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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优势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施仃利于促使农业由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把小生产变为
大生产，从而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仃利于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增加农民
收入；仃利于应埘现阶段我国农业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的严峻挑战，全面提高我闻农业竞争力。
　　研究优势农业的目的就是对原有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
然后选择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产业和产品，加以产业化经营和发展，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头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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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智华，女，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先后获得云南大学学士、清华大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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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协调化　　协调化即通过制度创新，完善市场机制，提高产业政策的科学性，增强产业间的有
机联系，形成科学的产业序列，加快产业向符合演进规律的方向发展，达到结构效益最大化，即在投
人品与中间产品之间、中间需求品与最终产品之间、最终产品与用户消费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和谐的
比例关系。
使产业结陶在协调化的同时还应具有向高度化转换的功能。
协调化主要有下列7点要求；（1）农林牧渔四大产业部门之间、各生产项目之间、各产品之间和各品
种之间形成合理的比例以利于相互协调发展。
（2）劳动、资源、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多层次产业协调发展。
（3）产业间相对地位协调化。
（4）产业间关联关系协调化。
（5）产业部门增长速度协调化。
（6）产业阶段交替协调化。
（7）产业间及各产业部门间素质协调化。
　　2.高度化　　高度化即产业结构从较低水平状态向较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高度化过程必
须反映协调化的要求。
高度化一般具有高加工度、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特征，这就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传统产
业技术改造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高度化主要包括以下6点要求：（1）农业产业知识化。
（2）农业产业结构由种植业占优势比重向非种植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
（3）由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向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
演进。
（4）由低附加值产业占优势比重向高附加值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
（5）由低加工度产业占优势比重向高加工度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
（6）由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
　　3.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指该产业结构能够提高各产业及部门之间有机联系的聚合质量
，即产业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各产业能力之和的整体能力，主要包括以下6点要求：（1）
各产业部门在生产规模上的比例关系要力求均衡。
（2）产业间的关联度要不断提高。
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越高，产业结构效应就越大，产业结构就越合理。
（3）各产业能充分合理利用各种资源。
（4）各产业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5）各产业能提供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机会。
（6）各产业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协调化、高度化和合理化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协调化、高度化的基础，只有先实行合理化，才能达到协调化、高度化。
而产业结构达到协调化、高度化又促进了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
　　按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和要求，可以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理解为：在遵循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前提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政府有关产业政策
的实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再分配，推进产业结构协调化、高度化和合理化的过程。
　三、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主要因素　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形成其特定的产业结构，是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因素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林牧渔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
求　　农业（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各部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从而
使它们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对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依存性。
农业（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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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三结合是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形成合理的生态系统的客观要求，也是使农业生产形成良I生循环
的必要条件。
农牧结合是由它们之间的物质互换的必要性决定的。
而林业对于农牧业生产的作用是由于林木的植物群落在其生命的过程中，会引起一系列环境因子的变
化，诸如调节大气温度、提高空气湿度、改变大气组成（减少二氧化碳、增加氧气）、降低风速、保
持水土等。
因而，能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实践证明，没有发达的林业，便不可能稳定发展农牧业生产，也不可能建立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
　　2.需求结构　　需求结构是指在一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政府、企业，家庭或个人所能承担的对
各产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比例，以及以这种需求为联结纽带的产业关联关系。
它包括政府（公共）需求结构，企业需求结构，家庭需求结构或个人需求结构，以及以上各种需求的
比例；它也包括中间（产品）需求结构、最终产品需求结构，以及中间产品需求与最终产品需求的比
例；还包括作为需求因素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以及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等。
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社会需求和消费是存在普遍变化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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