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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县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1

吴滨兰

（中共宝应县委党校，江苏 扬州 225800）

【摘 要】：目前，宝应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发展不均衡，农产品供需结构不合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

程度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宝应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在于农业产业结

构的调整。本文主要从宝应县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宝应县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制约因素、农业产业供给侧改

革的具体路径三个方面来阐述宝应县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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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理念的首次提出是在 2015年年底国务院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2017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农业

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江苏省十分重视农业结构调整，把农业结构调

整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省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实施意见》。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宝应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供给侧改革是相对于需求侧改革而言，强调根据市场需

求进行农业生产，化解供给端产能过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优化供给结构，推进产业向中高端发展。农业供给侧结

构改革的关键，在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1、宝应县农业产业结构现状

所谓农业产业结构主要是根据产出量来衡量农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农、林、牧、渔各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生产

总值或增加值比例，如种值业内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值比例与产出比例。

截至 2015 年 12 月，宝应县第一产业总产值 65.63 亿元，同比增长 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507 元，同比增长

8.9%，粮食播种面积达 180.71 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达 87.0%。第一产业主要包括狭义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

牧渔服务业五个行业，2015 年这五个行业在第一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37.2%、1.8%、16.2%、40.5%、4.3%，其中占据较大比重的

是狭义农业和渔业，林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小。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标志。宝应县农林牧渔服务业规模小，这反映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待提升，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宝应县传统农业即种植业内部发展不均衡，其中 2015 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主要为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分别为

87.0%、4.1%。种植业内部结构比较合理的比例是“三元结构”，即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伺料作物=3：2：1，而目前宝应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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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业结构单一，粮食作物占绝对比重，经济作物规模小、结构单一，主要以油料作物为主，伺料作物基本没有，呈现“一元结

构”，结构性矛盾突出。

宝应县的畜牧业结构也有待优化，根据《宝应统计年鉴 2015》可知，宝应牲畜家禽产量所占比重如下：牲畜以猪、羊、兔

为主，其中以猪为主，占绝对比重，羊、兔养殖规模小；家禽以鸡、鸭、鹅、肉鸽为主，其中以鸡为主，占绝对比重，鸭、鹅

养殖规模相对较小。总体上说，宝应县畜牧业结构是以养猪和鸡为主，结构相对比较单一，不利于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且

由于养猪需要耗费大量的饲料作物，成本相对比较高，而宝应几乎没有种植饲料，这与宝应县的种植业结构不相符。

总体而言，宝应县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发展不均衡，农产品供需结构不合理，一般性品种多，特色品种少；大路货多，优

质产品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则更少；种植业与畜牧业关联小，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程度低。这

也就造成了宝应县农业产业大而不强，综合效益不高，因此宝应县农业产业实行供给侧结构升级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是具有积极

意义的。

2、宝应县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制约因素

2.1人才匮乏，劳动力科技素质水平低

一是农业科研人才匮乏，乡镇政府尚未能够建立起专业的农技推广队伍。宝应相对于周边城市处于人才洼地，不利于农业

方面人才的吸引，许多人才去发达城市发展，导致从事农业领域方面的人才非常急缺。二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水平普遍偏低。

一方面，各村农民的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另一方面，年轻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导致留在农业上的劳动力科

技文化素质水平正在下降。先进的农业生产手段和科学技术需要高科技文化素质的劳动力才能掌握，而宝应目前的劳动力科技

文化素质水平并不能达到要求。作为留在农业生产的老一辈劳动力，他们无法很好地理解先进农业技术知识的确切含义，不能

真正领会乡镇政府的政策内涵，必然成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阻力。

2.2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附加值低

首先，农业科技水平较低，缺乏创新机制。农业生产科技成果储备不足，尤其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标准、农产品质量标准与

检测检验体系、农业信息化等方面研究相对滞后，从而导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比较低。其次，目前宝应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

水平仍处于比较低的阶段，大部分农产品未经加工就直接进行销售，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短，加工增加值潜力挖掘较少，技术

投人和新品种开发能力不足，从而导致农产品的利润空间比较小，经济效益差，产品附加值低。

2.3小农思想主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宝应农村文化的主流仍由小农思想占据着，集体合作、规模经营的思想还有待提高，产业化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

结机制还有待完善提高。—是尚未能够积极主动创新与变革，缺乏足够多的成功示范经验，新型农业无法大规模发展。三是农

村交通设施、信息工程、电力工程等基础设施水平有待提高。四是农业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发展缓慢，社会化服务功能不完善、

不配套，制约产业化水平提高。五是龙头企业规模小，知名品牌少，竞争力不强，无法对宝应农业产业发展形成有力的带动。

3、宝应县农业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具体路径

3.1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提高农业产业潜在增加值

科学规划，立足宝应资源禀赋，按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将宝应县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放在培育农业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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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上。一是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2016 年江苏省农委出台了《关于加快休闲观光农业强省建设的意见》，提出“十三五”着

力建设产业规模效益、示范创建水平、发展质量档次“三个领先”的休闲观光农业强省。目前，宝应县已有包括荷园、白鹭岛

生态园在内的 20多个休闲观光农业，但大部分休闲农业存在内容形式单一、缺乏科学管理、品牌知名度小、开发程度低等问题。

加快发展宝应休闲观光农业，有助于带动宝应农产品销售、开发农村闲置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和新农村建设。二是积极发展“互

联网+”模式。宝应农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技术的产、研、应用的紧密结合，通过农业技术的发展创新，不断促进农业产业

结构的优化，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在农资供给、土地流转、产前资源数据方面的突出优势，积极发展农业的

“互联网+”模式，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服务与智能数据服务于农业生产，强化互联网在农产品销售与物流方面的作用。重视利用

互联网的优势，加强农业生产信息水平，建立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以提升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3.2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力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推进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不仅有利于农产品自身附加值的大幅提高，而且有利于吸纳农村富余

劳动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首先，对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进行市场调研，选取本地资源禀赋较优的农产品，引

进相关精深加工技术和设备，逐步提高宝应农产品加工的软硬件水平。其次，注重发挥宝应本地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引

导农产品加工企业逐步集中，逐渐形成产业集群，发挥规模效益。

3.3创建优质品牌，培育特色产业形式

一是注重优质品牌的创建，提高农产品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宝应农业方面已经有很多品牌，例如大米、莲藕、慈菇等，

但大多品牌知名度还有待提高，因此，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位，就必须把规模做大、产品做精、品牌做响，培育

打造一批知名品牌，提高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二是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形式。宝应全县农产品存在数量众多、规模不一、

分布相对零散的状况，因此应注重资源整合，做强优势和特色产品。应立足每个乡镇的资源禀赋，发挥每个乡镇的优势，进行

农业发展。大力推进优势主导产业的发展，加快“一村一品”“一乡一品”“一镇一业”的特色产业的形成。

3.4培养新型农民，注重人才积累

一是要注重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新型农民。农民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水平是影响农业产业调整的重要因素，因此，基层政

府部门应该注重农业技术示范、指导、培训，尤其应该重点培养返乡创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骨干、家庭农场主、种植大户等，

引导农民群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二是注重人才引进，积累农业人才。宝应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要突破宝应人才洼地

的局面，积极引进农业高科技人才，鼓励和号召大学生回乡建设。在积极引进的同时还要注重留住人才，加大对人才的补助和

支持，为农业的发展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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