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国

家领导在2002年至2007年连续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海南是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全

省总人口817．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0万人，占总人口的68．5％。农业在国民经

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如何把农业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将海南打造为农业强省，

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省面临的重大课题。农业产业化作为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已成为推动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最大效益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农业产业化是新阶段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此本文展开了对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

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实证分析等方法，充分借鉴、吸收和

学习国内外的有关经济理论及最新成果，对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进行实地调

查、数据收集、实证分析、比较与归纳来研究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及对策建议。

本文由七部分组成，内容与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前言。论述了本文的选题

背景，研究意义、技术路线、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文献综述。

本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概念和内涵、特征、发展模

式，并探讨了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可能理论依据。第三章，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现状。本章从多个角度介绍了海南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第四章，在前一章

的基础上分析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障碍及其不足。第五章，海南农业产业

化的分层次发展思路。根据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层次性的分析结果，尝试从宏

观角度探讨了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分层次发展思路。第六章，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对策建议。根据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别从加

大政府扶持力度、壮大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等几个方面来提出相应的对策

和建议。第七章，结论与讨论。总结本文研究的结论，并探讨研究有待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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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11ina is a la玛e coum巧witll伊eat a鲥cultural population．The deVelopment of

a_西culture is Ver)r imponant t0 the whole social on stabilit)r and deVelopment．The

natiorlal leader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11e如n蛐ental position of a鲥culture，甜1d

emphaSized that t量le a酣culture，删are硒and farmers are也e most irnportant task of all

i11 me govemment work reports丘om 2002 t0 2007．Hailm proVince inCludes 8．1 78

million people，aIld the a酊cuhlral proportion is 68．5％oftlle t0饭L A酣culture economy

occupies a large proportion iIl t11e national economy．How to change th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to econoIIlic deVelopmem adV砒nages，and create a s仃ong agricultu】m

pr0Vince，aIl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hannoIlious socialist socie锣is a m萄or taSk for

Haillall．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舔t11e m旬or i皿oVation in the refoml of t11e

economic system aIld the s仃．ategic readjuS恤em power of t11e stmcture of a鲥culture，has

become me ineVi住如le choice，Which promoting traditional a鲥culture to modem

agricul伽呛changed，achieVing ma】(m benefits of agricultu】陀，promoting agricultu】呛

indus仃ialization t0 a new S诅ge． So this paper launches on the agricultural

砌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Hainan proVince．

Methods of litel．ature reSearch，丘eld mvestigation and EInpirical Analysjs are used

m t11is p印er．And it is baSed on the如lly le锄ned aIld absorbed行om t11e lateSt

acllieVements in economic t11eor)，at home and abroad．ARer doing field survey，data

collection，empiric2Ll舡lalysis，comp撕son甜ld s黜arization，t11is paper particul撕zes
t11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agricm眦ill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m iIl Hainan，and

proposes some ideas and suggestions．

The paper comprises seVen chapters：The first chapter is preface，giVing a general

account of tlle pu∞ose，109istic thou曲t凡lness，research method，tecmc甜route aIld

丘锄ework of this paper．The second ch印ter is literatl膳e sulnm甜y It is the t11eoretical

f-0undation of this paper，which includes t11e delineation ofbasic conc印ts，charaCt耐Stics，

modes of deVelopment，觚d the discussion of those possibl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刎ion deVelopment iIl Hainan．111e t11ird chapter is 4酣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Hainan．It is discussed f硒m several aspects．The f．o删1
chapter analyzes on the deVelopment aIld the obstacles inadequate of the agricultural

iIldustrialization m Hainall．The fifdl chapter is me layered deVelopment mought如hless

of tll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 Hainan，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a西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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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ldus仃ialization developmem layered of Hainan．The sixtll pan is policy proposals of

agricultural iIl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m Hainall．According t0廿le aJlalysis of tlle

development a鲥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Haimm，it combirles也eory and practice to

expatiate on thc correspondiIlg countemleasures aIld suggeStions丘‘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ncreasiIlg goVemment support，s仃engtllelling me leading ente印rises，deVeloping

me proces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etc．The last part is me conclusion锄d discussion．

T11is chapter s瞰撇撕zes t11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and explores the needs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Hairm； Agricultural iIldustrialization；lay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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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选题背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保障。农业的

发展问题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

经济发展的全局。国家领导在2002至2007年连续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针对“三

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三

农”问题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而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

经济的进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

而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海南省是我国唯一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特区，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68．5％，

“三农"问题尤其突出和典型。农业是海南省的主体产业，历年来全省农业总产值

在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有很大的比重。海南农业，尤其是热带农业不仅是海南省

生存发展的支柱，更是我国热带农业发展、出口创汇的主要突破口。随着我国加入

wTO及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国外热带作物优质产品进口大幅增加，且受

绿色壁垒限制和国外严格的技术标准、复杂的质量认证以及名目繁多的包装、标识、

卫生及环保等方面的要求，海南农业发展面临严重的考验。海南省经济落后，农业

生产技术落后，产业化程度低，在这样大环境的冲击下，农业发展更是举步维艰。

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我国多年的农业产业化实践证明，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

是促进农业的整体发展和提升的有效途径。

如何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带动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国内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由于不同地区存在自然和社

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表现形式和难易程度及解决方法

有所区别，因此长期以来国内众多学者针对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进行了

研究，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针对海南省的农业产业化研究成果极少，更缺乏

全面系统的研究，不能满足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求。笔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选择了本课题。



1．2研究意义

虽然海南省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但总体来看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产品缺乏

竞争力，与先进农业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发展农业产业化有利于促进海南农

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对构建和谐社会起重要推动作用。

但从近年来的发展实践看，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存在

着农户基本上还处于分散生产经营状态，优势产业带不明显，龙头企业数量少、规

模小、带动能力弱，农民收入增长较慢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海南农业产

业化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在：一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在

充分吸收、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海南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海南农业产

业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二是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针对海南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借鉴性意义。

1．3研究的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主要特

征、发展模式及农业产业化理论基础等进行归纳、探讨。其次，收集国内外农业产

业化较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总结经验，探讨其对海南农业产业化

发展的借鉴和启示。然后，收集海南农业发展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数据资料，

分析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主要成效和存在的不足。 最后，在以上基础上

研究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战略思路及具体对策。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实证分析等方法，充分借鉴、吸收和

学习国内外的有关经济理论及最新成果，对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进行实地调

查、实证分析、比较与归纳相结合来研究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状况。本文从理论研

究出发，进行全文研究框架的构想，然后进行实地调查，以实际资料检验理论构想

的可行性，再根据实地调查所得资料修正理论构想，同时也以理论依据指导实证研

究的目的、方向。总之，本文是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中逐步推进完善的。

研究的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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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Fi91．1 The study rOuting

1．4本文的组织结构与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组织框架如下：

第一章，前言。论论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技术路线、主要研究内

容以及可能创新之处。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概

念和内涵、特征、发展模式，并探讨了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可能理论依据。

第三章，海南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本章从多个角度介绍了海南省农业产

业化的发展现状。

第四章，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及存在问题。本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分析

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障碍及其不足，为之后研究发展思路及提出对策建议

提供基础。

第五章，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分层次发展思路。根据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层

次性的分析结果，尝试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分层次发展思路。

第六章，海南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根据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



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别从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壮大龙头企业、发展农产

品深加工等几个方面来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第七章，结论与讨论。总结本文章研究的结论，并探讨研究有待改进的地方。

本文的创新点可能在于：本文对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数据

收集，并进行实地调查，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海南农业产业化的

发展问题，并立足长远发展，规划发展的战略思路，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有较强

的针对性。在第五章第六章中的发展思路、具体建设对策中，基本上是结合海南农

业发展现实来设计构想的，对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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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2．1农业产业化的内涵

农业产业化是1993年山东省在总结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时，作为一种新的农

业发展战略而首先提出来的。“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全国上下的广

泛关注，近几年更是掀起了农业产业化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热潮。

关于农业产业化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的表述：1995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

论《论农业产业化》这篇社论对农业产业化的定义是：“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

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

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

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陈吉元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界定

为市场化、社会化和集约化的农业，并对市场化、社会化和集约化进一步做了解释

(陈吉元，1996)。丁力对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提出了看法，认为“是农户与市场的

有效连接”，是农户为解决家庭经营的外部环境(增强掌握信息的能力，提高谈判

地位等)而进行的组织创新(丁力·，1997)。秦少伟认为“农工商一体化’，“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农业一体化经营”、“农业产业革命"和“农村经济产

业化”的称法更为贴切(秦少伟，1997)。张开华把农业产业化定义为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农业企业为适应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要求，与其关联部门(工

业、商业、服务、金融等)在经济上、组织上融为一体，实现某种形式的协作和联

合，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经营方式(张开华，1997)。牛若峰给的定义是：“农业产

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

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行供产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

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牛若峰，1997a)。尹成杰称

其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定义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以科技进

步为手段，以各类企业、中介组织为龙头，以龙头带农户的形式，不受部门、地区

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

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尹成杰，2002)。虞锡君也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

角度定义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指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上，通过“龙头组织

+农户"等柔性组织方式和利益机制，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联结起来，

实现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一体化、专业化、商品化的产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虞



锡君，2002)。蒋建平等从特征、内容等角度比较了一体化经营模式与农业产业化

的不同，指出农业产业化包括农产品商品化、农民市场主体化、农户经济货币化、

农户生产经营契约化、农户生产专业化和地域经济特色化这六个方面的内容(蒋建

平，2004)。

关于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不同学者给出的定义有所差异。大多数专家比较一致

的看法是农业产业化应当包含六个要素：一是生产的农产品要面向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二是主要依托当地自然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发展和生成农业产业；三是生产

过程实行专业化分工；四是产业经营和发展要有一定规模；五是在生产环节采取农、

工、商、产、加、销密切结合的方式；六是在经营管理上尽可能地采取现代化的企

业经营管理方式。

归纳以上学者的意见，农业产业化其基本内涵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

心，依靠龙头带动和科技进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

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农村

经济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2．2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特征

较之传统农业，农业产业化主要呈现出以下的特征：

(1)生产专业化。专业化生产是农业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标志，已成为农

业产业化的主要特征。各地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和特点，结合市场需求，选择一种

或几种农产品作为当地的主导产品或支柱产业，从种子、种苗的供应、生产技术的

提供、产品加工等方面，进行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改变了过去农业以种粮为主

的“小而全’’的生产模式，专门生产市场需求且具有比较优势的高价值产品。

(2)组织规模化。按照现代产业标准衡量，农户等微观组织的规模变动，不是

以其投入要素及产出数量多少而言，而是以其投入产出中单位产品成本是否达到极

小化而定。即产业化过程中的农业是注重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节约资源损耗的农

业。因此要求在各地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化生产，将具有相同或相近资

源优势的各地区，联合起来，实行连片开发，建立生产基地，将一家一户的分散种

养，联合成千家万户的规模经营，实现区域化集中生产，实现规模效益。

(3)经营一体化。从经营方式上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有机

地结合起来，实行商品贸易、农产品加工和农业生产的一体经营，使农产品的生产、

加工、运输、销售等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再生产诸方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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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中各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形成市场牵龙头、龙

