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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文章首先从

理清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关系入手,系统归纳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

概念和内涵;其次概括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主要成效,分析了当前仍

存在的困难和挑战;并参考现代农业的评价指标,测算了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水

平;最后提出了我国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路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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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于２０１５年两会期间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要突出抓好加

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三个重点.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与现

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共同组成了我国现代农业的“三大支柱”.“三大体系”各有侧重,但又相辅

相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在解决农业资源要素配置和农产品供给效率问题,现代农业生产体系重

在解决农业的发展动力和生产效率问题,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重在解决“谁来种地”和农业经营效益问

题[１].其中,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核心,指引着农业发展的方向,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

经营体系共同支撑着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目前围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地位、概念、特征、构
建模式、实现路径等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展开了一些研究[１Ｇ３],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现代农业体

系发展水平的评价也较为缺乏.本文在明晰现代农业体系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梳理我国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现状,衡量其发展水平,提出了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路径选择和政策

建议.

　　一、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概念和内涵

　　目前,理论界对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概念和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分析国内外现代农业发

展实践,笔者认为,理解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内涵,可以从３个不同视角来把握:一是农产品产业体

系.这是基于横向视角,包括粮食、棉花、油料、畜牧、水产、蔬菜、水果等各个产业;二是农业产业链体

系.这是基于纵向视角,包括农产品生产、加工、市场流通以及农业服务业等上下游产业体系;三是农

业多功能产业体系.这是基于功能拓展视角,主要包括生态保护、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生物能源等密

切相关的循环农业、特色产业、生物能源产业、乡村旅游业等.因此,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概念可以概

括为:以现代农业经营理念为指引,基于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科学组织方式和高效市场运作,以纵向产

业链延伸和横向多部门拓展为支撑架构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各产业融合协调、有效衔接、产出高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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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强的综合产业系统.
与传统农业产业体系不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具有“现代”的特征.一是完善的现代产业组织体

系.这种产业组织体系是一个由许多专业化、社会化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和联系共同构建起来的系

统.专业化使得各种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专门从事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某一

环节的工作,发挥专业优势,并通过合作形成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节约交易成本,获得更多的经济效

益[１].二是先进的生产要素投入.除了传统生产要素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更注重通过金融资本、科
学技术、先进装备、组织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的集约投入和深度开发,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方式,促进全

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素质的稳步提升.三是高效的市场化运作.能够及时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
提供符合消费者需要的农产品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有效且成规模的市场不仅可以

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利于维持产业内部的良性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２].四是

合理的产业布局.注重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为核心,合
理调整资源利用方向,逐步建立起各具特色的优势产区,形成专业化的农业产业布局.五是多元化的

产业功能.除了承担吃穿等基础经济功能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还承担着社会、文化、生态保护等多

方面的功能.通过把农业自身内在的多功能潜质转变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充分提升农业的增值

空间.

　　二、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现状、水平与问题

　　１．发展现状

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我国初步形成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的现代农业产业格局,产业体系建设正由单纯追求资本、技术要素替代逐步转向要素有机融合的新

阶段.
(１)主要农产品产业体系基本成型.目前,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农产品产业体系,世界各类

主要农产品在我国均能生产且大部分品种生产规模居世界前列.从农产品各产业生产规模看,２０１５
年我国粮食产业规模６．２０亿吨、棉花产业规模５６０万吨、油料产业规模３５３７万吨(不含大豆)、糖料

产业规模１．２５亿吨、蔬菜产业规模７．８５亿吨、水果产业规模１．７５亿吨、肉类产业规模８６２５万吨、禽
蛋产业规模２９９９万吨、牛奶产业规模３８７０万吨、渔业产业规模６６９９万吨,其中谷物、肉类、禽蛋、
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产业生产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２)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快速发展.完善的产业组织体系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

之一,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迅速.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国各类产业化组织总数达到

