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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发展湖南外向农业的新思路 

陈 娟, 张战泓, 杨 晓, 郑 冰 

(湖南省蔬菜研究所, 湖南长沙 410125) 

摘 要:分析了湖南外向农业发展的国际国内机遇及面临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外向农业是湖南农业发展的战略思

想。发展湖南外向农业必须紧紧依靠科学技术, 尤其是依靠现代高新技术, 改革旧的经营体制, 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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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外向农业的发展现状 

1 .1  国内的机遇和挑战 

1.1.1  国内良好环境为大发展提供了机遇, 创造了条件  

党的“十六大”提出, 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 从宏观上为外向农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国家正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 湖南地处中西部前沿,国家对地区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和部署以及对中西部地区的重点支持, 

是湖南发展外向农业的好机遇。 

1.1.2  湖南面临兄弟省市的市场挑战  

在外向经营活动中, 湖南与沿海省、市相比, 在地理位置、外向基础、经济实力和竞争水平等方面, 还处于不利地位, 这

对湖南的外向农业发展是个挑战。不过若运筹得当, 措施有力, 便可以化不利为有利, 化相克为相长。 

1 .2  国际机遇 

1.2.1  各国竞相与中国经济交往  

国际机遇集中表现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期望与中国开展多方面、多形式的贸易和交流合作。中国是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的大国, 经济日益强大, 正处在向现代化过渡之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之下, 中国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 确是前景广阔的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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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世界农业贸易发展呈日益增长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世界人口的增长和各区域、国家之间农业产量不平衡, 各国通过贸易调剂, 相互依赖的关系日

益密切。据资料, 在全球范围内, 农产品贸易的长期增长率显著高于产量的增长率。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生活改善, 以及经济

发展与收入提高,农产品国际贸易必将进一步增长。 

1 .2 .3  世界农业科技发展不断创新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都在制定实施新的农业科技发展战略。世界生产要素重

组和经济结构变化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外向经济带来了好机遇, 这种调整为湖南提供了发展外向农业的好时机。 

1 .3  湖南自身的有利条件 

1.3.1  外向农业有较好基础  

湖南农业基础相对较好, 有一定优势和特色, 为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 全省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农产品

出口生产基地, 对外出口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02 个。 

1.3.2  湖南自然资源丰富, 有较大的地理区位优势  

湖南位于中亚热带湿润季候区, 四季分明, 水热资源丰沛, 全省地势地貌错综复杂, 山丘平原错落有致, 为造就湖南农业

生物分布及其产品多样化、特色化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 

1.3.3  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较好基础  

有些科学技术领域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地位。 

1.3.4  对外开放政策及环境较好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在对外开放、发展国际贸易和合作交流等方面已出台了一系列开放政策, 初步改革了外贸体制, 特别是

几年前省委、省政府就已确立了湖南经济建设的“开放带动” 战略, 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农业是基础产业, 是湖南的支柱

产业, “开放带动”战略的推行和实施, 无疑为湖南外向农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  当前发展湖南外向农业存在的问题 

2.1  国际挑战 

2.1.1  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贸易带来冲击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给诸多国家, 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诸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损失。危机对包括湖南在内的中国经济也

产生了不良影响。但从世界竞争角度看, 这场危机也削弱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 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 相对而言, 危机对中

国影响要小得多。湖南应该抓住机会, 增强外向农业的实力, 提高竞争力, 抢占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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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国际竞争的严重挑战  

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相比, 湖南因实力弱、素质差, 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 交换价值不高。例如,

湖南苎麻产量占世界总产的40 %以上, 但因纤维支数低, 特别是加工技术跟不上, 加工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很难与巴西、菲

律宾、韩国等国竞争。 

2.2  省际间竞争国际市场日益激烈 

湖南省虽是农业大省, 但是从总体上看, 湖南省农业生产水平不容乐观。以1996 年相比较, 湖南省除个别农产品排位较高

之外, 其它在全国居中位或中上位, 有的居下位。 

2.3  本省主要制约因素 

外向农业大发展来自湖南自身的制约因素, 主要是农业素质不强, 综合生产力不高。农产品后处理及其精深加工基础十分

薄弱, 技术落后, 是制约湖南外向农业、食品工业及产品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落后的根源在于严重缺乏高素质的专业科技人

才, 在于未能形成学科专业配套、协调发展的农产品加工科学技术体系。乡镇企业在发展外向农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而湖南乡

