量增长问题成为农

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二是连年丰收
,

但农民的收人并

未相应增加
,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迫在眉睫 ;三是中国

加人 w TO
,

我国农业既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

又

面临严峻的挑战 ; 四是中央提出建设
“

生产发展
、

生

活宽裕
、

乡风文明
、

村容整洁
、

管理民主
”

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发展特色农

业自然成为新时期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

农业现代化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

狭义仅指

生产部门的现代化
,

即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

之上的农业
,

把传统的不发达的农业转变为具有世

界先进水平的发达农业的过程
。

广义则不仅包括农

业生产部门的现代化
,

还包括制约和支撑农业生产

部门发展的社会经济内容
,

如非农产业发展水平
、

农

村城镇化水平
、

农村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

农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等
,

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 川
。

农业现

代化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

是农业进步的历史过

程
,

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产业的演进过程
。

纵观世界各国的农业现代化过程
,

其模式和道路不

尽相同
,

但其衡量标准一
一技术先进性

、

产业关联程

度
、

开放性
、

信息化
、

农民组织化和农业人 口变成少数

等是一致的
,

以富裕和文明为标志的现代性是相同

的
。

也就是说
,

中外农业现代化的 目标应该是相同

的
: 1

、

增加农民收人
,

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状况 ; 2
、

保障

粮食安全
,

消除贫困 ; 3
、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

改善生

态环境 ; 4
、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

消除二元结构 川 。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现实基础薄弱
:
人多地少

,

耕

地和水资源短缺
,

农民组织化程度很低
,

农村劳动力

严重过剩… …为此
,

很多学者发出了农业天生就是

一个弱质产业的感慨
,

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是长路

漫漫
。

但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
,

农业也可

以变为强势产业
。

如法国西部的干 邑地区土地膺

薄
,

但却适合种植葡萄
,

种出优质葡萄并加工出了享

誉全球的人头马和马爹利等系列葡萄酒
。

巴西气候

炎热
,

无法种植需要寒冷天气的优质小麦
,

却非常适

合生产优质橙类
,

成为鲜橙和橙汁的第一出 口大

国
。

这些成功案例启示我们
:
农业发展需要结合本

国实际情况
,

走有本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

2 发展特色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新思

路

目前关于特色农业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
,

但

总的来看也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

广义是指具

有区域地缘
、

工艺特色和高新技术特色的农业产业

的总称
,

其内涵包括农业生产业
、

农业工业和农业商

业
。

狭义则认为特色农业主要是农产品及其初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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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
,

其内涵是特色产品
l ’ 〕。

尽管在概念上学术界没

有形成定论
,

但在对特色农业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上

存在较大的一致性
。

特色农业主要具有几个方面的

特征
:
相对性

、

地域性和资源依赖性
、

高投人和高风

险性
、

市场指向性
〔4 , 。

特色农业是对生物资源更为合

理有效的利用
,

是对传统技艺的进一步发掘与提

升
。

我国有数千年的农耕文明
,

精致农作与传统技艺

蕴蓄深厚 ; 有占国土面积 66
.

4% 的山区
、

丘陵和大

量的沙漠
、

草原
、

湿地
、

内陆水面和近海滩涂 ;生物资

源丰富
,

生物多样性纷繁 ;发展特色农业有着巨大的

潜力
。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
、

全球农业市场细分和

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

发展特色农

业
,

是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
,

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
。

2
.

1 发展特色农业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当前制约农 民收人增长 的主要因素有两大方

面 : 一是出售农产品的收入
,

来自农业的收入在减

少 ; 二是农民的就业极不充分
。

而在农民纯收人的

来源中
,

农业占 50 % 左右
l , ’ ,

农业增产的状况
,

对农

民收人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

近几年
,

粮食连年丰收
,

但全国总体上主要农产品供大于求
,

销售困难
,

增产

不能使农民增收
。

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以国内外市场

为导向
,

从战略高度构建本地区有特色有竞争力的

农业产业结构
。

面对主要农产品激烈的市场竞争
,

各地迫切需要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特色农业
,

生产

适销对路的农产品
,

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增

加农民收人
。

2
.

2 发展特色农业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证明
,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

富裕
,

而要减少农民就只有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
,

但

我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无法实现农民的大规模转

移
。

发展特色农业却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找到了新的出路
。

由于特色农业本身面向市场
,

商业

化程度高
,

要求的服务也较多
,

能充分吸收富余劳动

力
,

有利于农业的现代化
。

如近几年兴起的农家乐
、

观

光农业等
,

不仅需要管理人员
,

还需要大量服务人员
。

2
.

