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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现状研究 

胥娟 焦翠翠
1
 

（四川轻化工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建设促进了其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加速了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对周边

地区的农业产业带来了产业集群化和产业示范化效应。以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走访产业园、

当地政府、农民等，收集到产业园功能布局、项目基地布局、主导产业及规模、产业园产值及产业园农民人均收入

等资料，并结合浙江省统计年鉴、慈溪市政府工作报告及文献梳理，分析了产业园的发展现状和带来的经济效益，

发现产业园建设当前存在经营主体单一、产业链条尚需延长、主导产业设立过多、农产品品牌效应不足等问题，并

提出了丰富经营主体、延长产业链，加深产业融合、因地制宜发展主导产业、打造农产品品牌等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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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1]
，2021 年国家仍把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2]。慈溪市作为第一批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园区，其一园多区的建设模式带来了产业集

群效应和示范效应[3]。近年来国家尤为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农业产业园规划的政策文件，提出

建立国家示范农业产业园，推动全国农业实现现代化。 

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研究主题主要有农业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园区的发展阶段，农

业园区发展理论研究，农业园区的功能。关于发展模式，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以科技化、规模化为主题的美国科技农业园区，以

生态化、产业化为主题的德国生态农业园区，以体验性、示范性为主题的日本休闲农业园区，以集约化、标准化为主题的荷兰设

施农业园区及意大利“绿色假期”农业园区这五个国外经典模式[4,5,6,7]。关于农业产业园区的发展阶段，已有的研究以时间序列

为轴，对研究探索，规范发展和突破进展阶段进行成果总结
[6,7]

。农业园区发展理论研究主要对农业区位、技术创新等基础理论

和评价体系进行研究[5]。在农业园区的功能方面，学者李旭按照地理区位、文化背景、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水平水平等因素分为

都市农业园区和示范农业园区[8]，学者张小桐按照功能结构规划分为农业生产区、科技示范区、观光休闲和综合服务区[9]。 

综合已有的研究发现，在研究主题方面大多数侧重于农业园区的单一发展模式，只有少数研究考虑了农业产业园区一园多

区的产业模式。目前已开展的农业功能的研究对农业生态功能、保护粮食安全考虑较多，较少考虑到农业的示范、观光功能和集

成效应。多数研究是对农业产业园区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和对全国农业产业园发展现状进行研究，较少分析市县级农业产业园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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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慈溪市位于沪、杭、甬经济金三角中心地带，地理位置优越。北连上海，西临杭州，南靠宁波，离杭州市约有 145km，离宁

波市仅有 70余 km，毗邻各种大型消费市场。该市是隶属于宁波市的地级市，占地面积 1361km2，2020年常住人口数为 182.95万

人，生产总值为 2008.30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67089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40950元，较 2019年相比，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加 2869元，上升 7.5%，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慈溪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整个市区的东北部沿海地区，园区东西总长 27km，南北宽 4～7km，总面积达 103.33km
2
，覆盖慈溪

市现代农业开发区及周边龙山、掌起、观海卫、附海、新浦等 5个镇部分区域，带动了 9.5万农业人口涉及农户 6345户。现代

农业开发区是慈溪市重点打造的农业园区，面积达 69.47km2，是浙江省现有园区中规模最大的现代农业园区。 

园区按照功能分区(表 1)可分为新慈湖农业新型业态核心区，占地面积 6.67km2，是产业园的创新中心，人才中心，服务中

心，信息中心和休闲中心；占地 26.68km
2
优质粮食带和占地 60.70km

2
精品蔬果带布，以东西走向的横路为界，分布在园区两侧，

畜禽养殖区占地 1.8km2，食品加工物流区 0.867km2，农业智能装备区 0.333km2和高新农业创业区 3.33km2。 

表 1产业园区功能分布概况 

功能区域类型 占地面积//km2 

农业新型业态核心区 6.67 

优质粮食带 26.68 

精品蔬果带布 60.70 

畜禽养殖区 1.8 

食品加工物流区 0.867 

农业智能装备区 0.333 

高新农业创业区 3.33 

 

研究区按产业分布，形成了以农业旅游为核心，带动两侧农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形成三产融合的空间发展格局。产业园中央

