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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当前农业外部风险的加剧和大国小农、资源紧张、农产

品供给紧平衡的基本国情、农情对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因此，重塑农业产业竞争力内涵、谋划提出新阶

段农业产业竞争力战略构想，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文提出了“安全多元、绿色高效、核心掌控、自主竞争”的农业产业

竞争力观，基于安全保障力、产业控制力、市场竞争力 3 个核心要素，构建了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

行评价，据此剖析了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面临的突出短板。在完成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了保

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拓展农业产业增值空间、推动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现代化、提升国际农业合作话语权、推动农业科

技优先发展五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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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is crucial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country. 
The aggravation of agricultural external risks and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smallholder farmers, resource shortage, and tight 
bala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and demand—propose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It becomes urgent to redefin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propose a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 new concep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labeled 
as safe and diversified, green and efficient, core control, and independent competition. Moreover, we establish a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onsidering three core components: security assurance, industrial contro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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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与需求发生重大变化，

对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世界经

济陷入衰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不稳定、贸易保护

主义重新抬头，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我

国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更加复杂深刻，相应的农

业产业安全问题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另

一方面，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农业高质量发展既

是基础支撑、强烈需求，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重要引擎；然而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

资源要素约束日益趋紧、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紧平衡、

农业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为主的基本国情农情不会明

显改变，这对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相关主题的已发表文献较多基于传统经济学所

倡导的“低成本、差异化”竞争逻辑 [1]，构建指

标体系并对我国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行分析。

这属于相对狭义的范畴，显然难以满足我国已进入

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型阶段的需要，也无

法应对外部风险加剧带来的挑战。为此，本文在重

新审视农业产业竞争力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新

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观，构建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

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价；探讨新阶段农

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和重大举措，以期为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与社会稳定，推动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战略构想

（一）重构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必要性

农业产业竞争力实质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

内涵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步拓展和深化。传统农业产

业竞争力有的侧重于农产品竞争力 [2]，有的理解

为农业产业竞争力 [2]，也有的理解为生产成本竞

争力 [3]。传统农业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范式和

分析逻辑，主要以新古典主义完全市场假设为前提，

采用“要素禀赋 – 比较优势 – 产品竞争力”的分析

框架；以各国产品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能力为主要

评价指标，主张采取低成本、差异化的策略。然而，

受制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农情，尤其是当下农产品贸

易面临的多重风险，传统竞争力思维存在一定缺陷，

亟需重塑农业产业竞争力内涵。我们认为，新阶段

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内涵可在以下方面加以拓展和 

重构。

一是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内涵重塑要结合时代需

求和环境变化。农业作为具有高自然依赖性、弱产

出连续性、短产品贮存期、低需求可控性的产业，

在当今世界局势经历复杂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

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型阶段的时代背景与外部环

境变化下，将面临更加多元的风险、更为严峻的挑

战。深刻认识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带来的

新特征、新要求、新矛盾，重新审视“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的利用方式，“低成本、差异化”的竞

争逻辑，是重构新时代农业产业竞争力观的必然

要求。

二是农业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前提要体现农业产

业特征。传统理论范式基本沿用了主要针对工业部

门的一般产业竞争力理论，而忽视了农业与工业在

市场前提、市场需求、资源配置、生产过程、产品

实现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性，致使理论前提与产业实

际存在一定的背离。农业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前提需

建立在地域的异质性、产业的异质性、受各国进出

口政策制约下的不完全市场上 [4]。
三是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基础要立足产业安

全观。安全保障能力是农业不同于工业部门的核心

特征。农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安全是相辅相成、一

体互促的，农业产业竞争力内涵很重要的前提和基

market competitiveness; we evalua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using this system to explore the weaknesses 
of the industry. Furthermore, we propose competitiveness upgrade path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at the 
new stage. Specifically, China should ensure a stable supply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pand the value-added space of its 
agricultural industr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and services,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Keywords: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security assurance; industrial control; market competitiveness; industr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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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就是抵御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维持国内重要农产品市场供应稳定、农户生计可持