3 发展特色农业有利于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

性调整

当前
,

我国农业生产的结构性矛盾 日益突出
,

一

方面是农产品的品种不够丰富
,

优质农产品相对不

足
,

不能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的需求 ;

另一方面是一些大宗低质产品销售不畅
,

大量积压
,

而农民仍在大量生产
,

造成农产品销售难和农业比

较利益下降
,

影响农民收人的提高
,

必须对农业进行

结构性调整
。

我国农业发展要适应农产品优质化和

多样化的需求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

全面提高农产

品质量
,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

实

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

消除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地域间

简单雷同状态
。

因此
,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

构建区域

特色农业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和关键

环节
,

是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势所趋
。

2
.

4 发展特色农业有利于提高农业发展的组织化程

度

20 年前
,

农业改革建立的
“

统分结合
,

双层经

营
”

体制
,

以分散的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
,

不过是

改造了集体经济的遗产
,

仍然是以提供初级产品为

主的产品农业组织结构
,

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的要求
。

而特色农业的发展模式却是多向性的
,

主要

取决于区域自然资源察赋
、

农业生产和商贸传统
,

以

及当地政府推动的导 向
。

目前我国特色农业建设的

主要模式有公司
十
中介组织

+
农户型

,

公司
十
农户

等类型
,

这些农业发展模式有利于引导农民发展专

业协会
,

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

克服小规模农户家庭

经营的局限性
。

2
.

5 发展特色农业有利于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

力

面对加人 w T O 对我国农业的冲击和
“

买方市场
”

的形成
,

提高农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务之急
。

众所周知
,

农产品的竞争力来自于许多方面
,

如价格
、

质量等
。

其中
,

产品的优质和不可替代性是其最核心

竞争力
。

我国地大物博
,

区域间差异性和互补性很强
,

发展特色农业有巨大的空间
,

只要注重调优农业结

构
,

发展特色农业
,

尽力增强产品的不可替代性
,

在国

际市场竞争中就能以
“

特
”

制胜
。

3 目前我国特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

特色农业在我国还是一个刚刚脱胎于
“

以保障供

给为目标的自给性传统农业
”

的新生儿
,

既显示出作

为新生事物的旺盛的生命力
,

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

许多问题
。

3
.

1 我国特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
.

1
.

1认识上存在误区

认为特色农业的规模是越大越好
,

特色农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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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越好
。

比如
,

有人误认为搞一些稀奇的农业项目

就是特色农业
,

既然政府号召发展特色农业
,

便尽其

所能地搜寻本地没有的稀奇项 目并加以引进
,

于是

七彩山鸡
、

蝎子
、

食用蚂蚁和驼鸟等
,

都加以引进
。

结果
,

有的不适合本地自然条件 ;有的虽然 自然条件

适合
,

但没有市场 ; 有的虽然有市场
,

但缺乏熟练的

生产技术
。

结果事与愿违
,

项目失败并造成严重的

经济损失
。

3
.

1
.

2 不能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之间的关系

特色农业要讲求效益
,

发展特色农业的根本目

的就是要增加农民和经营者的收人
,

但是
,

目前在许

多地方
,

已经出现了不计生态环境不合理利用资源

的倾向和现象
,

从而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

3
.

1
.

3 不能正确处理特色农业与基本农产品生产的

关系

我国是一个人 口大国
,

粮食安全在任何时候都

不能掉以轻心
,

如果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
,

就会受制

于人
,

后果将不堪设想
。

许多地方在发展特色农业

时不能正确处理特色农业于基本农产品生产的关

系
,

对基本农产品的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
。

3
.

1
.

4 缺乏总体规划

产品
、

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已经出现
。

许多地方

竞相攀比
,

竞相争第一
,

你有千头养猪场
,

我就搞万

头养猪场
,

你有某省第一
,

我就搞全国或世界第一
,

各地区间在发展特色农业缺乏总体规划以致无序发

展
,

可能导致新一轮农产品过剩情况的出现
。

3
.

2 发展特色农业的对策

综合以上的分析
,

不难看出
,

发展特色农业既需

要相应的技术
、

资金
,

也需要人力资源做支撑
,

又需

要政府推出相应 的政策作保障
,

更需要先进的农业

发展理念作为引导
。

3
.

2
.

