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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湖北省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鲁卓成
1
 

（重庆大学 弘深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是重要的根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基础。

在新时代，农业发展新模式，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成为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新方向。湖北作为农业大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介绍了湖

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重点分析湖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基础

设施薄弱、农产品加工业水平低和农旅融合程度低等，并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农业

结构、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等建议，从而推动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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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必将有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在

乡村振兴 20字的总要求中，“产业兴旺”被放在首位，凸显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性地位，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便有

了扎实的基础和强劲的依托，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新时代党中央对“三农问题”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和新战略，更是解决我

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2015年中央 1号文件首次明确指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6年中央 1号文件强调“推进农村产业融合”。

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再次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促

进农民增收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增强农业竞争力和农业附加值，实现农村繁荣稳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农村一

二三融合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湖北作为农业大省，又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

生产基地，但目前还存在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加工业水平低和农村“最后一公里”等问题。所

以，进一步深入分析湖北省农业产业内部结构，找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及其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湖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策略，着力建设湖北农业强省，谱写湖北乡村振兴新篇章。 

1 湖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1农林牧渔的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呈稳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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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湖北省农业总产值由 2008年的 2940亿元增长至 2016年的 6278亿元，增加了 3338亿元。

湖北省的农业总产值主要由种植业、林业、渔业、畜牧业以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的产值份额所构成。湖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持续稳定的推进，种植业、林业、渔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这五个部门的产值都保持着稳定增长趋势。 

在种植业方面，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呈现出稳定不变的趋势，并且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据主导地位。湖北省种植

业总产值由 2008年的 1396亿元增长至 2016年的 2921亿元，增加了 1525亿元，其中以种植水稻、小麦、玉米和油菜为主要农

作物，稻谷产量由 2013年的 1676.64万 t提高至 2106年的 1693.52万 t，增加了 1688万 t。玉米产量由 2013年的 270.75万 t

提高至 2016年 296.76万 t，增加了 26.01万 t。可见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湖北省水稻种植和玉米种植技术

更加专业化、精细化，产量在逐年增长。 

在林业发展方面，政府出台了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一系列环保生态政策，使得林业总产值在 2010年后增幅明显，由 2010

年的 65 亿元增加至 2016 年的 203 亿元，林业总产值扩大了约 3.2 倍。但由于其基数过小，导致林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

一直较少，林业总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 2%～3%之间。 

在畜牧业发展方面，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略有下降，由 2008年的 34%变为 2016年的 27%，下降了 7个百分点，在农业总

产值中所占份额仅次于种植业。 

在渔业发展方面，渔业产量的增长总体呈缓慢增长趋势，渔业总产值由 2008年的 373亿元增长至 2016年的 1030亿元，增

加了 657亿元，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增长了 3个百分点，与近年来小龙虾餐饮业火爆有一定联系。 

1.2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猛 

农产品加工业泛指以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这四大产业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后的农产品为工业原料所进行工业生产活

动。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在 2015年为 2.45:1，与 2010 年的 1.39:1 相比，扩大了 1.76 倍，说明湖北

省农产品加工业在这五年内发展趋势非常可观。截至 2015年底，湖北省农业类“中国驰名商标”达到 133件，是 2010年的 5.5

倍。农业类湖北名牌产品有 391 个，湖北著名商标达到 825 件，全省“三品一标”主体 1988 家，品牌总数 4386 个，总量规模

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湖北省的“稻花香”、“枝江”和“劲牌”酒业集团被连续多年入选为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500强的企业，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蛋产品加工厂，“神丹”蛋是目前市场上品种最全，销量最广的蛋类产品，以及“周

黑鸭”品牌异军突起，促使农产品加工业成为湖北省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就业最多和效益最好的支柱产业。 

1.3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迅速 

湖北省紧紧围绕创建旅游强县为目标，政府投入 4.9亿余元来建设旅游强县，开发创建了 20个湖北旅游强县、24个旅游名

镇、346个高星级农家乐和多个乡村旅游示范点，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湖北省休闲农业在 2015年的收益为 190亿元，

接待游客约有 4500万人次。政府出台了对各乡镇地区农家乐经营户的扶持政策，这一惠农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农户参与到农家乐

的经营中来，政府给予的创业扶持资金高达 3.2亿元，减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约有 38万，农民人均年增收 1800元以上。 

2 湖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第一，农村中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林牧渔产值份额比重过大，而现代农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旅游服务业占比却很小。

第二，农村中从事农业劳动的绝大部分人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年均占比为 51%，而林牧渔产业在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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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比重过小，尤其是林业和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到 7%。第三，农产品大路货多、优质专用品少，传统产品多，高科

