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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农副产品生产问题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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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农副产品生产的现状,揭示困扰农副产品稳定生产的问题。针对这些不利因

素,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构想,以切实促进农副产品生产的健康发展,并为三农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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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roductionofagriculturalby-productsplaysanimportantroleinstablizingmarket
andimprovingthelivingstandardofpeople,whichisalsoakeyfactorforChinesegovernmenttobuild
well-offsociety.Butinthepastfewyears,supplyanddemandoftheagriculturalby-productshavetaken
onabnormalfluctuationwhichhavedirectlyinfluencedpeople’slivesandsocialstability.Thispaperana-
lyzesthecausesoftheaboveproblemsandputsforwardrelevant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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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国实现改革开放国策后,农副产品生产

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不断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
随着我国进入 WTO和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农副

产品生产面临一场新机遇、新挑战。在刚刚结束的

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

斗》的报告,再次强调了农副产品生产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

  一、当前我国农副产品生产的现状

1.产量基本保持稳定增长,但结构性问题仍然

明显

长期以来,我国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大力发展

主要粮食的产量。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各农副

产品生产结构已越来越不符合市场的需求。2005
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8402.2万吨。相对上个世

纪90年代,我国近几年粮食生产呈现下降的趋势,
如图1所示;油料原料:豆类、花生、油菜籽等经济作

物的产量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如图2所示。

图1 粮食产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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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油料原料产量

  近几年我国农副产品市场已发生重大变化,某
些农副产品结构性过剩严重,但另外一些农副产品

处于短缺境地,导致短期内价格报复性上涨。如:

2006年陕西省部分地区瓜农不顾市场因素,大规模

种植西瓜,西瓜产量直线上升,导致后来大量滞销状

况。2007年中国东北大豆种植面积大为缩小,农民

改种玉米,使得大豆产量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内大豆

油价格上涨[1]。
2.部分农副产品增产不增收,供求两难现象突

出

在我国很多地区,经营者本该获得一年丰收而

庆祝,但是经常出现增产不增收、供求两难现象。

2005年华南某省荔枝大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
可农民兄弟却满脸阴云,高兴不起来,用他们自己的

话说,收入只是往年的一半,部分农民甚至还倒贴了

口袋。地处我国西北新疆自治区部分地区近几年来

瓜果的产量突飞猛进,农民增收幅度却并不大。相

对农副产品产量日益逐渐增长,仍然出现吃不到新

鲜的水果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究其原因,由于我国

农产品生产形不成规模,且销售渠道不畅。此外,还
与我国农副产品加工水平落后有关,这些直接影响

了增产增收目标的实现[2]。
3.近期部分农副产品供求异常波动,严重影响

人们生活

2007年6月13日CCTV《经济半小时》反映这

样的问题:国家统计局统计发现当年五月份猪肉价

格同比上涨了26.5%,而商务部对36个大中城市

统计,五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了43.1%[3]。现在

猪肉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位,按理说养猪的农民应

该最高兴,愿意养更多的猪。但记者在养猪大省四

川调查时却发现,不少养猪户现在宁肯卖掉小猪崽,
也不愿意继续再养猪了。如此对应的是,近期我国

食用油价格也一路飙升,直接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

如图3所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07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6.9%,城市上涨6.6%,农村上涨7.6%;食品价格

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1.4%。

图3 2006与2007年大豆食用油价格对比

  4.国外农副产品大量涌入,国内生产经营者受

到强有力地挑战

我国入世后,消除了相关的关税“壁垒”,国外低

价高质的农副产品大量涌入。且由于进口关税极大

降低,大大减少了这些农副产品进入我国的成本,其
进入我国市场的销售价格将大大低于国内同类产品

的价格,这必然会造成我国农副产品“卖难”,打击了

我国生产经营者积极性。其次,由于缺乏相应技术

与资金,农副产品深加工水平滞后,制约着从事农副

产品经营者竞争能力。广大农民以分散经营为主,
形不成生产规模,且对深加工缺乏应有的意识,使部

分副产品严重依赖于进口。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

数据显示,07年11月份中国进口了335万吨大豆,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2.6%,前11个月中国共进口

了2789万吨大豆,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1%。根据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07年中国大豆的播种面

积为860万公顷,同比下降68万公顷,降幅7.33%,
预计全年我国大豆的产量为1500万吨,同比降低

97万吨,降幅6.06%[4]。如此相关的是,国外大量

食用油冶炼企业则趁机进入我国,而同期我国企业

由于没有油料面临倒闭的境地。

  二、现阶段我国农副产品生产暴露
的问题

  1.我国政府缺乏长效农副产品导向政策

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农副产品经营者未能及时

掌握市场经济规律和面对国外竞争的应变能力,致
使国内农副产品供求与价格出现异常波动。为此,
我国政府为了保护农副产品经营者的利益,做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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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工作,如在主产区对稻谷、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

政策,根据情况适当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完善

稳定生猪生产的补贴机制等。但是,必须注意的是,
我国政府未能及时建立长效的农副产品供求检测体

系,以此出台农副产品生产导向政策。上述一些措

施,也总是等到出现问题后才采取弥补措施,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很难达到长效。例如:07年我国猪肉

价格一路走高,就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国各级政府对

生猪的养殖数未形成有效检测体系与也无相应长期

导向性政策造成的。

2.农副产品供求信息未建立有效的传播渠道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农副产品生产是实行国

