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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服务业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以浙江省为例 

叶佳语 

( 浙江海洋学院，浙江舟山 316022) 

【摘要】浙江现代农业服务业在信息服务、农产品物流、农业旅游、农业保险等领域得到长足发展，但也存在

农业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产业中占有比重较低、农业服务业发展结构失衡等主要问题。其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基础

和服务业内部发展不协调及农业服务业发展体制不完善两方面。从农业的多功能性的视角出发，提出促进浙江农业

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优化浙江农业服务业的结构体系、完善公益性服务网络建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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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服务业的内涵与体系 

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的市场化水平与现代化水平，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浙江省发展农业服务业，对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浙江省经济产业转型及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1 农业服务业的内涵  

2010 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中对农村服务业的论述，提出农村服务业的概念。指出现代农业服务业是在传统农业服

务业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服务业，是现代化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交叉产业，主要用于农业再生产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节，

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形态、管理方法、多层次多环节发展的重要产业链。 

农业服务业按照功能性可以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一个为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

的产业，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包括农业科学研究技术、农业交通运输、物流，农村仓储，农业邮政及传输等; 农业生活性服务

业是农业服务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农业中直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服务行业，包括农产品的贸易流通、农业旅行等。 

1． 2 农业服务业的体系  

2010 年 8 月，国家现代农业科技部门提出了“一城、多园、五中心”的现代农业服务业构建目标。“一城”主要指在建设

中将“城”与“园”统筹设计，全面推进，形成集高端服务、总部经济研究发现、产业链创新、先导示范功能为一体的农业科

技城。“多园”是指在农业科技城内建立一些鲜明特色、专业性、辐射面广的科学技术，使之与服务业密切合作，形成现代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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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高端特色园区。“五中心”主要是指农业科技网络推广服务、农业科技金融服务、农业科技创新产业链促进、良种创制与种

业交易、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交流等五大中心。“一城、多园、五中心”科学地构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的产业体系，将有效地拓展

农业产业的纵向发展，可以使农业服务业生产更加专业化、产业化。 

2 浙江农业服务业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2． 1 现状分析 

2． 1． 1 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发展。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农业的机械化发展落后，农业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取得大的发展。

2014 年浙江省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将要超过 2 460 万 k W，这也就意味着可耕地达到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为 1 335 k W/hm2，居

全国第三位。 

2． 1． 2 农业信息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浙江省于“十三五”时期提出了“四化同步发展”的发展战略，“四化同步发展战略”指把工业化的速度、信息化的程度、

城镇化的质量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效率四部分进行统一规划，形成科学性发展、持续性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布局。应以提高“三

农”信息化应用水平为中心点，加强农村公共信息服务建设，深化现代农业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提高农业电子商务应用水平，

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2． 1． 3 农产品的物流配送系统初步形成。 

浙江省农产品全国配送体系的建立，构建了浙江省农产品物流体系，加快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有效地降低了物流成本。 

2． 1． 4 农业旅游与农业保险得到发展。 

农业旅游服务与保险服务也是农业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根据《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2014 － 2017) 》，大

力建设休闲旅游度假区，大力发展农业观光旅游，先后开展了创建全国农业旅游基地示范点、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的工作等。形

成了以奉化滕头村、浙江传化农业高科技园示范区、舟山沈家门鱼港等多家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同时，农业保险服务业也开

始起步，逐步完善保险经济补偿制。 

2． 1． 5 农产品流通、物流体系的发展。 

一方面要加快电子商务的建设完善，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多种渠道降低运输成本。 

2． 1． 6 农业观光旅游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中，农村观光旅游以“农家乐”为主打产品，推进“农家乐”向标准化服务、品牌化经营方向发展，同一时间推进了餐

饮居住业、服务业的发展。通过浙江省旅游局，农业局的积极引导，浙江省先后举办了创建全国农业旅游基地示范点、休闲渔

业示范基地的工作等。形成了以奉化滕头村、浙江传化农业高科技园示范区、舟山沈家门鱼港等多家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 

2． 2 浙江农业服务业问题与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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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农业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产业中占有比重较低。 

特别是这些年以来，浙江省制造工业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条件下，浙江省更加忽略了农业服务业的

发展，农业服务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支持。原因是，近几年来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价格的上升、出口产品贸易壁垒的

加重等，使得浙江出口行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需要经济转型升级，来为农业服务业发展创造一个良机。 

2． 2． 2 农业服务业结构发展失去平衡。 

2014 年浙江省服务业行业增加值为 1． 9 万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 7 万亿元，网络零售额 5 642 亿元，金融

业 2 934 亿元，房地产业为 1 221． 02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 517 亿元，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 516． 4 亿

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测行业 185． 04 亿元，水利设施、环境设施和公共管理设施业 87． 63 亿元。这些数字表

明，浙江社会零售业、电子商务、金融行业发展相对较快，而第三产业中的其他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行业、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测、科学技术研究、公共设施管理业等相对滞后。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因为政府相关政策、经济基础

及农业服务业内部发展等几个方面的不协调，一部分农业服务业行业发展较快，而其余一部分农业服务业行业则发展缓慢。二

是农业服务业发展体制的不完善，使得农业服务业盈利能力较低，需要更加完善的体制支持。但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使

得公平的市场秩序难以形成。 

3 浙江农业服务业发展对策思考 

从浙江省经济在全国的比重来说，农业服务业水平明显偏低，浙江农业服务业在全国来说没有任何优势，浙江农业服务业

应遵循效率收益优先的前提、一步一步做强做大农林牧副渔等服务业产业。 

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1) 从农业的多功能视角出发，重视农业服务业的作用，促进浙江省农业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指农业中

的农产品不仅拥有生产和供应、取得经济收入的功能，还具有生态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等多种类型的功能。而我们重视农业的

多功能性，不仅对于浙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有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浙江经济结构的优化。 

( 2) 要建立完善的市场化经济体制，优化浙江省农业服务业的结构体系，以专业化分工、大规模生产服务来降低农业服务

业成本，提高农业服务业效益，使农业服务业成为浙江农业现代化的最重要推动力。 

( 3) 要多加以运用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建立健全多功能互联网平台，完善公益性服务网络的建设，壮大浙江农业服务业行

业的发展。浙江农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农村、乡镇，这里信息滞后，影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信息鸿沟都可以随着农

村网络化及“农民信箱”这样的方式弥补。目前来看，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创新机制，逐步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为农业科技

信息化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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