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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指引下"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值得探讨$本文选取四川省农业产

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作为分析样本"从农业内部各产业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贡献率以及其主要产业弹性三个方面进行

实证剖析$经实证分析发现"目前四川农业存在自身内部转换能力弱0以及产业内部结构单一化趋向严重0各产业贡献割裂

明显且出现退化现象$针对现阶段四川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的问题"利用实证结论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进而促进四川农

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四川!农业产业结构!贡献率!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I%!#

!!!!!!!!

文献标识码!

D

!!!!!

文章编号!

!"EFA$$"2

%

!"#$

&

#!A""BBA"B

H<I

获取!

/::

J

#))

900

4

9-0

;

?1

K

'()*+,?=*

)

=/

)

1*L30?+9

J

0

!!

!"#

#

#"?##EEF

)

K

?199*?!"EFA$$"2?!"#$?#!?"#F

;'-3

8

#0#.+7?,/!

4

"'E&7+,#"'1%#

8

<&,>&&';

)

0#./7,/0+7

J'!/1,0#+7?,0/.,/0&+'!;

)

0#./7,/0+7-."'"3#.O0">,%#'?#.%/+'

'7A>).1%+"1

%

;092

:

>*++$

6

$*

,

'"().01;9*8"1($

"

>)$1

6

<.B#""$!

"

>)"10

&

;<1,0+.,

#

Q:196')3O'):/

;

:'>3L19=(993L

"

(*L3):/3

N

(1L+*=3'-+

N

)1=(,:()+,9(

JJ

,

;

A91L39:)(=:()+,)3-')6

J

',1=139

"

+>'(:

:/3)3,+:1'*9/1

J

>3:O33*+

N

)1=(,:()+,1*L(9:)1+,9:)(=:()3+*L+

N

)1=(,:()+,3='*'61=

N

)'O:/?M/19

J

+

J

3):+̂39:/3L+:+'*

+

N

)1=(,:()+,1*L(9:)1+,9:)(=:()31*.1=/(+*+9:/3+*+,

;

9199+6

J

,3

"

:/3

J

+

J

3)6+̂39+*36

J

1)1=+,+*+,

;

919'*='))3,+:1'*L3

N

)33

+*L='*:)1>(:1'*)+:3'-+,,+

N

)1=(,:()+,1*L(9:)1+,9:)(=:()3:'+

N

)1=(,:()+,3='*'61=

N

)'O:/+*L1:96+1*1*L(9:)1+,3,+9:1=1:

;

?

M/336

J

1)1=+,9:(L

;

-1*L9:/+::/3=())3*:+

N

)1=(,:()+,1*L(9:)

;

1*.1=/(+*/+9+O3+̂ 1*:3)*+,9:)(=:()+,='*83)91'*=+

J

+>1,1:

;

+*L1:9916

J

,1-1=+:1'*

N

)+L(+,,

;

O')93*

"

+*L:/+::/3)3+)3381L3*:

N

+

J

9>3:O33*:/3='*:)1>(:1'*)+:39'-+,,+

N

)1=(,:()+,

1*L(9:)1+,9:)(=:()3:'+

N

)1=(,:()+,3='*'61=

N

)'O:/?D161*

N

+::/3=())3*:

J

)'>,369'-+

N

)1=(,:()+,1*L(9:)1+,9:)(=:()3

+L

K

(9:63*:1*.1=/(+*

"

:/3

J

+

J

3)(:1,1R39:/'9336

J

1)1=+,='*=,(91'*9:'6+̂3

J

)'

J

'9+,91*')L3):'

J

)'6':3:/39(9:+1*+>,3

L383,'

J

63*:'-+

N

)1=(,:()33='*'6

;

1*.1=/(+*?

=&

4

>"0!1

#

.1=/(+*

!

+

N

)1=(,:()+,1*L(9:)1+,9:)(=:()3

!

='*:)1>(:1'*)+:3

!

36

J

1)1=+,9:(L

;

!!