技产品少，低档劣势产品多，高档产品少的“三多三少”的问题难以根本解决。使得农村地区农产品品种单一、缺乏优质专用

产品和高档产品的供给，农业竞争力难以提高，甚至加剧了农产品的供求矛盾。 

2.2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第一，绝大部分农田水利设备使用年限过久，没有定期进行维修检查，农机灌溉设备老化陈旧，破损严重。在农作物播种、

灌溉和排污过程中对水资源造成严重的浪费，并且农田用地堵塞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第二，农产品流通不顺畅。

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上的财政投入不足，农村基础设施仍较薄弱，“村村通”这一工程还未完全实现，导致农产品的流通成本

和交易成本较高。第三，农村通信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尽管移动网络信息覆盖湖北绝大部分农村，但对于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

的农民来说，网络通信还不够稳定，光纤接通比例低，湖北省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日益严重。 

2.3农产品加工业水平低 

第一，湖北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份额较低。2015 年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 2.45:1，与发达国家的 3:4

还有较大差距，与周边发达省份还存在较大差距。第二，农产品加工企业整体实力偏弱。除“稻花香”、“劲牌”、“枝江”、

“神丹蛋”、“周黑鸭”系列产品、旭东坚果和宜昌萧氏茶叶等上市公司外，其余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属于中小微企业，而

中小企业不足的地方是“产品特色不明、企业品牌不响、竞争实力不强”。 

2.4农旅融合度不高 

农村旅游服务产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旅游服务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给农民提供充分的

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还能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其地位不容忽视。然而，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总体相对滞后。农作物的病虫发生率高，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民增收受到制约。农机维修和推广难度大，农业生

产能力效率低。2016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投入额占全省服务业投入额的比例仅为 7%。第二，农业科技化水平和农业服务化发展

水平低，加上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导致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且不易对接。 

3 加快湖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3.1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第一，优化种植业结构。稳定粮食产能，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前提，科学制定“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发展战略，因地

制宜推广“蛙稻、虾稻和鸭间稻”等生态种养模式，适度扩大双低油菜、大玉米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第二，加快畜牧业转型

升级。建设畜牧示范区，创办标准化养殖场，突出生猪、蛋鸡、肉羊、肉牛、禽蛋和蜂蜜等农产品产量，全面提升畜牧业的竞

争力。第三，发展优质高效渔业。创建农村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基地，鼓励农户积极的参与到水产品的养殖中来，持续增强渔业

生产能力，提升渔业综合经济效益。继续做强小龙虾、河蟹、黄鳝、泥鳅等主要水产品产业，保障特色水产品品种养殖比例稳

步提升，大宗淡水鱼养殖产量稳步增长，推动渔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3.2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巩固现代农业的物质基础 

第一，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加大对农村地区农田水利项目建设的财政支持，定期安排专业技术人员下乡，对

中大型水泵、排污管道和灌排泵站进行检查、维修，更新改造使用年限过久的灌排泵站，保障灌溉过程的高效运转。第二，加

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提供农机购买补贴政策，鼓励农户购买农机设备，推进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让农产品从强调数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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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产、优质导向。结合当地气候环境与地形地貌，推进适合该地区农作物耕作、施肥和收割的农业机械设备，有利于提高劳

动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 

3.3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增强科技与人才支撑 

第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发挥湖北省农业科研资源优势，加强良种培育、农业自然灾害防范和农产品深加工等

关键技术的研发。第二，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支持科研机构在各个县域内创建农业试验示范点，加强基层农业技

术推广体系建设。安排农业专家、农业技术人员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在农作物“选种、栽培、施肥和病虫防治”等方面的技术

进行示范，发挥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效用。第三，加强农业人才队伍建设。在各乡镇成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让农民有更多

的技术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知识的学习。引导和鼓励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和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 

3.4发展产业创新，推进“互联网+”农业 

第一，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宣传活动，增进农民对电子商务的了解，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认识到点上带来的好处

和便利。第二，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各乡镇聚居点布局，降低物流建设成本和运输成本，以高效 

的物流服务来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第三，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夯实湖北省农村信息入户工作的基础，

利用农村网格化的基础资源，确保入户采集信息的全面、准确。将“宽带乡村建设工程”与“4g 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工程”进行

捆绑式建设，降低建设阻力，确保“宽带乡村”和“4g移动通信基站”工程的顺利建设，有利于实现湖北省农村 4g网络全覆盖。 

3.5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内部产业融合发展 

第一，积极推进种植业向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旅游服务业延伸。鼓励种植大户开展农产品直销，鼓励农民合作社向初级加

工延伸，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第二，积极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延长农业产业链。依托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延长

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农产品价值。第三，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构建农户+农业合作社+企业+零售终端的利益连接模式，形成“订

单农业”流通模式，通过农户+大型超市发展“农超对接”流通模式，推动农村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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