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一体化经营机制，各利益相关主体在经济上结为“风险共

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实行商品贸易、农产品加工和初级产品加工的

生产组织一体化，实现交易费用的降低，提高农业比较利益。

(4)管理企业化。指以市场为导向，借鉴工业企业一套完整的管理活动体系、

手段和方法，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一体化经营。如市场引导农业企

业与农民签订产销合同，建立生产基地，提供配套服务，保证农业的标准化和系列

化生产：又如农民和企业按合同要求生产、加工、购销，各环节严格核算、责权利

分明，利益在产加销各环节合理分配，减少中间环节，坚持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

原则，达到高产、优质、高效，提高农民收益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5)服务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是指通过一体化组织，既可利用“龙头”企

业资金和管理优势，也能够组织社会科技、教育、金融机构，对共同体内各个组成

部门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资金、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等全面的全

过程服务，促进各种要素直接、紧密、有效的结合。

2．3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

2．3．1国外的主要模式

在国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因各国国情不同，各自的发展模式多种多样。

一些学者将其概括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合同制模式

合同制是指私人公司通过与农场主签订合同，在明确双方经济责任的基础上，

以直接的业务往来向农场主提供服务的一种经营方式。农场主与农业合作社之间、

与私人公司之间、与各种行业管理委员会之间都可以采取合同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保证产品的销路或收购。这是美国普遍采用的形式，一般由工商公司与农

场主签订协作合同，将产供销(或产加销)联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它们主要分布在养

禽、牛奶、果蔬、甜菜加工等生产部门。

(2)企业集团模式

这是国际国内资本向农业倾斜而形成的综合或专业的企业集团。企业集团向农

业生产者提供财政、物资和技术援助，参与农场(农户)的经营管理，并根据市场情

况对农畜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供货时间等提出严格要求，农业生产者必须按

合同的约定进行大批量的、均衡的、标准化和高质量的生产，不能满足合同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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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者将被淘汰。如意大利的全国农业合作社联合会菲亚特集团、皮雷利集团

所经营的大型农场和公司以及水果收购、分级、贮存、保鲜、加工和销售的产、供、

销一体化的综合企业。

(3)合作社模式

合作社模式主要有农牧业的生产合作、生产资料供应合作、产品加工销售合作、

经营管理和技术信息咨询合作以及信贷保险合作等。合作社在生产、交易中统一行

动，实行资金融通方面的合作，减少中间商和高利贷剥削，共享加工增值的效益。

合作社自愿参加，社务由全体社员协商，实行民主、规范、科学、法制、高效的管

理，其收入一般是在扣留必要的公共积累后按社员投入多少进行分配。这种模式在

欧洲较普遍。

(4)专业协会模式

这是一种由社会团体牵头，把分散的农场或农户通过市场开拓和技术、信息服

务等环节联结起来，形成利益结合，互相依赖的社会化生产和销售服务体系。如日

本的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澳大利亚的羊毛协会、羊毛销售经纪人协会、羊毛

出售商协会和羊毛加工者协会。

(5)其他模式

韩国的农协和产、学、管、研一体化模式。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发展农业和农

村社区福利，开展资金存贷、生产要素购买、农产品仓储、运输、加工、营销、保

险，以及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出版和教育等支持性活动，深受农民的欢迎。

泰国的“农业工业化"战略与“政府十公司十银行十农户"模式。这种模式使

农业从单纯的原料供给者上升为制造业的参与者，使产品加工业成为泰国出口业的

支柱，使农业和工业的关系进入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阶段，使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

快速发展的势头。

2．3．2国内的主要模式

根据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容、组织结构和利益关系的不同，可以把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划分为很多种。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主要划分为以下几种：

(1)龙头企业带动型：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或企业+农户

这种类型通常是以经济实力较强、有辐射带动能力的农副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

为龙头，通过合同契约、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

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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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介组织带动型：农业专业协会、合作社+农户

是指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含农民专业协会)、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经济技术服

务组织等为中介，以科技服务和市场导向为中心，通过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等利益

联结机制，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实行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的产

业化组织形式。

(3)专业市场带动型：专业市场+基地+农户

它通过培育农产品市场，特别是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加销

现代化经营。即以专业批发市场为纽带，引导农户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农业生产，

并通过健全市场功能和规范市场行为，以合同契约或其它较稳定的经济关系，连接

广大农户，实施产销一条龙经营。还可以进而发展与其配套的加工、运销业等，形

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格局。

(4)主导产业带动型：主导产业+基地+农户

许多地方从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和产品入手，多种经营起步，走产业

化经营之路，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逐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品档次，组织

产业群、产业链，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

(5)农业高科技产业带动型：科技园区+农户

以农业科技开发和科研服务组织为龙头，以高效农业示范园为载体，通过一定

的运行机制，连结农户。即通过推广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开发名特优新产品，带

动区域性专业化生产和一体化经营。

上述各种不同的产业化发展模式的划分形式是相对的，各地还涌现出各种各样

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组织模式。可以预料，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

的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还会有其他新的组织模式的出现。

2．4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

2．4．1制度经济学理论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农业产业化及其所伴随的农民重新组织化、农业经营方

式的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从市场经济的视

角看，以单个农户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这样的农业生产状况下，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出现，农业产业化这种经

营形式起到了组织农户进入市场的作用，它的各经营主体通过合同或者其他途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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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某种形式的组织，进行专业化、一体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经营，通过产加销

各个环节、农工贸各领域的有机结合，使农业具有产业的系列化效应和规模化生产

的优势。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农业产业化具有制度效率，是一种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

对此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种成本是一种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当事人完成交易活

动所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支出的总和。于是，怎样完成交易活动能够节省交

易费用，就成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的目标。通常来说，市场结构是不完善的，企

业具有以内部一体化替代市场组织的作用，能够以市场交易“内在化"来克服市场

结构的缺陷。当农业经营以企业形式进行，企业与农户的外部交易关系转为企业内

部经营管理关系时，交易成本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提高营运效率和经济效益。

因此，当这种内在化节省的交易费用大于扩大企业管理范围所增加的管理费用时，

表明具有规模优势，即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在经济上是合理的。通过产业化经营，

企业实现了规模经营，避免了原料来源的不稳定，节约了交易费用；而农户则为了

摆脱面对市场的盲目性，为了获得平均利润，也选择农业产业化的方式。

2．4．2产业经济学理论

产业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的特殊矛盾关系及其运动规

律的经济学科。用以对各产业的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做出指

导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它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

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等。

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关联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构成了产业经济学的主体。产业

经济学理论是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基础。产业结构理论以产业间的比例关系为研究对

象，以经济发展的动态眼光，寻求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并为国家或地区制定

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它主要研究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控

机制、主导产业的选择、产业的区域分布和空间结构的演变总结产业发展的规律是

这一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色。产业关联理论(也称”产业联系理论’、。产业关联分

析”、。投入产出经济学’)对产业间存在的生产技术上直接和间接的投入产出关系

进行研究。产业关联理论利用投入产出表来揭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比例关系

及其特征，从而为制定经济计划和进行经济预测服务。产业组织理论以产业内企业

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它运用价格理论(特别是垄断价格理论)来研究产业的合理

组织，为产业组织趋向合理提出了方向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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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具备产业的一般属性，其发展也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运用产

业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农业产业化是可行的，有其理论与现实意义。

2．4．3区域经济学理论

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特定的地理范围的经济学，它把区域与经济作为一个有机整

体来观察，探讨区域内各组成要素、各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规律；研究区

域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区域内部经济结构与变动规律；研究不同区域条件对经济因

素的作用与效率规律；研究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区际间的均衡、区

域分工与经济技术协作、区域差异与区际关系的调整、区域政策和效应规律等等。

区域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从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各类区域经济现象运动

的具体特点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据此进行生产要素的空间调度与组合，为按地域组

织经济活动提供科学依据。农业产业化研究的范围是农村区域，因此必须系统掌握

区域经济学方面的理论。

对于农业产业化的经营，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注入了新的内涵和理论。区域经

济学中很多理论，例如，包括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

业空间结构布局、企业集群和产业聚集效应、区域间内的联合与协作等及区域间产

品和要素流动等理论都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效基础理论，对于指导特定区域

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更是必要的。

2．4．4规模效益理论

规模效益理论是指通过规模化的经营，有利于降低成本、实现专业化、采用先

进技术，来获得规模效益。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一条重要途径。较之

于以家庭为主的单个农户经营，农业产业化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建设或中介组织等

多种形式带动，进行专业化、规模化和一体化生产， 更易取得更好地经济效益。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将分散的农户、农资等集中起来，使原

来分割的一些生产环节纳入一体化的生产中，这有利于降低成本，降低单位产品的

成本，易于形成规模效益。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许多地区采用的是“公

司十农户”的模式，这样原来分散经营的农业开始采用了公司企业的管理模式，农

民由原来的“什么农活都做"变成了专业化的“务农工人"，这有利于农业专业化

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科技的发展，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农业产业化模式，首先因



为有大公司、大企业的加入，有资金、资本购置先进的设备，也使得原有分散的、

零星的土地集中起来，便利于大面积作业。

纵观世界农业发展的总过程，也就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美国从第二次

世界大战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农场经营的平均规模扩大了1倍多。同时，大规

模的联合企业也不断出现并日益占统治地位。目前，我省农业经营规模尚小，农业

实行规模经营显得十分紧迫。因此规模效益理论对我们发展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上讲，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是扩大经营主体的规模。

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等途径，逐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二是靠产业群

体内各经济主体的联合来实现。这种联合本身不一定就是一个经济实体，而是通过

基地把众多农户连接起来，再由龙头企业带基地的形式使各经营主体或利益主体形

成原料、产品、资金、技术、服务等多层次依赖关系的生产经营组织或系统。在其

内部，尽管单个农户规模小，但由于他参加了整个组织或系统的分工和协作，避免

了独立进入市场的许多障碍，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因而使整个产业系统获得系列

效应或规模优势，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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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

3．1海南农业发展现状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属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年日照时数为1750至2650小时，

年平均气温在23—25摄氏度之间，全年无冬。大部分地区降雨充沛，全岛年平均降

雨量在1600毫米以上。中部和东部沿海为湿润区，西南部沿海为半干燥区，其它

地区为半湿润区。全省的土地总面积353．54万公顷，占全国热带和亚热带土地面

积的42．5％，其中耕地面积76．9万公顷，占全省陆地总面积的21．8％。1全省总人口

817．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0万人，占总人口的68．5％。2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

产业、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

自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省始终坚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

实，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首要地位和支柱地位，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

托，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市场农业、绿色农业和

科技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近年来海南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历年来海南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份额(参见表3．1)。2007年全省生产

总值(GDP)1229．6亿元，其中，农业增加值382．8亿元，增长8．O％，仍占全省GDP

的31．13％。3这说明农业在海南经济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3．1 2000一2005年度海南省农业发展情况

Table3．1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ainan(2000一2005)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1中国政府网：中国概况．海南．http：，^】n棚f gov．cIl／．2005．8．10

2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3海南省统计局：2007年海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向w．statistic．hainan．gov．cn／．



