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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和路径探索 
— — 基于区域农业产业战略规划的案例的分析 

王 健 ，赵桂慎 
(1．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北京 100193；2．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193) 

摘 要：该文从山东 、河北、江西三省五地的调研以及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案例出发，总结和展望了中国未来农 

业转型发展的五大趋势和发展路径：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社会转型与产业升级、农业产业体系构建、农业产业链条 

延伸和生态农业战略。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包产到户”的制度红利已经消失 ，土地制度改革直接关系未来农业发 

展 ；农村礼会转型与产业升级是未来农业发展需要直面的问题 ；产业体系的构建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基本策略和出 

发点；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是产业体系构建的基础；生态农业战略是农业多功能型发挥的主要载体，也是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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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可谓 

波澜壮阔的改革，在全国经济陷入危机和僵局时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土地经营改革不仅给农 

村，也给城镇抛出了救命稻草。以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的改革为出发点．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城镇化的 

强大推动力。从大趋势上看。城镇化浪潮不可逆转， 

工业化基础逐渐牢固，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 

不可能脱离工业和城镇而独立存在。以人的城镇化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必然伴随的是农业和 

农村社会的转型。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快速推 

进的“中国奇迹”背景下。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和路径是很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中国已经进入工 

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调整城乡关 

系，是促进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的转变 (宋洪远， 

2004)。在这些转变过程中，发育多元化的组织形 

式和制度安排来促进农户与市场的对接是一种必然 

趋势(张晓山，2003)。随着农业和宏观经济的整 

合，市场机制、自由贸易和工业集约化使得仍然采用 

传统生产和经营模式的农业变得极为脆弱，农业向 

下一阶段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何君，2010)。那么， 

在这一转型趋向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农业与农村 

社会转型的路径方向在哪?载体是什么?主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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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要解答这三大问题，我们需要从当前中国农 

村土地基本制度和发展趋势、过去 3O年快速城镇化 

过程中农业的角色扮演及其未来的演化中去解答。 

本文结合笔者参与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进行实践案例总结，从土地制度 、城乡一体化、产业 

选择与布局等角度，分析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路径 

选择．并提出未来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五大趋向：土 

地制度经营权改革、农村社会转型与产业升级、农业 

产业体系的构建、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及生态农业发 

展战略。 

1 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经营权的分 

离——山东淄博博山区l9村驻村数据调查 

1．1 第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红利已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家庭基本经济制度改革 

激发农户积极性，让国家、集体以及农民三方都享受 

到了土地生产力释放带来的好处。从 1978年“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范围接受和推广 到 1984 

年全方位肯定期问②，中国农业总产值就出现了超 

常规的增长态势，年均增长 7．7％@。“1984年与 

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计算增加了42． 

23％，按照生产函数估算，其中有 46．89％来 自家庭 

① 这期间主要的形式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② 1984年中共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在 l5年以上。 

③ 数据来源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宋洪远主编，中国农业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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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农村劳动力年龄分布一 山东省博山市博山区 19村 

抽样调查 

l 数据术源：、 tiq农村收ll1 ．I 年j，术洪 主编，rI，I，q农、 Ill版礼 

图 ! 农村劳动力从业方向一山东省博山市博山区 19村 

抽样调查 

1．2 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已悄然进行 

低成小 、高速的城镇化迎过刈’农村劳动 J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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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镇化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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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农f、f建没坝I j 农业综合项 fJ建没，闰fx 化管 

秆I缱没农村 础没施，提升农、 报务水平．增 农 

、I 科技实力．．JJIl快阔J 内各种农业要素的 同流 

动， 城 卜孑乡通过 I 米链接，以城市的发展推动现 

代农、I 的发展，以脱代农业的发腱史撑城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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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山东东营复合型农业产业体系构建发展规划图 

4 农业产业链延伸——来自山东邹城草崔 

产业规划的启示 

农、『f，J ：、I 弱质 ⋯佝 ·个体现址农、l【， 利能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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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产业发展规划为例，以“延伸和扩展产业链 ，发展 

