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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理论与实践
*1

王泉 邵运川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理论相关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产业链理论、农业技术孵化与创新理论对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建设中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结合《东台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分析了理

论指导下的苏北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实践，为苏北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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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公布的 283 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中苏北地区有 6 个，分别是第一批的铜山区，第二批的东台市、沛县、建湖县，

第三批的赣榆区、洪泽区，总数占全国示范区的 2.1%。农业部 2016 年 4 月发布的监测评价报告显示：已有数据的苏北 4 个示

范区均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分别为：铜山区 82.48 分、东台市 84.59 分、建湖县 77.27 分、沛县 84.27 分，赣榆区、洪泽区

暂无监测数据。

1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理论

1.1 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认为，目标市场与农产品产地在空间上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用地的类型以及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

即距离越近，农业产业的经济价值和农村地区土地集约化经营程度越高；空间距离远，农产品经济价值变低，土地经营变得粗

放化。农业在区域规划、布局以及农业生产的客观需求下产生了农业区位理论。在规划和布局方面，农业区位理论对确定示范

区的产业基地分布、农业产业的经营方式、农业科技示范项目的布局都有着指导价值。农业区位理论强调充分利用特定农业所

处的地理位置（如高速公路、铁路、水网）及自身优势，实现区域内农业生产要素的聚集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业的规

模化和现代化。

1.2 农业产业链理论

迈克尔• 波特提出了农业产业链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产业的价值链是由相互关联的众多农产品价值创造活动组成，这

些活动分布于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到企业对生产原料的加工，到最终农业制成品被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其中内部价值链由每个

环节点上企业内部紧密关联的业务单位构成，农产品加工链上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共同组成了外部价值链。内、外价值链相互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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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共同组合形成了农业产业的价值链。农业产业链是由从上游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到企业的加工及最后到销售、消费等紧

密的环节整合成的链条，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途径。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突出强调整合农业产业链上下游民、农村行业组

织、农产品加工企业、流通企业。农业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条，使链上各环节的价值得以被最大限度的挖掘。

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产业链模式包括三种，一种是完整产业链模式，该模式涵盖了从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

在区内实现产业的闭环。第二种模式是区域产业链合作模式，这种模式针对园区内部薄弱环节，引入产业链上园区外的优势企

业加入，实现产业链的闭合。第三种模式是产业链输出模式，这一模式下区内无完整的产业链，但某一产业在产业链上居于优

势地位，将该产业加入园区外已有的产业链，共同构成产业链在园区外的闭环。

1.3 农业技术孵化与创新理论

农业技术孵化与创新理论认为，传统农业在创新技术的推动下，把现代农业科技推向农业产业链的前端、中端与后端，促

进了产业链的延伸，形成以新技术为推动力的完整现代农业产业链。“农业设施设备现代化程度高”是农业部对现代农业示范

区科技广泛应用特征的概括，其本质上就是以新农业科技为推动力，按照新农业技术标准进行生产经营和科学管理的特定规划

区域。现代农业示范区除了新技术的应用与孵化外，还应当具备将新技术示范、推广辐射的功能。

2 江苏省东台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案例分析

江苏省东台市 2012 年被农业部认定为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之一。《东台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以示范区产业

现状分析为基础，通过应用上述相关规划理论，确定了示范区的发展原则、功能分区与用地规划，提出了重点建设项目，确立

了符合苏北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实现了空间的有效布局。

2.1 农业区位理论在规划中的应用

东台地处中东部沿海平原地区，自然资源、社会经济、交通方面优势明显。依据农业区划理论，东台市利用区位、资源和

交通等优势，面向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圈，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依托域内的沿海高速、新 204 国道和 352 省道，集聚生产要素，

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发展优质粮油等特色主导产业。功能分区与产业布局确定为“532”，即五区、三带、二园，功能与分区见