镇企业水平尚停留在初级阶段, 能够担负起外向龙头的乡镇企业极少。农业投资太少, 资金严重短缺, 相当多的应配套资金未

能到位;企业效益低, 农业效益及农民收入低。 

3  发展湖南外向农业的对策和新思路 

3 .1  依靠高新技术, 促进外向农业健康稳步发展 

发展湖南外向农业要从省情出发, 找出并抓住实现大发展的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就是紧紧依靠科学技术, 尤其是依靠高

新技术。换言之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及高新技术改造湖南的外向农业, 大力提高综合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 建立适应外向农业

发展规律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 以及适应国际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现代经营体制, 形成在世界具有强大竞争力, 能

够持续稳定、内外发展协调的一流外向农业产业体系。 

3 .1 .1  依靠高新技术, 不断创新, 改造外向传统农业  

以生物、电子、信息、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现代科学技术为标志的当代高新技术日新月异, 其中尤以生物技术、信息

技术、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与农业最为紧密, 其经济社会功能和作用达到空前程度,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和财富, 使过去无法实现

的理想成为事实。突飞猛进的当代高新技术及其向农业的渗透和转移, 孕育了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为改革传统的农业技术奠定

了科学技术基础。勿庸置疑, 随着高新技术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 必将引起农业的产业革命, 使农业生产力发生革

命性飞跃。湖南外向农业之所以素质和水平不高, 竞争力不强,归根结底是外向农业的科学技术素质和水平不高,尚停留在传统

技术上, 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因此,依靠现代科学技术, 尤其是高新技术改造外向传统农业, 赶上发达国家水平, 是湖南实现

外向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3 .1 .2  大力发展现代高新技术, 改造和武装外向农业的科技生产经营体系  

外向农业是一个由科技、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构成的开放性大系统, 它们相应形成了相互有机联系的活动体系, 即外向

农业的科学技术体系、生态体系、生产体系、决策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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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就是要以现代科学技术尤其要以现代生物技术、工程技术改造农林牧渔(水产)业传统技术和落后的

农产品加工技术。要大力从国外引进适用的高新技术, 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要配置具有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对引进技术

加以消化、吸收、创新, 转化为自己的高技术产业, 在引进和转化中发展壮大湖南的农业高新技术体系。 

外向农业生态体系的目标是在高功能、高生产力水平下保持系统的稳定和能流、物流、信息流的平衡。外向农业生产体系

的目标是在高生产力水平下实现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生产体系建设的关键是按现代科学技术要求, 建成高标准、

适应外向的初级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专业化商品生产基地。 

高素质外向人员是各类外向农业体系的主体,是决定性因素。因此, 以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培养和武装各类农业外向人员, 

造就一支适应国际竞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农业队伍, 是外向农业发展是否成功的关键。 

3 .2  扬长避短、突出重点, 制定外向农业的发展规划 

大力发展湖南外向农业, 必须根据省情国情和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来制定发展规划。为此, 要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

定为指导, 从省情出发,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要面向世界, 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以现代科学技

术尤其是高新技术为先导、为动力;要起点高, 上档次、上水平;要扬长避短, 突出重点, 高瞻远瞩。规划要实行内外市场结合

的策略, 即在面向国际市场为主的同时, 也要面向国内市场, 达到内外相联, 以外带内, 以内促外, 协调发展的要求。 

3 .3  深化改革, 改善宏观环境, 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3 .3 .1  深化农村改革及外向农业经营体制改革  

分散的农民要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以全新方式自愿组织起来, 走合作经营道路。在市场经济下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共同富裕。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切实做到政企彻底分开。应鼓励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外贸体制, 尤其是要支持农民合作性质

的外向农业组织, 承认其法律地位, 从政策、投入等方面予以扶持, 促使其壮大和发展。 

3 .3 .2  改善外向农业的宏观环境  

一是加强农村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制定有利于农业外向活动及其国际合作交流的配套优惠政策；

三是增加政府投入和金融信贷, 尤其是基础性、开发性国际项目, 投资和配套资金要到位。 

3 .3 .3  外向农业要走产业化经营道路  

即要实行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生产, 一体化经营, 企业化管理,产供销、贸工农要一体化,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要一条龙, 企

业、实体、基地、农民要结成相互依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要建立协调有力的运行机制, 其核心是利益

的合理分配, 尤其要保障农民利益的合理回报, 这是产业化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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