由于光、热、水等条件优越，海南适宜于农、林、牧、渔各业发展。 (1)种

植业：种植业是海南农业的主要部分，历年来为海南农业经济作出巨大贡献。海南

的种植业主要由谷物、豆类、油料、糖蔗、蔬菜、水果、坚果、香料、中药材等构

成，其中瓜菜、热带水果和中药材已成为我省农业的优势产业。 (2)林业。海南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在我国林业建设中占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地位。至2005年底，

森林面积已达2700万亩，覆盖率达54．5％，林业产值达200亿元，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但林业经济在海南农业经济中尚处于落后位置，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3)

畜牧业：海南发展畜牧业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优越，畜牧业发展对海南中部地区的经

济增长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市场前景广阔但发展不足，是海南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4)渔业：在海南农业结构中，渔业占用非常重要的地

位，每年的渔业增加值仅次于种植业。但我省水域辽阔，气候、水源、环境条件十

分复杂，渔业生产情况和渔业经济状况差别很大。

目前海南农业的优势和特色产业分为冬季瓜菜、热带水果、热带经济作物、畜

牧业、南繁制种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六大类。4(1)冬季瓜菜。海南冬季瓜菜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成本低、品质优。冬季瓜菜有80％以上销往国内50多个大中城市，

也有部分出口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2)

热带水果。热带水果是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潜力较大的优势产业之一。海南

的水果种类繁多，有香蕉、芒果、菠萝、菠萝蜜、荔枝、龙眼、杨桃、绿橙、莲雾

等。(3)是热带经济作物。热带作物是海南农业一大特色，主要品种有橡胶、椰子、

槟榔、胡椒、咖啡等。(4)是畜牧业。海南岛四面环海，形成天然的防疫屏障，发

展畜牧业优势突出，特色明显。文昌鸡、嘉积鸭、东山羊、临高乳猪誉满岛内外。

特别是随着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和防疫监测体系的不断完善，不仅成功控制了高

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情的传入和发生，捍卫了海南“无疫区、健康岛"的品

牌，而且有力推动全省畜牧业快速发展。(5)南繁制种业。海南是全国的南繁制种

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制种专家和科研人员，前来开展种子繁

育、加代、鉴定和科研生产活动，年均繁制各种作物种子15万亩，产量2．8万吨，

为全国种子改良和更新换代做出积极贡献。 (6)农产品加工业。我省特色农产品

种类较多，并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但是加工规模小，加工水平有待提高。热带特

色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市场广阔，潜力巨大。

4海南省农业厅：海南农业概况．bi主卫；[Zbi垒gEi：gQ!：￡旦丛!坐!Z至QQZ：!』：!墨』至一!丝圣一呈QQZ二!!土墨．墨§箜：b!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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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

3．2．1农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自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化的农业生产导致海南农业产业结构的混杂性。这一状

况不利于海南农业的发展。为了实现海南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规范化，近年来，

海南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参见表3．2)，发展热带高效农业，海南农业在产业结

构调整中稳步发展。以冬季瓜菜、热带经济作物、热带水果、水产业、畜牧业等优

势产业崛起为标志所形成的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多元化生产态势，正在逐步取代粮

食、橡胶、甘蔗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格局。

表3．2 1995—2005年度海南省农林牧渔业产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Table 3．2 The output changes of agriculturaI in Hainan(1995-2005)

注：2002：Ic一200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按国家新的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大农业的产值构成中，农、林、牧、渔业分别由1995年的43．84：24．09：

15．58：16．49演变为2005年的37．75：12．23：20．01：27．78，畜牧业、渔业分别

提高4．43％、11．29％，林业下降11．86％，种植业下降6．09％。

在种植业方面，瓜菜、水果在种植业中的产值比重分别由1995年的27．5％和

9．9％上升到2005年的38．86％和35．65％。2005年，海洋渔业、冬季瓜菜、热带水果



等高效农业产值占整个农业产值的比重的54．4％，成为农村经济的新型支柱产业和

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全省已初步形成以东南部为主的椒、瓜、豆、茄、小

西红柿、荔枝、香蕉、菠萝等种植带；以西南部为主的椒、豆、瓜、香蕉、葱、芒

果、香蕉等种植带；以西北部为主的椒、豆、叶菜、荔枝、香蕉等种植带；以中部

为主的椒、瓜、小西红柿、野菜、四棱豆、红毛丹、绿橙等种植带。区域优势产品

带的形成，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和地方特色经济的发展。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在海南无疫区项目建设的推动下，我省于2004年产现了

肉食的完全自给，取得了海南历史以来肉食自给零的突破，并开始有少量的畜产品

出口出岛。提前一年完成了省委、省政府在2002年提出的“三年实现肉食自给，

五年出口"的奋斗目标。畜牧业连续5年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至2005年，全省

肉类总产量达到了63．91万吨，比海南无疫区建设初期的1999年增加了27．77万

吨，增长了76．84％；畜牧业产值达到了97．76亿元，比1999年增加了53．45亿元，

增长了120．63％。2005年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率达到了20％，比1999

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我省人均肉类占有水平也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2005年达到

了77公斤，比全国63公斤高出22．25％，比海南无疫区建设初期2000年的49．7公

斤增加了47．8％。初步建立起畜禽种苗生产繁育体系，种苗的自给率有了较大的提

高。

总之，近几年来农业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热带特色、高效、无公害农业

效应进一步凸显，水果、禽畜产品、水产品、瓜菜等农产品持续增长，农业经济效

益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得到提高。

3．2．2产业化生产基地初具规模

农产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基地化生产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实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前提。我省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生产优势、地域优势、

市场优势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围绕主导产业，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优化结

构，不断扩大农产品基地建设规模，有力促进了热作、瓜菜、水果、南繁、畜牧产

品和水产养殖等基地的建设，并逐步形成与资源特点相适应的区域化、专业化和规

模化的发展格局。

(1)瓜菜水果基地。至2004年底，全省累计建成154个、184万亩公害瓜果

菜生产基地，121个品种、27．4万吨的瓜果菜被批准使用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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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个品种、9．29万吨的瓜果菜获认国家绿色食品。5目前，海南全省千亩以上的瓜

菜、水果基地已经遍布全岛。至2006年底止，海南省500亩以上的水果生产基地

超过800家，其中5000亩以上的基地有12家，万亩以上的基地有2家。6随着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人们对果品质量安全意识的提高，海南省高度重视抓无公害

生产基地建设。至2006年底止，已认证了125个基地，总面积达到61万亩，绿色

食品认证了11个，绿色食品基地2．3万亩。其中具有出口条件的生产基地共认证

了28个香蕉、荔枝、菠萝等基地。(2)热作基地。海南热作基地主要有橡胶良种

苗木基地、椰子种植基地、以及槟榔、胡椒、剑麻、腰果、咖啡等基地。其中建设

规模最大的是橡胶基地，目前全省共有22个橡胶良种苗木基地，主要分布海南农

垦系统、儋州、白沙和昌江等地。(3)畜牧业基地。自2000年海南被农业部列为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建设，成为全国唯一的全省区域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

范区省份，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前来投资发展现代化畜牧业。目前海南的畜牧业发

展势头强劲，生猪、牛羊及鸡鸭等基地的建设取得良好效果。其中已有一定基础且

规模饲养量大的龙头企业的养殖基地有罗牛山、龙泉、温氏、海棠、裕泰、和威，

歌颂、罗辜、北大荒、通顺等10个。(4)水产养殖基地也初具规模，如万宁兴海、

陵水万福、澄迈马岛龙胆石斑鱼和对虾高位池标准化生产基地等。至2004年三四

公顷以上连片生产的高位养虾基地、罗非鱼养殖基地已分别发展到138家进入106

家。7(5)南繁基地。海南南繁育种基地独一无二的热带气候资源，被誉为我国的“天

然大温室”，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南繁基地主要在三亚、乐东、陵水等三市、县。

可供育种的面积约5．73万公顷。另外，监高、东方等地也有部分地区可供育种。据

统计，目前每年有500多家科研单位、种子企业来海南加代、繁种，有近千批次，

10多万公斤的种子、种苗进入南繁基地，

调离海南。8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以来，

有5000多批次，760万公斤种子、种苗

全国各地到海南南繁的人数累计超过30

万人，面积累计达300多万亩，生产水稻、玉米、小麦、高梁、油料、棉花、烟草、

麻类、蔬菜、瓜果等28种农作物优良亲本种子近5亿公斤。建国以来我国培育出

5000多个农作物品种，绝大多数都经过了南繁。9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已成为我国农

业优良品种研究与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企业生产“第一车间"的基地建设改善了海南农业内部的结构、增加了农

5中国热带农业网：b鲤；丛型型：Yg!鲢：n§进堑麴型
‘果联网：h塑；型丛型遨耻业塑：￡型璺型仑￡i￡￡垣§!型
7海南农业信息网：h避；缝i垒鲥：gQ芝￡型
。海南人民政府网：b如；丛型bai旦垫：gQ旦璺趔塑型n曼型s丝QQ曼』Q三丝墨2Q!』
9中国热带农业网：海南热带农业．b鲍；碰幽!班Ygl鱼墨：n曼地垂n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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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也为主导产业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龙头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成为主导产业的基础和龙头企业的重要依托，为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

的保证。通过基地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带动和加快生产基地化的发展，成为带领当

地农民发家致富的“火车头"。如海南大海饲料厂充分利用自身饲料加工生产等优

势，扶持和带动力饲料产业链下游的约6000个养殖户发展水产养殖业，在文昌、

琼海、万宁、陵水、临高、海口市琼山区等海南北部、东部、东南部兴建了数十个

海淡水养殖基地，有力带动了当地淡水养殖的发展。

3．2．3产业化组织形式多样化

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我省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抓手，短短数年，涉及

行业越来越多，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得到全面发展。如今，海南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已呈现全面开花态势。截至2007年

底，我省共有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1867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固定资产总值

已经达到129．42亿元。加全省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建立农产基地460万亩、水产养

殖基地24万亩，带动农户52．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48．9％。¨农业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在我省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

我省主要有以下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

(1)“公司+农户’’的形式。此类型是以龙头企业为带动，通过合同契约(订

单)的利益联结形式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的组织类型。

我省的畜牧业大都采用了这种模式。海南省近年来以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为推动

力，以“公司+农户"的新路子促进畜牧业生产，使全省畜牧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

道路，后发优势逐步显现。如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龙头企

业，建有40个养殖基地，通过实施30万头“公司+农户”养猪项目，每年向农民

供应种猪8000多头，饲料2万余吨，带动农户发展养猪业。如南琼海正扬养殖有

限公司是一家以嘉积鸭、良种肉鸭生产和销售生产和销售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

该公司实施以嘉积鸭、良种肉鸭产销、淡水鱼养殖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和推行“公司

+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利用琼

海、文昌、万宁、陵水、定安等五市县山塘水库资源先后创建了鸭一鱼一体化养殖

基地25个，嘉积鸭、良种肉鸭常年存栏量保持在36万只以上；日出栏商品鸭3500

10中国机构网：海南农业产业化快速推进．http：肌州W．chin∞rg．cn／鹊xx／02_豇tz，2008．03／17／contcnL51913“．htIII
¨海南农业信息网：海南农业产业化大踏步h业Z鱼i垒碰：艘!：曼型H地丛2QQ墨：3：l墅互．2 1垒3．三Q12墨：3：!墨．．Z墨竖l：h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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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年出栏商品鸭达130万只。在琼海、万宁、陵水、三亚、乐东等5市县设立了