表 1。

表 1 东台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532”功能与产业布局

功能分区 产业布局

五区

优质粮油产业区 分优质粮食产区、粮饲兼用玉米 和特色玉米产区和优质油料产区。

设施农业产业区 规模设施果蔬种植园区、特色花卉苗木园区、特经园艺作物园区。

特色禽畜产业区 按照不同养殖品种分社生猪，家禽，山羊，奶牛等六大产业集中区。

水产养殖产业区
突出重点品种，分设中华绒螯鳖、斑点叉尾鮰、南美白对虾、脊尾白虾、鳗

鱼、紫菜、贝类等十大特色水产养殖片区。

优质茧丝绸产业区 集中于富安和梁垛两镇、沿新 204 国道两侧。

三带 沿海高速现代化农业示范带
3个 333.33hm

2
高效农业园、6666.67hm

2
桑蚕生产基地、3333.33hm

2
蔬菜种

植生产基地、农产品信息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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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省道现代化农业示范带
建设 3333.33hm

2
设施蔬菜示范基地、禽畜养殖基地、5333.33hm

2
设施西瓜、

青椒生产基地。

新 204 国道现代化农业示范带
建设万亩时鲜蔬菜生产基地、时鲜蔬菜、西甜瓜等为主要品种的万亩设施蔬

菜基地；万亩桑蚕基地；万亩绿化苗木基地。

二园

加工物流示范园
加工物流园为综合性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物流交易，包括农产品加工中心和

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两部分内容。

研发推广培训示范园
依托仙湖现代农业示范园和沿海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现代农业技术培

训中心、农产品信息服务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农业试验检测中心。

表 2 2014 年东台市与部分省内示范园区经营管理水平对比

示范区平均 东台市 建湖县 太仓市 泰州市

2014 年 12.4 18.2 17.6 19 17.3

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 65.7% 82.9% 80.2% 89.1% 74.4%

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比重 43.1% 55% 57.5% 22.9% 69.9%

“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

重
22.8% 33% 30.9% 40.1% 22.7%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

产值比值
2.2% 2.1% 1.8% 3.5% 2.8

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 55.2% 93.9% 94.1% 120.7% 98.9%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
3.7% 7% 7.9% 9.3% 3.6%

2.2 农业产业链理论在规划中的应用

2.2.1 特色主导产业选择。东台市地处江苏省中东部沿海平原地区，地形比较平坦，温和湿润、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土

壤有机质含量较高，保水保肥能力强，适宜种植水稻、麦子等农作物。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形成了西瓜、蚕茧、甜叶菊、禽蛋、

乳猪等种植、养殖特色产业。鉴以上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河流水系，结合已有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地选择了

精制粮油、茧丝绸、禽蛋制品等八大特色主导产业。

2.2.2 特色主导产业链设计。依据特色主导产业选择结果，拓展产业内涵和外延，形成了茧丝绸、甜菊糖、海产制品、瓜

菜、精粮制品、食用保健品、禽蛋品八大产业链。以茧丝绸产业为例，东台市是国内主要优质原料茧生产基地，茧丝绸是东台

支柱产业之一。建成“国家级蚕桑标准化示范区”，被命名为“中国茧丝绸基地”。东台茧丝绸合作组织全国领先，入社蚕农

6.6 万户，入社率高达 99.7%。由于具有较强的优势，东台的茧丝绸产业采用了完整产业链模式，该模式涵盖了从茧丝绸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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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在区内实现产业闭环。发挥富安茧丝绸公司（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民星茧丝绸公司（江

苏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等企业的引领作用，建设富安茧丝绸镇级特色加工园区，创新蚕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实现了产业环

节的有效链接，实现农业、工业、合作社组织的资源共享，产业效益合理分配给链上参与者，构建了贸工农一体的茧丝绸产业

链。在已开发的示范园的基础上，结合现有农业用地性质与地形、水网条件，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建成了集旅游、观光、休

