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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重庆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唐双福 胡晓群 苟茂海 谭 平 王 骞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401329) 

【摘 要】:从重庆现代农业的发展现状与态势着手，分析影响其核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提升重庆农

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重庆;现代农业;核心竞争力 

当今世界农业竞争的实质是现代农业科技的竞争。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是当前和今后重庆突破资源和市场约束，提升农业竞

争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的支持条件与农业竞争力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农业意义上的竞争力，至少涵盖

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科技创新、新型产业组织、生产要素条件、支持保护水平、新型农村人力资源和产品市场竞争力等。 

农业科技的有效运用影响生产要素在农业产业内部的聚集规模和速率，改善现代农业内部要素配置结构，因此农业科技进

步在增强农业竞争力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重庆农业，如何强化科技的核心支撑作用，是我们面

临的重大课题。 

1 重庆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与态势 

1.1科技已成为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近年来，围绕农业增产、增收、增效中的关键技术，开展了科技攻关，成效显著。 

(1)在动植物育种上，成功培育了居于国内先进水平的系列新品种，如超级稻品种“Q优 6号”、全国糯玉米区试对照品种“渝

糯 7号”、供应期达到国际上公认的 8个月的柑橘早晚熟品种。 

(2)积极开展科技进村入户，普及推广农业实用新品种、新技术。2007年主要粮食作物“两杂”良种覆盖率达到 95%，常规

良种覆盖率达到 70%. 

(3)科技贡献率由 2000 年的 38%上升到 2006 年的 45%左右。在直辖以来，农业耕地净减少 22 万 hm
2
的基础上，全市主要农

产品产量维持基本稳定，保障了基本供给。 

1.2农业产业体系已现雏形 

重庆市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不断理清了现代农业发展思路，明确了“135+X”的产业发展重点，初步形成了优势农业产业布

局，进一步突出了区域特色农业定位，为城乡统筹中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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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基础设施与装备条件逐步改善 

近年来，全市农业基础设施有效改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到 2007年，全市有

效灌溉面积达 61.8万 hm
2
，节水灌溉面积 10.4万 hm

2
，分别比 2003 年增加 10%和 20%;农村公路总里程 93641km

2
，乡镇通畅率、

行政村通达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为 65.1%,71.8%和 27.9%;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直辖初的 4%提升到 2007年的 13%。 

1.4新型政策支持体系持续完善 

在城乡统筹和“两个反哺”的整体支持下，相继制定了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发展的惠农政策，将公共

财政向农业农村延展、扶农资金向优势产业倾斜，激励、调控、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2 提升重庆农业竞争力面临的主要挑战 

2.1农业资源享赋条件差 

(1)先天不足，土地资源紧。 

全市丘陵山地面积占 75%，水土流失面积大，达 48.6%;人均耕地少，仅为 687m
2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保障能力差，人均

旱涝保收面积仅为 120m
2
，中低产田面积占 80%以上，而有效灌溉耕地面积仅为全部耕地面积的 30.3%，而全国水平达到 45.7%;

水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人均当地地表水资源量为 1837m
3
，约为全国人均水平 3/4. 

(2)后天积累差。 

当前全市人均蓄饮提水能力 185m
3
，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 13%左右，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2农村新型人才少 

近年来，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使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素质呈总体下降态

势。目前，重庆市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 748万，占总量的 53%，其中 45岁以下的青壮年有八成已转移到城镇或非农产业。 

农村从业人员素质整体下降，纯务农农民中，文盲或半文盲占 6.5%，小学文化程度占 41.3%，初中及以上仅占 52.2%，现代

农业的科技带头人严重缺乏。 

2.3农业支持保护与需求差距大 

(1)农业的支持水平远低于现实需要。 

整体投入大大少于其他产业，一些区县用于支农的财政资金占比逐年下降。金融支持乏力。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的统

计数据显示，1998年至 2007年，全国农业贷款占比从 5.10%上升到 5.89%，而同期重庆农业贷款占比却由 5.61%下降到 4.82%.2007

年，重庆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为 12.2%，但年末农业贷款占 GDP比重仅为 7.1%。农村金融资源外流现象严重。 

邮政储蓄资金净流出、农信社资金借贷“非农化”倾向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域资金中“抽血”，加剧了农业农村金融资源

的供求矛盾。金融资源分布严重向城市倾斜。2007年全市新增贷款中都市发达经济圈占 78%，其他 31个区县仅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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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产品价格保护水平低，缺乏对生产者的有效保护和激励。 

