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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研究 

陈元刚1 

(重庆工学院经济系，重庆 400050) 

【摘 要】:要实现重庆农业产业化，需要重庆农业实现特色化、优质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需要建立健全农

业服务体系;同时政府还要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建立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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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3000 多万总人口中，农村人口有 2400 多万，比重高达 80%。重庆的总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2.5%左右，但其农村的

贫困人口却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6.4%02000 年重庆农民人均收入只有 1880 元;市农业增加值增长只有 2.3%，而同期市地方财

政收入增长却为 15.8%。重庆市农业还相当落后。 

究其原因在于其农业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如重庆市农产品品种结构差，优良品

种很少，农业生产设施差，大多数都属单家独户小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农产品市场体系发育

不完善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重庆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

围绕主导产业，优化组合各自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

服务，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科教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即“农

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的简称。农业产业化能引起农民组织形式的选择，农业经营方式和产销制度深层演变，引导千万小

农户进入大市场，形成规模优势，降低交易成本，拉大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重庆市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晚，还未见明显效果; 

第二，产业化经营涉及面不广，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的经营实体主要分布在重庆九区及涪、万、黔中心城市近效区，涉及

产业品种主要是榨菜、烤烟、牛羊、禽蛋等的生产和加工运营; 

第三，经营实体内部运行机制不完善，农户和企业之间没有形成“利润均沾，风险共担”的共同体。龙头企业只是凭借其

信誉和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连接基地和农户。在市场风险方面，企业占主动而农户处于被动地位; 

第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的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主要来自于工商业，既农业外部，而农业的积累和农民的潜能还未充

分挖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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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重庆市的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加工转化能力低，发展后劲不足，低质低价产品相对过剩，高效优质产品不足，农业

生产成本偏高，急待走向成熟。 

在入世之际，重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认清形势，明确其迫切性，又要借鉴当今世界和我国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成

果，确定重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战略和对策。要实现重庆农业产业化，从农业内部来看要解决的问题有: 

1.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 

当前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了土地分散、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经营规模小等弱点，这导致农民的自然经济意识盛

行，而农民进行生产的商品经济意识缺乏。 

众所周知，产业化不可能建立在彼此孤立的农户的小块土地上，必须尽快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在这种制度的规范下，

农户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在利益驱动下，灵活地结集成某种经济共同体，亦可顺应市场的变动，重新分散和集结，形成土地的

规模经济。 

与此同时，要完成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还必须实施保障农业实现规模化生产机械作业，但重庆市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还很

低，居全国倒数第二，1998 年耕作、收获、播种、脱粒的机械化水平分别只有 9.58%,0.O1%,0.04%,23%，而且科技含量高的半

精深、精深加工少，大多为打米、磨面等初级加工。应该高度重视开发和推广适合重庆农业地块小、坡耕地多、低产田治理改

造的任务重等特点所需要的特殊的农业机械。 

2.农业结构进行战略化调整，以实现农业生产的优质化。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新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首先，按高产优质高效原则，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目前我国大多

数农产品处于净剩状态、温饱型的农产品买方市场己初步形成，“良种、良育、良法”是加快农业生产发展，发展优质高产高效

农业的有效途径。 

以良种工程为重点，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注重发展品牌产品。积极发展各种农副业，大力种植与经营各种经济作物。加

快养殖业结构调整，提高有市场、有效益的畜牧产品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水平。 

其次，突出农业中的生态环境建设，着力抓好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建设绿色食品基地，经济林基地，中药基地，天然香

料和蚕桑基地，加快封山植树，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搞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积极发展生态农业。要突出特色，发

展规模型的绿色产业，一要加快发展营养、安全、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基地，发挥绿色食品基地的示范辐射作用。二是要大力扶

持特色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把培育和壮大绿色产品加工企业作为绿色产品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来抓，三要注重培育和推出

更多叫得响、打得出的名牌产品。 

第三，发展优质农业，增加科技含量，提高产量，集中规模，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发展生态农业、出口农业和高效农

业，引进优良品种，强化农产品质量意识，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 

3.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分工水平，实现农业生产的地区布局结构合理化。以市场为导向，按比较优势调整优化农业地区生产

结构，形成一乡一业的特色，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 

一要发展名牌农业，根据各地己形成的品牌农产品基础，提高专业化形成能力，把品牌做得更好，规模做得更大，对夔门

茶叶、奉节脐橙、石柱药材、涪陵榨菜、万县油桐等品牌进行大力扶持，将其大力发展起来，形成规模、形成产业; 



 

3 

二是发展特色农业，要根据各地的地理和环境优势，突出特色农业产业，如各县特色远、中、近郊农业，旅游、生态环境

和特色旅游产品。实现具有特色而又规模化、集约化的蔬菜、水果、牛、羊、猪、鸡、鸭、鱼、兔等的种、养业发展。 

三是发展稀缺农业，根据各地的特点，寻求稀缺农产品生产，形成独一无二的产业则更具竞争优势，促进专业化生产与多

样化经营相结合。重庆要大力发展以生猪为龙头的牛、羊等肉类，以柑橘为龙头的梨、苹果等水果，以油菜籽为龙头的油料类，

以淡水养殖为龙头的水产品(三峡水库的充分利用) 