续。对于小农大国、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更需将

国家产业安全和农业产业竞争力结合起来，立足新

的安全观视角构建农业产业竞争力，实现保障供给、

激活动能、相机竞争、化解风险。

四是农业产业竞争力的策略选择要统筹收益与

风险。新时期农业产业竞争战略思维，不仅要从经

济成本角度考虑贸易赢利性，也要从政治成本角度

考虑国家风险性；不仅要从比较优势角度考虑国际

分工，也要从供应链角度考虑国内供给的产业完整

性。新时期农业产业竞争策略，首要不是提高竞争

力，而是提高防御力；不是谋求某个时期或阶段的

可赢利性，而是谋求自身能力建设的长期可持续；

不是为了获得“收益最大化”，而是兼顾“风险最

小化”“安全最大化” [1]。

（二）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内涵

结合新阶段发展的战略需求与环境变化、农业

产业特征、产业安全以及统筹考虑收益与风险，本

研究提出：新时代农业产业竞争力指一国农业能够

持续稳定地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农产品

的需求、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类风险冲击、抵御不

利因素损害或威胁的能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保

持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与产业控制力。具体包括以

下四方面。

第一，安全多元是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基

础。在保障粮食等食物供给数量安全的基础上，能

够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高质量及营养安全

的需求，同时保障农民生计安全与农村社会稳定。

第二，绿色高效是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的红

线。农业产业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生态安

全维护并不必然以牺牲农业生产效率为代价，未来

要探索走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产出绿色高效、

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

第三，核心掌控是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源

泉。强化并提升农业产业对外部风险的防控与抵御

能力，对核心技术、资本、渠道、品牌等拥有足够

的掌控能力，不因国际市场波动、外资竞争冲击而

损害产业自主独立性、影响农产品供给与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

第四，自主竞争是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的

体现。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

环相互促进”，更有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部分具有比较优势、地域特色的农产品能够在国际

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动权，获得对应的市场价值。

（三）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构成

1. 安全保障力

安全保障力指以合理的经济、政策、生态成本，

保障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的有效、充足、可持续供给，

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战略储备需求、资源环境需求

的能力；作为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前提和基

础，是农业维护国家安全目标的首要要求，也是农

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竞争力的最根本特征（见图 1）。
安全保障力体现在三方面：①食物数量和质量的安

全保障，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保

障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数量安全的前提下，在食

物供给质量上更加注重优质安全、营养健康，满足

新阶段居民日益提高的多元化消费需求；②与农民

生计相关的社会安全保障，农业仍承担着重要的就

业岗位供给职责、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功能，

保障农民生计可持续、收入增长，维护农村社会秩

序稳定是新阶段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底线；③农业资

源和环境的安全保障，生态安全是动态反映农业产

业长远发展和潜在竞争力的刚性约束、决定性要素，

谋求能力建设的长期可持续，核心在于推进农业高

质量与绿色化发展。

2. 产业控制力

产业控制力指一国对本国产业的核心技术、资

本、渠道、品牌等具有足够的控制或主导能力，在

对外开放竞争中不因依赖其他国家农产品供给而损

害产业自主独立性，不因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外资竞争冲击而影响农产品供给与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作为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源泉和支撑，是

有效抵御并抗衡外部不利因素和风险冲击的能力

（见图 1）。产业控制力体现在三方面：①技术控制

力，对重要行业的新品种、新装备、新材料等关键

核心技术自主实施攻关，针对战略性产品具有完备

的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能力，以我为主

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国际标准的制定范围和数量；

②所有权控制力，主要体现在对有价值核心资产的

拥有或独占、国内企业采取并购等方式控制国际公

司，实现对整个内部控制链条、东道国农业产业组



086

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研究——基于产业安全视角

织的有效控制；③渠道控制力，对农产品收购、仓

储、流通等供应链关键环节进行合理布点，实现全

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其中品牌控制力也是重要方面。

3. 市场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指向国内国际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