结构经济学证明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第三个

源泉,

#

-

$从
!"#F

年初中共中央0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任务"到该年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再到
!"#$

年初中共中央0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

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明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式"这体现了在解决农业发展问题上"国家对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的重视$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

化"对产业聚集0业态拓展0企业孵化及市场培育都

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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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孙春林#四川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目前"国外学者主要从理论角度研究农业结构

调整以探究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其中有代表性的

理论有配第0克拉克0库兹涅茨等所提出的产业结构

演变与经济增长内在联系理论"刘易斯的结构变迁

经济增长理论"罗伯特+古德兰的农业碳排放理论

等$而专门针对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国外研究并不

多$田岛俊雄%日本&

,

!

-在.中国和东亚的农业结构

问题/中指出#'农业结构的调整更重在要素结构"而

非品种结构($盖尔+约翰逊%美&

,

%

-在.中国农业结

构调整#台湾的经验及涵义/中强调劳动力转移对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作用$

国内学者对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较多"

可分为三类#一是必要性研究"有熊德平,

G

-

%

!""!

&0

傅沂,

F

-

%

!""C

&0赵晓峰,

B

-

%

!"#!

&等"从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的阶段性问题出发"分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

农业增效0农民增收的影响!二是影响因素分析"秦

朝钧,

$

-

%

!"##

&0刘丽辉,

C

-

%

!"#G

&0董明涛,

E

-

%

!"#G

&

等"他们从生态环境0科技进步0农业要素0农业碳

排放等多角度多因素分析他们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

响!三是阶段性趋势分析"陈卫洪,

#"

-

%

!"#"

&0高

强,

##

-

%

!"#G

&0郭秀兰,

#!

-

%

!"#F

&0张广胜,

#%

-

%

!"#G

&等

指出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应界定政府与市场边

界"立于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发展新战略"朝绿色化0

标准化0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

研究重点侧重于必要性0影响因素0趋势分析等方

面"研究多定性定量结合"且在全国0省域及市域等

大中空间尺度上的实证逐渐成熟"而四川这样的农

业大省却很少进行省域层面的实证分析$为此"本

文从探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出发"利用.四川统计年鉴
!"#B

/查得
!""FA!"#F

年农业生产总产值和种植业0牧业0林业以及渔业生

产产值进行数据分析"寻找农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与

薄弱环节"为四川乃至全国下阶段的农业发展的目

标取向0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对最大挖掘有限农

业资源的效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四川农业产业结构的现状和趋势分析

%一&四川农业产业结构现状

四川地处西南内陆"占地
GC?F

万平方公里"占

全国土地的
F?#X

"土地面积位于全国第
F

位"四川

地形主要以高原和山地为主$截止
!"#F

年底全省

城镇化率达
G$?BEX

"农业人口
B%#B?C

万人"占总

人口
BE?GX

"同时农林牧渔总产值达到
B%$$?CG

亿

元"占全省的
W<H

的
#E?EX

"比上一年增长了

C?!!X

"其中种植业0牧业0林业0渔业分别增长了

C?%GX

0

C?GCX

0

F?"#X

0

E?GFX

"带动了四川农业经

济的增长,

#G

-

$然而通过
!""FA!"#F

年四川农业中

各产业产值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分析可知%见表

#

&"农业内部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种植业与畜

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

产值比重先短暂地下降并在
!""C

年后大幅增长"相

反地"畜牧业比重在短暂的增长后于
!""C

年逐渐下

降"而林业和渔业的比重出现小额幅度地变动"且远

远小于种植业和畜牧业$由此可之"四川省农业产

业结构变动趋势遵循了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

这种趋势不仅使自身产业结构不断强化和巩固"而

且实现区域农业经济稳定增长$

表
#

!

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及其变动%

X

&

!""F !""B !""$ !""C !""E !"#" !"## !"#! !"#% !"#G !"#F

种植业
G!?!# G#?%! %E?"$ GB?G# GC?EF F"?$" GE?$F F"?CE F#?BB F!?!E F!?%"

牧业
F"?"B F"?B% FG?!# GB?%F G%?!$ G#?$$ G%?#! G#?$C G"?%F %E?%C %E?GG

林业
!?CF !?EF !?FE !?CB %?"F !?$$ !?BG !?$E %?#E %?%% %?!%

渔业
%?#E %?%F !?FF !?C# %?!% %?#C !?EC %?"# %?#B %?!$ %?%"

!!