家宏观调控,以确保市场供求平衡。但是在市场经

济中,我国广大农副产品经营者一定程度上仍摆脱

不掉计划经济思想,不能及时适应新的环境,以致面

对瞬息变化的市场不知所措。这主要由于农副产品

供求信息未被有效传播,使得我国农副产品的生产

存在巨大的盲目性,部分地区农副产品供求状况存

在局部不平衡。在国内很多地方,农副产品经营者

通常感性认识市场供求,一窝蜂现象极为严重。因

此,如果未建立有效的农副产品供求信息传播渠道,
势必导致增产不一定增收现象重演。

3.农副产品缺乏产业链支撑,增产不一定增收

由于受农副产品加工转化观念的影响,我国农

副产品供应的结构性过剩问题仍比较突出。农业种

植什么,工业就加工什么,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滞

后,造成农副产品出路少,产品增值低,农副产品缺

乏一个稳定的产业转化基础,没有形成“增产—转

化—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
业产业化进程缓慢。

4.从事农副产品生产者缺乏应有市场经济意识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国广大从事农副产品经

营者还未从根本上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约束,对市

场的把握能力较差,在生产方面存在较大的盲目性,
一窝蜂现象极为严重,其结果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
此外,虽然我国加入 WTO已有几年,但我国很多经

营者仍无心理准备和组织准备,在市场经济和国外

激烈竞争面前,原来那种做法已不能适合当前的需

要。
近几年来,我国各类农副产品进口量出现大幅

度增长,虽然与人们消费水平提高有关,但是也可以

从我国每年农副产品生产量来看,我国农副产品结

构性不平衡十分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农副产品

生产者缺乏应有市场经济意识,缺乏根据市场供求

变化做出适时调整的能力[5]。此外,自从我国加入

WTO以来,农副产品出口得到持续快速增长,已成

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非常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关于

农副产品出口贸易摩擦事件频繁发生,也与农副产

品生产经营者意识不够有关。

  三、改变现有不利因素,切实促进农
副产品生产的健康发展

  1.建立健全长效的农副产品引导政策

面对近期农副产品的价格变化,需要有关部门

及时摸准市场脉搏,制定可行措施,积极应对市场变

化,尽快建立健全农副产品工作的长效机制,稳定市

场供应,增加生产经营者收入。进一步加强对国内

农副产品价格的监测,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

价格走势,健全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机制。首先,
在各级政府、各地区相继建立农副产品生产与经营

检测体系。其次,认真落实国家确定的发展生产、保
障农副产品供应的各项措施;搞好运输调配,完善储

备体系。最后,利用供求信息传播渠道,根据市场规

律合理引导农副产品生产与经营,尽量减少应急补

救措施。

2.建立有效的农副产品供求信息网络

从目前农副产品供求信息来看,我国广大从事

农副产品经营者主要通过电视、广播等途径获取的,
但是这些供求信息并没有在生产与经营中发挥真正

的宏观调控作用。因此,急需改善其传播途径,提高

供求信息的调控作用。针对此种不利状况,可以从

这几个方面着手:
(1)各级政府应派专人负责农副产品供求信息

收集,并定期发布。
(2)建立统一的农副产品供求信息平台,与各地

区形成网络,实现信息共享。
(3)国家宏观部门对现行供求状况,通过各级信

息站点及时宣传引导政策。
通过建立各级农副产品供求信息中心,主动开

拓供求市场,积极联系客户,介绍农副产品生产新技

术、新产品,提高农副产品供求信息有效性,利用供

求信息网络实现供求平衡。

3.组建行业协会和联合体,提高经营者应对市

场竞争能力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特别是加人世

贸组织后,面对组织化和现代化水平很高的西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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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和农牧民的竞争,中国分散的、小规模的、经营

手段落后的经营者已无优势可言。为了提高对市场

竞争能力,要变劣势为优势,必须将分散经营者组织

起来。通过扶持一批有影响的、有活力的专业经济

组织、行业协会和联合会,提高经营者素质、加强行

业管理,从而提高中国农副产品生产者与经营者整

体的竞争力。
在组建行业协会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欧洲农

副产业协会成功经验,各行业协会在维护会员权利

和利益的同时,也在决策咨询、政策宣传、政策实施、
疏导矛盾等方面给予政府以大量的支持。通过建立

行业协会,使从事农副产品生产企业不仅相互交流

新技术、新工艺,而且使参与协会的个人抱成团,提
高抵御市场应变能力。如华北农民协会和中国农民

协会通过建立信息平台,实现内部信息共享,其信息

平台包括:会员管理、行业新闻、产品供求、交流平台

等功能模块。

4.制定相应进出口机制,应对国家市场的挑战

随着我国农副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农副产品

出口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从反倾销、保障措施、特
别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到检验检疫、技术标

准、认证程序、进口配额等贸易壁垒,贸易摩擦涉及

的农产品范围日趋扩大。农副产品贸易摩擦导致我

国农产品出口受阻,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对此,商务部高度重视农副产品贸易摩擦问题,已经

建立并在逐步完善以“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

门—中介组织—企业”构成的“四体联动”应对机制,
政府和企业在该机制下各司其职,加强配合,密切协

作,在应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摩擦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效。
与此同时,我们从事农副产品生产经营者也应

当主动提升自身应对能力。首先,要积极应对。无

论是以反倾销、保障措施为代表的贸易救济案件,还
是贸易壁垒案件,积极应对就有机会争取有利结果,
逃避放弃却只能遭受损失。其次,要及时、充分了解

进口国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以把握争取良好应对结

果的主动权。再次,应及时提高自身水平,提供质量

符合进口国质检标准的农副产品。最后,在应诉时

注意团结作战,形成同盟,这不仅有利于信息收集与

传递,还有利于解决困扰大多数中小经营者应诉资

金短缺问题。此外,国家主管部门应积极收集、分
析、论证有关国家农副产品贸易壁垒信息,适时启动

贸易壁垒调查,直接挑战外国不合理或歧视性贸易

限制措施,主动维护我国农副产品贸易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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