（或购买者）需求的更多农产品，比他国更多地占

有和利用生产资源并能够持续获得盈利的能力；作

为农业产业竞争力的结果和表现，是在开放市场条

件下农业产业在市场上与他国竞争主体相比较而表

现出来的外在竞争结果（见图 1）。市场竞争力体

现在两方面：①国际市场竞争力，我国农业产业竞

争力依托优势产能获得外汇收入且增进出口盈利机

会，同时利用海外市场来弥补不具备良好资源禀赋

条件、资源消耗密集型品种的产能；②国内市场竞

争力，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

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市场竞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

建以我国大循环为主体的农业产业竞争体系，筑牢

支撑我国居民健康、营养、高质量需求的食物供给

体系，以差异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守住国内市

场空间，开发农业多元功能价值，发展环境友好、

“三产”融合的功能型产业。

三、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与大多数仅从国际竞争力维度来评价我国农业

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新阶段农业产业

竞争力内涵，构建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

系：一级指标即安全保障力、产业控制力、市场竞

争力；二级指标主要根据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核

心构成中的具体体现维度来设置；三级指标的选取

综合反映了指标的权威性、指标数据的可获性、前

期相关学者的研究参考，以保证选取指标的科学性

与可操作性（运用熵权法测算 2000 年以来我国农

业产业竞争力各指标权重；因篇幅限制，三级指标

选取的参考依据以及熵权法测算的具体过程在此不

作赘述）。农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具体

如表 1 所示。

农业产业
竞争力

市场
竞争力

结果和表现

产业
控制力

源泉和支撑

安全
保障力 前提和基础

时
代
发
展
需
求

自
主
竞
争

食物安全保障力

生态安全保障力

技
术
控
制
力

所
有
权
控
制
力

渠
道
控
制
力

社会安全保障力

国
际
环
境
变
化

国
情
农
情
约
束

国
际
市
场
竞
争
力

国
内
市
场
竞
争
力

国
家
战
略
驱
动

绿
色
高
效

核
心
掌
控

安
全
多
元

图 1  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三维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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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权重） 计算方法及单位

安全保障力
（0.393）

食物安全
（0.140）

人均食物占有量（0.020） 农产品总产量/人口总数（kg/人）

食物自给率（0.038） 产量/（产量+进口量–出口量–库存量）

食物产量波动指数（0.022） （本期实际食物产量–趋势食物产量）/趋势食物产量

蛋白质供应量（0.029） （kcal/人/天）

能量供应量（0.030） （g/人/天）

社会安全
（0.124）

农村劳动力结构（0.027） 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力数量/农村劳动力总数

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0.040） 以1978 年为基期按CPI进行价格指数平减（元/人）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0.023）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0.03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生态安全
（0.130）

人均耕地面积（0.028） （hm2/人）

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0.046） 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产品种植面积（kg/ hm2）

单位水资源消耗量（0.015） 农业用水量/农产品产量（m3/t）
单位土地资源消耗量（0.016） 农业用地/农产品产量（hm2/t）
单位产量农药使用量（0.026） 农药使用量/农产品产量（kg/t）

产业控制力
（0.234）

技术控制力
（0.048）

种业科技创新指数（0.026）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授权数量/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数量）/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技术依存度（0.012） 农业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农业技术进出口合同总金额

化肥外资市场占有率（0.011） 化肥进口量/当期化肥的总使用量

企业控制力
（0.064）

农业企业开放度（0.005） 外资企业数量/涉农企业数量

外资股权控制率（0.053） 外商在农业企业股权投资金额/农业企业总注册资本

企业外资利用度（0.006） 农业外资企业中外资注册资本/农业外资企业总注册资本

产业链控制力
（0.121）

资本依存度（0.019） 农业FDI金额占全国FDI总额的比重/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

加工业外资控制率（0.037） 国内外资农产品加工业生产总值/我国总体农产品加工业
生产总值

物流绩效指数（0.066） —

市场竞争力
（0.373）

贸易竞争力
（0.242）

国际市场占有率（0.031） 本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

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0.033） （本国农产品出口额/本国全部产品总出口额）/（世界农产
品出口总额/世界全部产品出口总额）–本国农产品进口额/
本国全部产品进口额）/（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世界全部

