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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相对弱势产业，其发展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为了进一步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党和国家从农民增收问题人手制定促进农民增
收的若干政策，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
要保持农村发展的良好势头，必须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于2004年12
月31日出台。
文件从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加强农村基础装备建设等方面对农村的软硬环境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以提
高农业竞争力。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于2006年2月21日发布。
在2006年&ldquo;一号文件&rdquo;的指引下，我国加大&ldquo;三农&rdquo;工作力度，稳步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
见》公布。
2007年中央&ldquo;一号文件&rdquo;将发展现代农业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体制机制、体系、人才、装备、科技等现代农业发展的要素建设。
党的十七大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200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
若干意见》发布，文件提出要突出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方面。
200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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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充分运用数理分析、空间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建立起比较科学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省域农业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及数学模型，对中国内
地31个省级区域的农业竞争力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比较分析和评价。
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比较分析，深刻揭示不同类型和发展水平的省级区域农业竞争力的特点及其相对差
异性，明确各省份的竞争优势和薄弱环节，研究追踪全国各省、市、区农业竞争力的演化轨迹和提升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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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21.1　陕西省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21.2　陕西省农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1.3　
陕西省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1.4　陕西省农业基础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1.5　陕西省
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1.6　陕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1.7　陕西省农
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1.8　陕西省农业外向度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1.9　陕西省农
业机械化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第22章　河南省农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22.1　河南省农业竞争
力总体评述　　22.2　河南省农业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　　22.3　河南省农业结构竞争力评价分析　
　22.4　河南省农业基础竞争力评价分析　　22.5　河南省农业投入竞争力评价分析　　22.6　河南省
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评价分析　　22.7　河南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评价分析　　22.8　河南省农业外
向度竞争力评价分析　　22.9　河南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评价分析　第23章　湖北省农业竞争力的特
点与分析　　23.1　湖北省农业竞争力总体评述　　23.2　湖北省农业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　　23.3　
湖北省农业结构竞争力评价分析　　23.4　湖北省农业基础竞争力评价分析　　23.5　湖北省农业投入
竞争力评价分析　　23.6　湖北省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评价分析　　23.7　湖北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
评价分析　　23.8　湖北省农业外向度竞争力评价分析　　23.9　湖北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评价分析　
第24章　安徽省农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24.1　安徽省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24.2　安徽省农
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4.3　安徽省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4.4　安徽省农业基础
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4.5　安徽省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4.6　安徽省农业发展方式竞
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4.7　安徽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4.8　安徽省农业外向度竞
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4.9　安徽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第25章　湖南省农业竞争力的
特点与分析　　25.1　湖南省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25.2　湖南省农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5.3　湖南省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5.4　湖南省农业基础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5.5
　湖南省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5.6　湖南省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5.7　
湖南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5.8　湖南省农业外向度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5.9　
湖南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第26章　四川省农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26.1　四川省
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26.2　四川省农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6.3　四川省农业结构竞争
力的评价与分析　　26.4　四川省农业基础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6.5　四川省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
价与分析　　26.6　四川省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6.7　四川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
评价与分析　　26.8　四川省农业外向度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6.9　四川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的评
价与分析　第27章　云南省农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27.1　云南省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27.2
　云南省农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7.3　云南省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7.4　云南
省农业基础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7.5　云南省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7.6　云南省农业
发展方式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7.7　云南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7.8　云南省农
业外向度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7.9　云南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第28章　甘肃省农
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28.1　甘肃省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28.2　甘肃省农业产业竞争力的评
价与分析　　28.3　甘肃省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8.4　甘肃省农业基础竞争力的评价与分
析　　28.5　甘肃省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8.6　甘肃省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8.7　甘肃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8.8　甘肃省农业外向度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28.9　甘肃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第29章　海南省农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29.1　海
南省农业竞争力总体评价　　29.2　海南省农业产业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29.3　海南省农业结构竞争
力评价与分析　　29.4　海南省农业基础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29.5　海南省农业投入竞争力评价与分
析　　29.6　海南省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29.7　海南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29.8　海南省农业外向度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29.9　海南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第30
章　贵州省农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30.1　贵州省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30.2　贵州省农业产
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0.3　贵州省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0.4　贵州省农业基础竞争
力的评价与分析　　30.5　贵州省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0.6　贵州省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
的评价与分析　　30.7　贵州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0.8　贵州省农业外向度竞争力
的评价与分析　　30.9　贵州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第31章　青海省农业竞争力的特点
与分析　　31.1　青海省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31.2　青海省农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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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青海省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1.4　青海省农业基础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1.5
　青海省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1.6　青海省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1.7　
青海省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1.8　青海省农业外向度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1.9　
青海省农业机械化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第32章　西藏自治区农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32.1　西
藏自治区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32.2　西藏自治区农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2.3　西藏自
治区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2.4　西藏自治区农业基础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2.5　西藏
自治区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2.6　西藏自治区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2.7
　西藏自治区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2.8　西藏自治区农业外向度竞争力的评价与分
析　　32.9　西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第33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竞争力的
特点与分析　　3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33.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产业
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3.4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农业基础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3.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教支
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3.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外向度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3.9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农业机械化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第34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34.1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34.2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
析　　34.3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结构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4.4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基础竞争力
的评价与分析　　34.5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投入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4.6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
发展方式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4.7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科教支持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34.8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外向度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34.9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竞争力评价与分
析　第35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竞争力的特点与分析　　35.1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竞争力的综合
评价　　35.2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　　35.3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结构竞争力评
价分析　　35.4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基础竞争力评价分析　　35.5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投入竞争力
评价分析　　35.6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发展方式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35.7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
教支持竞争力评价分析　　35.8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外向度竞争力评价分析　　35.9　广西壮族自治
区农业机械化竞争力评价分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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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产业竞争力，亦称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
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
产业竞争力首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产业竞争力所比较的是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最终体现于产品、企业及产业的市场实现能
力，因此产业竞争力的实质是产业的比较生产力。
所谓比较生产力，是指企业或产业能够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有效的方式持续生产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
产品，并由此而获得满意的经济收益的综合能力。
其次，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产业竞争力总是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范围相联系。
再次，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产业竞争力具有形成、保持、增强、衰退等动态特征。
产业竞争力理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产生了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世界经济论
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的动态模型、计量分析模型等，但产业竞争力理论
还远未发展成熟，实证分析结论往往缺乏说服力。
国内学者在农业竞争力研究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并未突破已有的产业竞争力理论。
同时，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尽管国内学者对农业竞争力含义的阐述不尽相同，甚至出现较大的差异，但这些差异的产生主要是由
于学者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
经过分析归纳，农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三个。
1.2.1.1 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原理是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
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
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比较优势①。
后来，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一0理论）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补
充，指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着贸易的流动方向。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
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
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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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相对弱势产业，其发展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为了进一步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党和国家从农民增收问题人手制定促进农民增
收的若干政策，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
要保持农村发展的良好势头，必须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于2004年12
月31日出台。
文件从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加强农村基础装备建设等方面对农村的软硬环境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以提
高农业竞争力。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于2006年2月21日发布。
在2006年“一号文件”的指引下，我国加大“三农”工作力度，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
见》公布。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发展现代农业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体制机制、体系、人才、装备、科技等现代农业发展的要素建设。
党的十七大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200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
若干意见》发布，文件提出要突出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方面。
200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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