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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 

增长的作用分析 

——以重庆市为例 

王陈城
1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404000) 

【摘 要】：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三农”问题。我国农业还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面临许多亟待解决

的困难和挑战。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继续稳定性增长,才能更好

地、全面地建设小康社会。当前,我党指出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由本来的农产品生产总量缺乏已转变为农业产

业结构性矛盾的问题,因此要求我国必须推进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农民收入,着力提升农产品的质量,

增强农产品的效果。在三峡库区下,以重庆为例,通过对重庆市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深入探究和讨论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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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主要是指长江三峡工程淹没的地区,包含了重庆市和部分湖北省。为建设三峡工程,中国政府进行了三峡大移民,使

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中重庆市更具代表性。农业产业结构是指在一定经济区域内(农村),各个经济部门及其

所属各门类、各生产项目的比例关系、结合形式、地位作用和运动规律等。简单来说,市场根据人们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波动,

来改变农产品生产的结构,最后两者达成一种协调的关系。 

1 重庆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现状 

1.1重庆市农业经济概况 

重庆是一个集大库区和大山区、大型工业和农业、大城市和大农村同时存在的复合型直辖市,其中农业经济在重庆市的经济

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根据重庆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重庆市农村人口有 1753.01万人,占重庆市总人口的 51.7%。

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2017 年的重庆农业的 GDP 为 1339.62 亿元,其比重在 6.9%左右,比重虽小但影响大。因而我们要始终

坚持发展重庆市的农业经济,才能逐步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只有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这样的大

背景以及供给侧改革下,我们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重庆市的农业产业结构,从而进一步促进重庆市的农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 

1.2重庆市农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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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重庆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全市幅员面积为 8.24万平方公里,其中农村占 95%,山区丘陵占 98%,

重庆主要是丘陵和山地为主,地势起伏较大。从气候上来看,重庆市位于中亚热带,气候为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具有夏季热、冬季

暖等特点。从农业经济上看,根据重庆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重庆市全市农、林、牧、渔业以及服务业的生产总产值达

2009.36亿元,同比增长 2.09%,重庆是以种植业发展为主的农业经济。 

近年来,重庆深入研究和贯彻了总书记关于做好农村、农业和农民工作的重要论述,重庆市依靠独特的丘陵和山区资源,坚持

生态农业、优质农业、品牌农业,做好“品种繁多、规模小、质量高、价格实惠”的现代化特色农业,促进柑橘、生态畜牧业、

茶业、榨菜行业、绿色渔业、特色水果等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1.3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情况 

关于探究和分析重庆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何,本文根据重庆市2003—2017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分析,在2005

年的时候重庆市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为 488.57 亿元,重庆市的种植业的生产总值为 270.12 亿元,占重庆市农业生产总值的

55.29%;重庆市的林业产业的生产总值为 14.58 亿元,占比为 2.98%;重庆市牧业产业的生产总值为 177.64 亿元,占比为 36.36%;

重庆市渔业产业的生产总值为 18.33 亿元,占比为 3.75%;重庆市新增的农业林牧渔服务业产业的生产总值为 7.9 亿元,占比为

1.62%。经过十五年的共同努力,重庆市的农业产业的生产总值在 2017 年实现了 2009.36 亿元,作为重庆市的农业产业主体的种

植业其生产总值为1193.69亿元,占比为59.41%,由于受大自然的条件限制,重庆市的种植业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规模有限,但种

植业依旧是重庆市农业产业中的主要产业。 

自 2003年以来,农业产业结构由原来的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调整为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农业林牧渔服务业。

作为占比较大的种植业来说,从 2010 年开始出现向下滑动的走势,从 2010 年的 61.04%降至 2017 年的 59.41%。在 2004 年,重庆

市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25.42%,其中种植业增长率为 23.26%,林业为 24.74%,畜牧业为 30%,渔业为 15.94%,农业林牧渔

服务业为 15.83%。至 2017年,重庆市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降低到 2.09%,其中种植业增长率降低至 3.64%,林业增长率降低至

15.98%,畜牧业甚至负增长,其增长率为-4.15%,渔业降低至 11.12%,农业林牧渔服务业降低至 13.18%。 

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重庆市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十分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增强农产品的效果。从重庆市当前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