成品鸭销售网点创建了具有3500亩经营使用权的淡水鱼养殖水面，年产优质淡水

鱼125万斤。2007年投资300多万元建设嘉积鸭苗孵化厂，投资150万元建设200

亩的嘉积鸭填肥场，投资150万元实施“公司+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与农户签

订《嘉积鸭养殖购销合作协议》，为农户赊购鸭苗饲料，提供嘉积饲养养殖技术。

农户饲养嘉积鸭至65天，以5元／市斤进行收购，目前该公司推行的“公司+农户嚣

经营模式以遍及大路、长坡、万泉、阳江等镇100多户，饲养嘉积鸭2．3万只。幢

(2)“企业+基地+农户"的形式。主要是以龙头企业为带动，通过企业自建

基地、基地带农户的方式，使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农户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产加

销一体化经营的组织类型。我省政府在以大力发展橡胶、甘蔗、无公害瓜菜、热带

水果等热带高效农业，壮大海洋渔业、畜牧业，扶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举措，

优化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同时引入并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

以农业生产基地为纽带，企业和农户在政府的支持下，携手共闯市场，发展农产品

“订单”经济，取得了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和政府增税的“三赢"效果。例如通过

“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在全省范围内建立无公害罗非鱼养殖基地，统一向养

殖户配送饲料、药物和种苗，建立养殖档案，确保罗非鱼成品鱼的质量安全。海南

勤富实业有限公司推行产业化发展模式，联结养殖户800户，罗非鱼养殖面积2万

多亩，为养殖户提供种苗、饲料和技术，产品由公司收购。 海南泉溢食品有限公

司等一批企业也采取推行产业化经营。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文昌、琼山等地涌现

出一批罗非鱼养殖专业镇、专业村及专业户。 ．

(3)“龙头企业+基地"的形式。主要是指龙头企业在自建的基地内，通过一

定的管理模式，开展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组织类型。如海南“松正”荔枝和“万钟"

香蕉两家企业实行“公司+基地"生产管理模式，且实现种养、加工、外销一体化

管理。

(4)“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形式。主要是公司通过建立各种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并以此组织带动农户开展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组织类型。其主要特

点：一是龙头企业一般不与农户直接签订合同，而是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签订

合同，而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再与农户签订合同；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一头连龙头企业，一头连广大农户，承担着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重要职能。如海南永青绿色农业食品加工有限

12资料来源：海南省农业厅市场处2007年10月lO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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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该公司永青冷藏基地为中心，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生产模式，

现有基地面积32万亩，连接农户10万户，为农户提供“三供两免一保”服务，对

农户进行全程生产技术指导，按照无公害及绿色食品的操作规程进行生产。

3．2．4龙头企业实力增强

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配套服务和辐射带动的综合功

能，其经济实力和牵动能力决定着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和成效。在海南农业产业化进

程中，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近年来，海南把培育农业龙头

企业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来抓，通过鼓励、扶持、培育和发展，我省涌

现出一批规模较大、起点较高、辐射面较广、牵动力较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据海南省农业厅肖杰厅长在全省农业产业化暨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会议上的工作

报告中介绍，目前全省龙头企业达275家，带动36．5万农户。其中国家级龙头企

业有11家，省级龙头企业有113家。涉及粮食、水果、瓜菜、畜牧、海洋捕捞、

水产养殖、造林、育种等十多个行业。

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海南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支撑和推动力。

目前，全省反季节瓜菜、畜产品、水产品、水果、热作等特色优势产业初步形成区

域化布局、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格局，以较高的规模效益辐射和拉动周边地

区发展。龙头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合同购销、代购代销等形式，实现产地

与销地的对接，加速瓜菜、水果、水产等产业产销一体化进程，使海南农业生产逐

步走上了“以销定产"的良性发展轨道。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成长，在带动优势农产品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加强产

品质量安全及培育知名品牌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的核心力量和带动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依托。

3．2．5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

2003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特别是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的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与措施。2003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组成各类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

政策的意见》的第十二条提出，“培育农产品营销主体，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

合作组织、购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了新的发展。据统计到

2006年底，全省已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769家，社员(会员)3．9万个，占全

省农户总数的3．6％，带动农户15．88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4．8％。比2003年

增加了421家，增长121％，3年成立的合作社超过了1996年到2003年8年的总数。

13在769家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中，专业合作社409家，专业协会190家，专业

联合社35家，专业联合会135家。按照产业划分，农业433家，畜牧业158家，

渔业69家，其他109家。按照社员(会员)所在区域划分，村内成立的402家，

乡镇内成立的26l家，县市内成立的105家，地(市)内成立的l家。按照兴办方

式划分，农民牵头的461家，企业牵头的51家，农技部门牵头的95家，乡村干部

牵头的142家，其他单位以及个人牵头的20家。而据从3月13日召开的全省农业

产业化暨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会上获悉，2007年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快，作用大，

效果好。目前我省共有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1867个，带动农户52．4万户，占总农

户数的48．9％。“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民进入市场、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术素质、增强

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增加了社员的经济收入，有效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文

昌市会文烟墩瓜菜产销专业合作社，1997年创办，社员近千户，种植瓜菜2500多

亩，辐射琼海、定安等市县共有10个乡镇，每年为社员和周边农民销售瓜菜10000

吨。临高县松梅村香蕉合作社，请绿晨香蕉研究所对社员进行香蕉种植技术培训，

提高农民的产品质量意识和生产技术水平。至2006年底，全村有231户农民加入

合作社，种植面积达2700亩，纯收入800万元，全村1300余人，仅香蕉一项人均

纯收入就达到6153元。

3．2．6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我省在加快农产品生产基地和龙头企业建设的同

时，通过认真规划、积极引导、大力扶持，使各类农产品专业市场开始涌现。特别

近几年来为鲜活农产品流通开通了绿色通道，对加速农产品销售中转，确保易腐、

易损、易耗的农产品安全保质、快捷畅通地进入市场，起到了积极地保障作用。目

前农产品销地市场拓展到全国47个大中城市，瓜菜、水果、水产品出岛销售量分

别达到140．2万吨、42．5万吨、35万吨，分别占总产量的46．5％、38．3％和43．7％。

全省建成农副产品市场218个，各种运销联合体、运销专业户和运销企业4100多

13海南农业信息网：热带特色现代农业专题研究．h鲤；丛竖坚出hi垒翻：艘望￡型
14海南农业信息网：海南农业产业化大踏步．htIp：胁ia鲈i．gov．cn／I{trIll／2008．3．18／2_2163-2008．3．18-78661．h仃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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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岛内外农产品信息网点34个。坫“订单农业”迅速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初步走

上了“以销定产"的发展轨道。

表3．3海南农产品市场信息收集发布系统站点

Table3．3 The information coHection and publishing site of agricuItural in Hainan

资料来源：中国热带农业网．海南热带农业．b主主巳；么么!竖：zg!鱼垒：盟主么丛i凸垒ⅡZ

海南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不仅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而且保

证了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顺畅地进入市场，使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产品流

通体系逐步形成。



4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及存在问题

4．1海南农业产业化优势分析

4．1．1区位优势

所谓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地区在地理上拥有的某些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起积极

作用的、相对其他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因素。在硬性的地理环境中，唯有地理位置

即地域是没有替代物的，因而它可能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在优势。海南的地

理位置十分特殊，其特有的优势，是国内其他省区所无法比拟的。

海南北边与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相接，其余边界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相连：既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大

洋洲、非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要道，又是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东盟

经济圈、太平洋经济圈的交汇点和中国以海连接东盟国家最多和对外开放的前沿要

塞。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启动，海南省的这一区位优势

将更加突出，便捷、价廉的海上运输便于大量农产品进出口，有利于把海南建成一

·个国际性的热带农副产品加工和交易中心。

4．1．2自然资源优势

海南土地资源丰富，适宜性较广，可利用率高，开发潜力大。海南全省共有土

地面积339．1万公顷，宜农土地面积320．67万公顷，利用率高达94．4％。这些可利

用土地，涵盖了农林牧渔各业，其中：宜农地101．6万公顷，占总面积的3096，宜

热作地81．1万公顷，占23．9％，宜胶地68．O万公顷，占20．O％，宜林地92．5万公

顷，占27．3％，宜牧地31．1万公顷，占9．2％，淡水水面13．7万公顷，占4．096，其

他19．1万公顷，占总面积的5．6％。这些土地绝大部分具有一地多宣的特点，既适

宜发展农业，也适合发展橡胶、热作、林业或畜牧业。埔

海南行政管辖海域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南北纵跨1800多公里，东西横跨

1000公里，沿海滩涂面积5万公顷，10米等深线以内海域面积20万公顷，是名副

其实的海洋大省。另外海南还拥有占全岛陆地总面积近4％的内陆水域面积。辽阔

的海域和内陆水域面积，使海南省在发展海洋捕捞、海水和淡水养殖方面大有可为。



海南属热带季风气候，长夏无冬，光温充足，雨量充沛，东湿西干，南热北冷，

光合潜力高，稻可三熟，菜满四季。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为4600--5800兆焦耳／平

方米，全岛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166小时，西部沿海最多达2650小时，中部山区最

少为1750小时，全年热量资源丰富，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繁殖，是我国南繁育种

理想基地。

4．1．3生物资源优势

海南素有“绿色宝库”之称，是我国最大的热带自然博物馆、最丰富的物种基

因库。在4000多种植物资源中，药用植物2500余种；乔灌木2000余种，其中800

多种经济价值较高，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特产与珍稀树木20余种：果树(包括野

生)142种；芳香植物70多种；热带观赏花卉及园林绿化美化树木200多种；纤维

植物100多种；各种油料、胶料、染料植物等89种；糖料及饮料植物lO余种；牧

草及饲料植物200多种；工艺用黄白膛、葵叶等10多种。目前，栽培面积较大、

经济价值较高的热带作物主要有：橡胶、椰子、油棕、槟榔、咖啡、胡椒、剑麻、

香茅、腰果、可可等。海南是全国最理想的南药生产基地，有“天然药库"之称，

最著名的南药是4大南药：槟榔、益智、砂仁、巴戟。另外，海南的海洋生物资源

也十分丰富，海洋水产在800种以上，鱼类就有600多种，主要的海洋经济鱼类40

多种，许多珍贵的海特产品种已在浅海养殖，养殖的经济价值较高的鱼、虾、贝、

藻类等20多种。丰富的生物资源，既为农业的综合开发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利于

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4．2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4．2．1产业结构不够优化，调整面临多种难题

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规范化，是实现农业内部分工，协调农业内部矛盾，

促进农业内部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社会化生产，有利于农

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海南农业产业化结构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

是仍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渔业和畜牧业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比

