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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并在东北农业产业化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实现东北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以及可持续农业产业化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和相应对策。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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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atiates on the meaning and contents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reg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existed in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s as well as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regional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1 前言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是运用可持续农业理论,

充分有效地利用区域自然资源, 根据区域农业生态

经济系统的特征、特性, 在吸取国内外农业可持续

发展技术精华的同时, 继承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精

华, 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作用, 采用合理的生产组

织方式, 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最大限度地发挥资

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潜力, 使农业生产水平极大提

高, 农产品极大丰富, 使农业发展水平和速度与人

口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农

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和技术体系
[1- 4]
。可持续农业产

业化战略, 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 以农业

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持续发展为目的, 遵循可

持续发展原则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
[ 5]
。只有

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 实施可

持续农业产业化战略, 才能持续高效利用自然资

源, 持续、稳定地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才能真正

做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使区

域农业进入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

2 东北农业可持续发展途径 可

持续农业产业化

东北地区具有农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和相对较好

的农业生态环境, 又面临国家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

改造的大好机遇。为进一步巩固和保持国家优质商

品粮生产储备基地的重要地位, 充分发挥国家粮食

安全的 稳压器 作用, 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来规划和组织农业产业化, 将东北农业产业化纳入

区域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 以可持续

发展的原则指导区域农业产业化经营, 即实施 可

持续农业产业化 战略。

2 1 东北农业产业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东北地区有近 79 万 km
2
的土地, 有超过 1亿

的人口, 有约占全国平原面积 1 3的东北大平原,

建国初期东北地区平均每年粮食总产仅有 1 799 9

万 t , 而到 九五 期间, 平均每年粮食总产达

6 591 1万 t, 2002年粮食总产达到6 666 4万 t。近

年来,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种植结构调整的日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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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粮食产量的不断增多, 东北农业已逐渐向商品

化、区域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 在不同地区初步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带, 东北农业的发

展已经逐渐跳出了传统 种植业 的发展模式,

商品农业 已初露端倪。据统计, 目前吉林、黑

龙江省的粮食商品率除个别灾年外均在 60%以上,

吉林省 1998年粮食商品率高达 68 9%, 部分市县

和国有农场粮食商品率则达 70%以上
[ 6]
。目前, 东

北各地根据各自的资源环境条件, 生产、经营能力

及产业化基础, 已经逐步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专用

玉米、高油大豆、优质水稻、杂粮杂豆、马铃薯、

优质苹果、肉牛、牛奶、生猪等产业带, 为实施东

北地区可持续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

础。

从可持续发展战略角度出发, 东北农业产业化

的进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 一些政府部门、企业和

农户的资源环境意识淡薄, 在农业产业化实施过程

中只重视局部效益、眼前效益和经济效益, 而忽视

了整体效益、长远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 产

业结构安排不尽合理, 主导产业或主导产品不能充

分发挥资源及区位优势; 农户滥用化肥和农药现象

严重, 加剧了农业环境污染; 产业化经营运作中,

企业与农户的链接方式不够科学, 利益关系不够理

顺, 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村社

会的稳定;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平衡, 加剧了区域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差距。

2 2 可持续农业产业化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及对策

可持续农业产业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 它既要满足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

求, 又要符合产业化链条中各组分的经济利益, 即

要做到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三者统一。

2 2 1 社会公正性的原则及对策。遵循社会公正

的原则, 主要指农业产业化经营, 应有助于消除区

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同行业或产业部门之间、不

同地区之间以及农民与其它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

配上的不公正现象。要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 解决

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环节之间存在的利

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要积极推进相对落后地区农

业产业化进程, 缩小地区间业已存在的农业产业化

的发展差距。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是保证农业产业

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要对农业产业化的

组织制度进行创新, 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形式

让农民参与到农业产业化中, 把农民变成粮牧工一

体化产业链条中的一部分。

2 2 2 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原则与对策。核心

是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杜绝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农业产业化建设。在农