大草莓产业”为 目标的产业发展策略，契合了中心 

店镇草莓产业发展的趋势。中心店镇草莓产业 自发 

式发展了20余年，从各家各户自发种植到当前通过 

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种植．草莓产业已经成为地方农 

业经济的支柱。尽管中心店镇政府和草莓种植户在 

20多年的种植活动中．不断摸索草莓种植的经验， 

全镇草莓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 000多亩，涉及农户 

达2 000多户，草莓种植收入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收 

入的主要来源。草莓在种苗、流通、销售方面的利润 

率极大，但是中心店镇却未能在这些领域得到收益， 

主要原因是草莓产业链体系尚未健全。主要以种植 

为主的中心店镇草莓产业未能摆脱传统农业的模 

式 ，“不管两头，只管中间”。由此带来的草莓产业 

存在着品种少、种性差、产质不高、经营分散、土地集 

中组织不集中、缺乏研发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心店 

镇草莓产业的升级。 

正是针对中心店镇这一明显的农业产业单一、 

产业链残缺等造成的产业发展难题，中心店镇草莓 

产业规划以链接产业、延展产业链为主要 目标。从 

产业链发展的角度出发，融合“种苗、生产、加工、物 

流、销售”为一体，协同“旅游、休闲、体验”等功能的 

全产业链式发展 

价 值 增长 

嚣牮 霉 钳 
~ JIl1．与 品牌 

建设带来的增值 ／ 中心店镇 
生 态、有 机高 峰 ／ 未来的大 
种 植 畸产 业多 元 

．／ ‘ 化发展策略带来 增值 
研 发带 来产 品 ／ ’ 一 ⋯ 一 ⋯  增 值 

／ ‘ ⋯一⋯⋯⋯ ⋯一一⋯一 
⋯ ⋯ ⋯  

研 发 种植 加工 物 流 

图7 产业链延伸的价值增长 

图 8 山东邹城中心店镇草莓产业链构建 

从草莓产业本身的特点角度。草莓产业是一个 

易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草莓产业向加工制 

造业延伸，可以发展草莓食品加工业；向旅游业衍 

生，可以发展以草莓为对象的休闲观光旅游业。根 

据中心店镇的草莓种植面积以设所属的位置和资源 

禀赋．中心店镇草莓产业结合高效产业园区(草莓 

主题公园)和园区北边的旅游山地，通过扩展草莓 

产业链条，草莓产业将成为中心店镇农业休闲、观光 

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邹城市旅游产 

业的大发展。 

产业链是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是农业产业 

体系构建的重要抓手。产业链的延伸和构建，有利 

于增强农业生产主体和涉农企业钧竞争能力。另 

外，农业产业链的构筑把产品的价值增值回馈给农 

业生产者，有利于增加农民的lI叟人，推动农业产业结 

构的转型。农业产业链的延律。提高农业组织服务 

体系，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在新型城镇 

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同时．农业产业链能够链接农 

业生产、农村社会与城镶秘城市化发展，是统筹城乡 

发展的重要组成。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路径指向 

上，产业链的完善和延伸将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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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一，中国的农业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 

成部分。通过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堆肥、自然灌 

溉、间作栽培等传统农业工程和技术，农业生产的物 

质与能量在农业系统内部转换。同时。生产的资源 

循环与生态性也会在生活上得到充分体现。农业生 

产方式、社会活动方式、生活习俗以及形成的一系列 

传统农业工程和技术精华 ，共同组成了农业生态文 

明。随着人口的刚性增长和科技革命．中国传统的 

农业生态文明体系也被打破，在追求高产出目标和 

工业文明的推动下．农业的工业化进程使得农业发 

展背离了生态文明的轨道，也给社会经济健康、可持 

续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然而，在工业持续发展、 

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科技革命持续深入的新形势 

下，农业发展和农业生态文明的构建需要立足新视 

角。农业回归生态文明的路径是在传承和发扬传统 

精华的同时，吸收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所创造 

的文明成果．农业生产在运用高新科技的同时。遵循 

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生态原则，构建农业生产与 

自然相协调、与社会文明发展相协调的和谐 、共荣发 

展体系。 

未来中国农业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不仅仅应关 

注产品产量，更关注质量、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环境 

友好。可持续发展是摆在中国未来农业发展道路上 

的唯一选择。 

6 展望 

农业发展面临瓶颈、农村社会亟待转型、农民群 

体需要发展等“旧账”是中国农业发展需要直面的 

主要问题。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和大背 

景下．中国的农业不可能与之独立，而城镇化发展更 

离不开农业升级和农村社会转型。通过区域农业产 

业规划的长期探索，展望未来，我们可以发现，当前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是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社会变革、农业产业升级需求、产业体系构建、 

产业链条延伸及生态农业战略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 

的综合路径选择。这其中，每一项制度改革和安排 

都是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路径和方向的探索。鉴于 

影响因素的负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突 

出。这种路径的选择和改革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存 

在较大冲突的。但是，存在冲突并不代表是错误的， 

大产业体系的架构、产业链的延伸和物质大循环下 

的生态农业战略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趋势，也是支撑 

更高层次的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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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we summarize the trends of China 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path it goes in 

future．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from Shand0ng
， Hebei and Jiangxi Pr0v． 

ince，five trends of Chin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re figured out：rural land reform
， 1"11ra1 s0cial transformation． 

establish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form and the strategY of ecologica1 agricu1． 

ture·The result SHOWS the bonus of rural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for land use in rural aI℃as disappears slowl
v and 

that land reform  and new operating organization found for agriculture shall make a significant effect for rural industry 

a“d agricultural product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 To build a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is the basic strategv f0r 

the future，and the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chain is the basis of this industrial system c0nstruction
． For new s()cial 

environment,the ecol0gical agriculture strategy is the main carrier for implementing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nd also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China s agricu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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