2.4农业科技需求动力低 

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分散经营和比较效益低，导致农户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意愿降低。同时，留守农户的老弱化和科技知识

的贫乏，限制了他们对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认识和接受能力，使农业科技应用效率不高，导致农业科技需求的动力相对不足。 

2.5产业关联度低 

重庆市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之间以及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低，据研究，重庆城乡产业关联度在全国居 24位上

下，产业整合效应和协同效应差，小农经济的色彩依然浓厚。 

2.6农业科技创新基础薄弱科技支撑是农业竞争力的核心，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 

(1)农业科研投入相对不足。 

重庆市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尚未形成，农业科技投入仅为农业 GDP 的 0.2%左右，远低于全国的 0.44%

的平均水平。科技三项费用中，用于农业领域的投入水平低于周边的云南、四川等省。 

(2)现代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由于科技创新的基础投入不足，农业科研机构基本物质条件差，技术手段相对落后，致使创新乏力，后劲不足，没有充分

激发农业科研的应有潜力，农业科技进步对重庆农业增长贡献率比全国低 5个百分点。 

(3)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脆弱。 

基层农技服务人员收入少，多数乡镇农技人员年收入 0.8万-1.0万元，相同基层公务员比农技人员待遇高 30%-100%，农技

推广部门一直难以建立薪酬激励机制，推广工作经费短缺，缺乏相应工作条件，导致农技推广人员缺乏责任动力。 

2.7新型产业化组织带动力弱 

龙头企业规模小，新型农业中介组织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育不够，带动能力弱。截至目前，全市仅有国家级龙头企业 24

家、市级龙头企业 213家。全年区县级以上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仅为 242亿元，同期江苏达到 1823亿元、四川达到 794亿元。

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仅相当于河南双汇集团一家企业，不及江苏的 1/7、四川的 1/3，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 25%，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10个百分点，带动农户不足 30%。 

2.8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弱 

集中表现为农产品生产成本高，整体品质差，市场辐射能力低，精深加工产品少、精细化产品少、绿色有机产品少。 

3 提升重庆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议 

3.1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全面发挥农业科技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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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现代农业科技持续支持机制，在重庆现代农业的产业化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等领域加大投入、持续创新，用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重庆农业竞争力。 

3.2立足资源享赋，围绕产业需求，实施十大科技创新工程 

一是动植物良种创新工程;二是生物技术开发工程;三是重庆主导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集成应用研究;四是高效节本农业技术

创新工程;五是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控制工程;六是农产品加工储运技术集成创新工程;七是农业信息及数字化工程;八是农业装备

及配套技术创新工程;九是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化工程;十是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软科学应用工程。 

通过以上技术的创新应用，把重庆农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3.3整合各种支持载体，创新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1)加大创新型龙头企业培育，推动产业上档升级。 

(2)建立高效规范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坚持实行公益型和市场服务型相结合的运行体制。涉及重大公共安全的战略产业如粮油、畜禽等农业产业实行公益型农业

科技服务;市场需求弹性大的产业，如观赏农业等推行市场有偿服务。 

出台农技推广准入管理办法，加大农技人员培训力度，确保工作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科技推广人员懂技术、会指导。 

(3)积极发展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和专业合作组织。 

(4)规划建设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的熟化、组装、集成、配套与示范的产业示范基地，加快现代农业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集成

应用。 

3.4提升农业软科学创新水平，积极扶持新型产业形态 

(1)运用市场手段，创新产销对接模式。 

如在蔬菜等产业领域建立“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农业生产者和社区消费者之间的对接，为农民寻找愿意预定其

农产品的社区成员，直接把农产品送到社区居民家里，消除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对食品不安全问题担忧。 

(2)按照产业链视角，促进农业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整合与协同，充分发挥软实力优势。 

如依托三峡国际黄金旅游线路，将现代农业景观价值和三峡国际旅游、现代休闲观光农业结合起来，形成三峡库区农业和

非农产业间的祸合。 

3.5加强农村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现代农业技术普及进程 

针对重庆农村劳动力资源老弱化和科技知识贫困化的现状，结合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建议选择有知识有积极性的农村青

年创办高效农业的示范点，培养造就一批科技致富的带头人;调动支持一批科技人员到生产基地，根据生产季节的需要定期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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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地开办田间学校，以田间作课堂，以实物作教材，使农民能够真正掌握科技实用技术，把科技进村入户工程落到实处;学习国

内外的先进经验，对于农村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逐步建立地方性法规予以制度保障，使农民培训有机构、有经费、常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