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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

林业等产业。”这是农村改革以来中央文件中首次明

确提出农业结构调整问题。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农

业结构调整是需求导向型的。第二次是 1998 年，这

一时期农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就是要优化种植业作物和

品种结构，优化区域布局，发展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无公害和绿色食品。2004 年以后，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又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心和基础。总

的来看，这一时期农业结构调整是市场导向型的。第

三次就是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新一轮农业结

构调整。这次农业结构调整就是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充分挖掘国内各种农业资源的潜力，利用好国际国内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新时期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一是粮食安全。这里指的是广义的粮食安全或称

为食物安全，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首要目标。统计

数据表明，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食物结

构中粮食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呈下降趋势，从 1990

年到 2012 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数由 130.72 千

克下降到 78.76 千克，但与此同时，肉、蛋、奶、禽

类、植物油、瓜果等食品的购买量呈上升趋势。如果

按照饲料转化率来计算，仅猪肉、禽类、鲜蛋、水

产品、鲜奶这五类产品的增加量就相当于城镇居民在

12 年间人均多吃了 71.86 千克的粮食，超过了购买粮

食下降的数量（如果把城镇居民购粮转化为原粮则大

体相当）。同期农村居民粮食（原粮）消费量从人均

262.08 千克下降为 164.27 千克，下降了 97.81 千克；

而猪肉等五类产品的增加量相当于多消费了 44.61 千

克粮食。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几种主要

食品的消费量一定会大大增加。可以预计，随着城乡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粮食的缺口也会不断扩大。因

此，按照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确保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

务，也是结构调整的底线。

二是农民收入。2004 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实

现了历史上首次“十一连增”，2014 年达到 9892 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2%。连续第 5 年超过国内生

产总值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2.75 ∶ 1。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农业（尤其是种植业）

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是和农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

化的现状密切相关的。但也应该看到，确有一部分农

民，尤其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以农业收入为主的。

因此，在新常态下，必须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即使将来城镇化率

达到 70% 以上，还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农村

决不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故乡，无处寄放的乡愁。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

进而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使新型经营主体获得

更高而体面的收入；使大量的兼业小农户也能够在小

规模土地上获得满意的收入，不以土地为累赘而抛荒。

三是农业竞争力。本世纪初期，我国主要农产

品的价格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竞

争力。但自 2004 年粮食市场的全面放开后，特别是

2006 年“入世”过渡期结束，我国对三大粮食品种实

行保护价格收购，粮食国内外价格倒挂开始持续，并

在 2014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发

表了题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报告，指出：“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确

有必要认真研究和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业

产业化，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提高农业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新的形势下农业结构调整的重

要指导思想。农业结构调整，要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提出的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

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农业竞争力和农产品供给质

量的全面提升。

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结构调整

在任何时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农业

现代化的目标都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粮食安全，二是

农民收入。这两个目标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不一样，

不同时期的农业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毋庸置疑，

任何时期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必须要求相应的

农业结构与之相匹配。有什么样的目标，就要求什么

样的生产结构，以及推进结构调整的政策体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历程看，中央在政策

上曾三次明确提出农业结构调整的任务。第一次是

1985 年，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帮助农村

以结构调整
推进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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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部分品种倒挂转向全面倒挂。整个农产品成本呈持

续上升势头。但如果把国内主要农产品的成本构成和

欧美国家同类农产品成本构成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

现代化水平提高后，中国农产品成本还有进一步优化

的空间。在现实农业生产中，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合

作社经营、土地托管等都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经

营者的利润水平。可见，必须以现代化为手段来提高

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四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农村改革 30 多年来，由

于人口和资源比例失衡，在过分追求产量过程中忽视

了生态环境问题，导致农业资源条件日趋紧张，农业

面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等问题日益突

出。不仅如此，过分追求产量还导致农产品中化肥、

农药残留超标，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解决上述问

题，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

平。

如何推进新时期的农业结构调整

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党的十八大报

告指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

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是针对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小、

经营效率低下而作出的科学决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践证明，经营规模越大，就越

需要完善的社会化服务。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

求，要“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

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

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

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见，农民

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既是新型经营主体，又

属于新型服务体系。其中，合作社主要由专业大户或

家庭农场牵头组建，是连接小规模农户和龙头企业的

中介环节。在龙头企业的引导下，合作社带动着众多

的小农户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商品农产品供给的主

体，同时也是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二是要树立大粮食和大国土观念。在城乡居民的

食物结构中，谷物只占其中一部分，一切能够为人类提

供营养的物品，都应该纳入广义的粮食安全或者食物安

全范畴。按照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在种植业内部，

要加快发展草牧业，支持青贮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种植，

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促进粮食、经济作物、

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

须树立大食物观念。在农业内部，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和

渔业，提高畜牧业、水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我国的

耕地资源十分有限，但我们还有 43 亿亩林地，以及面积

更大的沙地、草地、湿地、滩涂等，要充分挖掘这些资

源的潜力，提高这些资源的生产能力。

三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

提高农业的附加价值，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首先必须走出狭隘的农业观念，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

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第二，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需要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培育以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为骨干，以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纽

带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构建起针对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公共性服务、合作

型服务、市场化服务有机结合、整体协调、全面发展

的服务体系。最后，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注重农

产品与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借助文化的力量促使品

牌增值。

四是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是依据国内

农产品需求结构、特点和趋势，不断优化进口农产品

布局，确保产地多元和产品多样，确保在缓解资源环

境压力的同时不依靠单一国家或者少数国家，不断提

高掌控国际市场的能力。二是要充分发挥国内劳动力

丰富的比较优势，支持国内企业对优势农产品品牌的

开发，做大做强国内优势农产品品牌，促进优势农产

品出口，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稳步推动农业企业“走

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提升农业国际影

响力。

                                              （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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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是基础，品牌是动力。作