含有葡萄主题公园、智创中心、心慈湖和休闲农业观光，园区左侧分布有高效示范养殖场、屠宰加工厂、规模化养殖参观、蔬菜

加工示范、水产养殖、食品加工工业游和设施农业观光等产业，产业园右侧分布有农产品加工参观、设施农业、牧场体验和桃花

节庆等产业，在农业的基础上，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是一种原生态，粗放式的农旅产业。 

研究区按基地项目布局(表 2)，在精品粮食带分布有对虾产业链项目，优质粮食种植基地、进境肉牛隔离屠宰项目、电子商

务项目、国际食品科学研究实验室项目、农业智能装备制造项目一期、年产 8000t蒸饺加工项目 7个项目。精品果蔬带有特色水

果种植基地、鳗鱼项目养殖基地和精品蔬菜种植基地 3个项目。食品加工物流区分布有海通优质蔬菜加工基地。新慈湖核心区分

布有国际农业智创中心以及高新农业智创区分布有垂直立体种养结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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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产业园建设项目布局 

功能区 项目基地 

精品粮食带 
对虾产业链项目，优质粮食种植基地、进境肉牛隔离屠宰项目、电子商务项目、 

国际食品科学研究实验室项目、农业智能装备制造项目一期和年产 8000t蒸饺加工项目 

精品果蔬带 特色水果种植基地、鳗鱼项目养殖基地和精品蔬菜种植基地 

食品加工物流区 海通优质蔬菜加工基地 

新慈湖核心区 国际农业智创中心 

高新农业智创区 垂直立体种养结合项目 

 

1.2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有慈溪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现代产业园的年产值收入和主导产业年产值。

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通过浙江统计年鉴获取，慈溪市产业园的收入主要是通过慈溪市人民政府官网获取，产业园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主要是通过浙江省统计局获取。 

1.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法、数据统计分析法、数据比较分析法和实地调研法对慈溪市现代产业园年收入总产值，主导产业

发展现状、产业园辐射带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剖析，采用图、表等形式从产业园现状出发，分析产业园的问题和优化路

径，并结合已有的规划和目标，重新确立可实现的年度目标，以实现园区效益最大化、农民收益最优化。所涉及的数据均在 Excel

中制作完成。 

2 结果分析 

2.1产业园投入产出分析 

早在 2009年成立现代农业开发区管委会以来，产业园已累计投入 50亿元，其中政府重金投入 35亿元，园区参与主体投入

15亿元。2017年自研究区成为第一批国家现代产业园以来，产业园创新资金保障机制，不断带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其中引导

企业项目投资 6亿元，地方财政投资 2.7亿元，中央奖补资金 1亿元。其中 2.7亿元资金用于园区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4.7亿

元用于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剩余 3.3亿元用于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截至 2021年，为推进产业园成为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之路，慈溪市已累计投入 17亿元，获取社会资本 33亿元来推进农业产业平台建设。园区的构建发挥了政府主导，市场主体

的作用，带动园区内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构建。 

园区内形成了优质粮食(26.68km2 盐碱地单季水稻)、精品水果(慈溪葡萄和慈溪古窑浦水蜜桃、蜜梨)、出口蔬菜(西兰花、

卷心菜和白毛豆)、花卉苗木(向日葵、)、生态畜禽(正大集团蛋鸡、宁波牛奶集团奶牛)五大主导产业，园区产业总产值逐年上

升(图 1)。2018年，主导产业覆盖率占园区所有产业 87%，土地规模经营率占 87.4%，主导产业产值为 28.8亿元，占产业园总产

值的 84.5%。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达 85%，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为 4.3∶1。2021 年，园区内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达

76.67km2，占园区总面积的 74.2%，高效节水灌溉设施面积达高达 33.33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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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内正大集团蛋鸡养殖项目一期总投入 2.26 亿元，采用智能化车间和立体式鸡笼，建立饲料、鸡蛋、鸡笼三条传输带，

日产鸡蛋约 60 万枚，年产约 2 亿枚。园区内的蟹味白玉菇生产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日产量 10 万瓶，每瓶重 150g，年产量约

5000 万 t。园区内的恒海铁皮工厂化种植总投资 1.6 亿元，年产 5600t，园区内占地 0.08km
2
。园区内的畜牧产业占地 2km

2
，有

3000头奶牛，年产牛奶 1.8万 t。葡萄主题公园占地 0.067km2，种植了 50余个品种，于旅游观赏和文化传承于一体，截至 2018

年开放仅一年时间就已接待游客 1.5万余人次。 

 