近几年"国家对种植业在数量0种类0品质和品

牌上大力投入促进种植业的高速发展!畜牧业由于

自然灾害0动物疫情等问题致使供给情况不佳"出现

比重下降!同时由于国家对林业和渔业产业的重视

并出台系列政策以及消费者消费需求转型升级"致

使林业和渔业产值比重短时间内出现微小增长$从

整体产业结构调整上看"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了

一定程度地优化$比如"

!"#F

年四川农业种植业0

牧业0林业0渔业结构比为
F!i%"

#

%E?GG

#

%?!%

#

%?%"

"而全国为
F%?CG

#

!$?C!

#

G?#G

#

#"?#B

,

#F

-

"两者

相比较可知"四川畜牧业远超国家水平"同时四川农

业产业结构处于全国前列水平"进而四川还需进一

步培育扶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推进四川农

业稳步增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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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产业结构趋势分析

各产业产值增长速度的差异将直接导致产业结

构转换速度与方向的不同"使得当一个地区各产业

增长速度差异大时"产业结构转换速度快"反之则

慢!同理"在同一产业各时期的增长速度差异大时"

其结构转换速度快"反之则慢$因此"为探明自

!""F

年以来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可利用产

业结构转换系数与转换方向系数,

#B

-

"来定量分析四

川农业产业结构演变的速度0方向与趋势$

%

#

&计算农业产业结构转换系数
"

"

$

计算公式#

"

"

f

,

%

G

"

AG

N

&

!

U

"

G槡
N

$

其中"

"

"

值越大表明
"

产业结构转换速度越快$

G

"

为
"

产业的年均增长率"

G

N

为四川农业生产总值

的年均增长率"

U

"

为
"

产业产值在四川农业生产总

值中的比重$

%

!

&计算农业产业结构转换方向系数
#

"

$

计算公式#

#

"

f

#_G

"

#_G

N

$

其中"

#

"

%

#

"

"

产业的增长速度大于该地区农业

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说明该产业已经或即将城为

主导产业!

#

"

$

#

"

"

产业的增长速度大于该地区农业

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结果见表
!

$

表
!

!

四川农业内部结构转换速度系数和转换方向系数

系数 种植业 牧业 林业 渔业

L1 "?#F$F! "?#G%EC "?!#$BG "?"$BF"

4

1 #?"!%GB "?E$C"B "?E%C!B #?""C$G

总体上看"四川农业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普遍偏

低"在
"?"$BF"

和
"?!#$BG

之间"这表示四川农业产

业内部构成与发展速度相对稳定"各时期产业结构

差异较小"其中林业结构转换系数最高"其系数排名

靠后的是渔业$而林业转换系数值高的原因可能是

林业比重小和政府林果业政策导向促使林业增长速

度快"然而市场因素与生产规模制约着林果业的发

展"致使林业出现波动性增长"转换速度快$总的来

说"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因仍是种植业

和牧业"而四川农业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种植业与

牧业"但林业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日益突出$

从表
#

中产业结构转换方向系数查得"种植业

与渔业的转换方向系数分别为
#?"!%GB

0

#?""C$G

"

均大于
#

!而牧业与林业的转换方向系数均小于
#

"

分别为
"?E$C"B

0

"?E%C!B

$照此看来"四川农业产

业结构向种植业与渔业的转化速度快于牧业和林

业"进而种植业与渔业的比重将逐渐提升"牧业与林

业的比重将逐渐下降$然而
4

1

值与数值
#

的差距

小"说明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产业转换能力弱"

影响农业发展$

二"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

系分析

依据
!""FA!"#F

年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及其变

动的特点0规律和趋势"从农业内部各产业对农业经

济增长的关联度0贡献率以及其主要产业弹性三个

方面进行实证剖析"定量分析四川农业产业结构演

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加深对农业产业结

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解$

%一&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灰色关

联分析

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

影响"采用灰色关联理论,

#$

-

"比较各个因素对结构

所产生的影响并按大小排序$其计算过程如下#

%

#

&无量纲化处理$以四川农业生产总值为参

考序列"以农业各部门产值为比较序列"设
G

为灰

色关联子集"

G

"

*

G

为参考序列"

G

"

*

G

为比较序

列"

G

"

%

[

&与
G

"

%

[

&分别为
G

"

与
G

"

的第
^

点的数"其

中
f̂#

"

!