要实现重庆农业产业化，除农业内部自身的改革发展外，还需要从其前向、后向的服务和加工业的发展来予以保证。 

1.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为农业专业化发展提供帮助。这就需要做到: 

第一，建立农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加快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户经营提供信息支持; 

第二，建立和改善市场交易规则和交易环境条件; 

第三，建立和完善中介组织; 

第四，加大投入，壮大种子公司实力，培育良种; 

第五，培育农业防病、治病、以及施肥等服务公司。 

2.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拉长农业生产链条。 

农业产业化通过内部的分工协调和产业链的扩展延伸及增加迂回次数而实现规模效益，这是推行农业产业化的出发点和归

宿，加快发展加工业以及运输业、仓储业、流通业。美国农产品生产环节形成的价值仅占农产品全部价值的 24%，而加工、运输、

批发、零售各环节的价值则占农产品价值的 76%，农业最大利润领域是加工运输环节，国外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是

3:1，甚至 4:1，而我国仅为 0.8:1;加工能力太低，使大量农产品不能及时消化，是导致我国农产品“阶段性过剩”的一个重要

原因。 

而重庆市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则国外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如美国对玉米用于深加工比重占总量的 20%左右，

日本占 30%左右，而我国用于深加工仅占 9%左右;美国将玉米加工出 2000至 3000种产品，而我国只能加工出百余种。重庆市农

业应借鉴其经验。在发展农村工业的同时，重点发展深加工业和发展优势产品。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重庆市农业产业化的突破口和实验场。如优质农副产品-食品加工产品链;麻丝毛-纺织-成衣产品链;猪、

牛羊养殖、制革-皮衣产品链;生产林-造纸-纸制品及包装产品链;高效经济林-林化工、中成药产品链。 

3.加快小城镇疏通流通渠道。 

放开农产品市场，建立公平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打破行业、部门垄断，消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封锁，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

改革，保障农民顺利进入市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由此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从而加快重庆农村小城镇建设。 

要实现重庆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近期来看应该抓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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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力创办和培养能够直接带动农业发展的“龙头型”企业。 

采用“公司+农户”或“公司+生产基地”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充分发挥各自“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农业产业化的龙头

企业是一头连市场，一头连农户，是连农户的这一头决定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性质与地位。只要效益好、能带动农民致富

的，都应视为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给予支持和帮助。要关注国有与集体所有制的龙头企业，积极推动其改革，使其在机制

与体制上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 

要支持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使其成为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要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他

们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龙头企业既可以是本地的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也可以是外地的企业，甚至国外

企业。 

乡镇企业要积极推进股份合作制，据统计，在沿海发达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形式的占 50%

以上。重视乡镇企业的招商引资，改变农业经营主体落后的局面，培育和发展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经营素质较高的大型农业集

团，引导和鼓励农户通过联合入股方式，建立乡村农业有限公司。 

鼓励社会上的各类资金向农业转移，从而改变农业生产中的主体结构，带动农业经济的升级和主体规模的扩大，特别要重

视利用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有利契机，引导部分国有资金及各类人才转向农业部门，形成有各种主体参股的农业股份集团，造

就跨区域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组织。积极作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上市工作。 

2.提高农业生产中的科技贡献率，加快实施重庆农业生产高新化，从根本上摆脱农业“弱质产业’的局面，实现农业经济

尽快升级。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在农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和设备，推进农业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信息网络和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发挥指导服务和宣传功能，抓好农产品流通环节。加快实施动物保护工程

和兽医药监测体系建设。加强农药、化肥监控。 

农业科研机构，应从事应用与常规开发研究，重点加快品种选育，集约化种养、保鲜加工、生物防治、资源高效利用等技

术的开发应用，基层农业技术部门，全力推广普及现代农业技术。农业高等学校在“产学研”联合基础上将部分参与形成农业

知识产业实体，由此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3.转变政府工作作风，加强政府的有效干预。 

政府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创造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作用的定位是在农业产业化上。推行农业产业化，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其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要在确立主导产业、扩大生产基地上做好规划，特别要加强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引导农业投资主体，尤其是农民对农业的投入，促进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的利用; 

加强科技信息整理和传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及管理技术的普及;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涉农产业;加大向农户宣传农业产

业经营思路的力度，有计划地培养农民企业家，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素质;完善政策法规，培育与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打破区

域界限的限制，实现资源的更大范围的整合;促进人、财、物最佳结合，实现农业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解决土地使用权转

化;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增加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入，改善农业的发展环境;放活农业科技、教育方面的人才，鼓励社会力量积极从事农业科研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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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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