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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湖北农业产业、 

产品结构保持湖北经济可持续发展 

韦 鸿 

(长江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5) 

摘要:利用近几年的湖北统计数据分析了湖北省农业产业结构和各地市州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演变情况, 并根据每

资本收益的情况提出了湖北省农业产业结构和各地、市州农业产业和产品的调整方向, 通过调整能使农业收益增加, 农业结构

优化, 保证湖北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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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业产业、产品结构不断合理调整是湖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保证湖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

如何调整湖北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湖北农业产业结构现状。 

1 湖北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现状及调整方向 

1.1 湖北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现状 

图1是1980年以来湖北农业产业结构变化图[ 1] 。本图是按产值变化计算的, 没有剔除物价的影响, 因为物价变化对工农

产品影响比较大, 对农产品内部的不同种类影响不是很大。 

图1中, 1980年湖北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依次是68.14%、7.67%、18.21%和1.54%(四者占

比的和不等于100%, 系统计年鉴的数字导致)。到2004年, 湖北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54.36%, 林业下降到

1.87%, 而渔业和牧业分别上升到12.13%、30.35%。因此, 总体上看, 从1980年以来, 湖北渔业和牧业发展快于农业和林业, 这

就是1980 年以来湖北农、林、牧、渔业的产业结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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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 

按经济学理论, 当农、林、牧、渔各业的边际资本收益值相等时, 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不能再增加农业收益, 此时的产业结

构为农业最佳产业结构。但当农、林、牧、渔各业的边际资本收益值不相等时, 就可以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增加农业收益。目

前我省农业产业结构是否达到最优? 以及如何调整我省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业总收益? 关键是计算农、林、牧、渔各业的边际

资本收益。我们可以用各业的增加值除以各业的中间消耗作为每资本投资收益, 计算2002 ～ 2005 年的各业的值如表1(表中计

算的每资本收益包括农民的劳动收益) 

表1 2002 ～ 2005年湖北农、林、牧、渔各业的每单位资本收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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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看出, 近几年湖北省渔业每资本收益最高, 其次是农业。扩大渔业投资规模可增加湖北农业的总收益, 其次是扩大

农业生产规模。湖北牧业每资本收益虽然没有农业每资本收益高, 但近几年牧业每资本收益是递增的, 农业、林业和渔业每资

本收益则都是递减的(2005 年弱有递增),说明湖北牧业也有发展潜力。湖北牧业发展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湖北的堤、坡较多, 适

合小规模发展牧业。 

2 湖北各市、州农业产业、产品结构及调整方向 

2.1 湖北各市、州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及调整方向 

各地市州农业每资本平均收益见表2, 4年始终排在全省平均值前列的是武汉市、黄冈市、天门市、黄石市、潜江市、仙桃

市、恩施自治州、宜昌市、咸宁市、荆门市等市州。而随州市、鄂州市两市农业的每资本平均收益值始终排在全省平均值的后

列。十堰市、荆州市、襄樊市、神农架林区等地的农业每资本收益值在全省平均值左右徘徊。上述结果表明随州市、鄂州市两

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减少农业规模,十堰市、荆州市、襄樊市、神农架林区等地保持农业现有规模, 剩下的其它地市州都

可以适当地增加农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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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业上看, 2002 ～ 2005年全省各地市州林业每资本平均收益差距较大, 每资本收益值4年始终排在全省平均值前列的是

黄冈市、荆门市、黄石市、咸宁市、随州市, 始终排在后列的是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十堰市、鄂州市、襄樊市、孝感市, 

在全省平均值左右徘徊的有荆州市、武汉市、神农架林区、恩施自治州。表明我省黄冈市、荆门市、黄石市、咸宁市、随州市

等地的林业发展潜力还较大, 其它地方的林业发展潜力已不大。 

从牧业上看, 2002 ～ 2005 年随州市、恩施自治州、天门市、神农架林区四地的牧业每资本收益值4年始终排在全省平均

值前列, 说明这四地的牧业还有发展潜力, 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 这四地可以扩大牧业的发展规模。排在全省平均值左右的

