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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围绕五个方面对我国农业产业集聚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集聚现象日趋明显，形成了多个农产品产业集聚区，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而且使地方区域竞争优势明显提高，但从农业产业集聚角度进行研究的十分少见。
而当前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和高新技术领域，很少涉及农业领域。
这为《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对我国的农业产业集聚进行研究提供了空间。
　　首先在对产业集聚相关理论综述的基础上，对农业产业集聚的概念和经济学特性进行了分析，并
从交易效率、生产效率、竞争效率和创新效率四个方面探讨了农业产业集聚效应。
通过对比产业集聚的研究模型，《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认为 GEM更适宜用来研究我国的农业产业
集聚。
依据GEM模型，并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将影响我国农业产业集聚的因素分为基础、主体和市场
。
　　其次，利用生产集中度、区位商和集中系数对我国种植业和畜牧业的主要农产品生产集聚情况进
行了分析和测算，发现不同农产品的产业集聚度不尽相同。
种植业中的早稻、晚稻、北方稻、小麦、大豆、棉花、油菜、甘蔗的产业集聚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增加5个百分点以上；中稻、玉米的产业集聚度基本稳定，变动幅度在5个百分点以内；水稻、花生、
苹果的产业集聚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减少了5个百分点以上。
畜牧业中的禽蛋、牛奶的产业集聚程度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分别增加了15.7个和25.3个百分点，猪肉、
牛肉的产业集聚度均有小幅度的降低，分别减少了4.3个和2个百分点。
区位商和集中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产业集聚度基本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变化，农产品
生产不断向优势产区集中。
　　再次，从基础、市场、主体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农业产业集聚的因素。
　　基础作为农业产业集聚的外部供给因素，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然资源禀赋是农业产业集聚发展的诱因，农业自然条件和资源因素是农业产业集聚形成的必要条件
和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文因素，在农业产业集聚的发展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科技是农业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市场是农业产业集聚的需求因素，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拉动作用。
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推动农业产业集聚不断发展和壮大。
农户作为农业的生产的主体，在农业产业集聚的发展中也居于基础性的位置，企业在农业产业集聚中
居于核心地位，政府作为可控环境因素重要的供给者，从粮食政策、农产品流通政策、优势农产品产
业带建设及农业相关政策等方面对农业产业集聚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四，基于上述理论对内蒙古奶业产业集聚和新疆棉花产业集聚进行实证分析。
对内蒙古奶业产业集聚和新疆棉花产业集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了它们各自的形成机理以及
在发展中存在或面临的主要问题。
通过综合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认为内蒙古奶业产业集聚已经度过了形成期，进入了成长
期；而新疆棉花产业集聚仍处于形成期，尚未进入成长期。
　　最后，《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我国农业产业集聚发展
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的创新之处，一是对农业产业集聚进行研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创新
性。
二是对农业产业集聚的效应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农业产业集聚提高了交易效率、生产效率、创新效率和竞争效率，从而使农产品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
力。
三是从基础、主体和市场三方面分析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典型案例探讨我国农业产业集
聚的形成机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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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对农业产业集聚发展阶段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通过综合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认为内蒙古奶业产业集聚处于成长期，新疆棉花产业集聚
处于形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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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业产业集聚有哪些效应，这是对农业产业集聚能够不断发展最好的解释。
《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中，作者通过大量的分析，论证了农业产业集聚能提高交易效率、创新效
率、竞争效率和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农业竞争力，这是《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的第二个特色之处
。
任何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和机制。
《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从基础、主体、市场三个方面从理论上分析了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
并结合内蒙古奶业产业集聚和新疆棉花产业集聚，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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