产品进口总额）

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0.028）

（本国农产品出口额/本国全部产品出口额–本国农产品
进口额/本国全部产品进口额）

贸易竞争力指数（0.045） （本国农产品出口总额–本国农产品进口总额）/（本国
农产品出口总额+本国农产品进口总额）

农业世界市场相对绩效指数
（0.060）

（本国农产品出口额/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本国全部
产品总出口额/世界全部产品出口总额）

产业内贸易指数（0.045） 1–（本国农产品出口额–本国农产品进口额）/（本国
农产品出口额+本国农产品进口额）

产品竞争力
（0.132）

出口导向率（0.076） 农产品出口量/产量

国内外价格比（0.014） —

进口依存度（0.022） 农业当年总进口数额/当年国内农业总产值

出口依存度（0.019） 农业当年总出口数额/当年国内农业总产值

注：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
《中国水资源公报》、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数据库、世界数据
图谱分析平台以及相关文献整理；指标权重保留小数点后三位；CPI 表示消费者物价指数；FDI 表示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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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力评价

1. 农业产业综合竞争优势不明显

2000 年以来，农业产业竞争力大致呈现先波

动下降、再缓慢波动回升的特征（见图 2），最高

点为 2000 年的 0.57，最低点为 2008 年的 0.25，
至 2018 年又回升至 0.48。除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前后的 3 年外，综合竞争力水平均低于 0.5，
说明农业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2. 安全保障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

在保障国内食物供给、维护生态与社会安全方

面，农业产业仍然保有一定的竞争力。近年来，农

业产业竞争力的回升主要源于安全保障能力的持续

增长（从 2006 年的 0.28 上升到 2018 年的 0.77）。
这不仅得益于政府对粮食自给能力、自给水平的高

度重视以及长期实施的粮食安全战略，确保了食物

安全基础竞争力水平的稳定 [5]，也得益于乡村振

兴战略、生态涵养与绿色发展战略的推动落实，在

有效保障农业生态安全的同时 [6]，使得农村居民

的生计得以可持续改善 [7]。
3. 产业控制力处于波动状态且变化趋势不明显

农业产业控制力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呈现“W”

型波动特征；2000—2009 年，呈现总体波动下降而

后又波动上升的复杂趋势；2009 年以来，又以相似

趋势波动，波动区间为 0.3~0.6、均值为 0.405。农

业产业控制力在加入 WTO 后的前十年波动下降，

重要原因是我国逐步取消外企控股比例限制、更大

程度上开放外商投资领域 [8]，2008—2010 年之间

的明显波动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9]。近年

来，在政府大力扶持农业产业、本土大型农业企业

日益崛起、农业企业科技创新与科技转化加快等因

素的驱动下，农业产业控制力开始出现小幅回升。

4. 市场竞争力总体薄弱并呈波动下降趋势

农业国际市场竞争力自加入 WTO 以来表现

为耗散严重的状况，由 2002 年的 0.834 下降至

2008 年的最低值 0.131 ；近年来国际竞争力呈现平

稳波动态势，但总体薄弱，均处于 0.3 以下。农产

品进口额的持续快速增长，产业保护策略、进口控

制手段受限，人口与环境约束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

不断攀升，都制约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

对地位 [10,11]。同时，农业资源禀赋及种养殖业结

构变迁、内外价格倒挂现象凸显，尤其是粮食作物、

油料作物的强劲进口，使得我国大宗农产品竞争力

呈现一定的下滑态势。

（三）竞争力短板分析

1. 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使得农业生产成本高、国

际竞争力弱

一方面，小规模分散经营不利于降低农业要素

成本。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长期呈现地块小、分布散、

兼业经营等特征，农业机械装备率不高，要素成本

降低受限，部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几乎丧失。根据

本课题研究数据，2018 年我国人工成本占农业生产

成本的 30%~40%，是美国的 4~6 倍；其中，稻谷、

小麦、玉米、大豆的人工成本分别是美国的 3.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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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业产业各维度竞争力及综合竞争力的变化情况（2000—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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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倍、12.1 倍、7.8 倍；对应土地成本分别是美

