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聚焦

湖南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与途径

范东君  底萌妍

随着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战略

的实施，湖南城市和工 业得到了快

速发展，已全面进入“以 工促农、以

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农业投入不

断增加，农业发展取得一定成就。

但这种高投入、高消耗的农业发展

方式给农业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挑

战，并面临着粮食安全责任与地方

发展目标、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大市

场集约化、农业资金严重短 缺与农

村资金不断流入城市、农业优质人

力资源短缺与农村劳动力剩余等四

大新的现实矛盾。

（一）粮食安全责任 与地方发

展目标之间的矛盾。一些产粮大县

肩负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责

任，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

食产量的义务不可推卸。然而，由

于发展粮食产业比较效益低，与地

方政府追求 G D P 增长和农民追求

收入增长的目标存在矛盾，地方政

府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当前

这种义务刚性与需求刚性之间的矛

盾缺乏有效的调和机制，农民对农

业增收的期望偏低，改造传统农业

的积极性不高，大量青壮年农民进

城务工，耕地抛荒现象仍然大量存

在。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重视和解

决，长此下去，产粮大县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将难以持久，国家的粮食

安全将会受到挑战。

（二）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大市场

的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农业竞争

面临的是大市场体系，农业经营的

集约化 程度越高就越能占据市场

竞争优势，越能在千变万化的大市

场中占据话 语权。然而，几十年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极大地

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也形成

了小农分散经营的惯性，特别是湖

南山地、丘陵面积占绝对比例，规

模化经营的难度更大，更强化了农

业经营制度的约束，导致农业组织

化、集约化程度提升缓慢，农业市

场竞争能力低下。而企业追求的是

集约化、规模化 经营，很难把城市

资金、技术吸引到农业上去。如 果

不解决好这一矛盾，农业现代化 就

无法实现。

（三）农业资金短缺与农村资金

不断流 入城市的矛盾。一方面，农

业弱质性特征突出，设施薄弱，装

备不足。例如，2008年湖南农民每

户拥有生产性 农林牧渔固定资产

3245.8元，居全国第 28位，在农业

现代化过程中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

持续加 大资金要素投入，而湖南财

力有限，特别是农业大县的政府可

用财力少，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加

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农业

资金严重短缺。另一方面，由于农业

比较效益低，农村商品市场不发达，

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趋势明显，城

市从农村“抽血”加剧了金融资源在

城乡配置的失衡，加重了农业资金

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农业现代

化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

（四）农业优质人力资源短缺与

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矛盾。湖南人均

耕地面积少，随着农业生产力的逐

步提升，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一

些原本稀缺的有一技之长或文化素

质较高者，大都弃农外出打工、经

商，流入城市趋势明显；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的农民年龄偏大，文化素

质普遍不高，商品知识、市场知识、

科技知识、管理知识缺乏，难以掌

握现代科学技术及 经营管理方法，

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瓶

颈”，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

实现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化大农业

转变，作为农业大省，湖南应站在

全局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自己，将农

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

化作为“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战略

整体，抓住城 乡一体化 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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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机，坚持以 工促农、以城带乡，

加快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推动农

业“单兵推进”向与工业化、城市化

整体联动转变，把农业现代化的

任务和措施纳入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市化体系中来统筹谋划，在工 业

化、城镇化的带动下，推进农业现

代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改革农业经营方式，促进

农业生产经营集约化。农业现代化

需要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方式与

之相适应，需要实现“小农”经济向

“大农”经济转变。湖南省小农分

散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非常突出，

需要通过生产经营集约化来加以解

决。一是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有效实现形式，将分散经营的农

民逐步融合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

二是积极探索农民合作新机制，将

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农民自身的积极

性结合起来，建立各种有效的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改善农民在市场中

的交易地位，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

的有效连接。三是在有条件的农

村，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土地

流转长效机制，实现土地的集约化

配置，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

以 提 高单位 土地利用率和产出能

力。四 是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的相

关法律法规体系，为农业的产业化

经营和规模化经营提供 坚强的制

度保障。以 土地流转促 进土地向

规模经营集中，发展农业产业化经

营，推动资本、科技、管理、人才等

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农业。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

企业向农村投资。提高农业产业经

济效益，不仅要实现规模化和集约

化，还要立足于湖南农业的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搞好农业产业布局

规划，科学确定各个区域农业发展

重点，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

产业带，进一步增强湖南农业的竞

争优势。为此需要通过产业结构优

化 和调整，引导企业向农村投资。

一是积极引导城市农产品加工企业

向农村转移，发展农业产业化 经

营，促 进农产品 加工 业结构升级，

在农村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

一批国内和省内农产品加工知名品

牌。二是进一步强化 对农业生产大

县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财税、用

地指标等多种支持手段鼓励企业到

农村投资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大

力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 业。三是坚

持用工 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依

托湖南丰富的农业资源，以 市场需

求为导向，努力形成“市场需求-企

业加工-农民种植”的发展路径，

努力做 大做强以 水稻为主的农产品

加工 业，初步走出一条农业资源大

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 业促农

业，以 工兴农、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同时，树立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对

于农业的考核应放到与工 业、G D P

同等重要的位置，对于农业企业和

工 业企业要同等对待，并积极帮助

农业企业搞好生产经营管理。
（三）强化农民培训，提升农村

劳动力素质。一是着眼于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要求，借鉴城镇职业人员

的培训模式，构建现代农民培训服

务网络平台，为广大农村劳动者素

质的提高提供培训支持，以实现城

乡良性互动发展。二是加大对农民

素质培训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整合

阳光工 程、雨露工 程等各种培训项

目资金，完善县、乡、村三级教育

培训网络，鼓励培训机构进村入户

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加快培养农

村专业型、特色型人才，提高农民

就业创业能力。三是着眼于现代农

业发展需要，推出新型农民培养计

划。支持有关大专院校为农村培养

用得上、留得住的乡村人才，尤其

是要培养有技术、懂经营、善管理

的农村复合型人才。四 是进一步改

善农村干部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

加快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

农村培养一大批有朝气、有能力、

懂农业的大学生村官。五是根据各

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开展各类培训，

切实做 到本地需要什么就 培训什

么，劳动者想要什么就培训什么，

确保培训质量和效果。

（作者单位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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