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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西兰农业产业发展看江苏乡村产业振兴 

杨天水 

江苏省委农办副主任 

2019年 8月，笔者赴新西兰参加培训，较为深刻地了解新西兰乡村发展情况，特别是新西兰通过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经验。对比分析新西兰农业与江苏农业发展，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新西兰农业产业发展特点 

新西兰是个岛国，国土面积 26.8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469 万人，70%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宜人，环境清新，风景优美，旅

游胜地遍布，森林资源丰富，地表景观富变化，生活水平排名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第 6位。新西兰几乎不受害虫和疾病的影响，

有着充沛的降雨和日照，气温温和，北岛一年四季不用灌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牛羊靠牧草就可以足食、繁衍。 

瞄准世界市场，做大农产品出口产业。农业对新西兰经济贡献份额比较大，占出口贸易总额的 78%，提供全国 16%的就业岗

位，占 GDP的比重为 10%。过去一直是英国等农产品生产基地，政府补贴比较多，最高达到收入的 34%。1984年起新西兰国有农

场私有化，政府取消政策补贴，同时开拓世界市场，增加亚洲等农产品出口。改革,特别是农业补贴的取消，创造了一个更有竞

争力、创新力和多产的农业产业。现在新西兰农产品 90%出口，主要贸易伙伴是澳大利亚、美国及亚洲、欧洲地区。新西兰是世

界上第 15 大农业出口国，第 1 大羊肉出口国，占世界贸易的 35%；第 1 大奶制品出口国，占世界贸易的 33%；第 2 大羊毛出口

国，占世界贸易的 18%；鹿肉出口占世界贸易的 42%。原产于中国的猕猴桃被引进新西兰后，农业专家精心培育，改良了品质，

单果重量大、耐储藏，目前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21%，占世界贸易的 32%。中国是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新西兰还是第一个同中

国签署并实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动物产品是新西兰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2018年出口额 49.9亿美元；对中国出

口木及制品、食品饮料和植物产品分别达 20.2亿美元、5.9亿美元和 4.5亿美元。 

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塑造农产品优质品牌。鉴于农业初级产业在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新西兰非常重视食品

安全，初级产业部主要职责就是与初级产业内的生产者、零售商和消费者通力合作，提供新西兰生物安全系统的全方位领导，

负责有效的食品监管，包括国内的、进出口的食品，为此建有生物安全、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贸易等四个主要系统。生物

安全系统职责是：阻止害虫和疾病进入，监控和响应入侵，帮助管理已存在的害虫，保护新西兰自然优势，为出口产品提供便

利。食品安全系统职责是：确保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健康，制定监管标准，审计，监控、认证和实施，系统也包含了宠物食品和

动物饲料、农业化合物和兽药。国家对食物链上每个环节，包括进口环节、生产环节、处理加工环节、出口环节、国内销售环

节，都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重要的法律有 1993年《生物安全法》、1999年《动物产品法》、2014年《食品法》等。 

加大物质装备和科技投入，实现农场主增收。农业劳动力约有 13.2 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 8.4％。以家庭农场为主，家

庭农场占农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农场主及其家庭成员占农场劳动力的 3/4。家庭农场的规模一般在 30 公顷以上，平均 500 多

公顷。全国 1748个牧场，一般每个牧场 200～250头奶牛，目前 400头以上的牧场数量在增加。农场规模在增大、数量在减小，

同时引入了更为复杂的管理系统。为减少人力成本，农场主加大农业机械投入，使用现代化工具及设备来进行安全生产，如机

械灌溉、机械挤奶、软件操控，每头奶牛都配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南岛的牧场，一般都有 1 个旋转式大型机械化灌溉设备，

一端固定在水井之上，自动喷灌设备下面带滑轮，价格在 30万新元以上。目前电子牧场发展迅速，包括优先安置、可变速灌溉、

电子识别、乳业自动化、可变比率应用等技术应用。新西兰的农民 60%以上都有农牧大学学历，能够兼顾生产、管理、制造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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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研发、销售等技能。新西兰农民的收入非常稳定，一个农民年均收入在 40万新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 180万元左右。 

完善利益联结与合作，构建市场主体一体化。大公司、行业协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结成一体化利益关系，全方位开展服