重尚低，没有充分体现海洋大省、全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的优势。二是农业

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生产加工落后，市场通道不畅，制约了农业发展。三是目前



种植的附加值高作物比例少，如热带花卉，特别是热带兰花尚未规模化生产。四是

作物品种结构单一，如橡胶、椰子、香蕉等的品种都十分单一，．后备品种不足。这

些情况充分说明我省农业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的调整。目前我省农业产业化结构调

整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1)产品销售跟不上需求。近年来，在政府部门引导和龙头企业带动下，我

省农业产业链条脱节的情形有所改善，但牵引环节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省农产

品销售仍是沿用由内地经销商进岛收购的做法，仅有海南永青绿色农业食品加工有

限公司等极少数企业在内地建立营销网络和销售点。农产品出口流通不畅，热带特

色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由于依赖外地客商上门而未显示出来。

(2)标准化和加工业相对滞后。由于标准化相对滞后，难以建立起规模化出

口要求的质量标准、产地追溯、产品标示(商标、产地、安全、认证、许可证使用

等)制度，因而也难以获得国际客商普遍认可。我省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已初步形成，

但标准化还很薄弱，产品质量因为质量标准因素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成为我省农

产品出岛出口的瓶颈。但由于我省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标准化对一家一户的农民没

有约束性。从产业链看，以出口为目标的加工业是瓶颈。我省的农产品加工、保鲜

跟不上国外经销商的一系列措施和要求，如金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可接订单不少，

但除种植基地只有清洗和规模较小的冷冻线，缺少速冻、去皮、切片、切丝、烘干

等生产线，因而常常丧失机会。出口必须的有些加工业尚属空白，深加工更是风毛

麟角。

(3)优良品种储备不足，技术研究滞后。香蕉以巴西蕉为主，品种单一，多

年种植已有退化，未提纯复壮或选出更优品种；养猪业种苗大量从外省调进，也增

加了无疫区的风险；技术研究滞后，现有研究难以满足种养、加工、储运各环节技

术需要。如病虫测报防控体系建设、大宗农产品加工、深加工问题，产品储藏、保

鲜问题等。

4．2。2农技人才缺乏，农民教育水平低

根据《2005年海南统计年鉴》，2004年全省农业人口为501．15万人，占全省

总人口的62．19％。从受教育程度看，海南省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不识字

或识字很少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小学程度占22．1％，初中程度占54．1％，高中

程度占14．8％，中专程度占2．2％，大专或大专以上占0．8％17。根据上述数据计算2004

年海南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42年，相当于初中二、三年级水平。

17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48



整体而言，海南省农村拥有较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由于劳动力文化、

技术等素质不高，决定了其劳动生产率较低，在现代化的生产系统中不能充分发挥

作用。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主要以受教育程度指标考核，将1990一2005年海南农村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列于表4．1，其变化趋势描绘于图4．1。

表4．1 1990_2005年海南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变化

Table4．1 The change of education leVel of Hainan’s rural Iabor(1990-2005)

数据来源：199卜2006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程度
一高中程度(％)—e一中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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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程度(％)
十大专或大专以上(％

』扩扩矿扩，矿扩矿矿扩栌矿秽扩扩矿份|
圈4．1 1990_2005年海南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变化趋势

Fi94．1 The trend ofeducaⅡoⅡ1wel ofHaiⅡ3Ⅱ’s mmllabor(1990．2∞5)

从图中发现，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小学文化程度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重呈下

降趋势；初高中文化程度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重呈上升趋势；中专文化程度人数占

农村劳动力比重是呈略有上升趋势，大专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

重有上升趋势，但幅度很小。但是2005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人数占农村

劳动力比重为23 08％，即100个农村劳动力中就有约23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

这与发展现代农业所要需要的劳动力素质是不相称的，说明了海南高等救育仍有特

进一步提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是科技的载体，科技是借助人才而产生作用．

当前海南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少，据统计，2000年海南平均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员为

249人，居全国31个省(市、区)第18位；每万名农业人口中仅有农业专业技术

人员为40人，居全国31个省(市、区)第25位”。2003年，海南农业技术人员为

蚰8人．仅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O 38％”。农业科技人才数量少，农民文化水

平程度不高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

”海南年鉴编辑委员会海南年鉴海口：海南年鉴杜．200。25，209-210
”海南省统计局编海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466



4．2．3龙头企业发展不平衡，数量少，带动能力弱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我省各地区的分布不平衡。至2007年底，一百多个省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名单中，海口市有15家，文昌市有ll家，琼海市

有8家，澄迈县有15家，临高县有12家，儋州市有5家，白沙县有1家，昌江县

有3家，东方市有4家，琼中县2家，定安县有2家，屯昌县有2家，五指山市有

2家，保亭县有4家，万宁市有5家，陵水县有3家，乐东县有9家，三亚市有9

家∞。即55％左右的省级以上的重点龙头企业大多分布在省北部沿海市县，南部较少，

而中部地区最少，地区分布上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

龙头企业总体数量少，规模普遍较小。大多数龙头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经

营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经济实力弱，辐射范围窄，缺乏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

险的能力。企业的“龙头"作用发挥不够，在一些市县农副产品“卖难”、“运难"、

“加工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某些年份“菜贱伤农"、“果贱伤农”仍然困扰各级

政府。龙头企业的这种低效运营状态，限制了其带动农业和农户能力与范围，无法

带领更大范围的农业和更多数量的农民进入国内外大市场，无法带动农业产业化经

营向纵深的发展，阻碍了海南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快速发展。

龙头企业的科技含量和加工能力总体上仍然欠缺。海南农业企业中，拥有高新

科技特别是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不多，相当部分企业都是靠搞粗放型经营，广种薄

收，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对海南大宗农产品的深加工至今仍

是个薄弱环节，精、深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少，初、粗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多。如

芒果、香蕉、菠萝等水果的价格起伏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卫生、成本

相宜的加工手段。

可见，海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无论在地区数量分布，还是发展规模程度方面

都存在很大差距，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协调发展和顺利进行。

4．2．4政府投入不足，扶持力度不够

农业投资是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中政府支农投入是农业资金来源的一个

重要渠道。农业的弱质性特点决定了财政对农业投资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保

证。海南财政部于2007年3月26日正式启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年”活动。该

活动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央支农、惠农精神，积极探索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体系建

加是根据海南农业信息网2008年3月3日公布的“海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名单”进行统计得到的



设思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重心是规范和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以确

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有效，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表4．2 1995—2005年海南省财政支农情况

’I．able4．2 The Financial suppon for agriculture in Hainan(1995-2005)

年份 财政支出(万元) 财政支农(万元) 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4．2 海南省财政支农变化曲线图

Fi94．2 The change cuI’ye of n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in Hainan

从图4—2中可以看出，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海南财政支农总量是不断上升

的，除了1993年到1997年在下降外，其余年份都在增长。特别是1998年，国家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更是迅速攀升，从42795万元，在短短8年内提高到

122951万元，增长了2．87倍。从动态看，海南财政对农业的实际支持程度确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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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然而同全国其它省份农业财政支出比较来看(见表4．3)，海南省财政对农业

的支持程度还是相对较低，不利于海南农业的长足发展。

表4．3 2006年全国各省市财政支出 单位：万元

’IhbIe 4．3 The nnancial expenditure in eVeIy proVince of China

注：本表数据为预算执行数。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

4．2．5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完善

(1)农民合作组织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农民群体为主，纯农户的合作组织

占比例较大，只有少数的合作组织有农技部门或企业的参与，导致目前的合作社实

力都比较弱。成员多是农民的合作组织，文化底子薄，缺少搞市场经济必备的知识

和发展合作经济的经验，相对驾驭市场风险能力较差。

(2)合作社规模普遍比较小，每个合作社平均有社员31人，低于全国平均124

人的规模，有相当部分的合作社社员人数在10人以下，抗风险能力差。21

(3)规范化程度低，运行机制不健全。很多合作社没有章程，造成管理不规

21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网：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与发展情况．b堑P；丛竖盟￡垒：垒妇：艘兰曼世



范。有的经济组织尽管与农户签订了合同或契约，但由于缺乏规范性，违约现象时

有发生，双方利益得不到保障，容易引发矛盾，造成合作组织的解体。

(4)合作经济组织获取市场信息的手段落后，因此造成掌握市场动态信息滞

后，不能及时根据市场变化来制定生产方针，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经常发生，影响

了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济收入。

由于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不完善，使农民缺乏参与市场的竞争力，不利于

于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4．2．6农产品加工水平低

农产品加工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是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的重要连

接点。农产品加工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总体

水平，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受到各个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我省农

产品加工业虽然发展较快，成效也较明显，但整体水平比较低，我省农产品加工业

仍处在起步阶段，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造成农产品资源有效利用率低，

导致农产品在产后高额损耗，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常有发生，农产品附加值难以实现。

总体上看，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较多，产业集中度不高，处于低水平循环。农产品

加工企业规模小，品种互补性差；粗加工产品多，精加工产品少；低附加值多，高

附加值少；单项产品多，系列品种少。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

2．4：1，我国1．1：1，我省仅为0．33：1(如加上橡胶初加工产值44．55亿元，槟榔初

加工产值20．94亿元，产值比为O．45：1)22。

加工保鲜滞后已成为扼制海南农产品出口的一大瓶颈。农产品贮藏、保鲜与加

工是一个严密的工程体系，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必须紧密地结合。发达国家

水果采摘后通常要经过预冷、储藏、洗果、涂蜡分级、冷链运输等规范配套的处理，

产后商品化处理量近loo％。海南水果多是采摘后箩筐或纸箱一装就贱卖，很少加

工预冷。食品加工企业少，2006年全省出口食品卫生注册企业仅有57家。果疏目

前加工转化率只有2％左右，局限于保鲜果蔬产品的出口，深加工的精致包装速冻蔬

菜、脱水蔬菜、糖(盐)渍果蔬产品及干果产品都很少，有些还是空白。畜禽产品

方面，目前全省注册的出口肉类加工企业只有3家，畜禽产品出口尚处于起步阶段。

水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大多数是在2000年后建成投产，规模不大，未形成合理的产

业链，加工能力和出口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深加工能力较弱，即食式的高附加

值水产品至今还是空白。由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大部分原料被低价收购到广

东、山东、浙江、福建等地加工出口。这对海南农业经济是巨大的损失。

22海南农业信息网：http：，／、n眦hia鲥．gov．∞：8888，newsvie州sp?ID；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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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

合理、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调动企业和农户积极性、确保产业化经营的持

续稳定发展，这种关系不仅使农户降低了市场风险，增加经营收入，而且使龙头企

业获得了稳定的原料来源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但目前我省多数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基