３８．６万个,其中各级龙头企业１２．９万家,销售收入达９．２万亿元;全国在工商部门依法登记的农民合

作社达１５７．３万家,家庭农场超过８７万家.各类产业化组织以订单、合同、合作等方式辐射带动农户

１．２６亿户,户均增收３３８０元.农业产业化已成为对接分散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重要途径,为推

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农产品加工流通体系不断健全.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东北和长江流域水稻加工、黄淮海优

质专用小麦加工、东北玉米和大豆加工、长江流域优质油菜籽加工等产业集聚区.２０１５年我国规模

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７．８万家,完成主营业务收入２０万亿元.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目前,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４４６９家,年交易额亿元以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１７９０家,其中专业性市场

１１０１家[４].农产品流通模式日益多样化.“农超对接”在农产品流通中的占比已达１５％,超过１０００
家连锁企业与约１．６万个农民合作社实现对接;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８７０亿元.

(４)社会化服务体系初具规模.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促进资本、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集约

投入,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近年来,我国以农机服务为代表

的农业生产作业发展迅速.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达到１８．２５万个.其中农机合作社

５．４０万个,服务总面积达到７．１２亿亩,约占全国农机化作业总面积的１２％左右,服务农户数达到３
８８７万户.生产性服务逐渐向产前、产后服务延伸.部分地区鼓励农民合作社、农业生产性服务公司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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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承接服务外包方式,由最初的提供生产、技术服务为主向农资供应、良种引进及培育、病虫害防

治防疫、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品牌包装、基地认证、农产品销售和服务信息等产前、产后链条延展.
(５)区域化优势产业带逐步形成.农业区域布局日益细化和特色化,由简单的契合资源禀赋优势

的专业化向融合了地区特色、文化特色的特色产品延伸.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特色农产品区域

布局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中“七区二十三带”农业布局,规划已细化到县,有力地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发展.区域特色

农产品产业快速发展,重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基本形成,专业化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目前已建成一

批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优势产业带(区)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显著提升,对周边地区的辐射

和带动能力明显增强.

２．发展水平

为衡量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水平,本文选择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基本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作为参照,并假设这些国家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均达到了较为发达的水平.
那么,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标准可以近似等于这五个发达国家各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将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单项指标的实际值与标准值进行比较,可以大致确定我国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的发展水平,最后可根据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各项指标发展水平的算数平均值确定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的综合发展水平.
目前对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衡量指标尚没有相关研究,本课题参考现代农业的衡量指标,并考虑

各国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选择三类指标来衡量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水平:一是衡量农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发展阶段,主要选取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农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食品(含饮

料、烟草)占制造业的比重等三项具体指标;二是衡量农业内部结构的合理性,选取畜牧业产值占农业

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三是衡量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选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等两

项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３]:
第一步,测算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单项指标的发展水平

正向指标:MAIi＝
lndi

lnSi
×１００％

逆向指标:MAIi＝
１

(lndi＋lnSi)
×１００％

第二步,测算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综合发展水平

MAI＝
Σ
６

i＝１
MAIi

６
公式中,MAIi代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水平,lndi为指标i的实际值,lnSi为指标i的标准值.
依据表１中的计算结果可知,目前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综合发展水平在４６％左右.假设从

０~３３％属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的起步阶段,从３４％~６６％属于发展阶段,６７％以上属于成熟阶

段,当前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设已经跨过起步阶段,刚刚步入发展阶段,离成熟阶段还有较大

差距,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仍然很大.
表１　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国家
农业就业
占总就业
的比重/％

农业增加
值占 GDP
的比重/％

畜牧业产值
占农业总产
值的比重/％

农业劳动
生产率/

(美元/千人)

土地产出率/
(千克/公顷)