业产业化经营中, 应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规范生产技

术与模式, 大力推行生态农业和清洁生产模式, 达到

既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 又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目标。

在自然资源利用方面, 要依靠科学技术, 实施对自然

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用, 发展具有较

高产业层次与技术水平的深度加工产品, 以改变我国

农业产业中的粗放经营模式; 在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

的保护方面, 首要的问题是严禁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式

经营利用, 制止有可能加速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进程

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及生产经营方式的实施, 并严格控

制 龙头企业 的 三废 和农业生产方式造成的对

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

2 2 3 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的原则与对策。要

求产业结构安排、主导产业选择与区域资源及环境

相协调。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龙头企业 为了

追求经济效益, 一般会根据自己掌握的市场信息引

导基地和农户及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但由于对资

源优势、区位条件缺乏正确的认识, 对区域市场需

求信息了解或分析不够, 存在着区域产业结构趋

同、主导产业不能发挥资源及区位优势、产品缺乏

市场竞争力等问题。另外, 龙头企业 在选择产

业和产品项目上, 一般只是考虑企业的内部经济效

益, 很少顾及外部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因而造

成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区域资源和环境不协调,

影响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层面来看, 产业选择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既意味着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 又意味着产业的发

展不对区域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
[ 7]
。要做到因

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 首先应对本区域的资源条件

有正确的评估, 在产业结构安排、主导产业选择与

区域资源及环境相协调原则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引

导产业结构安排和主导产业选择。

2 2 4 科技与教育为本的原则与对策。科技与教

育事业的发展是实施区域可持续农业产业化战略的

根本保证。农业产业化中要做到节约资源、降低消

耗和增加效益都要求企业和农户具有较高的科技素

质, 实施可持续农业产业化战略必须注重对农民及

农业产业经营者的科技文化知识的教育, 提高他们

的科学文化素质, 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农业产业化经

营中的科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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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5 发挥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农业产业化战略中

的保驾护航作用。区域可持续农业产业化不是单纯

的追求高产量、高效益的生产经营行为, 实施 可

持续 农业产业化战略,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规

划指导、协调服务和监督管理等职能作用。主要包

括: 因地制宜研究和确定区域可持续农业产业化的

战略目标与实施规划; 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订区

域农业产业化经营应遵循的法律或规则并严格履行

监督管理职能; 为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农业产业

化项目提供政策支持, 包括对落后地区的农业产业

化发展的扶持政策; 积极推进区域可持续农业产业

化建设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以及科研教育

事业的发展。

3 结论

可持续农业产业化战略, 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

的指导下, 以农业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健康、

持续发展为目的, 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农业与农

村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新

生事物, 可持续农业产业化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

方式和组织制度的创新和改造, 在更大范围和更高

层次上实现区域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要素的

优化组合, 有利于区域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

发展。东北地区具有农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和环境优

势, 为进一步发挥和保持国家优质商品粮基地的重

要作用, 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指导区域农业产

业化经营, 实施 可持续农业产业化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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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无效损失量, 以蓄积水分。四是强化作物对土壤

水分的吸收, 选择水分转化率高、利用率强、适应

降水规律的作物和品种, 以及使用抗旱剂等以提高

水分的利用率。五是提高灌水效率。通过推广节水

微灌技术和有限灌溉技术、健全灌溉工程系统、改

进地面灌溉等提高灌水效率。

3 5 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对人类活动极其敏

感的脆弱环境, 频繁和不合理的人类扰动必然加剧

其脆弱性的发展。而造成这种人为扰动的关键因素

在于人口压力的超负荷。因此, 要实现该地区人口

与资源承载、环境容量、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

则人口控制战略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同时, 通过

各种方式来提高人口素质, 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小城

镇建设, 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增值空间不

断扩大, 以便缓解超载人口, 扭转该地区当前人口

与资源、环境之间不协调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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