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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毛南族聚居在我国西南欠发达的喀斯特生态脆弱地区，目前该民族

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存在发展理念落后、经营规模小、科技支撑力度弱、产业链条短

、社会化服务缺乏等诸多问题，文章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该地区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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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

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很不平衡，据测算，2008 年我国东部地区农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平均指数已经达到 0.58，而中部和西部分别只有 0.41 和 0.33；北京、

上海等综合发展指数已经达到 0.7 以上，接近了农业现代化的成熟阶段；而排名全国综合发展

指数最末位的贵州只有 0.31，处在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我们认为，欠发达的西部民族地

区农业现代化发展严重滞后，不仅严重制约和影响了该民族地区农民增收致富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进程，严重制约和影响了该民族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同时还影响和延缓了

全国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为此，本文以贵州毛南族地区为例，分析欠发

达的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快推进该民族地区农业现

代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欠发达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内涵宽泛而动态变化的概念，一般泛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

程和手段，其总体思路和基本要求如同 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所阐述：要用现代物质条件

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

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

，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从国外经

验和我国国情来综合分析，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应当包括建设一个发

达的农业市场、一个富裕的农村和一个良好的环境，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农业生产

手段的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和设施化，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和先

进耕作技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农业经营管理方

式的企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传统农业劳动者转化为新型农民即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以及

农业人口大幅减少、农民生活富裕和农村城市化等。 

贵州毛南族是国家确定重点扶持的 22 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的平塘、惠水和独山等 3 个县的 6 个乡镇 46 个行政村，2004 年末总人口为 30514 人，

其中 26379 人聚居在平塘县境内。五年来，贵州省各级政府狠抓《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 年)》的贯彻落实，对贵州毛南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

等各方面帮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根据我们对贵州毛南族聚居的 3 县 6 乡镇 20 多个村寨

的调查发现，其农业现代化落后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 

1、农民接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科学技术素养，发展理念落后，没有转化为新型农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贵州毛南族聚居区的教育事业虽然得到较快发展，但是与全省

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仍然非常落后。2009 年 9 月底，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适龄儿童入学率

为 98.6％，13—15 周岁人口入学率 96.4％，17 周岁人口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 86.3％。其科

学技术普及和推广更为落后，农业机械的使用和农业先进生产经营方法如良种良法运用都比较

少，现代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由于受到大山封闭、接受教育程度低等限制，贵州毛南族群众传

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至今相当一部分毛南族农村居民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和等、靠、

要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营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等现代意识十分淡薄，缺乏思

变求富和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发展理念及其内生动力，农民远远没有转化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这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落后的根本原因。 

2、土地石漠化严重，人均可耕地少，土地流转滞后，种养业大多沿用家庭小规模分散经

营，产业化水平低 

贵州是我国喀斯特地貌集中分布的几何中心，而贵州毛南族聚居的平塘县、独山县等被列

为 100 个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县。1992 年出版的《平塘县志》记载：平塘县毛南族聚居

区人口多田土少，1987 年毛南族聚居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640.32m2，低于全县人均数

673.67m2，而且其中一部分土地又是陡坡和碛地。独山县毛南族聚居的羊风乡 2007 年人均耕

地面积只有 546.94m2；惠水县毛南族聚居的高镇及和平两镇 7 个村 2004 年人均耕地只有

366.85m2。由于土地流转滞后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等原因，目前 90％左右的贵州毛南

族家庭农业生产仍然沿用传统的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化和农产品商品率都非常低。 

3、生产工具落后，农业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滞后，科技支撑力度弱，集约化程度低 

长期以来，贵州毛南族社会经济处在古代农业即传统农业的发展阶段，至今农业生产工具

还普遍采用脚踏犁和牛拉铧犁，以人畜操作为主，极少运用农业机械耕作，设施农业发展十分

缓幔。农业生产技术大多凭经验技术，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农田水利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

农业技术都较少应用。由于县乡农业科技人才缺乏，农业科学技术普及和推广相对落后，农民

发展种养殖业普遍缺少技术和农技人员的指导，农业产业化经营由于缺少科学技术支撑而发展

缓慢，农业生产广种薄收和“靠天吃饭”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4、没有建立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缺少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 

近年来，贵州毛南族地区虽然成立了一些农业专业协会，如茶叶协会、烤烟协会等，但它

们不是真正意义上具备企业性质的能发挥作用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农

业专业协会多数有名无实，而实行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家庭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