国的 1.4 倍、3.0 倍、1.3 倍、1.6 倍。即便与印度相

比，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也依然没有优势。另一方面，

农业产业组织松散，产业链和供应链碎片化，交易

成本高，难以获取价格优势。农业产业链发展不完

善，农产品加工仍以初加工为主，农产品综合利用

率仅为 40% 左右，与发达国家 90% 的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农业供应与运输环节链条脱节，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导致农产品增值效益不明显且

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2. 农业科技支撑不足，关键技术“卡脖子”

“十二五”时期以来，全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年均增长率回落，由 1978—2005 年的 3.77%
降至 2015—2018 年的 2.20%，这是由于技术进步对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遭遇增长瓶颈所致。具体

来看，主要体现在农业科技对农业产业发展支撑不

足、农业科技关键技术 “卡脖子” 问题严重。例如，

作物育种研发实力相对薄弱，包含种质资源、遗传

育种、品种创新、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在内的科

技创新链条尚未形成；重大产品创制，重要疾病的

快速、智能前沿诊断新技术与风险防控技术缺乏；

动物分子设计育种等生物育种技术尚处于研发阶

段；智慧农业缺乏技术储备，移动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推广应用不足，人机协同 

的“天空地”一体化数据信息支持体系、国家农业

农村大数据中心、相关的应用推广体系没有建立。

3. 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涉农企业集团，产

业链控制力相对较弱。

自加入 WTO 以来，农业企业对外依存度呈下

行趋势，但涉农企业普遍规模较小、集中度较低、

管理水平不高；相比大型跨国农业企业，在信息获

取、要素供给、精深加工方面均处于劣势，因竞争

力不强而未能获得体量对等的市场机会。国外大型

跨国涉农企业从产前的要素与信息技术供给，到产

后的物流与精深加工的参与及控制，在不同程度上

威胁了本土企业的自主发展，对外资产业链多个环

节的过度依存甚至可能影响食物安全与经济安全。

例如，大型跨国种业企业运用技术优势大举抢占市

场，国际粮农巨头积极开展高端生物等前沿领域的

技术研发与应用转化，对我国农业技术研发与品牌

建设造成一定威胁，也间接阻碍了本土农业企业的

技术控制力提升。

四、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

（一）以保障农业产业安全为底线，夯实农业产业

竞争力之基

产业安全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表现，保

护产业安全就是最大的竞争力。在国际地缘政治格

局不稳、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的环境灾害

事件与传染病频发等复杂背景下，提高农业产业抵

御风险能力、保障国家农业安全更显重要。夯实农

业产业“安全底线”，在保障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安

全的前提下，以生态安全为红线，坚持绿色生态导

向，高度关注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以社会安全为底线，兼顾新型经营主体和小

农共同发展，维护国内农产品市场供应的稳定、农

户生计的可持续，同时注重进口农产品供应链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

（二）以分类施策为指引，探索不同产业和产品的

竞争力提升策略

分类施策是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必须遵循的基

本原则。不同产业和产品的特征不同，竞争力的表

达方式各异，提升竞争力的策略也自然不同，需根

据产业发展的重要程度、功能特点、紧迫程度，立

足农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分类施策。①对于事

关粮食安全的主要粮食产业（如水稻、小麦、玉米、

大豆），要稳定粮食供给的“保一块”，坚持以我为

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②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如棉花、

油菜、糖料、生猪等），要深化农业分工的“活一

块”，延伸农业价值链“拓一块”，更好满足或服务

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③对于具有特色和一定优势

的主要产业（如柑橘、苹果、茶叶等），要寻求贸

易机会的“争一块”，鼓励“走出去”，获取更高的

国际市场占有率。④对于净进口农产品、重点敏感

农产品（如肉类、奶类、水产品），要控制风险的“防

一块”，给予适度保护以改善竞争力，防范进一步

开放、大量进口带来的冲击。

（三）以提质增效为核心，构筑农业产业竞争力提

升的长效机制

以提质增效为核心，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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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农业产业发展困局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农业产