1 因地制宜
,

发展多种特色农业

俗话说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特色农业之所以具

有如此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

就在于它是立足于各地

的比较优势之上
,

能满足多层次
、

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

因此
,

发展特色农业
,

一定要积极寻找当地的
“

本钱
” ,

树立发展多种特色农业的思想
,

结合本地区实际
,

宜

农则农
,

宜水则水
,

宜旅游则发展旅游
。

值得一提的

是
,

近年来在我国悄然兴起的观光农业
,

既是对传统

农业的拓展
,

又是对旅游产品的开发
,

集娱乐
、

休闲和

教育功能于一身
,

且在不少地方都取得较好的效益
,

成为特色农业的典范
。

此外
,

我国特色农业还包括果

蔬农业
、

绿色食品农业
、

种籽农业
、

草地牧业
、

中草药

种植及加工业
、

特种养殖业
、

花卉业
、

观光农业和生态

农业等
。

总之
,

特色农业的发展并无固定模式
,

关键在

于各地根据自己的资源特色
、

区域优势
、

加工技术水

平
、

资金实力选择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

3
.

2
.

2 认真规划
,

做到有序发展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在发展特色农业时出现了无

序发展的现象
,

这主要是缺乏总体规划
。

发展特色农

业
,

需要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前提下
,

认真作好规划
,

防止翻版传统农业
。

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强宏观调

控
,

尤其要作好区域分工
、

合理布局和区际间的协调

工作 ; 另一方面要求防止政府过分干预
,

搞
“

命令农

业
” ,

搞违背农民意愿的特色农业
。

3
.

2
.

3 树立品牌
,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
,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
“

品牌经济
” 。

在市场中
,

农业和工业一样
,

都需要提高竞争力
,

抢占

市场份额
,

这就要求树立品牌
,

发挥品牌效应
。

世界上

许多国家在这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

值得借鉴
。

比如荷兰的鲜花
、

加拿大的小麦
、

美国的牛肉
、

日本的

红富士苹果
、

新西兰的牛奶
、

哥伦比亚的香蕉
、

澳大利

亚的羊毛
、

韩国的罗州梨和泰国的香米等
,

这些产品

之所以世界闻名
,

就在于创出了名牌
,

走上了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
,

成为特色农业发展的典范
。

3
.

2
.

4 依靠科技
,

走标准化发展道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特色农业更是要求以

科技作为支撑
,

开发出科技含量高
,

经济效益好的产

品
,

可以说没有科技支撑的特色农业是后劲不足的
,

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

同时
,

也要注意特色农业向着

标准化方向发展
。

我国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

产品生产不规范
、

质量低和市场竞争力弱
。

据《北京

青年报》报导
,

在 1999 年 8 月至 2 0 0 0 年 1月的短短

6 个月内
,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 F D A ) 就扣留了

63 4 批我国进 口食物
。

其原因是
:
杂质

、

农药残留
、

食

物添加剂和色素问题
、

标签不清晰
、

沙门氏菌
、

李斯

特菌
、

黄曲霉素污染和低酸罐头食物没有符合 FD A

的注册要求等
。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
,

特色农业 的发

展尤其要树立走标准化发展道路的理念
,

因为要想

抓住 WT O 带来的良好机遇
,

顺利实现我国农业的

结构性调整
,

前提是我国农产品能打人外国市场
,

这

就需要加速特色农业标准化发展进程
,

为我国特色

农产品顺利走出国门提供支撑
。

3
.

2
.

5 加强扶持
,

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

任何一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

都与政府的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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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农业的现代化

激励和扶持分不开
。

发展特色农业
,

尤其需要政府

及有关部门在加强领导和强化宏观调控的同时
,

制

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

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
。

加人

W T o 以后
,

许多过去行之有效的农业保护政策就不

再起作用
,

如不能再对农产品实行出口补贴等
。

必

须迅速建立新的农业保护政策
,

完善政府的服务功

能
。

一定要用好和用足 w T O 的
“

绿箱
” 、 “

黄箱
”

政

策
,

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农业基地建设
、

农业

技术研发引进和农业科技服务等方面的投人和扶

持
,

并在农业特产税等方面给予减免或优惠
,

实行
“

放水养鱼
” ,

尽量让利于农民与农业企业
,

从而吸引

和鼓励广大农户
、

农业企事业单位以及民营资本
.

、

社

会闲散资金积极向特色农业投人
,

增强特色农业的

活力
。

同时
,

优先发展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
,

为农民

提供及时
、

快捷
、

便利和实用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
。

以上仅仅是从比较微观的方面来探讨特色农业

发展的对策
,

当然
,

特色农业的发展
,

离不开发挥科

技的重要作用
,

必须走产业化
、

标准化的发展道路
,

加快培育特色农业市场等等条件
。

只有这些宏观条

件加上以上微观的条件共同发挥作用
,

才能使我国

的特色农业迅速发展起来
,

才能使我国农产品顺利

走出国门
,

才能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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