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和谐新农村的根本动力研究 

文/赵贵臣 刘化岭 

   一、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动力 
   （一）农业产业化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农业经营体制的
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既是一个改革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说它是改革问题，是因
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经营制度，是各项农村政策的基石；说它是发展问
题，是因为通过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可以使更多的地区、更多的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我国的国情决
定了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可以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的情况下，使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优化
组合成专业生产联合体和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这就开辟了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之上，提高
农业整体效益的新途径。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有利于从根本上转变农
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既是对农产品品种和质量、农业区域布局和产
后加工转化进行全面调整的过程，也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转变农业增长方
式，促进农业向深度进军的过程。农业产业化可以提高农业专业化水平，实现农业由粗放型经济增
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农业的
比较利益，从而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和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能更好地解决市
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农民对市场调节主观思维不相适应的矛盾，从而使小生产和大市场有机地
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农户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由于主体分散，经济实力弱，难以抗拒自然和市
场所带来的双重风险。而走农业产业化之路，把分散的家庭经营同集中的市场要求有机联系起来，
多渠道地参与市场竞争，就能减少由于农业波动给农户带来的损失，从而有效地帮助农民规避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收入。 
   （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业就业潜力。我国人多地少的
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只有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只有通过引领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向深度和广度
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才会应运而生，这样既能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不
断发展，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又能增强农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能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找到一条新路子。截止2005年9月，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已发
展到11．4万个，组织带动农户8 454万户，每户从中平均增收1200元。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传统农业固有的思维定势和思维观念，造成了农民与市场的严重脱节，弱化了广大农
民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从过去单纯地满足于搞规划，习
惯于建基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解放思想，更新发展观念，增强创新创业意识和市场风险意
识，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来建立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和运作体系。 
   （二）土地流转机制与土地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经
营的深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党在农村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不可否认自从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但客观上也造
成了土地承包权的分散，给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带来很大难度，使农产品生产难以形成区域特
色和优势。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规范、合理、有效的土地自由流转制度。推动农业产业化经
营不断向深层次发展。 
   （三）利益联接机制不完善，是农业产业化当前面临的十分突出的现实问题。利益联接机制
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龙头企业和农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是决定农业
产业化经营能否长期坚持下去的瓶颈因素，合理的契约式的利益联接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方
向。只有坚持这个方向，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短期效益，避免定单伤农，龙头企业才能真正发展壮
大，才能结成实质意义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农业产业化经营也才会有更稳固的基础。 
   （四）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培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潜在动力。 
政府要加强对产前市场信息的研究和引导，搞好规划，营建科学合理的制度环境，为农业产业化发
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同时大力培育农村经纪人队伍。这些经纪人观念新、信息灵、脑筋活，他们
在农村的运销活动，一方面，可以向农民传递市场信息，指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
拥有闲置资金的农村经纪人还可以把积累资金转向兴办企业，有利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就
近转移。 

 



（作者赵贵臣系北华大学副教授；刘化岭系北华大学会计师） 

相关链接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金融安全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分析 
建设和谐新农村的根本动力研究 
浅议当前中国农村养老问题 
人才流失与企业人才环境竞争力探讨 
我国农产品供应链构建与整合的研究 
以民为本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价格均等化为何不成立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例证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就业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关系的深层思考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