食品、饮料、
烟草占制造业
的比重/％

总体发展
水平/％

中国 ３１．４ ９．４ ２９．３ ２２５６ ５８８９ １１．８ ４５．２
日本 ３．７ １．２ ５４．６ ７７６９ ６１０５ １２．８ ６３．６
韩国 ６．１ ２．３ ４６．３ ６８３７ ６４８０ ６．１ ５１．８
美国 １．５ １．５ ４４．３ １１４１８６ ７３４０ １４．７ ９４．０
加拿大 ２．２ １．５ ３５．０ １００４５０ ４１６７ １６．５ ７８．５
澳大利亚 ２．６ ２．５ ５２．３ ９４２５４ １９９２ ２３．６ ８２．８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

３３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２８期)

　　从指标结构看,不同指标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土地产出率得分最高(１１２．９％),说明我国单位面

积谷物产出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水平相近;食品(含饮料、烟草)占制造

业的比重指标得分也较高(８０％),说明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成效显著;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

产值的比重指标得分为６３％,说明我国畜牧业生产发展水平仍处于中级阶段.从数据上可以看到,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２００８年曾达到３５．５％,为改革

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到２０１４年降至２８．３％;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农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两项指标得分较低.克拉克认为,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

相对来说就越小.我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为９．４％,而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却高达

３１．４％,就业人口比例与 GDP的贡献份额相差较大,说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这从农业

劳动生产率指标上也能看出,该项指标得分仅为３．５％.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尚需扬长避短,在稳

定土地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３．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仍存在着各产业发展协调性不够、产业链条

短、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差距大等问题.这些问题既验证了

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显示了未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努力方向.
(１)农业产业结构协调性有待增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包含谷物、油料、棉花等多个子产业在

内的有机复合体,需要在产品总量、产业结构、资源结合等方面统筹协调发展.但目前我国农业各产

业发展的协调性不够,与市场需求、资源匹配等也有待加强.突出表现为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存在

失衡,玉米阶段性供大于求,而大豆、棉花等供求缺口逐年扩大;高品质的牛羊肉、奶类、果菜等农产品

生产与消费需求有较大差距.农业生产资源错配日益严重,资源环境硬约束与生产发展的矛盾日益

凸显.东北黑土地质量下降、部分地区耕地重金属超标、地下水超采、“北粮南运”与水资源时空分布

不匹配等问题突出.
(２)农业产业链体系发展失衡.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产业体系的产中环节比较发达,而产前、产后

环节建设比较薄弱,流通、加工体系发展严重滞后.在产后初加工环节,大量农产品生产基地缺乏储

藏、保鲜、加工等设施设备,产后耗损较大;在流通环节,普遍存在农产品冷链配送难、成本高的问题.
我国食品冷链运输率只有１０％左右,而发达国家的食品冷链运输率达８０％~９０％.由此造成了大量

损耗和高成本.据统计,我国果蔬流通腐损率达３０％,每年损失１０００亿元以上,流通成本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２~３倍;在加工环节,大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仍以原料供给型、资源消耗型为主,规模小分

布散,缺乏产业带动和行业牵动力,掣肘了整个产业发展.
(３)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发

展模式与增长方式已发生转变,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成长迅速,当前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难以满足新型经营主体在服务方式和内容等方面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公
益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普遍存在硬件建设能力不足、人才缺乏、体制不顺等问题,与农民实际需求

不能有效对接;经营性农业社会化服务滞后于产业发展,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及金融服务满足不了产

业需求;社会化服务市场主体发育不足,公共平台建设滞后,服务质量和效率总体偏低,影响农业效益

和竞争力的提升.
(４)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发育水平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占

少数,大量、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农户仍然是“养活中国”的主要力量.目前,我国农村有２．５２亿户农

户,户均耕地仅为７．３亩,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参加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加入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分别仅占３５％和１３％[５],已有的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的能力

也还比较弱,利益联结机制有待健全.

