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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发展农业
产业化的实践

米海生  符金陵

陕西省宝鸡市实施农业产业化

经营五年多，基本上形成了以市场为

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区域化布局、专

业化生产、一 体化经营的格局，建立

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

农户，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科

教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使农业逐步走上了政

府培育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连

接农户、农户自主生产、政策扶持保

护的轨道。1995 年全市以农产品为

原料的加工业年产值达 48 亿多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940 元，60% 多的

农户纳入产业化经营体系，为振兴农

业和农村经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创出了一条新路子。

一、建设主导产业基地。宝鸡市

辖十县两区，境内农业资源丰富。但

由于受传统农业的影响，资源配置不

合理，比较效益低下。为改变这种状

况，他们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按区位

优势和市场潜能，重构农业结构，确

定了粮、油、菜、肉、奶、蛋、果、蚕烟和

辣椒十大主导产业。在此基础上，按

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相对集中，高

产优质高效的原则，建设主导产业基

地。一是区域化布局。即根据资源

优势，巩固提高东部粮油 、禽蛋基地，

建设北部优质苹果、辣椒、猕猴桃、肉

牛、肉羊、奶畜、烤烟、蚕桑、林特产

品、蔬菜等基地。二是规模化生产。

坚持走农户小规模与群体大规模有

机结合的路子，集中连片，村村连结，

形成规模优势。全市建成了 350 万

亩优质小麦、200 万亩优质玉米、40

万亩油料、120 万亩优质果品、50 万

亩干杂果 、30 万亩蔬菜、25 万亩秦辣

椒及年产 7 万吨肉类、5 万吨奶、3 万

多吨禽蛋的基地。三是系列化服务。

涉农部门和乡村社区性服务组织围

绕基地建设，从技术、物资、资金、信

息等方面提供服务，仅推广农、林、

牧、渔等先进实用技 术 就达 400 余

项，确保了基地建设目标任务的完

成。
二、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宝鸡市

以乡镇企业和农口单位为主体，依托

资源优势，下大力气发展农副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业

产业化。他们实施了兴办一个龙头

加工企业，带动一个生产基地，促进

一项专业化生产，致富一方群众的贸

工农一体化工程，通过引进外资、世

行贷款和其他资金，先后兴办了杏仁

露、杏仁粉、杏仁油 、高蛋白面粉、沙

棘油、豆奶粉 、乳品等一批龙头企业，

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这些

龙头企业不仅带动当地基地生产，还

辐射到外省区，一部分产品已打入国

际市场。
三、完善市场体系。宝鸡针对既

不沿海，又不沿江、沿边，信息不灵，

市场发育不健全的现实，把建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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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产业化的重头戏来抓，先后

