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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重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特征及问题研究 

邓吉敏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401147) 

【摘 要】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农业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现代农业内涵不断

拓展，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发展。2016年以来，重庆市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不

断深化农业农村综合性改革，加快发展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农业农村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但也存在仔猪高价位抑制

了补栏积极性、部分地区农作物病虫害发生仍然偏重、制约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依然较多等问题。建议加强作

物田间管理及灾害性防范，稳定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创新农村商业模式;推进特色产业链建设，促进

农民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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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农业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现代农业的内涵不断拓展，农业产业链

条不断延伸，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发展。2016 年以来，在重庆市农业农村政策强力支撑下，重庆市农业农村经济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一季度，重庆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35.66 亿元，同比增长 3.7%;实现农业增加值 147.98 亿元，同比增长 3.9%，较

上年同期提高 0.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3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44元，同比

增长 11.5%，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2.60，比上年同期缩小 0.0601 

1.当前重庆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特点 

1.1农业生产形势总体较好 

2016年重庆市气候适宜，农作物长势良好，种养殖业发展势头较好。 

1.1.1粮油生产基本稳定 

春耕春播有序开展，预计重庆市大春粮食播种面积 172.2 万 hm
2
，同比减少 1.5%，主要是 2016 年国家开始启动实施种植业

结构调整规划，稳定水稻和小麦生产，适当调减非优势区玉米种植。小春作物进入收获阶段，目前油菜收获完毕，小麦处于乳

熟-收获期。大春作物苗情稳定，长势良好，中稻处于返青期，玉米处于七叶期。 

1.1.2生猪、家禽养殖保持平稳，以牛、羊为主的草食 

牲畜养殖延续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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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出栏家禽、牛、羊分别为 7491.9万只、10.5万头、84.2 万只，同比分别增长 4.2%,5.3%,9.7%;出栏生猪 547.4万头，

下降 5.9%。 

1.1.3蔬菜产量稳定增长 

2-4月重庆市蔬菜处于冬春蔬菜生产交替期，5月份开始进入地产蔬菜采收高峰期，蔬菜生产呈现上市品种和数量双增的格

局。 

1.2农民就业和收入平稳增长 

2016 年以来，农民工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随着重庆市特色效益农业深入推进，回乡创业积极性较往年提高。据调查，2016

年春节市外返乡过年农民工大部分已再次外出务工，约有 30万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其中，

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 12.3%，较上年同期回落 1.7个百分点，主要是一季度多数农民工返乡过节，加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水平增长难度加大。经营净收入同比增长 8.9%，较上年同期增加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春节节日效应带动

供需结构发生变化，蔬菜、生猪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带动经营性收入增加;但同时由于一季度正值春耕生产，在土作物也

正值生产发育期，种植业以费用投入为主，除部分设施农业以外，基本上没有实现收入，致使经营净收入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构成中增速最慢。 

1.3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良好 

随着农产品市场逐步完善，乡镇商圈加快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农村商业网点不断增多，农村现代流通体系不断

健全，农民消费支出逐年增加，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1-3月重庆市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95.16 亿元，同比增长 13.8%，较上

年同期提高 0.4个百分点，明显快于城镇消费增速，且差距不断扩大。 

农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生活消费支出稳步提高，教育支出、婚丧嫁娶、住房消费仍是农村家庭的重要消费，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娱乐支出逐年提高。 

同时由于气温回升、阳光明媚、交通条件改善，以及春节、清明、“五一”节日效应带动，重庆市各大乡村旅游片区吸引了

大量市民前往踏青、健身休闲、赏花观光(表 1)，有效促进了农村交通、食宿、购物、娱乐、休闲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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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农业农村投资项目有序推进 

随着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加之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业农村各项投资工作有序推进，但增速有所放缓。1-3月重庆