业市场竞争力的根本方式。农业发展存在的农产品

品种多而不优、农业品牌杂而不亮，农业产业大而

不强等质量不高的问题，致使农业产业难以形成持

久竞争力；走农产品高质量发展之路，摆脱过去以

量取胜、低价竞争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竞争

力不强问题。将生产体系的高质量、经营体系的高

质量、基本配置的高质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高质

量作为基本落脚点，坚持由“量”向“质”转变，

加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推动农业产业组

织模式创新；协同推动重要投入品监测制度化、生

产经营管理标准化、农业品牌建设长效化、需求倒

逼生产柔性化、第三方监督检查普及化，促进农业

产业竞争力真正“强起来”。

（四）以构建差异化竞争力为手段，不断释放农业

产业竞争潜力

差异化竞争力是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

路径和未来方向。依赖于资源禀赋、技术优势的

产品型竞争，受我国农业禀赋条件、小农经济等

现实约束，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也易受其他

国家农产品竞争力变化的影响；宜避开传统的竞

争、独善其身，从差异化的角度来寻求农业产业

竞争力提升路径。农业产业的差异化竞争将农业

发展的着力点置于产品的多元化、个性化、特色

化、品牌化，满足未来中产阶级群体的消费结构

升级需求；依托农业功能性开发，通过价值链拓

展，融合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更好

释放农业的多功能性，匹配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重新构造农业竞争优势。

（五）以科技创新驱动、体制机制改革为两翼，为

农业产业竞争力提供持久动力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既是农业产业竞争力

持续提升的动力之源，又是提升农业产业控制力的

关键所在。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提

高，包括土地、劳动力在内的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

升，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甚至丧失，农

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弱势进一步凸显。①突破传统 

“拼成本、拼价格”的农业产业竞争力“天花板”，

推动农业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需要增强农业产业

的科技支撑，根据产业发展的重要程度、提升竞争

力的紧迫程度，围绕“节本增效、质量安全、生态

安全”三方面的技术需求，支持农业前沿科技创新、

核心关键技术研发、技术集成研究推广；尽快形成

稳固的粮食安全、产品品质与质量安全、品牌效益

与比较优势显著提升的技术保障能力，推广符合各

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技术模式。②释放体制机制改革

红利，深化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加快创新农业经营

体制机制，扩大并完善生产性社会化服务组织及模

式，革新小农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及分

配机制；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的现代

化，加快建立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深化农

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六）以多元化农产品进口策略为抓手，提高农业

开放风险管控能力

多元化农产品进口策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要手段，也是积极把握全球资源的合理体现。从

2011 年起，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大

豆、食用植物油、棉花、食糖等农产品进口量均位

居世界首位，加之部分产品进口的来源地、贸易商、

贸易通道集中度过高，有较大的供应链风险。面向

未来，在提高国内农业生产质量、效率、竞争力的

基础上，保证进口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以减少风险至

关重要。多元化农产品进口策略即在明确进口品种、

进口来源国优先序的基础上，主动寻求进口来源地、

进口渠道、进口品种的多元化，保持进口的逐步缓

慢增加并规避短期内数量的暴涨或暴跌；处理好进

口增加与国内农业发展、出口国生产潜力释放的关

系，构建持续、稳定、安全的国际农产品进口供应

网络，建立持续稳定的农业战略贸易伙伴关系，避

免对国内农业生产者、国际农产品市场带来过大过

快的冲击。

五、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措施建议

（一）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

一是精准施策加快“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打牢稳产保供基础。

提高“两区”专业化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促进生产、

加工、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相互融合与全产

业链开发；发挥好科技的关键支撑作用，提高资源

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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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强化联动保障能力。

