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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省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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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否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

改善特别是对农民实现小康，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

我国部分农业大省（区），提出了建设农业强省的目标。这既

是各省（区）落实中央有关发展农业方针政策的重大举措，也

是实现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客观要求。
建设农业强省，就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为中

心，形成整体布局合理、结构优化、集约化程度高、生产技术

先进、生态效益好、农业基础设施完善的市场农业，全面发展

和繁荣市场经济，使农业大省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农民人均

纯收入、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和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农民生

活达到或超过小康水平。具体来说，建设农业强省就是要实

现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目标：

一是加强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大江大河

和水土流失的治理，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强水利、能

源、交通、通讯、市场等基础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加大农业

综合开发力度，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的稳产高产能力；提

高农业机械装备与电气化水平，为发展市场农业创造良好的

条件。
二是提高农业生产产业化、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根据

现代化与市场化农业发展的要求，引导农业走产业化、专业

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按照农业产业化要求组织生产经

营，提高集约化程度，着力发展农业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建

立起完整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体系，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规模

效益。
三是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合理、有效利用资源，提

高农村非农产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同时，注重

发展外向型农业，增强农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和出口创汇

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四是提高农业科技含量。重点普及推广粮棉油增产技

术、“菜篮子”工程技术、农业生产适用先进技术等，既保证农

业技术的先进性，又保证农业技术的适用性和适应农民的接

受能力，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实现品种良种化、产

品优质化，促进农业生产朝着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提

高农业整体素质。
五是搞好扶贫攻坚。多数农业大省的贫困人口还比较

多，扶贫任务还很重。因此，搞好扶贫攻坚是建设农业强省

的重要任务之一。按照突出重点，主攻难点的原则，主要开

发具有基础性、牵动性的重大扶贫工程和项目，带动贫困地

区经济发展。同时，抓好科教扶贫和异地扶贫工作，通过引

进科技人才、搬迁安置、经济实体带动开发、股份合作开发

等，多渠道、多形式扶贫，使贫困人口早日脱贫。
建设农业强省，在认识和实践上，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发展农业与发展工业的关系。建设农业强省，不能单纯

地理解为发展农业的种养业，而是要在发展好农业种养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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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预定目标严格控制债务规模，合理调整国债品种和期限结

构，适量发行中长期国债，减缓偿还期限过短给财政造成的

压力；进一步扩大国债发行渠道，建立健全低成本、高效率的

发行市场和流通性强的二级市场；注意改进偿债方式，逐步

发行剪息（附息）国债，即采取到期前每半年或一年付息方

式，使付息均匀化。要改变目前多头对外的外债管理方式，

逐步实行对外债举借、使用和偿还的统一管理。
（四）改进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逐步建立起组织健全、

权责分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

有资产合理流动；研究建立按资分利、按股分红等形式的税

后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健全产权登记、资产评估、国有产权转

让、国有资产统计、国有资产经营监督和效益考核等管理制

度，妥善处理好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问题。
（五）积极参与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及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认真履行财政部门应尽的职责。进一步健全会计法

规和制度体系，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会计

核算监督体系。同时，为了实现国家财政的振兴，必须加强

财政法制建设，这是财政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抓紧制

定和完善财政税收的基本法律和法规，使财政职能法制化。
（责任编辑  李 颖）

基础上，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发展农村工业。二是农业

发展的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建设农业强省，发

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要坚持农产品数量与质量并重，发展速

度与效益同步增长，走质量效益型的农业经济发展路子。三

是建设农业强省与其他农业工作的关系。建设农业强省与

扶贫攻坚、实现小康既不矛盾，也不重复。扶贫攻坚和实现

小康是建设农业强省的基础和手段，也是建设农业强省的阶

段性成果。要把扶贫攻坚与实现小康纳入农业强省建设的

轨道，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统一考核。四是农业强省建设总

体进程与不同区域农业发展进程的关系。由于省区内的各

个地市的情况不一样，要针对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实行分

类指导，在建设农业强省的总目标下，各打各的优势仗，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发展，率先建成农业强地（强市、强县），从

点到线再到面，循次推进农业强省建设。
财政支持农业强省建设责无旁贷。财政支持农业强省

建设，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多渠

道增加农业投入。由于建设农业强省是一个浩大工程，对资

金的需求是巨大的。财政资金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给予

支持，只能体现财政支农的宏观调控职能，支持其中具有关

键作用、靠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入难以解决或单靠市

场调节难以解决的环节和方面。具体说，财政应主要支持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重点支持

水利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开垦宜农荒地、水土保护等，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尤其是要重点支持粮食生产，通过

实施粮食自给工程，在继续保护粮棉调出地区稳定发展粮棉

生产的同时，积极支持粮食调入地区增加粮食生产能力，实

现粮食的总量、地区平衡和品种结构平衡。
二是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千家万户生产

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农业生产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

低，以及既是农业大省大县而又是财政穷省穷县的矛盾日益

突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大力支持按产业化方式组

织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支持具有资源优势、规模效益、市

场前景好、能够增加农民和财政收入的主导产品的生产、加

工和销售，实施产业化经营，拉长产业链条，实行农产品多层

次增值，使农民分享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的利润，提高农业的

经营效益，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积极

性。
三是积极推动科技推广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愈发展，科技进步在农业中的地位愈重要。要重点支持

良种、良法、生物、化肥、农机、节水等实用农业科技的推广运

用，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份额和农产

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质量，创名牌产品，增强产品的市场

竞争能力。同时，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农用生

产资料的购买、运输和使用，农产品的收购和储藏，农业生产

中技术指导和服务等方面为农民提供周到的服务，架起农民

走向市场的桥梁，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以适应农村

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客观需要。
四是支持发展外向型农业。发展外向型农业是农产品

打入国际市场，引进外资增加农业投入的重要途径。要支持

农业大省建立外向型农业试验区，制定优惠政策，引进良种、

先进农业栽培技术、农机具、加工设备和其他技术装备等，带

动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同时支持有条件的省区创立海

外农业基地。发展外向型农业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经济

效益为中心，以科技为动力，以外贸企业和乡镇企业为龙头，

开发系列产品，形成规模，取得较大经济效益。

五是大力支持非粮食物发展。大力发展食物生产，是保

障食物供应安全，改善食物结构的客观需要，也是充分利用

国土资源，减轻耕地生产和粮食供应压力的需要。因此，财

政支农工作，要把发展非粮食物作为重点之一，即多支持发

展肉蛋奶菜、水产品及水果等，提高这些食物的供应量，减少

人们对粮食的消耗。要在发展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同时，

注意发展饲料作物，改变我国农业种植业的二元结构（粮食、

经济作物）为三元结构（粮食、经济、饲料作物）。通过发展非

粮食物，提高种植业效益，寻求种植业内部新的经济增长点，

壮大农业和农村经济。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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