图 1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年产值示意图 

2.2产业园人均收入水平分析 

截至 2016年，产业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0850元，周边农民可支配收入 29601元，比周边农民高出 38%。以 2016年产

业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参照值，以 2017—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对照组(表 3)，我

们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率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率低，但二者增长速度均有下降的趋势，

前者较后者增长速度更为缓慢。2020 年，慈溪市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0950 元，仅比产业园农民人均收入高出 100 元，说明

农业产业园的建设对带动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改变土地经营模式具有重要作用。 

表 3慈溪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动态表 

年份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同比增长率//%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同比增长率//% 

2017 54894 8.0 32088 8.6 

2018 59264 8.0 34927 8.8 

2019 63964 7.9 38081 9.0 

2020 67089 4.9 40950 7.5 

 

3 园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经营主体有待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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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农业开发区管委会不断通过招标方式引进正大集团、爱科集团、中集集团等世界五百强企业和宁波牛奶集团等知名

农牧企业，园区内现有农业龙头企业 42家，其中国家级仅有 1家，省级 4家。合作社有 100家，国家级合作社仅有 2家，省级

合作社有 6家。家庭农场有 72家，而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只有 6家。虽经营主体数量在不断增加，但经营主体种类却基本没有变

化。究其原因，或是产业园为了不断引进资金雄厚的企业，以减轻需要政府大量投入资金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如园区内公路的

修缮和拓建，园区内网络设施的维护，需要不断拓宽的高效节水灌溉设施等。或是政府一味追求产业园产值的增加和农民可支配

收入的增加而没有顾及到不同种类经营主体带来经济效益的潜力。经营主体数量增长很快，但是经营主体类型，完善园区主体构

成体系这个质的提升很难。 

3.2园区产业链条有待完善，产业融合尚需加深 

园区内产业链条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情况：①每个项目和每个基地的建设产业链条独立；②并非所有的农产品都

需要相同的加工步骤和流程；③产业与产业间的发展没有实现有效衔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园区内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基地的建设都需要有较为成熟的经营体系、管理模式、物流加工和销售渠道。但由于农产品的

特性，并非所有的加工步骤和程序都是每个农产品需要进行的。因此可能会导致产业和产业之间的链条独立，厂房机器设备达不

到用途最大化，且有可能出现企业与企业之间会购买同样的加工设备。 

二是每个农产品需要延长产业链才能提高产品附加值。由于园区对市场定位不精准，导致农产品可以加工成何种农副产品，

进而如何推广成为了难题。 

三是产业间没有很好的为彼此提供服务，产业本身也可能没有发觉到自己能为其他产业服务的价值所在，产业间未能融合

在于不了解自身特点和其他产业特点。 

3.3主导产业确立过多，特色产业发展不够鲜明 

慈溪市产业园目前已经确立的精品粮食、优质蔬果、特色水产、花卉苗木，生态禽畜 5种主导产业，超过了一般产业园所要

确立的主导产业数量的最大值(1～3 个)，主导产业过多可能会带来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主导产业过多肯定会因满足园区对主导

产业的要求，盲目扩大其他主导产业种植面积，可能会导致原先规模经营的农产品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使得原有农产品占领的市

场被其他园区取代，主导产业市场优势不够突出。二是新农产品的大规模种植需要重新建立起一套适合于自身的加工处理配套

设施，原有农产品加工技术和方法不适用于新增主导产业，园区内资源重复利用率不高。三是主导产业确立过多，容易造成产业

与产业间平均发力，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没有得到重点打造，其他盲目跟风建立起来的主导产业又因没有资

源优势的依托最终也没得到长久发展。 

3.4园区农产品品牌亟待建设 

就消费者而言，有品牌，就值得信赖。然而当下农产品品牌建设十分艰难，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地理位置，气候因素大致

相同的产业园不仅出现园区规划盲目跟风，实地考证走马观花，导致农业产业园建立千篇一律，而且大多园区引进的农产品也出

现“雷同”现象。产品不用研发，借鉴现成产业园已有的品种和经验是产业园出现品牌建设难以打造的原因之一。其二，只有品

种新，口味独特，群众接受，推广到位的农产品才更有可能打造成一个品牌。由于农产品技术变革存在一定的经费投入和市场定

位不精准的问题，所以农产品时常拘泥于眼前利益的维持而缺乏创造创新。其三，品牌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于消费者