闲、生态、高效于一体的现代蚕业体系，延长蚕业产业链条，实现茧丝绸产业蚕农、龙头企业、蚕业合作社多方生产效益的最

大化。

2.3 农业技术孵化与创新理论在规划中的应用

科技推广水平在国家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中占有 16% 的比例，包括农业科技服务能力（5%）、农业劳动力素质（5%）、农业

信息化基础支撑水平（6%）。东台市依托仙湖现代农业示范园和沿海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研发推广培训示范园，以增强

园区的技术孵化与创新功能，对周边地区起辐射带动作用。研发推广培训示范园，依托江苏在科技研发与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优

势，重点建设农业科技开发中心，构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的研发平台；通过建设博士后工作站、联办研究院，吸引

国内外农业专家、科技与管理人才，组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培训与咨询团队，开展农业科技合作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做

到科研、生产、技术、市场同步；建设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农产品信息服务中心培育科技团队和新型职业农民为科技项目

的推广和孵化做好配套服务与保障。园区通过建设研究——培训——服务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科技开发与推广体系，为园区建设

和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3 东台示范区建设成效分析

3.1 合理的园区空间布局带动区域农业现代化

东台市五区、三带、二园的功能分区和布局合理，通过交通干线“串点成线”，实现了区域内“点”、“线”、“面”的

结合。设施农业升级工程、龙头企业培植工程等重点建设工程。保证了茧丝绸、优质瓜菜等特色产业在核心功能区聚集。因地

制宜布局相关产业，实现了规模化种养，聚散结合。围绕生态旅游建设的黄海森林公园以及集科研培训、试验示范、展示展销、

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仙湖示范园、中粮生猪养殖等特色专业园区窗口示范功能进一步增强。2015 年示范区建设水平监测评价数据

显示：2014 年东台市示范区建设水平综合得分 84.59 在 153 个示范区中排名第 3，仅次于上海市浦东新区（89.94）和太仓市

（85.65），在苏北 6 个示范区以至全国也处于优势地位。园区的高效设施农业规模加快扩张，区域内设施农业示范基地实现了

大范围的连片经营，建成高标准农田 9.11 万 hm
2
占 68.29%，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89%，土地规模经营比重达到 11.67

万 hm2，占 87.4%。

3.2 完整产业链模式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

通过仙湖示范园、中粮标准化生猪养殖示范区、富安茧丝绸产业园等现代农业十大园区建设推动了产业链上游的生产现代

化。根据优势特色产业布局建设的江苏沿海农产品交易中心、安丰山羊、三仓瓜菜等镇级特色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拓宽网络销

售模式实现了链条上的上下游产品的生产、加工在园区内闭环，构建了完整产业链模式。东台市的产业链构建成效明显，分值

高于苏北的建湖县和苏中的泰州市以及全国均值，略低于苏南的太仓市。2014 年东台市与部分省内示范园区经营管理水平得分

对比见表 2。

东台市的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比重分别达到了 82.9%、55.0%。围绕茧丝绸、甜菊糖、海产制品、瓜

菜等特色主导产业，培育中粮肉制品深加工、翠源食品、海天水产品等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区域类产业链

的上下游衔接，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加快了初级农产品加工转化，园区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达到 2.1，“三品”

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达到33.0%，农业专业合作社实现基本覆盖，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比重达到了93.9%，远高于全国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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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水平。

3.3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及转化提升了传统农业。

东台示范区通过与国家及省级科研院所联合设置科研院所、院士工作站等方式开展技术攻关，探索更多“东台创造”的农

业新技术，深入开展盐土农业、种苗繁殖等关键技术研究，推动种植、养殖业的转型升级。利用项目指导、专业科技服务以及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强化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2015 年监测评价数据显示：示范区内科技推广水平得分为 15 分（全国示范区

平均 13.9 分）；持专业证书农业劳动力 10.1 万人，占比 51.4%。示范区大力推广农业作业新机具，探索创新农机与农技、农

艺融合的新模式，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 89%（全国示范区平均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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