　　三、构建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路径选择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路径选择上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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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经济规律,从资源、要素、技术、市场、制度等方面形成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支撑框架和动

力机制.总体看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可以采取多维立体式的构建路径,通过结构优化、功能拓展、链
条延伸、产业融合等方式,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逐步建立起与“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相
适应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１．在横向上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在建设路径上,既要强调提高传统农业的科技水平、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也要注重促进农业与其

他产业(如农业与文化、旅游业)相融合,形成集生产、生活、体验和生态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产业.首

先,突出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大力提高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科技含量,加快推动农业生产、农产品

加工及农产品流通仓储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农业产业体系各环节的技术贡献率和技术支持水平,实现

农业产业发展由资源驱动型向资源和技术双轮驱动型转变,逐渐建立起以技术为主导因素的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其次,推进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扩大粮改

饲试点,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作物,优化畜禽养殖结构,促进渔业转型升级,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现

代农业生产结构;再次,促进区域合理布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升主产区产能,因地制宜调减非优

势区,逐步形成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

２．在纵向上推动农业产业链条向产前、产后延伸

在建设路径上,重点依托农业产业化组织,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向前、向后延伸,将种子、农药、肥料

供应与农业生产连接起来,将农产品加工、销售与生产连接起来,形成上下游各环节紧密衔接、各主体

共同参与产业运行的完整产业链.首先,加快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支持农产品加工设备改

造提升,建设农产品加工技术集成基地.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深加工.坚

持资源化、减量化、可循环发展方向,促进秸秆等农业副产物的循环利用、加工副产物的全值利用、加
工废弃物的梯次利用.其次,积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完善鲜活农产品收集、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

的冷链物流体系.加快培育各类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提高流通效

率,促进产销衔接.再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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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资料供应、种子种苗繁育、病虫统防统治、农机作

业、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广合作式、订单式等服务方式,推进

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创新.

３．在空间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建设路径上,重点是着力推进农业与农村二、三产业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深度挖掘农业的

多功能性,加快打造产业融合一体、协调发展的格局.首先,大力促进信息产业与农业融合发展.推

进移动互联、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基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现代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的同步发展.在生产领域打造智慧型农业,提高农

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在流通方面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包括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电子商务,
提高流通效率和农业竞争力.其次,加快农业多功能拓展.要在实现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挖掘农业的

生态功能、社会功能与文化景观功能,促进农业与环保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实
现综合效益的提升.再次,强化利益连接机制.通过发展订单农业、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有效的利

益联结机制,使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和服务者之间有机联结在一起,重塑价值链,让农民共享产业

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

　　四、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应将补齐短板作为政策的主攻方向,在着力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放”“管”结合,激活有效市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发挥好政策“指挥

棒”和“导航仪”的作用,建立健全政策执行体系和保障措施,形成支撑有力、保障有效的现代农业产业

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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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完善要素市场,激发要素活力

要素市场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健全要素市场首先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完善土地市场机制,统筹解决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用地问题;其次要创新农业金融和保险制度,加快

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逐步实现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产粮大

县谷物保险面积全覆盖;最后要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转

型升级.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体系,推动建立健全职业农民扶持制度,壮大职业农民

队伍.

２．完善支持政策,加强组织管理

健全的支持政策和高效的组织管理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效运行的保障.首先要完善农业支持

政策,加快建立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相适应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其次要完善贸易调控,健全与国内

生产、需求相适应的农产品贸易调控机制,加强国内产业安全保护;再次要加强组织领导,逐步推进农

业大部制改革,按照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原则构建政府组织结构;最后要加强

顶层设计,切实落实各项农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

３．完善公共服务,优化发展环境

公共服务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优化公共服务首先要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

给,发挥财政政策导向功能和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更多投向

农业产业体系;其次要积极搭建仓储物流、融资担保、检验检测、劳动用工、出口代理等公共服务平台;
最后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强化农业公共服务机构能力建设,形成分工合理、运行高效,覆盖农业生

产全程,公益性和经营性相结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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