有武汉市、孝感市、天门市、孝感市、荆州市、宜昌市, 这些地方可以保持现有规模, 而仙桃市、荆门市、潜江市、黄石市、

襄樊市、咸宁市等地可适当减少牧业生产规模。 

从渔业上看, 2002 ～ 2005年随州市、黄石市、仙桃市、潜江市、武汉市、黄冈市、咸宁市、鄂州市、十堰市、天门市等

地的渔业每资本收益值4年都排在全省平均值前列, 说明这些地方的渔业发展规模还可以扩大。而恩施自治州、荆门市、宜昌市、

孝感市、荆州市、襄樊市等地的渔业生产可以适当保持或减少现有规模。 

2.2 湖北各地市州的主要农产品结构现状及调整方向 

本文选取了2001 ～ 2005年湖北各地市州平均每年农产品人均产量作为分析对象来分析各地农产品的生产优势, 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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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 可知, 2001 ～ 2005 年每年全省人均出栏肉猪 

0.49头, 其中宜昌市、襄樊市、鄂州市、荆门市、恩施自治州、天门市、神农架林区超过全省平均值, 荆州市与全省平均

值持平, 其它地市州的年人均出栏肉猪低于全省平均值。 

从人均年内出栏羊的情况看, 宜昌市、十堰市、襄樊市、荆门市、随州市、恩施自治州、神农架林区超过全省平均值的, 其

它地市州的人均值低于全省平均值。 

从人均年内出栏的禽类数量看, 超过全省平均值的地市州有武汉市、襄樊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随州市、仙桃市、

天门市, 其它地市州的年人均出栏禽类的数量低于全省平均值。 

从人均年内禽蛋产量看, 超过全省平均数的地市州有武汉市、襄樊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随州市、天门市、潜江

市, 荆州市与全省平均值持平, 其它地市州的年人均出栏禽蛋产量低于全省平均值。 

从人均年内养殖水产品产量来看, 超过全省平均值的地市州有武汉市、荆州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仙桃市、天门

市、潜江市, 其它地市州的年人均水产品产量低于全省平均值。 

经过分析得出:我省农业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宜昌市、襄樊市、鄂州市、荆门市、恩施自治州、天门市、神农架林区加

大肉猪生产的投入, 逐步走向规模经营、特色经营;宜昌市、十堰市、襄樊市、荆门市、随州市、恩施自治州、神农架林区加强

羊的养殖;加强禽类产品养殖的地区是武汉市、襄樊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随州市、仙桃市、天门市;加强水产品生产

的地市州是荆州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和武汉市。 

2.3 湖北各地市州的主要土特产品结构现状及调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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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主要土特产品也应该选取一段时间的数据为分析对象, 但查阅199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 其结构变化不大, 因此为了节

约篇幅, 本文选取了2005 年湖北各地市州主要土特产品产量情况为分析对象, 详见表4。 

 

 

从表4中可知, 茶叶生产量比较大的地区是宜昌市、黄冈市、咸宁市、恩施自治州；蚕茧生产量比较大的是宜昌市、襄樊市、

黄冈市；桃子产量比较大的地方是襄樊市、荆门市、孝感市、随州市;柑橘生产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宜昌市、荆州市、十堰市、荆

门市；黑木耳生产量比较大的地方是随州市、襄樊市。 

根据经济学的规模效益原则和已有的生产技术分布, 我省在土特产品生产上应该扶持那些已有一定生产规模、技术较成熟

的地方, 逐步形成各种土特产品生产基地。根据上文的分析, 扶持的方向是:茶叶基地:宜昌市、黄冈市、咸宁市,恩施自治州；

蚕茧基地:宜昌市、襄樊市、黄冈市;桃子生产基地:襄樊市、荆门市、孝感市、随州市；柑橘生产基地:宜昌市、荆州市、十堰

市、荆门市；黑木耳生产基地:随州市、襄樊市。 

3 保持湖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思路 

湖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根据上文分析, 为了打好湖北经济的基础——— 农业, 保证湖北经济后进有力, 需要调整湖北

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结构, 调整的基本方向是:从全省来看, 首先是加大渔业生产的投入, 其次是扩大种植业。牧业根据各地自身

资源特点鼓励发展, 不必追求规模效应。从地区来看, 各地区应重点发展的产业及产品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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