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2023.07  总第 170 期

《中国农民合作社》 合论坛

一、加快农业强国进程

1. 农业强国的基本内涵与

特征。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

国强。农业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

要求、发展与安全之关键。强国

农业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产品

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时掌控关键

农业技术；既能守住国家农业安

全底线，又能较满足百姓高水平

食物消费需求，并且是可持续发

展的农业。中国农业强国要从大

国小农、人多地少、区域禀赋悬

殊、集体所有制度等具体中国国

情出发。

2. 农业强国关键是农业现

代化。必 须 用 现 代 物 质 条 件 装

备 农 业，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改 造 农

业，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提 升 农 业，

现 代 经 营 形 式 推 进 农 业， 现 代

发 展 理 念 引 领 农 业， 培 养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发 展 农 业； 要 提 高 土

地 产 出 率、 资 源 利 用 率、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竞 争 力。 可 以 通 过 三

个 方 面 来 判 别 一 个 国 家 的 农 业

是否现代化：一是科技贡献率，

要 达 到 70% ～ 80%； 二 是 农 业

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通

常要低于 10%；三是农产品商品

率， 要 高 于 95% 以 上。 根 据 上

述 三 项 指 标 判 别， 当 今 的 中 国

农 业 还 没 有 完 全 的 现 代 化， 因

而 可 以 称 作 农 业 大 国， 但 还 不

是农业强国。

3. 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问

题。主要涉及粮食安全保障与农

民种粮效益的关系问题；小农与

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关系问题；

农业政府干预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问题；发挥农业“稳定器”“蓄

水池”功能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关 系 问 题。 这 些 关 系 问 题 的 处

理，概括起来是处理好发展与安

全、小农与现代农业、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问题。

4. 中国农业强国的基本路

径。一 是 建 立 大 食 物 观 下 的 现

代 农 业 体 系 和 新 型 双 层 经 营 体

系； 二 是 推 进 现 代 农 业 与 工 业

化、城镇化、信息化（数字化）

协 调 发 展； 三 是 建 立 政 府、 市

场、行业（组织）三位一体的农

业 统 一 大 市 场； 四 是 发 展“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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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富 民 强 农” 的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五 是 实 施 科 教 兴 国 带 动

农业强国战略。

二、推动农业全产业链

升级

1. 农业全产业链的本质。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的 本 质 是 农 业 的

纵 向 链。 推 动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升

级 本 质 上 就 是 要 推 动 农 业 的 纵

向 一 体 化 水 平 和 升 级。 农 业 的

全 产 业 链 涉 及 多 种 形 态 的 链，

包 括 作 为 生 命 再 生 产 的 产 业 链

和 作 为 经 济 再 生 产 的 产 业 链；

作 为 产 前、 产 中、 产 后 相 衔 接

的 产 业 链 和 作 为 一 产、 二 产、

三 产 相 衔 接 的 产 业 链。 此 外，

还 涉 及 与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水 平 和

升 级 密 切 相 关 的 关 键 要素链，

例如科技链、组织（主体）链、

供应链、金融链、信息（数字）

链、 价 值（ 利 益） 链、 政 策 链

等。推 动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的 升 级

就 是 要 从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的 本 质

特 征 和 关 键 要 素 出 发， 揭 示 影

响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升 级 发 展 的 瓶

颈 与 成 因， 确 立 相 关 思 路 和 重

点突破口。

2. 我国农业的全产业链。

改 革 开 放 和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 促 使 我 国 农 业 及

其产业链形态从适应自给型、计

划型、温饱型的农业向适应开放

型、 竞 争 型、 现 代 型 的 农 业 转

变；产业链的延伸、多功能的拓

展、数字化的应用、一二三产的

融合、主体间的协调、供给侧的

改革等，正在成为我国农业全产

业链升级发展的关注热点。从全

产业链的角度看，我国农业在关

键 链 如 科 技 链、 组 织 链、 供 应

链、信息链等的建构方面，还存

在不少薄弱环节和缺失问题，以

致我国农业普遍存在产业链上下

游衔接不畅、一体化程度不高、

价值链分享失衡、全产业链运行

效率低下等问题。

3. 推动我国农业全产业链

升级的若干关键。一是重视现代

农业发展体系中的产业链体系建

构；二是建立全产业链的农业统

一大市场，包括要素市场化和政

府职能转变；三是推进农业科技

链与产业链协同；四是发挥互联

网和数字化、组织化、品牌化对

农业全产业链的赋能作用；五是

把握农业产业链的纵横关系，包

括纵向融合、横向融合、功能融

合；六是完善农业产业链的衔接

方式与利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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