务，农民的生产行为和市场回报完全由国内和海外市场决定，销售量取决于消费者对于价格和质量的预期，生产有效、可盈利

和可持续。新西兰 1995年加入 WTO后，2001年在政府主导下，原新西兰乳品局、乳品集团、乳品合作公司合并成为一家合作社，

取名为恒天然公司，全国 95%的奶农支持和参股，产权归 1.1万家牧场主所有。目前恒天然的产品和原料遍布世界 140个国家和

地区，每年加工 220亿升牛奶，95%出口，旺季每两分钟装满一个集装箱用于出口。新西兰合作社发展比较成熟，有专门的《合

作公司法》，新西兰合作社协会有 65 名正式会员，2/3 至少有 25 年的历史，有 5 家拥有百年历史。前 30 强的合作社拥有 454

亿新元贸易量，相当于全国 GDP 的 16%，雇佣 5万人工作，140 万人是合作社成员，占全国人口的 1/3。笔者访问的雷文斯当大

型肥料合作社，在全国有一个健全的服务网络，会员有 2.4万名，占全国市场的 55%（另一家占 45%）。合作社为会员提供配方

施肥、测产建议咨询、气体排放、水源保护等多功能服务。入会要交押金，按照 1 吨肥料 250 个股份计算，交 250 元，并以此

决定董事会的投票份额。合作社产品 98%卖给会员，2018 年销售额达到 8 亿元，赢利 5000 万元，留 1000 万元作发展基金，其

余 4000万元按照成员交易量分红，相当于每吨肥料返还 32元。 

新西兰农业立国实现现代化，乡村发展理念、思路、政策经验值得学习。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对世界贸易依赖度相当高，某种意义上讲比较脆弱；环境挑战比较大，牛羊粪污处理、牧草地治虫等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过去

自来水能直接喝，现在也要加漂白粉；对规模较小的农场主关注帮助不够，地方政府对偏远的牧场服务不到位。专家认为，乳

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奶牛粪污排放、废气排放也开始超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一定的冲突。议会正在讨论零碳排放议案，

但分歧很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还比较难。 

对江苏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 

强力推动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重要基础。产业振兴是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新西兰的乡村与城镇无异，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一体化的，农场主拥有一定规模的农场，出口导向下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我们的国情与之不同，千

家万户的小农户和新兴市场主体并存，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牢牢抓住产业振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以产业振

兴为切入点，加大整合力度，集中各方资源，实行弯道超速，时时有进展，年年有突破。 

强化规划和财政引导，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新西兰农产品出口强劲，基于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土地使用管理到位，土地

用途包含生产、保护和城市发展三种，其中超过 1/3 的土地是法律保护的，天然牧场和农场占到国土面积的一半，农业产业发

展也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划，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从江苏实际情况看，县级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基本单元，要紧紧围绕全省 8

个千亿级产业发展大规划，找准本县、本乡镇、本村特色优势产业，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做大规模，做出品牌，提升效益。新

西兰对农场主取消补贴，但对推动初级产业有很多扶持政策，比如对农业科研经费的支持、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及对市场竞

争某些方面的保护等。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对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加大财政投入，改进补贴方式，完善“大

专项+任务清单”改革，进一步厘清各级财政事权，以财政资金牵引金融资本，进而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乡村产业投入。 

强化品牌质量管理，提升产业竞争力。新西兰农产品是严管出来的，从法律法规制定到政府部门严管体系建设，再到农产

品生产经营每个环节风险点防控，都有一整套办法。要借鉴学习先进做法，推进江苏农业生产从田头到餐桌的质量安全监管，

实行溯源管理，强化信用体系建设，让消费者更放心消费。我们有很多质量好的知名品牌，但市场范围不大，有的局限于本县

本土，部分品牌价值量高的农产品，又出现“有品牌无产品”的问题。一方面要切实维护品牌价值，特别是区域公用品牌；另

一方面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和质量控制机制，保证品牌信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 

推动融合发展，打造产业振兴加速器。新西兰初级农产品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了生产、加工、销售，实际上就是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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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效益。江苏在推进农业产业发展中，更要把农产品加工、销售和新产业新业态培育作为工作重点，力争通过几年努力，

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产业振兴，就能够

把产业发展的好处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帮助他们通过产业富民实现增收致富。江苏农业园区比较多，

建设水平也比较高，这是“生产+加工+科技”一体化的好平台，也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加速器”，值得大力推广。 

完善合作社利益机制，带动农户产业增收。新西兰是合作社发展的示范区。专家认为合作社模式是支持联合国 17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成就最适合的商业模式。与新西兰相比，我们的小农户更多，效益也比较低，更需要通过合作社帮助小农户走向市场。

一方面规范运作，体现合作精神，推动合作社与农户结成紧密利益关系，可以入股分红，也可以按交易量分红，形式多样，关

键要让农户在合作社带领下得到好处。另一方面选择全省有影响的优势特色产业成立合作社联合会，实体化运作，做大做强合

作社，构建利益联结紧密的“合作社+加工销售企业+技术支撑单位+农户”链条，发挥合作优势，为成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