本上还是一种松散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固定的契约关系或利益共同体。

． 近年来政府大力发展“订单农业’’，许多市县采用“公司+农户"发展模式，

取得很好的成效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公司与农户的利益联结问

题。多数龙头企业与基地、与农户之间的关系还是停留在订单层次上，有的只是单

纯的买卖关系，利益联系不紧密，难以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海南

省现有的农业产业化组织中，许多产业化组织与农户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利益联

结，占产业化组织总数的46．5％，但是这种合同关系缺乏稳定性，有的企业在农产

品市场价格低时拒绝收购、压级压价、拖欠货款，损害农民利益；有的农民在市场

价格高时不按合同约定把农产品卖给企业，缺乏信用。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难以有

效地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如有些地方的企业和农户签订农产品“订单"，但收获

时订单兑现不了，其主要问题是利益分配关系没有处理好。有些虽然签订了原料供

需合同，但缺乏履行保证机制，往往是生产多了，企业违约压价收购；生产少了，

农民违约高价直销市场；以致交替出现季节性的“买难"、“卖难’’的现象，削弱

了加工企业和农户双方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发展

滞后，公益性社会化服务平台尚未形成，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

企业与农业户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在于：一是目前海南多数龙头企业规

模小，大多数龙头企业固定资产、年销售收入均在1000万元以下，净利润不超过

100万元。由于资金匮乏、技术落后，规模较小的龙头企业就难以对一体化内部的

广大农户形成持久而强有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二是由于管理水平低，大多数龙头

企业是通过乡镇企业改制和民营企业，地方特色和家庭式管理的色彩较浓，缺乏先

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对政府依赖性较大。三是市场开拓不够，目前海南龙头企业市

场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能够稳定占领国外市场的外向型企业很少。

4．2．8农业风险缺乏保障

农业既有自然风险，又有市场风险，是个高风险的弱质产业，“多年致富、一

灾致贫"、“一朝滞销、一季亏本’’是农民经受双重风险的直接体现。农业企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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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相比，在承担市场风险的同时，还要承担远远高于后者的自然灾害等风险．

有点农业企业是用高于市场价或保护价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实际上是用企业实现

的利润部分对农民进行二次分配，承担了保护农民利益的风险。这给农业企业的发

展也带来沉重负担。

海南农业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台风等自然灾害较多，而农业普遍缺少农业保险

这道保障，对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已经构成严重障碍。海南的台风多发季节大多是

每年的8、9、10月份，那时正是海南瓜果菜、橡胶、水稻、水产、养殖的收获季

节，台风的袭击，海南损失巨大。例如2005年9月，台风“达维"给海南农业造

成重创，农业生产损失很大，尤其是农作物损失率相当高，如槟榔、胡椒、橡胶、

香蕉等作物一夜之间被摧毁。据省三防办的统计资料，“达维”导致全省直接经济

损失116．47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的损失占80．26亿元。对于经济条件差的企

业或农民，如果没有政府或金融保险行业的支持，很多年都难以恢复原来的基础。

那么农业保险自然就成了农民翘首期盼的一件事。

至于市场风险，对海南水果、瓜菜产业的影响最为显著。例如海南瓜果菜时效

性非常有限，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广东、广西的严寒作为丰收的前提，如果粤

桂两地是暖冬，农民收入就可能减少，再加上北方大棚蔬菜、瓜果发展迅猛，应该

说，海南瓜果菜面临的市场风险威胁再增大。

没有农业保险的保障，一些农业企业和农户不敢加大生产投入。这就给农业产

业化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



5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分层次发展思路

5．1概念与相关理论概述

5．1．1层次的概念

层次一般是指事物存在的有别于其它事物存在的一种特性，可表现为在数量、

质量、等级、规模、尺度上的差异性，并能在比较中被认知；层次是可以划分的(赵

永超等，1998)。层次划分是指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求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

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各因素按不同层

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崔宗昆等，1992)。

系统论认为系统的层次性是由系统结构的有序性决定的。一切系统都处于不断

的变化、发展过程中。系统的变化、发展不是随意的，而是受系统内部外部各种因

素的影响、限制，依据系统内在的秩序进行的，这就是系统发展的有序性。一个系

统往往包括若干子系统，而其自身又往往是另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系统越复杂。

层次性就越明显。农业产业化发展历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按系统构成要素

的等级、规模、尺度的大小、组织程度的强弱等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发展层次。

5．1．2经济分层次增长概述

假设经济体的发展存在层次性，如果对不同层次的经济体实施差异性的主导政

策，将可能促进总经济体的更多增长。即根据不同经济体的发展层次，调整与其层

次不相适应的“政策变量"，分层次推进经济增长，实现各个层次的经济均得到优

化增长，即“分层次推进，全局优化增长”(傅国华，2002)。分层次促进经济增

长模式被总结为经济分层次增长。

傅国华和张岳恒(2003)首次提出了经济分层次增长的概念、假设、模型及相

关证明，探索经济体的层次性与总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标志着经济分层次增长理

论研究的开始。之后傅和姚树洁(2004)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分层次增长，建立了理

论模型和分析框架，通过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和分层次增长模型的比较分析，论证了

假定在其它投入要素不变的前提下，经济层次是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的一个的新要

素，论证了当全局性政策变量的边际产出率等于分层次政策变量的边际产出率时，

经济总量GDP达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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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海南农业分层次发展的提出

傅国华于2002年在其博士论文《论中国热带农业的分层次发展——基于海南

热带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中从海南农民收入层次、区位层次、投入层次、

组织规模层次以及农村住户经营行为层次等方面对海南热带农业分层次发展进行

实证分析，并提出海南热带农业分层次发展的观点。之后，傅国华和周建华(2003)

分析了海南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产业经济层次和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层次，建议用

分层次发展思路指导创建海南发展道路。许能锐和傅国华(2004)对海南三个产业

发展进行层次分析，探索实现各产业最优化发展的可能性与实现途径，研究建议海

南优先发展高效益层次产业、区域和项目，培育龙头经济，带动经济增长。李玉风

(2004)应用该框架，根据海南省各市县经济增长要素的贡献率分析，划分出三个

不同的发展层次，即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的

为一个层次；劳动力投入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大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为

一个层次；劳动力和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为负的为一个层次。对分层次与

不分层次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分层次可使整个经济有更多的增长。

由于海南沿海、中部山区、山区的农村经济基础和发展环境存在差异性，不

同民族的不同生活、生产习性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不同，各市县对农业的资金、技

术投入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使海南农业发展在同一时间横截面上按不同的层

次发展。导致海南不同地区的农业存在不同的发展层次。何逊峰和傅国华等(2007)

在《海南农业产业结构分层次实证分析》一文中，以海南省2004年各市县主要农

作物的产量为基础指标，应用主成份分析法对海南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分层次实证分

析，得出海南各市县农业经济发展上存在明显差异性，并根据分析结果对海南农业

主体结构进行分层次。

5．2海南各市县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层次性

5．2．1主要农作物发展具有层次性

由于海南各市县的土地资源不同、农业投入不同、农业技术水平不同、农民素

质水平不同等原因，各市县的农业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性。韩汉鹏等(2007)利用

多元统计中的主成分和聚类分析对海南2004年各市县的粮食作物、大豆、甘蔗、

油料、蔬菜、瓜类、水果、茶叶及热带作物的产量进行研究，得出代表海南的传统



农业产量区及热带作物产量区，并对上述产量区进行分类。何逊峰和傅国华等

(2007)以海南省2004年各市县主要农作物(粮食作物、大豆、甘蔗、油菜籽、

蔬菜和瓜类)产量为基础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设计综合评价指标组，测定

各市县农业经济差异性。分析结果是海南主体农业发展存在明显层次性：第一类的

五指山、保亭、琼中和白沙、万宁、洋浦为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地区。第二类的昌

江、陵水、定安、三亚、东方、琼海、澄迈为综合水平居中，并以非传统农业生产

为主。第三类的农垦、儋州、乐东、文昌为生产水平较高的四个地区。

取2003—2005年主要农作物平均产量(见表5．1)进行比较，也可看出各市县

的农业发展情况存在层次性。

表5．1 2003—2005年海南各市县主要农作物的平均产量 单位：吨

Table5．1 The aVerage yield of major crops in aIl cities of Hainan(2000-2005)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统计年鉴(2004—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粮食作物种植方面看，儋州市、乐东县、琼海市、文昌市和海口市的发展水

平较高，而农垦系统、临高县、澄迈县、东方市、万宁市、陵水县、定安县、三亚

市、和屯昌县处于中间水平，水平较低的为白沙县、昌江县、琼中县、保亭县、五

指山市、洋浦管理区。其中除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洋浦之外，粮食作物种植发展

水平较低的市县均分布在海南中部山区。从占有种植业总产量较大比重的经济作物

甘蔗的发展情况来看，儋州市、临高县、昌江县和农垦系统发展较好，而琼中县、

洋浦管理区、五指山市、三亚市和保亭县生产情况最差。而对于蔬菜和瓜类，沿海

市县如文昌、琼海、三亚和乐东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而中部山区如昌江县、保亭

县、白沙县、琼中县、五指山市等以及重工业区洋浦则有明显的差距。

5．2．2热带作物及热带水果的发展具有层次性

、 (1)热带作物

热带作物是海南农业一大特色，栽培面积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热作品种有橡

胶、椰子、槟榔、胡椒、咖啡等。海南的橡胶生产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年

来全国橡胶总产量中的约一半出自海南。而椰子和腰果在全国热带作物的生产中占

有绝对优势，其他的则有待发展。通过对2000至2005年海南各市县主要热带作物

平均产量表(见表5．2)进行分析，也可得出热带作物在海南各市县的发展情况同

样具有明显差异性：橡胶种植主要分布在农垦系统、儋州和琼海，其中农垦系统的

橡胶产业化发展已经具有比较大的规模；椰子种植主要分布在文昌市、琼海市、三

亚市、乐东县、陵水县、万宁市以及海口市，其中文昌市和琼海市的椰子产业化发

展水平较好；咖啡生产主要分布在文昌市、农垦系统、澄迈县、万宁市及海口市；

槟榔生产较好的主要分布在琼海市、农垦系统、三亚市、万宁市、乐东县及保亭县；

胡椒生产则是琼海和农垦系统；香茅、腰果和剑麻只在少数市县有所发展。总体来

看，农垦系统、琼海在热作发展方面总体水平较高，而中部地区如五指山市、昌江

县、白沙县、琼中县、屯昌县等市县的发展水平较低。

(2)热带水果

海南的水果种类繁多，栽培形成商品的水果主要有菠萝、荔枝、龙眼、香蕉、

大蕉、柑桔、芒果、西瓜、杨桃、菠萝蜜、红毛丹、火龙果等。近年来，热带水果

已成为海南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潜力较大的优势产业之一。

从近几年的种植面积及产量来看，农垦系统、海口市、文昌市、琼海市、乐东

县和儋州市等的总体发展情况较好，而海南中部市县除了琼中县在柑桔橙、龙眼生

产上，昌江县在芒果生产上具有优势之外，其他市县都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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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2000_2005年海南各市县主要热带作物平均产量 单位：吨
Table5．1 The average yield of major tropical crops in aIl cities of

Hainan(2000-2005)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5．2．3养殖业的发展存在层次性

对于水畜产品，我们通过各市县某种产品的产量在该种产品总产量中的占比来

进行比较。由于水产品和畜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主要受市场需求的制约，

农民受利益驱动，在这些产品的供给上有较多的选择余地。一般而言，如果某一地

区某种产品的产量占比较高且稳定，说明该地区在该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

势。同样，为了消除偶然因素的影响，在计算各市县产量的所占比例时运用了2003

—2005年产量的平均值(计算结果参见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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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养殖业的发展也表现出层次性差别。在猪肉生产上，海