"

%

"77"

6

!

1f#

"

!

"

%

"

G

"以初值法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为#

G

"

%

[

&

f

G

"

%

[

&

G

"

%

#

&

$

%

!

&计算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对应元素的序列

差绝对值
$

"

%

[

&$其公式为#

$

"

%

[

&

f

-

G

"

%

[

&

AG

"

%

[

&

-

$

%

%

&计算关联系数
%

"

$从序列差
$

"

%

[

&中找出最

大值
6+0

-

G

"

%

[

&

AG

"

%

[

&

-

和最小值
61*

-

G

"

%

[

&

A

G

"

%

[

&

-

"在从不同比较序列最大值与最小值中再次

取最大值
6+06+0

-

G

"

%

[

&

AG

"

%

[

&

-

和最小值
61*U

61*

-

G

"

%

[

&

AG

"

%

[

&

-

"再根据公式计算关联系数
"

1

"

其公式为#

%

"

V

61*61*

\

G

"

%

[

&

W

G

"

%

[

&

\Z

#

6+06+0

\

G

"

%

[

&

W

G

"

%

[

&

\

\

G

"

%

[

&

W

G

"

%

[

&

\Z

#

6+06+0

\

G

"

%

[

&

W

G

"

%

[

&

\

%其中"

#

为分辨系数"

#

*

%

"

"

#

&"但通常
#

取

"iF

&

%

G

&计算关联度
&

"

$其中
*

为序列长度"即数据

个数!以
&

"

%

#

"

!

"

%

"

G

&表示种植业0牧业0林业和渔业

的产值与四川农业总产值的灰色关联度$计算公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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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

&

"

V

#

1

,

1

[

V

#

%

"

%

[

&

计算结果如表
%

所示$

从灰色关联动态分析结果来看"在
!""FA!"#F

年间"四川农业内部各产业与农业的关联度度排序

为
&

#

%&

!

%&

G

%&

%

$由此可见"种植业产值对四川

农业总产值的关联度最高"且多年位于在
"?E

以上"

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牧业产值与四川

农业总产值的关联度仅小于种植业"且出现逐年递

减现象"对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而目前林业

和渔业产值与四川农业总产值的关联度相对较低"

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结合上述农业产业结

构趋势分析"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出现退化现象"进一

步加剧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化$

表
%

!

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各产业与农业总产值的关联度

时间段
6#

排序
6!

排序
6%

排序
6G

排序

!""FA!"#F "?E%C # "?E"E ! "?BGC G "?BGE %

!""BA!"#F "?EG% # "?E"F ! "?BGC G "?BGE %

!""$A!"#F "?EF" # "?CEC ! "?BGC G "?BGE %

!""CA!"#F "?EC# # "?E"% ! "?BB! G "?BB! %

!""EA!"#F "?ECB # "?CEC ! "?BB! G "?BB! %

!"#"A!"#F "?ECE # "?CEF ! "?BB! G "?BB! %

!"##A!"#F "?EE# # "?CEG ! "?BB! G "?BB! %

!"#!A!"#F "?EEF # "?CCE ! "?BB! G "?BB! %

!!

%二&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分析

由上述灰色关联分析得到种植业和牧业对四川

农业生产总产值的关联紧密"渔业和林业次之"同时

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出现退化迹象"会加剧农业产业

结构的单一化"进而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此"

选取
!""FA!"#F

年四川农业总产值及其各产业产

值为样本"用产值比率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

法,

#C

-来定量分析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中地区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由两因素决定#一为农业各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

重"二为农业各产业增长率$计算公式为#

Y

V

,

G

"

V

#

>

"

T

"

!!!!

%

"

V

#

"

!

"

%

"

G

&

其中"

Y

为四川农业总产值增长率"

>

"

为农业

中
"

产业占四川农业生产总产值比重"

T

"

为农业中

"

产业产值增长率$因此"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

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实际农业生产总产值增长率

与以模型计算出来的增长率
Y

之间的差额%计算结

果见表
G

&$

从表
G

可以看出"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上呈微弱式增长态势"虽然在

!""$A!""E

年结构贡献率为负值"但其在之后年份

恢复为正值且数值较小$从而可知目前四川农业产

业结构依旧比较落后"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较小的

正面效应"结构调整还需进一步优化$

表
G

!