，农民在农业收益分配中大多无话语权。目前贵州毛南族聚居的 3 县 6 个乡镇中除了 1 个小型



粮油加工企业和 1 个小酒厂以外，几乎没有像样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尤其缺少龙头企业的带动

和孵化，农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 

5、农业社会化服务落后，没有形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贵州毛南族地区农村居民甚至是乡村干部普遍反映：农业产前很难找到优良的种子和其他

生产资料，即便买到也是质量低劣或者价格昂贵；农业产中普遍缺少种养技术和疫病防治技术

，缺乏农业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与服务；农业产后普遍存在产品销售难或者卖价低，缺少产品

保鲜、包装、加工、运输和销售渠道等。目前，欠发达民族地区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

疫病防控等公共服务机构力量薄弱，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形成，缺少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和农产品营销网

络。 

6、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均收入水平低，贫困问题突出，农村城市化缓慢 

目前，贵州毛南族聚居区产业结构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乡镇二、三产业十分落后，绝大

多数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

大的省份，贵州毛南族聚居的平塘县、独山县被列为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2004 年贵州毛南

族聚居的 6 个乡镇 46 个行政村 30514 人口中，就有 3 个贫困乡镇、30 个贫困村和 6140 多贫

困人口。2009 年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农民人均纯收入 3026 元，基本达到贵州省农民收入的平

均水平(贵州省农民人均收入当年位居全国末位)，但是大大低于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5153

元的平均水平。 

 

二、加快欠发达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依据对贵州毛南族聚居 3 县 6 乡镇的 20 多个村寨的调查，结合上述对贵州毛南族地区农

业现代化存在问题的剖析，我们认为要加快欠发达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急需做好以下几

方面的工作。 

1、从教育培训和科技普及入手，加快转变人的发展理念，尽快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 

知是行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

本动力，“日本模式”就是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范例。针对贵州毛南族地区的实

际情况，按照国家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农民的新要求，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下大力

气发展贵州毛南族地区的义务教育、双语教学和职业技术教育，加大对农民开展农业现代化经

营和农业科学技术培训的力度，帮助贵州毛南族群众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实行农业现代化

经营的发展理念，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 

2、加快石漠化综合治理，加快推行土地流转政策和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鼓励发展种养

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2008 年 9 月 30 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时指出：“要根据农民的意愿

，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据此，要加快贵州毛南族

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就必须加快喀斯特石漠化综合治理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而要实行

适度规模经营就需要加快推行土地流转政策。县乡政府一方面要鼓励、引导本地和外地能人发

展种养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走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快工业化

和城镇化发展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3、加快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农业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提高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学

化水平，以科技进步助推农业现代化发展 

欠发达民族地区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快农业的科技进步。贵州毛南

族地区应当在优先发展教育和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下大力气培养和引进农业科技

人才；通过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来大力普及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让农民掌握一两门实用的

农业技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农机补贴等有效措施，鼓励农民推广使用适宜山地作业的农业

机械、设施农业、良种良法和信息技术等，以科技进步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4、以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 

欠发达的贵州毛南族地区农业现代化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工业化的带动和孵化。要

加快该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应当贯彻落实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相关政策措施：推

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

模化、集约化。为此，各级政府尤其是贵州毛南族聚居的县乡政府要强化政府推动和政策引导

，通过大力招商引资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尤其要通过扶持农产品龙头企业来带动和孵化种养

殖业的规模化经营，以此延长农业产业链，尽快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5、建立真正意义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构建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针对贵州毛南族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落后的实际情况，要尽快建立健全以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以农民经纪人为中介、以乡镇政府推动和涉农企业带动相结合的

产前、产中和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合作各方分工协作、互利共赢。乡镇政府应当鼓励有

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农、工、贸或供、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使其逐步发展成为现

代家庭大农场和农业股份公司，而农业股份公司和家庭大农场今后或许会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农

业的两大经营组织形式。 

6、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加快发展乡村工业和小城镇，加大农村城市化发展步伐 

贫困问题是贵州毛南族地区最大的民生问题，要解决民生问题和发展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从

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抢抓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继续加大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各方面资金对贵州毛南族的扶持力度，通过产业带动、项

目扶贫、对口帮扶和整村推进等方式，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在加快贵州毛南族地区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加快乡村工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加大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步

伐，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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