偏好程度的不同，人们接纳新产品需要时间成本，在适当的时间点品牌还没打响，那可能新品种只是掀起了一时热潮，终沉大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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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园发展的对策建议 

4.1不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园区活力在一定程度上由园区经营主体数量和种类决定，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大发展都需要农民的加入，因此

高素质的农民不仅是企业、农场、合作社的活力源泉之一，也是园区的活力所在。培养热爱农业的农民，让他们转变传统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理念，了解土地经营权流转能获得更多的收益。懂得科学和技术是农业进步的跳板，在有资金的前提下也可以以

家庭农场的形式参与园区经营。园区应大力建设新型农民培育基地，增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人数，培养优秀的农创客。积极吸引

大学生回乡建农，给予学生园区创业优惠政策，帮助返乡学生搭建大学生农田创业园。当前慈溪市回乡创业青年共计 127人，其

中“85后”大学生就占 6成以上，创办了规模经营主体 90多家。 

4.2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旅游文化产业融合 

产业链条的延长，不仅在于农产品本身，还可以通过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共同服务依次延长产业链，如高新技术产业通过转换

科技成果，可以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中发挥巨大作用，可以使农业产业的运作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当然对传统农业来说，

农产品本身仅进行初加工，初级产品和原料经常以较低的价格销售给农业部门以外的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农产品附加值极低。 

由于园区内所有的作业开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园区内西兰花、卷心菜和白毛豆这样的精品蔬菜可以采用种苗繁育、规模种

植、精深加工、冷链物流、贸易出口提高产品附加值。猕猴桃、水蜜桃、葡萄这样的优质水果可以通过基地育苗、规模种植、精

深加工、品牌打造、电子商务和休闲采摘提高产品附加值。大规模种植的油菜、桃树等可以带来极好的观赏性，农业不仅能保障

粮食安全、市郊农业也能满足城镇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还可以为城镇居民提供欣赏价值，为园区带来靓丽风景。园区内可举办

油菜花节、向日葵赏花节、葡萄节、桃花节、花海大会，向游客免费提供有限机会的拍照服务，以扩大宣传。 

4.3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特色产业的发展有历史文化传承、民俗习惯因素的影响，也受经营模式和理念的影响，当然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因素也是影

响特色产业发展的原因之一。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可继续利用当地土壤特质，将盐碱地水稻生产做大做强，通过粮食烘干技

术、电商平台和物流系统将盐碱地水稻远销世界各地。慈溪葡萄种植历史已有 40余载，历史文化和适合葡萄生长的地理气候条

件是其成为特色产业的影响因子。将葡萄加工成葡萄干、葡萄酒和葡萄副食品，发展葡萄采摘节，葡萄文化节，形成系列化的主

导产业。 

4.4建立农业保障体系，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在全国大大小小若干农业产业园的建立中，产业园的脱颖而出需要农产品品牌的打响。慈溪葡萄，慈溪古窑浦水蜜桃是当地

的特色产品，但是仅有慈溪葡萄是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是国家工商局总局批准“慈溪葡萄”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继“慈

溪杨梅”证明商标之后的第二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园区虽引入了正大鸡蛋，宁波牛奶集团，但真正属于慈溪市产业园的当属慈

溪葡萄，如何把产业园的水蜜桃，猕猴桃等水果打造为具有地理标志的证明商标的农产品，需要科研团队研发出多品种，受众广

的产品。农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降低农产品技术变革的风险，提高产业园企业或者农民技术变革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而鼓励

农民积极引进农业科研成果，不断研发新品种，促进农产品品牌的建立。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统计产业园产值、各项目基地投入产出概况、产业园农民人均收入，分析了慈溪市农业产业园带来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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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现状出发，探讨了产业园当前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个人建议。本研究尚且只分析了产业园整体

发展概况和带来的显性经济效益，对园区内每一农产品的经营管理、加工处理、销售模式以及各区块如何协同，实现生态发展尚

未进行深入研究。农业产业园虽有数年发展经验，但其产业发展模式仍在不断改变，预计未来几年，产业园仍以规模经营主导产

业为主，实现主导产业和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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