上来说,重庆市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由此得出,调整农业结构并优化升级有利于发展

重庆市的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求我们改变农业产业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一种手段,能

督促农业经济的发展。 

根据重庆统计年鉴的显示,2002 年,重庆市的农业产业的总产值为 460.98 亿元,种植业为 264.08 亿元,林业为 13.51 亿元,

牧业为 166.20 亿元,渔业为 17.20 亿元,合理改变和升级重庆市的农业产业结构,于 2003 年重庆市调整了结构,添加了农林牧渔

服务产业,总产值达到了 488.57亿元,其增长率为 5.99%,通过协调各生产要素,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途径 

3.1要素转移效应 

当不同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出现主动性流动或被动性流动时,部门或企业在资金、资源上会出现一定性的扩张或收缩的情况,

这也表示着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动。在重庆的农业产业结构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重庆市的农业主要是以种植业为

主要的发展对象,牧业其次,而其它几个产业的所占比重都不高,甚至加起来都不及种植业的所占比重。相反的是重庆市的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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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效率却是十分低的,而林、渔和服务业的比重整体趋势是上升的,生产效率是可观的。在 2003年我市农业产业结构进行改

动,大量的生产要素和劳动转向了林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从而增加的农业生产总值,还发展了农业经济。用长远目光来看

待这件事,结构与调整彼此之间的相互摩擦等作用推动了农业经济的长期的稳定性发展。 

3.2生产优化效应 

农业生产的优化要求我们要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过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资源要素的合理协调,有利于让各农业部门可

以均衡发展。改变农业产业结构是一个不断变化和优化升级的一个变动的过程。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会不断地从低水平向高

水平发展、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传统农业是一种在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小农经济,采用人力、畜力、手工

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等劳动方式,机械化水平低,经济发展缓慢。而现在的农业,不断机械化,不断规模化,向着农业现代化一

步一步靠近,这也促使农业生产在不断进行完善和升级,这就是生产优化效应。 

3.3区域布局效应 

在区域布局上,合适的调整重庆市内的农业产业机构,无疑会推动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不断创新,重庆市的区域农业产业的结构也在不断地改变并完善,相应的会使得重庆市区域的经济结构不断提高,这也是区

域布局效应。区域经济结构的产业结构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其中区域农业产业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增长规模和区

域经济结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发展,相互制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合理的区域布局,会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促进

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对策与建议 

4.1合理调整农业要素供给 

农业要素供给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只有合理协调和优化农业要素供给,积极推动要素转移,从而才能改善重庆

市的农业产业的结构,做到实现农业经济稳定增长。当然,作出调整需要面对诸多困难,也需要面对诸多因素,例如自然资源、自

然环境条件、农村人口以及农业土地资源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始适当的农业产业结构变动,且以基于农业用地的最

低保障为前提。人口因素也是对农业经济中相对重要的一个因素,应当确保农村劳动力资源均衡配置,合理调整农村的就业结构

和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我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农村发展不足和城乡贫富差距,总体情况来看,我国农村资金比较充足,

但是却极为不平衡,资金供应紧缺。而自然环境条件则是农业最大的限制条件。 

4.2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来达成,也是推动实现重庆市农业经济长期的稳定的且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农业产

业化发展主要是以市场为主导,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等,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以及实行区域布局等手段,从而实现农产品质量提高、农民经济增收、农村健康持续发展的目标。只有有效地、合理地促进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只有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才能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加农

民收入,提升重庆市的农产品品质和农业专业化程度。 

4.3推动农业技术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要农业技术的创新。我国农业技术的创新性发展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必要影响因素。所以要重

视农业科研的投入,才能保障农业技术的水平,稳定地推动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所谓农业现代化,是改造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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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代集约化农业与高度商品化农业共同发展的过程。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要符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发展的趋势。

同时,我市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健康、绿色地发展生态型农业,减少土地污染、资源浪费等现象,为我市农业发展营造有力的

生态环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农业经济发展理念。最后,我市要加强农村宣传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机械设

备使用教育等,提高农民的自身素养和自身生产技术,造就一批有学问有技术的人才队伍,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加强农村的经济活

力,才能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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