探索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功能区的共建机制，以

合资、合作、参股等方式发展购销贸易、联营、代

收代储代销等产销模式，稳定产销合作关系。合理

保持对重要农产品生产大市大县的政策资金奖励力

度、经营者利益补偿水平。探索主销区的第三方评

估机制，切实担负起粮食安全重任。

三是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高效的农业

供应链体系。围绕特色优势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短板

和薄弱环节，完善仓储物流基础设施，鼓励在产地

就近建设改造具有产后商品化处理功能的产地集配

中心、冷库、产地仓库等设施。建设重要农产品供

应链信息管理平台，加快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

完善供应链内的信息反馈调节机制。

（二）拓展农业产业增值空间

一是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拓展农产品初加

工，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推进综合利用加工，实

现多次增值。统筹优化农产品加工产地、销区、园

区布局，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将农产品加工向产地下

沉，推进农产品加工与销区对接并向农产品加工园

区聚集发展。

二是促进农业品牌建设长效化。建立统一有序、

多层链接的农产品品牌体系，农业品牌认证、推介、

识别、延伸、评价发布的规则与机制，形成全程品

牌管理体系。打造农业品牌标准体系，建立农产

品品牌目录制度，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适

度倾斜市场潜力大、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农业品

牌建设。

三是发展壮大“农业 +”新产业新业态。拓展

农业多种功能，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

林康养等产业，培育一批高文化品位、高知识化、

高赢利性、高附加值的创意农产品。创新“互联网

+ 农业”的新业态新模式，强化农产品电商平台建

设，全面打通农产品线上线下营销通道，形成多样

化多层次的全网营销体系。

（三）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现代化

一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化。大力发展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提升小农户的生产效率和

效益。完善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鼓励各地组

织家庭农场协会和联盟，提升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

平与示范带动能力。促进合作社规范化发展，支持

合作社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能力。

二是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培育专业化、综合性农业生产服务主体，鼓励新型

服务主体形成服务联合体、服务联盟。将农业生产

服务的范围贯穿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建立信

息服务平台、综合化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加大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的财政支持和信贷支持

力度，推动落实设施用地政策。

（四）提升国际农业合作话语权

一是壮大农业对外合作主体。组建对外农业合

作实体机构，专门负责国际农业基础数据管理、市

场开拓、政策制定、跨国涉农企业指导等工作。聚

焦重点行业及领域，培育 3~5 家比肩“ABCD”世

界粮食巨头（美国 ADM、美国邦吉 Bunge、美国

嘉吉 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 Louis Dreyfus）的大型

跨国涉农企业集团。扶持壮大商会、协会等支撑主

体，为企业开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二是掌控供应链关键环节。加强战略性物流通

道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仓储、港口、船

运等物流体系建设。依托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产

业联盟等平台，引导农业企业加强境外合作并提质

扩面，形成对农业全产业链的掌控能力。

三是拓展农业对外经贸布局。深化“一带一路”

等重点地区的经贸布局，促进农产品进口来源的多

样化。培育全球化的农产品现货、期货交易市场，

提升国际农产品市场定价权。

四是优化农业“走出去”支持举措。创新完善

农业“走出去”支持政策，鼓励长期性、平衡性对

外投资，增设领军企业专项基金。完善全球农业合

作与发展大数据平台，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框架，加

强数据共享、市场监测、经贸政策等方面的协调共

商 [12]。

（五）推进农业科技优先发展

一是建立农业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通

过立法，建立农业科技投入与财政收入增长挂钩

机制，保障农业科技研发投入获得持续稳定支持。

优化农业经费结构，增加非竞争性经费比例。以

税收优惠、后补助等方式激励农业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设立“1 分钱”农业科技创新基金，每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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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斤粮食、一斤蔬菜、一斤肉提取 1 分钱，定向支

持农业科技创新。

二是以产业安全、核心竞争力培育为导向，优

化农业科技创新布局。重点加强农业生物重要性状

遗传机理解析、农业生物合成技术及应用、农业动

物干细胞利用、农业装备感知及控制、农业机器人

等基础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在受制于人的核心关

键技术方向取得突破。

三是加快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政策的落地落

实。健全现代科研院所法人治理机制，扩大研究机

构在科研立项、“人财物”管理、科研方向与技术

路线选择、国际交流方面的自主权。逐步建立农业

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分类评价机制，突出科研成

果技术研发的创新度、产业需求的关联度、对产业

发展的贡献度。保障并提高科研人员的基本薪酬与

创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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