!""FA!"#F

年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X

&

!""B !""$ !""C !""E !"#" !"## !"#! !"#% !"#G !"#F

种植业
!B?!# !E?#E ##F?#$ GB$?FB $"?!! GG?BF BG?#G $B?#! BC?#E F%?%!

牧业
B!?%$ BE?$$ A!G?EG AGCF?%C !B?EB F#?GE !$?E" A#?!" #E?!B G"?CE

林业
G?EE #?#$ G?E! %F?$B "?"E #?EG G?F$ #$?%" B?BF #?EC

渔业
B?G% A"?#% G?CB C!?"B !?$G #?E! %?%E $?$C F?E# %?C#

农业总产值
F?CE !E?F! E?%C "?#" #"?B! !"?CF #"?#G %?GG G?$$ C?%!

Y F?$B %"?"B #!?"$ "?FC #"?F! !"?$% #"?"G %?G" G?B% C?#C

结构贡献率
"?#% A"?FG A!?BE A"?GC "?#" "?#! "?#" "?"G "?#G "?#%

!!

%三&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结合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的测算结果"利用
.H..?!"

统计软件"运用

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以四川农业总产值增长率

:

为因变量"以种植业0牧业0林业0渔业产值增长率

G

#

0

G

!

0

G

%

0

G

G

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进而加深

农业各部门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

#

&数据多重共线性检验%见表
F

&$由于条件

指数
#"?E"%CC

"在变量
G

!

0

G

G

的方差比例为
"?

$GGB"

0

"?E#GF"

"均超过
F"X

"得出
G

!

0

G

G

变量高度

共线性"因而"可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法消除多重共线

性的影响$

表
F

!

共线性诊断

变量 特征值 条件指数
方差比例

2# 2! 2% 2G

2# "?CGFC$ !?#!$#! "?""#!" "?#E##B "?""!#%"?"#$B!

2! "?#B!B# G?CF#%E "?FEC#$ "?"GE$% "?""#%$"?""$%#

2% "?#%!"$ F?%C%!E "?"E"GG "?""E%G "?E$GEC"?"F$"%

2G "?"%!#E #"?E"%CC "?%""C! "?$GGB" "?"###!"?E#GF"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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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回归分析$可得最优回归模型为#

:

f#F!$$GG_"F%C$#!G

#

_"FF"G"%G

!

%

%

&模型检验$

"

方程拟合优度检验#

T

!

f

"?EEE

"通过检验!

#

方程显著性检验%

H

值检验&

Hf

"?"""""

$

"?"F

"模型通过检验!

$

序列相关性检验#

<Pf#?F!#

"查表得
LVf#?#G

"

L7f#?$G

"由于
L7

$

<P

$

GAL7

"序列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

通过逐步分析法消除解释变量共线性影响"实

现主要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得出种植业0

牧业对四川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弹性为
"?%C$#!

0

"?F"G"%

"即种植业每增加
#X

"四川农业总产值增

长率将增加
"?%C$#!X

!牧业每增加
#X

"四川农业

总产值增长率将增加
"?F"G"%X

$结合四川农业产

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和逐步回

归分析可知"种植业与牧业是推动四川农业经济增

长的主导力量"而林业与渔业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不明显"而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化趋势将

成为其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F

年以来"四川农业产业内部结构比例在不

停变动且变动幅度大"但种植业与畜牧业在四川农

业中占据绝对位置$就产业结构转换速度而言"农

业各部门转换速度相差不大"且林业转换速度最快"

渔业转换速度最慢$结合产业结构转换方向来看"

四川农业正大力扶植林业0渔业的发展"但以种植

业0牧业为主的产业格局会长期占主导地位$单一

的农业内部结构"自身调整能力较弱"转换速度慢"

转换方向不明显"致使农业内部结构发展不协调"不

利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的提高和生

态环境的改善$

从灰色关联分析结果看"种植业与牧业是影响

四川农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渔业和林业对

四川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作用需进一

步开发$而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对农业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微弱"并呈持续下降趋势"农业中各产

业贡献割裂明显"缺乏健康合作态势$落后0单一的

农业内部结构已对四川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

响$通过
.H..?!"