市第一产业投资累计达 68.43亿元，同比增长 5%，较上年同期回落 3.4个百分点。 

其中，农田水利项目有序推进，2.7万口山坪塘整治、94.56 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及重庆市大中型灌区农田灌溉等

项目加快推进，有效解决了群众饮水难和灌溉难问题。 

美丽乡村加快建设，以完善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为重点的农村投资不断加大，重庆市 20个区县积极开展美

丽乡村社区化建设试点，探索将城镇社区建设管理理念引入农村，构建农业产业结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农业资源环境和农

村社会管理协调发展的农村社会发展新模式。 

1.5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态势良好 

目前，重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态势总体良好，已成农业经济新增长点，不仅缓解了农产品卖难、

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还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优化了农产品供应链。 

目前，重庆秀山、酉阳等 8个县被确定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并在秀山、云阳等建设 15个县级电商服务中心、

1570 个镇村级电商服务点，初步建成包含县级电商公共配送中心、乡镇和村级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站(点)建设的农村电子商务物

流配送体系建设，畅通了双向流通渠道。 

同时，在重庆较为活跃的农产品电商交易平台已超过 100 个，触网销售的农产品多达 500 余类农产品。主要包括淘宝、京

东、苏宁等全国性电商巨头和香满园、亿农加、天农八部等重庆本土平台，基本形成了综合专业互补、市内市外并存、民营国

有共生、大中小并进的多元共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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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农村改革有序推进 

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村信息化助推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创新等重点改革扎实推进，国家级农村综

合改革试点有序开展，农业财政投入股权化改革在 20个区县试点，有效增加了农民的分红收益。通过推行差异化扶持政策，加

大规模经营农户、农民合作社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政策扶持力度，有效调动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积极性。 

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重庆市政府印发《促进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实施方案》，提出从 10 个方面支持返乡农民工创

业。通过梯度转移、产业带动、搬迁安置、医疗救助、教育资助、低保兜底，加快推进重庆市 7个贫困区县摘帽、885个贫困村

销号、60万人脱贫。 

2.当前重庆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仔猪高价位抑制了补栏积极性 

目前，重庆市活肉猪、猪肉价格 19.15元/kg,28.76 元/kg，同比分别增长 56.89%和 39.03%，与此同时仔猪价格也涨至历史

高点，达到 30.12元/kg，同比涨幅达 81.93%，养殖成本大幅提高。即养殖户购买 1头 15kg重的仔猪价格需要 900-1000元，较

2015 年初涨了近 1 倍，鉴于成本方面的考虑，仔猪高价位抑制了补栏积极性，目前养殖户仔猪补栏以自繁自养为主，且补栏较

为谨慎，不少养殖户表示短期内不会考虑较大规模的增加能繁母猪和扩大养殖规模
[1]
。 

重庆市养猪户占农户比重 28.1%，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4.1个百分点。同时，受春节节日效应影响，1,2月重庆市生猪存栏量

持续减少，加之 3 月以来由于补栏成本大幅提高，补栏积极性不高，生猪存栏量增长缓慢，因此短期内猪肉将仍呈供应偏紧格

局，进而支撑猪价高位运行。 

2.2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因素依然较多 

目前，重庆发展农村电商普遍存在的好产品较少、物流配送难、人才寻找难等问题，成为制约农村电商加快发展的瓶颈。 

(1)由于农业发展集聚程度不高，农特产品产业布局小而散，供应量达不到规模，品牌效应不强，能够提供的高质量、高效

益的产品有限。 

(2)由于农村物流网络不发达、配送成本高，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配送难度较大。农村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商品大多数是

要通过物流才能送达到消费者手上，而目前物流公司配送范围很难覆盖大多数村落，加大农村消费者取货的难度;同时网购商品

一旦出现问题，退换货与维修等售后也将难以落实。 

(3)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对新技术、新信息反应迟钝，对电子商务没有足够的信心。而懂得电子商务技术的人才很少愿意