为拥有 2000 多年栽种历史的深州

蜜桃，历代以来都被誉为“宫廷贡

品”、“桃中之王”，文化底蕴深厚。

为重塑蜜桃品牌，深州市政府

主打“文化牌”，通过“刘秀走深

州”、“人面桃花相映红”等历史

传说提升深州蜜桃文化内涵。他们

按照“变农村为观光村、变农业为

旅游业”的思路，打造以蜜桃观光

园为中心的乡村观光游，每年“桃

花节”可接待京津冀等地游客 20

多万人次。等到蜜桃成熟，游客下

园采摘，蜜桃统一包装，让果农从

简单的卖蜜桃上升到卖品牌、卖文

化。

除了观光园，桃农们还打起

“创意牌”，他们利用模具培育出

带有“福禄寿喜”等字样的蜜桃，

并通过创意性的包装设计让蜜桃

身价倍增。“这些带字的蜜桃都是

特级果，比普通的桃子要贵两到三

倍，俺们卖的不只是蜜桃，更是创

“科技翅膀”
 让中宁枸杞创造奇迹

刚刚采摘的枸杞鲜果，在国内市场最高居然能卖

到每粒 1 元、每斤 1200 元的价格；而将新鲜的枸杞

采用技术手段榨出原汁，装在只有 10 厘米高的小瓶里，

每瓶居然也能卖到五六十元，远销东南亚。

这一切可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宁县，一枚枚中宁枸杞 2014 年就创造了这样的销

售奇迹。中宁枸杞业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得益于当地

与宁夏农林科学院开展的院地合作的模式，得益于科

技成果的实地转化。

中宁县副县长刘宏阳感慨说：“科技支撑、院地

合作，为中宁枸杞产业迈进国内大市场打下坚实的基

础。”

传统产业遭遇发展瓶颈，院地合作解决技术难题

枸杞是一种名贵的药材和滋补品。然而，作为国

内枸杞的主要种植基地，中宁枸杞始终卖不出高价。

由于品质和技术的原因，每年只能以枸杞干果的形式

进行出售。

“多年形成的传统的种植加工模式，已经不适应

国内外的产业发展需要了。”刘宏阳说，在中宁，枸

杞自然干晒浪费大、成本高的问题已经成为产业发展

的桎梏，“关键是没有好的加工技术，在种植上也缺

少科技，鲜果品质难以保证。只有解决技术问题，产

业发展才能突破瓶颈。”

为了改变中宁枸杞的尴尬局面，中宁县开始积极

探寻与宁夏农林科学院的合作。同时，通过科研机构

意。”李宗权骄傲地向我们展示着

他的“创意桃王”照片。

在卖蜜桃的同时，当地企业还

开发出了蜜桃罐头、桃木工艺品、

桃花茶、桃花蜜等系列产品。在桃

木工艺品店“御桃轩”内，桃木被

精雕细琢成如意、宝剑、拐杖等工

艺品，尤其古香古色的桃木剑备受

青睐，每件能卖到 3000 元以上。

顺势而为开辟网销模式

有了品质和品牌，桃农们又在

销售模式上主动求变，他们改变过

去“坐在地头等买主”的传统方式，

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渠道建立

网络销售平台，为深州蜜桃植入了

“互联网基因”。

“真想不到网上的销售信息

还真管用，去年蜜桃下果子时，我

最多的一天卖了 1000 多箱！”西

马庄村 65 岁的桃农张登高去年尝

到了网上卖桃的甜头。他通过在网

上发布免费广告，不仅把他的蜜桃

销售到了周边地区，还以喜人的价

格远销到广东、浙江、河南等地。

今年，张登高还特意通过微信“朋

友圈”，邀请山东客户在桃花节期

间前来观光采风，进一步推介深州

蜜桃。

“我们通过和物流公司签订

协议，由他们负责将产品第一时间

运送到目的地，确保蜜桃原汁原味

地到达客户手中。”如今，像张登

高这样“点点鼠标卖桃子”的种植

户越来越多。一些果品专业合作社

也瞄准互联网商机，他们积极开发

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并精心设

计深州蜜桃“套装”，既美观又能

确保运输过程中的“零损耗”。

“现在还只是刚刚起步，在互

联网时代，面对着 80 后、90 后甚

至 00 后这些新生代消费群体，深

州蜜桃的市场非常广阔。”深州市

冠一果品合作社的李宗权介绍道，

“去年，俺们合作社半数以上的蜜

桃通过互联网销往了全国各地。”

              （来源：《农民日报》）

输出技术与项目，与中宁县农业龙头企业进行合作，

将枸杞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良种繁育、病虫害预测

预报、病虫害综合防治、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

水肥一体化、整形修建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全部引了进

来。

在宽口井天景山种植基地，当地民间投资建设了

8700 亩枸杞种植示范基地，种植一年的“宁杞 1 号”、

“宁杞 7 号”、黑果枸杞、黄果枸杞等高品质的枸杞

新品种，今年亩产可达 300 公斤，在获得经济效益的

同时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不仅为宽口井的移民提

供的就业机会，也为当地增加 3000 万元的经济收入。

中宁有机基地负责人吴生宝说，科研机构提供全程技

术支撑，企业才敢大笔投资。

同农科院合作为中宁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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