统计软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

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回归分析"可

知种植业每增加
#X

"四川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将增

加
"?%C$#!X

!牧业每增加
#X

"四川农业总产值增

长率将增加
"?F"G"%X

$总的来说"当前的农业产

业结构还未达到现代化农业和商品农业的结构要

求"离最大化经济效益还有一定差距"故而还需深入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二&建议

从以上实证分析中可知"四川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

种植业对农业经济增长有巨大拉动作用"同时畜牧

业处于不断发展变动中"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

的支撑作用$然而"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入推进"四川农业产业内部结构的单一化0自身调整

能力弱以及退化现象等问题的存在阻碍着四川农业

综合供给能力的提升以及消费者健康绿色导向型需

求的满足"也阻碍着以农业产业发展为扶贫脱贫目

标的实现"进一步制约着四川农业向农业强省跨越$

为此"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几点建议以促使农业

产业结构的优化"为四川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

参考意见$

#?

建立农业区域协作机制!探索创新型区域农

业发展模式

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构是区域农业健康发展的

重要保障$目前"四川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单一化且

伴随着退化现象的出现"致使农业结构性改革应首

先在组织协调机构及机制上实现突破"避免各区域

政府对农业产业产品规划同质化$在区域一体化理

念支持下学习'山东省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重庆市

各级政府分片包干责任制
_

首席专家负责制(经验"

建立由省级领导牵头0专家团队参与0各县市政府自

主合作包干式的农业工作领导小组体系"变部门行

为为政府行为"建立日常工作机制"加强协调指导"

实施农业区域纵横向合作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协

调机制常态化"从顶层设计上实现区域农业发展的

有机统一$同时发挥政府基础性作用和市场主体作

用"通过产业园区或基地联盟0生产方式与销售平台

创新0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多种形式"形成多层

级0多主体的创新型区域农业发展模式$

!?

做好农业区域规划!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全域性的规划引领和局部性多规衔接是实现区

域内农业合理定位0有序布局的行动纲领$利用种

植业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作用0畜牧业的平

稳增长的关键性作用0而林业对稳定生态功能作用

以及渔业对丰富农产品的重要性作用"进行全域规

划并以系列规划实施细则及专项规划为支撑"以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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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农产品数量与提升质量为目标"划分优势区域0重

点区域"打造国家级省级示范产业园区"并重点扶植

培育农业'互联网
_

(新业态"树立地域特色农产品

品牌"加速一0二0三产业有效融合"引导信息流0资

金流0人流0技术流等在区域农业内聚集"激活区域

农业发展潜力$

%?

区域农业实施专业化分工!构建农业差序产

业体系

由于四川在区位条件0自然资源基础0产品门

类0科研技术实力等方面各不相同"增强区域内农业

综合实力"须在其自身全面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加速

农业区域专业化分工"建立差序农业产业体系"政策

和规划并用以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促使各区域农业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错位竞争!同时"拓展产业

内部产业链与价值链"带动企业纵深化协作"使得区

域农业结构向组团化与集群式发展"进而形成农业

产业链纵向和横向紧密连接的网状产业分工体系"

打破四川农业结构单一0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一枝

独秀(的现状$

G?

建构有效的投融资机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和科技研发

为实现区域内农业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建立良

好的农业信用机制"引导'资本下乡("加强农业投融

资机制建设的顶层设计"畅通农业融资渠道"发挥财

政0金融和保险'三位一体(的功能$而农业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的发展是加速要素流动0提升农业竞争

力的首要基础条件$建设'田间自来水式(的农田水

利设施以及到户到田的基础交通设施"对抵御自然

灾害能力的提升"农业生产条件与投资环境的改善"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各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

硬件保障$同时"加强与四川省农科院0四川农大等

科研院校合作"创建'专家
_

农业技术人员
_

科技示

范户
_

辐射带动户(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快速

通道!通过科学技术在农业产业体系0生产体系0经

营体系上的研发与应用"组建一体化的物流体系0信

息化网络0能源保障系统0技术支持服务体系及生态

环境保护系统"进而形成完整有力的农业基础支撑

体系"促进四川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农业经济

增长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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