口市和儋州市以及农垦系统显示出较好的比较优势；在羊肉生产上，儋州相对于其

他市县，占比量最高，具有一定的优势；在禽肉生产上，文昌市和琼海市具有比较

优势；在牛奶生产上，海口市和澄迈县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从产量比角度看，海口

市己经具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产量占比达到77．8％，具有显著优势；在禽蛋生产

上，海口市和文昌市具有比较优势；在蜂蜜生产上，海口市和儋卅I市具有比较优势；

在海水产品生产方面，临高和儋州具有比较优势；在淡水水产品生产方面，文昌市、

儋州市、农垦系统和琼海市具有比较优势。从总体来看，畜牧业发展得较好的市县

多分布在海南的中西部以及北部沿海市县，其中儋州市和农垦系统在养殖业上已经

达到一定的规模，而文昌市和琼海市在禽类养殖及淡水产品生产方面已形成一定的

规模；在海水产品方面，临高县和儋州市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

表5．3海南省各市县主要畜牧、海、水产品的产量所占比例 单位：％

!垒坠!!苎：兰!垒竺2竺!已竺!旦竺巳竺丝!竺垩21 1坠竺竺型21兰旦竺璺!竺!!竺!竺!呈空翌!!型!丝2
猪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牛奶 禽蛋 蜂蜜 海水产品淡水产品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统计年鉴(2004．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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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横向角度看，同一时间段，各市县存在不同的层次，有发

展水平较高，有一般的以及发展水平较落后的。而从农业产业化的纵向角度看，某

一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程度也同样存在不同的层次性。农业产业化的内容包含农产

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和科研等内容，某些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已呈现产加销一体

化的良好态势，如橡胶产业、椰子产业等，但更多的还只停留在生产及简单加工的

低层次。

5．3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分层次发展思路

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存在层次性，各市县之间的发展层次不同，不同农产

品的产业化发展也存在层次性，因此对不同地区不同农产品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

路应该根据其层次性有所区别。笔者认为海南产业化发展思路具体如下：

(1)首先要解放思想，强化以效益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的意识；要重视农业

产业化发展存在层次性的特点，认真做好层次划分，然后针对不同层次的市县做不

同的产业化发展规划。例如，对于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市县，引导其扩大产业化

规模，提高产业化层次；对发展水平较差的市县，帮助其确定主导产业，带动农业

产业化发展。

(2)其次要立足本省的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和发挥各市县的优势，例如，海

南的沿海地区应大力发展海洋渔业，构建海洋经济带，中部地区着重发展畜牧业和

热带作物产业，西部市县则积极实施橡胶、香蕉等工程，推进热带作物热带水果产

业化。在丘陵地形的山区地带如琼海、万宁的山区，应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注重发

展胡椒产业，而在澄迈等平原地带，宜于大面积种植冬季瓜菜。

(3)第三，要针对各市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的政策

指导与扶持，迸一步积极发展特色热带农业产业化，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发展规模及

档次，尽快在产业化发展层次较高的地区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以带动其他地

区的产业化发展。

(4)最后，要协调好农产品的产、加、销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升产业化

经营层次，推进我省的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

5．4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1)市场导向原则。要根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需要，培育发展主导产业、

优势产品和龙头企业，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加快发展速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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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走外延扩展与内涵提高相结合的路子，通过市场营销、资

产重组和产品研发拓展发展空间和开发领域。

(2)“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原则。以特色产品为龙头，大力培育区域

性主导产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自然资

源，充分发挥资源潜力，推进产业化进程。

(3)重点突破原则。以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核心，重点扶持

优势企业，壮大带动力强的产业化经营组织。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推进实现农业的增效和农民的增收。

(4)尊重群众意愿原则。要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

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探索组织千

家万户农民联结社会化大市场的有效形式，稳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

营。在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和利益机制中，要充分尊重农民和企业的意

愿和经营决策权，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和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以形成合力、共同发展。

(5)“以流通促生产”的原则，立足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狠抓加工、

流通和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农产品现代营销机制，发展“订单农业”，逐步形成适

应市场农业发展需要、高效灵活的市场营销体系。

(6)科技创新原则。提高企业和农民的科技素质，用先进实用技术武装农业

产业化经营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不断提高整个产业链条的科技含量和最

终产品档次。要把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现代化建设、农科教等工作结

合起来，实现农业在较高水平上跨越式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7)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把保护资源和环境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条

基本方针，贯穿到产业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使农业产

业化经营与农田基本建设、耕地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8)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原则。进一步完善农业与其它产业的链接关系，从全

局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统筹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大力发展区域性的农产品

加工流通服务行业，把农业融入二、三产业，以此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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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6．1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必须从战略性调整的高度，加强结

构调整的基础工作，引导农业产前产后开发活动，从根本上调整原有的生产经营模

式、营销模式，投资融资模式和制度，满足供给，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加速农民

收入增长，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发展，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1)调整的目标。以区域规模化、产业专业化和农产品增值、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目标，通过进一步调整农业种养比例提高我省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

势；通过延长产业链，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变农民为市民，扩大消费

群体，拉动农产品消费。

(2)调整的重点。包括提高高效作物在种植业中的比重，提高设施农业在冬

季瓜菜、水果中的比重，提高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在农村

经济中的比重，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种养、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

(3)调整的任务。调整种养比例，在加强无疫区建设的同时提高养殖业在农

业中的份额。各市县根据本市县实际，通过龙头企业联盟带动，产品出口出岛高效

益引导，进一步调整优势产业的种养种类，促进规模化区域相对集中。建立产业示

范区，加速引导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通过结盟、合并、兼并等形式，大力促进龙头

企业联盟组建，并携手赴国内外建立我省大宗、优势农产品批发点和销售网络。促

使规模化随着产量提高而提高，效益随着品种、质量、产量、加工、技术而增值。

我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总体上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因而我省要重视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同时加大扶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建立农业多元投资机制，以加大农

业资金投入。

6．2加快培育主导产业，搞好基地建设

主导产业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前提与支柱，是一个地区经济优势的集中体现，

也是农村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而在实行农业产业化初期，由于主导产业承受

市场风险能力较弱，海南主导产业的培育一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现有的产业发展

状况、经济效益为依据，充分掌握市场需求的动态信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着

重建立一批资源优势突出、生产优势强、市场广阔、经济效益好、发展潜力大、具

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和产品。海南的沿海地区应大力发展海洋渔业，构建海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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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中部地区着重发展畜牧业，西部市县则积极实施香蕉等热带水果工程，推进

热带水果产业化。在丘陵地形的山区地带如琼海、万宁的山区，应发挥本地资源优

势，注重发展胡椒产业，而在澄迈等平原地带，宜于大面积种植冬季瓜菜。需要指

出的是，无论哪个地区，都应根据市场变化，发展名、优、特、新品种，以“人无

我有，人有我早，人早我好”的优势抢占市场。

而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为产业的竞争提供强有力的后盾，如充足的货源供

应和规模效益优势等。当前我们要按照“围绕龙头建基地，突出特色建基地，连片

开发建基地"的思路，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围绕主导产品、拳头

产品、特色产品，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定向收购等方式，与乡镇、村队、农

户结合，甚至可鼓励其承包、租赁土地等农业资源，直接从事开发性生产，从而争

取短期内在全省建成多个上万亩的瓜果菜基地，以有力推动海南特色产业的发展。

6．3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功能的强弱，关键在于龙头企业的强弱。山东省在推进农

业产业化进程中，扶持龙大集团、邱家集团、中鲁集团等一大批农副产品加工龙头

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欧美市场，带动了胶东半岛的农业产业化∞。

推进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必须走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而扩大生产

规模，获取规模效益，打开市场销路，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都离不开“龙头企业"

的引导和带动，因此必须抓好龙头企业的发展。要选择一批有实力、有活力、有较

强辐射力的龙头企业，鼓励其通过兼并与资本扩张，迅速做大一批龙头企业。同时，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优化企业资本构成、注重人力资源培训、建立健全

农业企业家市场等措施提高龙头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建议省政府在给予大型龙头

企业贴息补助的同时，对特色小型龙头企业也要适当给予补助，同时对其因收购农

产品所需的流动资金和因扩大加工规模而需要的技改资金，要切实通过放宽担保抵

押等条件予以优先贷款。

目前我省龙头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且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方面困难重重，

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支持，而单靠政府有限资金投入和传统农业积累是不可能

实现的。我省要坚持“扶优、扶强、扶大"的培育政策，给予必要的扶持和精心的

培育，使其具备更完善的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体制，更强的辐射带动能力，从而尽早

形成一批具备上市条件的现代农业龙头企业。

∞刘坚．认清形势，迎接挑战，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J】．中国农村经济，2001(3)：4～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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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完善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

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只有通过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将参与农业

产业化的各个实体联结成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农业产业

化才有可能成功。龙头企业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是加强农业产业化基础的需要，

是龙头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健全的利益机制，才能促使高新技术、管理人才、

社会资本和社会化服务较好地融入到农业产业化链中来；促使企业和农户避免相互

违约弃义；促使各经营主体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

关系，避免盲目竞争；促使农业产业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最终与持续提高农民收

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协调一致。

，当前，我省出现的“订单农业"、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多种较为有效的和

较有潜力的利益联结机制存在不少缺陷，追切需要完善。首先，合同订单兑现率不

高，影响了农户按订单种植的积极性。因而，迫切需要通过以下措施抓好“订单”

的完善和落实工作：一是大力倡导诚信意识，讲求信用。二是进一步规范订单样式。

由省有关部门制订统一样式，并明确签约各方的权利义务、违约罚则等。三是由政

府、龙头企业和农户共同出资，建立订单履约风险担保基金，主要用于当市场价低

于(或高于)企业对农户订购价时的适当补助，允许龙头企业的风险担保资金税前

列支。四是“订单+技术"、“订单+服务"是两种易于广大农民接受的方式，各有

关部门应对其重点推广。

要构建产业化利益联结体系，政府和相关业务部门就要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根据本地相关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市场行情、供需状况等因素，协调产、加、销各

方的利益关系，完善定单和合同对产、加、销各方的约束机制；同时要通过把分散

的农民组织起来而提高农民在出售产品和贸易谈判中的对等地位，让农民自己组织

起来保护自己；企业也要具备战略眼光，在考虑自身经营利润的同时更多的怜农爱

农，让利于民，为企业做大做强奠定良好基础。

6．5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

与富裕程度。因此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农产品加工业在海南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地位，以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就业、提高农产品及加工制品竞争力为

目的，贯彻因地制宜和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原则，实现由初级加工、



单一品种为主向精深加工、多元品种为主转变，提高农产品精深综合加工产值，促

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

(1)以市场需求引导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

农业经营方式，农产品加工业必须把市场需求放在首位。

(2)依托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只有依托资源优势，发挥区域特

色，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发展区域性特色产品，逐步形成区域化布局、基地化生

产、规模化经营，农产品附加值和资源转化率才能大大提高。海南省具有生产和种

植热带作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稀缺的热带土地资源可开发较高经济价值的农产

品：没有明显的生产季节制约的气候条件，加大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利益获取空间。

海南省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为农产品加工原料的供应、产品质量的提高及降低生产成

本等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3)创建加工型龙头企业带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大力创建国家级省级加工