建成商品市场 245 个。特别是在重

要农产品产地、集散地，建立了一批

贯通城乡、辐射全省、吸引外地的农

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此外，还建立劳

务、资金、技术、信息市场 400 多个，

其中从事信息咨询和服务的机构 72

个，从事技术中介服务的各类组织

150 多个。
四、进行机制创新，以经济手段

协调产业体系各个环节的利益分配

和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如采取

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兴办龙头企业；

通过签订合同、组建行业协会等协调

企业与农业的关系，使各方形成风险

共担、利益均沾的运行机制。如千阳

县龙头企业坚持把农业基地作为工

厂的第一车间，近年来在农产品收购

价格等方面共为农民让利 155 万元。
1994 年县乳品厂 根据奶畜生产情

况，先后 5次上调鲜奶收购价格。县

缫丝厂每年为蚕桑种植户解决 20多

万元的贷款利息负担。

五、强化政府调控，科学引导广

大农民和企业走上农业产业化之路，

使产业化的发展由分散行为变为全

市的集中举措。“八五”以来，市政府

每年拿出 100 多万元扶持主导产业

基地建设，200 多万元扶持龙头加

工、贮藏企业建设。市政府确定，“九

五”期间，要集中资金，改建加工企业

100 个，贮藏流通企业 220 个。市县

金融部门每年安排 1 亿元左右信贷

资金，用于龙头企业建设。
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宝鸡市初

步形成了六条龙型产业体系：
一是粮食系列开发产业化体系。

近年来，宝鸡市通过改造中低产田，

调整农业结构，推广先进实用技术，

粮食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围绕优质

小麦、玉米和豆类等，兴办了 200 多

个高蛋白面粉、专用粉、食品等加工

龙头企业。
二是油料系列开发产业化体系。

全市建成 40 万亩油料基地和 10 万

多亩木本油料基地，建成 25 个油品

加工企业，年加工成品油 5 万多吨。
通过建立具有高新技术的油脂加工

龙头企业，使全市形成油菜制种、杂

交种供应、油菜基地、木本油料基地、

食用油精炼加工等油料副食品综合

利用产业化体系。
三是果品系列开发产业化体系。

全市已建立果品基地 120多万亩，加

工贮藏、经销企业 300 多个。加工、

贮藏能力分别达到 5 万吨和 15 万

吨，年果业产值达 6 亿多元，形成了

果品基地、专业技术服务组织、果品

经销、加工等配套成龙的产业化经销

组织。

四是蚕桑系列开发产业化体系。
全市已栽桑 5 万多亩，建立两个缫丝

厂，年产白厂丝 200 多吨，形成了植

桑、养蚕、烘烤、缫丝全过程的产业化

体系。

五是烤烟系列开发产业化体系。
以西北最大的卷烟生产企业——宝

鸡卷烟厂为依托，形成了烤烟种植、

烘烤、收购、复烤、卷烟生产、经销等

比较完备的产业化体系。

六是乳品系列开发产业化体系。

宝鸡市有奶牛 1.3 万头，奶羊 6 .3 万

只，牛羊奶产量 5 万多吨，已建立 9

个乳品加工企业，年加工奶粉6000多

吨，形成了奶畜生产、鲜奶收购、贮运

加工、产品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体系。
除上述龙型产业化体系外，造

纸、蜂蜜、中药材、蔬菜、辣椒、食用菌

等也初步形成产业化经营框架，带动

了千家万户开展多种经营。

农业产业化是农村改革自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又一次飞跃，是农

业与市场顺利接轨，实现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从宝鸡市的发展情况可以看

出，农业产业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一是农业产业化可以加快农村

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首先，使种植

业内部结构明显优化。宝鸡市粮食、

经济作物比由 1990 年的 89：11 调整

到 1995 年的 73：27。其次，使农村

一、二、三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按现

价计算，1990 年三大产业比例是 44：

45：11，到 1994 年底，这一比例变成

了 33：56：11。农业产业化成为加快

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
二是农业产业化可以把农业生

产引向社会化大生产轨道。随着主

导产业基地的建立，许多农村实现了

从一家一户小生产到一村一品或一

乡一业集约规模经营的历史性跨越。

这种形式把一 家一 户分散经营联合

起来，形成产业群体，使农村经济在

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步入社

会化大生产轨道。
三是农业产业化可以推动小生

产与大市场的接轨。建立贸工农一

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经

营模式，通过龙头企业，在农户与市

场之间架起桥梁，把农产品生产与国

内外市场联结起来，引导农民进入市

场，较好地解决了生产与市场脱节的

问题，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逐

步实现了计划农业向市场农业的转

轨。
四是农业产业化可以 加快农业

现代化进程。农业产业化适应市场

竞争的需要，每条“龙”都形成了现代

化科技成果推广体系，使农业由粗放

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近 3 年来，宝

鸡市农作物优良品种覆盖率一直保

持在 98% 左右，规范化栽培面积达

到 600万亩，生产出了 30 多项名优

农产品和食品工业产品。
五是农业产业化可以提高农业

的综合经济效益。通过农业产业链

的延伸，实现了农产品的深度开发和

多层次转化增值，有效地提高了农业

比较效益和自我发展能力。宝鸡市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90 年的 524 元

增加到 1995年的940元，增长 1 .8倍

，增长部分主要来自产业化经营收入。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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