到农村地区服务，使农村电子商务应用人才严重缺乏。 

2.3部分地区农作物病虫害发生仍然偏重 

由于重庆市去冬今春气温偏暖，降雨偏少，多雾天气居多，这种气候条件造成越冬害虫成活率高。截至目前，重庆市小春

作物主要病虫害发生面积 43.25 万 hm
2
(次)，较上年同期增长 1.72%。如小麦条锈病在丰都、綦江、云阳等局部田块最高病叶率

达 100%。小麦赤霉病发生面积较上年同期增长 7.6%忠县局部田块最高病穗率 83.3%。油菜菌核病发生面积较上年同期增长 7.39%，

丰都、撞南、永川局部田块最高病株率 100%。大春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 6.43万 hm
2
(次)，较上年同期减 4.9%，但部分地区病虫



 

5 

害发生较上年偏重。由于 4 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阴雨天气，马铃薯晚疫病在中低山发生面积上年同期增长 39.13%黔江、忠县局部

田块最高病株率 90%。水稻 1代二化螟枯鞘危害开始发生，已在綦江、涪陵、秀山、黔江、石柱、武隆等地见虫。玉米螟开始危

害，发生面积较上年同期增长 4.5%。 

3.促进重庆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建议 

3.1加强管理服务，稳定农业生产 

加强大春作物田间管理，适时追肥、调控好大田湿度，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保证作物良好长势。利用有效降水时

机，继续做好农田水利工程蓄保水，同时加强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性防范。严格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继

续强化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农民种养积极性。 

强化农业生产监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给信息、强化生产信息与市场信息互动作用，强化农机农技深度融合，大力推广以

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为突破口的农业机械化技术，切实解决农业季节性劳动力短缺问题，稳定种植面积，增加产量，提高农业

劳动生产率。继续做好生猪饲养管理，加强疫病防控，稳定生猪价格，以市场手段引导养殖户理性养殖，避免大规模“一窝蜂”

式的补栏、出栏
[2]
 

3.2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创新农村商业模式充分发挥现有市场资源和第三方平台作用，培育多元化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

体。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供销、邮政、快递等各类社会资本加强合作，对接整合优势资源，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推动传统生产、经营主体转型升级，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建立覆盖县、乡、村的电子商务运营网络，构建新型农村日用消

费品流通体系。 

鼓励发展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电子商务，为农民提供优质、实惠、可追溯的农业生产资料。提升农村电子商

务综合服务功能，实现一网多用，缩小城乡居民在商品和服务消费上的差距。提高电子商务扶贫开发水平，提升贫困地区交通

物流、网络通讯等发展水平，增强利用电商创业、就业能力，推动特色农副产品、旅游产品销售，增加贫困户收入。 

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农村道路及农产品产地集配和冷链等设施建设
[3] 

3.3加大农民就业创业扶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结合市场需求，全面落实产业精准扶贫，大力推进七大特色产业链建设，引导城市资本、龙头企业等社会力量建设标准化

产业基地、发展农产品产地加工，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布局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促进农民就业创业，

实现增收致富。 

同时，按照五大功能区产业发展基础和重点，积极引导农民返乡创业发展产业链配套。积极开发创业项目，构建创业服务

体系，通过加大创业融资支持、财政资金引导、减税降费力度，鼓励更多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回乡创业，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 

参考文献: 

[1]虞华，张士洲，原娟娟.供应偏紧格局依旧后市猪价高位调整-2016年 1季度我国生猪生产现状及后期走势分析[J].饲料

广角，2016(5):22-25. 

[2]刘丹.生猪价格“撑杆跳”补栏谨防“一窝峰”[EB/OL].http: //www. feedtrade. com.cn /additive /AJSsupply /2064047. 



 

6 

htm1,2016-04-13. 

[3]孙志平，向志强，何伟.广西发展农村电商助力扶贫和乡村创业[EB/OL].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 

/20160508/3117715c.htm1.2016-O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