型龙头企业，提升加工企业的规模效益，增强农产品加工总体能力。同时构建优质

粮食、水果、瓜菜、热作、畜产品、水产品等农产品深加工的标准与全程质量控制

体系，通过创新平台的搭建，迅速提升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4)以科技创新促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产品加

工过程中的研发和创新活动，使得农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如美国的马铃薯和玉

米深加工技术，日本的稻谷加工技术和装备，瑞士的制粉技术，欧美的油脂精炼及

副产物精细化工产品制取技术等。海南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也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因此，海南农产品加工业必须走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产品加工原料基地化、产

品资源优势化的发展模式，努力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才能保证

海南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6．6推进农业标准化，加快产业化发展

在世界贸易日趋自由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成为各国限制外国产品

进口的主要手段。中国加入WTO后，没有标准或不符合合标准的农产品与国际标准

不接轨。而在国内各省市地区之间，以各种技术标准打造的“市场准入"门槛，也

越来越多地使标准化成为产品走进市场的“身份证"和“通行证"。在这种潮流下，

按照国际或国内(进口国及产品销售地区)的通行标准组织生产，才能在市场上站

住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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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农业80％以上的市场在岛外， 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面

临空前的压力，产品如果没有过得硬的质量、没有叫得响的品牌，就很难在市场上

赢得一席之地。海南热带农产品，尤其是有竞争优势的特色农产品，要想赢得岛外

市场，要想在国内国外越来越多的“市场准入”，“绿色壁垒"面前从容不迫、底

气十足，就必须加紧推广和完善标准化建设。

因此，我省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农业标准化工作： (1)尽快制定与国

际对接的标准化体系。国际市场普遍推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产品得不到ISO系列

认证就不能允许进口或被迫压价。为此，省政府应组织专门机构下大力气研究、制

定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2)完善我省农产品标准体系。在分析研究国际通

用标准适合我省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要着重建立市场准入性的农产品卫生安全

质量标准，优质农产品卫生安全质量标准，优质农产品质量标准和贯穿于农产品生

产全过程的种子、种苗标准、栽培技术规程、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保鲜、标

识标准等四种标准，做到主要农产品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都有标准作为

技术依据。(3)建立一批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以点带面，抓好农业标准化的推广

应用。如琼海市无公害瓜果菜示范县、定安县国家绿色农业示范区、文昌鸡标准化

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琼中绿橙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等，为全省大力发展了无

公害农产品示范带动作用，为标准化生产体系的构筑奠定了基础。

6．7实施品牌战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从要求温饱到讲究生活质量，对

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更愿意为值得信赖的高质量产品付高价。对企业

而言，创造名牌，即是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尽管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有了

新的发展，但知名品牌不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热带水果、无公害瓜菜、特

色热作和无疫区畜牧产品等还没有充分发挥品牌优势。为此，必须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进一步提升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以带动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1)树立品牌意识。面对市场经济时代的激烈竞争，要实施品牌战略必须更

新观念，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将品牌战略当作企业整体目标的一部分，用品牌来

引导生产。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积极引导农民树立品牌意识，改善经营管

理，促进农产品品质的提高，这也有利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增加农民收入。

(2)培育品牌农业。大力实施农业标准化夯实创建知名品牌的根基，着力发

展龙头企业，培育品牌农业战略的经营主体，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比重，推进农产

品商标注册，促进名牌农产品认定。



(3)提升和维护品牌农业。培育发展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扶持农民中介流

通组织，拓宽知名品牌产品的流通渠道；加大营销推介力度，提高市场影响力；强

化监督管理，依法保护品牌，维护品牌的质量、信誉和形象。

(4)加强农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创建农产品注册商标、地理标志和知

名品牌，提升农副加工产品的包装档次。

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国门的进一步开放，关税的降低，外国价廉物美的物品

包括农产品将大量涌入。我们如果没有树立创品牌意识，不注重产品的质量和信誉，

将无法应对国外强大的品牌产品的冲击和挑战。

6．8加快农业信息化步伐，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信息化是指通过对信息和知识及时、准确、有效地获取、处理，准确地传

递到农民手中，实现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营销信息化，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管理和经营决策水平的过程。农业信息化可以拓展农业产业化活动空间，通过

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打破传统资源约束，根据市场的需要，以信息、

技术和知识为纽带，建立各种灵活多样的农业经营实体。农业信息化可以使得农业

产业化发展有了充足的信息源和便捷的交流渠道，提高农产品市场流通效率，增强

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农业信息化还可以为政府提供便捷而高效的宏观管理模式与手

段，实现农业产业化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对农业产业化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以信息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在于农业信息化建设。在推进信息化建设、以

信息化手段推动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各级政府、农业、信息、科技等相关部

门以及全体农民的共同参与。

(1)加强农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网络是实现农业信息化的前提和

基础。加大农业信息网络基础实施建设的力度，尽快建成相对完整的省、市、县、

乡、村五级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建立基于多种传媒(计算机

网络、通讯、视听等载体)网络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发展现代化的宽带、高速农

业信息网络。

(2)针对我省农业情况开发适用的农业数据库。建立并完善包括农业自然资

源信息、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科技信息、农业实用技术及科

研成果等数据信息在内的各种类型数据库，并注意根据农业产业化的需要更新其内

容。如开发针对我省的热带水果、热带经济作物及畜牧产品的品质资源数据库，为

广大农业经营者提供服务。

47



(3)构建适合我省的农业产业化信息服务体系。充分利用我省现有广播电视

网络、电话网络和卫星传输网络等信息传播媒体，围绕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实施

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方面，积极开展广泛的信息服务，把有效的

政策、科技、市场等信息，通过各种途径送到农户手中，真正发挥信息资源的巨大

价值。

(4)加快培养农业信息化人才。农业信息化建设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既

懂现代信息新技术，又了解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的复合型人才。各级政府部门应该

重视提高有关领导、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的信息意识，并组织相关的培训。充

分利用我省各农业院校资源，开设农业信息技术与管理的课程，或者举办农业信息

技术培训班，培训各种水平的农业信息技术人才。

6．9加快农技队伍建设，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民素质的竞争。只有农民的素质提高了，才有可能大

规模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手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有竞争力

的产品来。培养具有现代化素质的农民，既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需要，更是推

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

(1)实施教育培训工程，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一方面，要彻底普及农村九年

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培养新一代高素质农民，充分利用农科

教中心、农业函授学校、农业职业学校、农广校、农技推广培训中心、农民夜校以

及发展远程网络教育，帮助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掌握最新农业科技知识和实用技

术，使大批学科技、懂科技、善经营、抓管理的青年农民茁壮成长，成为当地科技

致富的“领头雁"。另一方面，要在村级开办农民素质教育学校。根据因材施教、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陋就简的原则，通过开设党员干部班、实用技术班、法律

法规班、农村政策班、人口与计划生育班、文明创建班、脱盲巩固提高班和三产信

息服务班等，不断增强农民博击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农民的政策法制意识，促进农村

社会的稳定，拓宽农民致富门路，优化投资环境。

(2)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带动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技推广队伍肩负

着病虫预测预报，新技术、品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资供应的重要职责，他们是

农民的老师、参谋、贴心人。事实证明，一个地方的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得越好，那

么这个地方转化科技最新的成果的速度就越快，品种技术的更新也就越快，农民接

受新生事物、转变观念也就越快，同样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也就越快。

48



(3)政府高度重视，部门联动，引导农民提高素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淳化

民风活动，通过教育、防范、打击，增强农民法制观念，道德观念，弘扬正气，塑

造新型农民形象，在农村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宣传部门都必须

面向农业、农村、农民，围绕如何提高农民素质，倡导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奏响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主旋律；要重视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俗语云：村看村，户看

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因此，在提高农民素质过程中，必须加强农村党员、

干部队伍建设，将基层支部建设成一个个能打硬仗的坚强堡垒，通过党员的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使广大农民在言传身教中自觉提高素质，转变观念，积极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昂首阔步迈向致富奔小康的新征程。

6．1 0建立农业产业化风险保障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

农业都是弱势产业，除了自然灾害风险之外，还要面对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以

及生产、加工、销售链脱节等风险，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些政策性风险。我省由于农

业起步晚，机械化程度低，农民靠天吃饭的状况较为严重，所以承受的风险更大。

而为解决农民和投资者后顾之忧，应尽快设立我省农业风险保障体系，使这些风险

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1)建立农业风险预警机制。对影响农业生产的气象、地质、病虫草害，农

产品的生产、需求、库存、进出口和市场行情以及国外政府的农业政策等进行动态

监测、分析研究，实施先兆预警，为政府部门、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决策参考和咨

询。同时可以利用保险的专业技术，将事后的灾害补偿和灾害救助与事前的防灾减

灾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防灾、防损职能，提高农民抗灾自救

的防范能力与信心。

(2)建立风险调控基金。基金来源可以由龙头企业(合作社)每年从税后利

润中计提一定比例作为产业化经营的风险金，也可以由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共同

逐年提取共建风险基金。风险金由参与产业化经营的相关主体共同组成的相关机构

管理和使用。目前急需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以备大灾之年及时

对受灾农民给予补偿，资金来源可通过财政拨款和政策性农村保险经营的盈余滚动

积累。

(4)推行农业保险。农业保险通过对订单农户提供保险服务，能够有效保障产

业化生产基地的稳定发展，稳固产业化链条源头。比如：龙头企业适当补贴订单农

户保费，降低他们的保费负担，也保证了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够加快农业产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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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步伐。将由农业经营者独自承担的风险损失，分散到各个投保人，从而降低单

个农户的风险损失。鼓励商业保险机构，特别是大型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经营，

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探索最适宜本省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4)发挥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功能。通过发展电子商务、期货交易等现代营

销方式，避免农产品的跌价损失，避免经常出现的货款不兑现的“打白条"现象，

用契约保证生产者的利益。



7．结论与探讨

7．1结论

在发展农业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农业产业化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农业在海南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的发展是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因此对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研究尤其重要。本文以相关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海

南省农业产业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并提出相应对

策建议。

海南省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和全国其它省份比，相对比较滞后。但近几年，

经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产业基地规模优势增

强，产业带基本形成，果业和畜牧业特色优势凸现，龙头企业实力显著增强，农民

专业社健康发展，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投入明显不足，

龙头企业少、小、弱的现象还存在，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比较松散，扶持政

策得力但落实不到位等等。

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可以概括为： (1)社会各界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

的理解一般都是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的，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概括了农

业产业化的内涵、特征、理论基础，以便对其能够较为全面地理解。 (2)本文阐

述了海南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并探讨其发展优势及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3)提出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层次性，应该考虑分层次发展思路；

(4)海南省在发展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应加强龙头企业建设，发挥政府作用，建立

完善的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素质等对策建议。

7．2探讨

本文在对海南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具体思路和对策研究上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

考察海南农业产业化的实际情况，结合海南省农业特点及外部环境发展趋势做出修

正；再者，本文提出海南农业产业化应该分层次发展的思路，但具体怎么分层次，

以什么为标准来分层次，对不同层次的具体的发展思路也没有给出详细的陈述；另

外，本文为海南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出的对策建议还不健全，需要补充完善，不断修

正。这是本文的欠缺所在，也是本文将要继续探讨研究的后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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