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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宿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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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宿迁市农业为研究对象，在界定农业现代化标准的基础上，指出宿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推动宿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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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程度相比，我国的

农业发展依然相对比较落后。对如何提升我国的农业
现代化程度，国内学者大多从省级层面进行了较为详
细的研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基于
市级层面微观领域研究的文献鲜少，导致我国农业现
代化问题的解决在微观层面上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
建议。因此，本文以宿迁农业为研究对象，针对该市农
业“大而不特”“大而不强”的问题，将农业现代化发展
理论与该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综合分析该地区的
农业背景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宿迁
农业发展的特点，提出适合宿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建
议，从而为推动宿迁农业经济的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竞
争力，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提供必要的依据。
1 农业现代化标准的界定

农业现代化具有“四个一”的发展标准，具体含义
如表 1 所示。

2 宿迁市基本情况
宿迁市位于北纬 33°12′17″～34°24′38″、东经 117°

6′19″～119°12′50″之间。境内有两大著名的淡水湖———
洪泽湖和骆马湖，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全市总面积
8 555 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占 77.6%，耕地面积 4 385
平方千米，水面面积 2 367 平方千米。宿迁整体地形
西南、西北部为岗丘，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40 米以下，
最高海拔外 71.2 米，最低海拔为 2.8 米。2015 年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 57.73 万公顷，比上年增加约 506.67
公顷；粮食总产量 386.63 万吨，比上年减产 229.92
万吨，但仍属丰收。2015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
2 126.19 亿元，人均 GDP 达 43 853 元。
3 宿迁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

由于居民出资能力低、投资渠道少，宿迁市的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相对江苏省其他地区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加之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
经费严重匮乏，宿迁市的农业基础设施达建设距离农
业现代化标准相差较远；以家庭为单位小农经营方式
阻滞了大规模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农村交通不方便等
也进一步阻碍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
3.2 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滞后

在江苏，宿迁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业产业结
构中农产品加工业所占比重较小，自然种植经济所占
比重较高，其他林、渔和畜牧业整体发展较弱，农业产
业结构发展滞后。宿迁市地区农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宿迁农民往往遵循传
统的农业耕种模式，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足够的认
识，导致宿迁农业依然以种植为核心的农业第一产业
为主，农业产业发展层次低；二是宿迁市场经济发展
较其他地区相对滞后也导致农民缺乏市场经营的理
念，生产经营主要依靠自然力的作用，不能够积极地
运用市场的观念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不断提升农业

表 1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四个一”标准

一种变迁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农业变迁，它
包括农业生活、内容、结构、知识、制度和观念的
合理变化等［1］

一个过程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系统过程，农业现代化包括
由第一次农业现代化向第二次农业现代化转化
的过程

一次升级
农业现代化是一次农业产业升级，具体指由落
后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由低级农业向现代高
级农业的升级［2］

一类竞争

农业现代化其实是一类综合竞争，具体指国内
外农业在生产、流通与贸易间的竞争。农业现代
化既发生在现代化的现行国家，也发生在后进
国家，国际农业互动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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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水平。
3.3 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较为落后

宿迁市农业生产模式依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
主，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已远远不能够适应
现代农业发展对现代化技术应用的要求［3］，农业产业
化还处于低水平。政府在产业化过程中的管理方式和
领导问题、龙头企业太少、主导产业不明晰、市场发育
相比滞后等这些问题都阻碍了宿迁市农业现代化的
发展。在宿迁市，农村生产要素主要还是以土地和劳
力为主，创新要素严重不足，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弱；对
农业科技也不够重视，对其投入也明显不足，知识老
化、单一且科技人员数量少。
4 宿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对策
4.1 加大农业基础性设施的建设力度

加大农业基础性设施的建设力度是当前宿迁发
展现代化农业的关键，是发展农业、拉动宿迁农业经济
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结合点。首先，在经费上要对宿
迁农业基础性设施的建设给予积极的扶持。从这几年
的投入来看，宿迁市在农业基础性设施的建设投入是
不断递增的，平均每年的递增速度同比增长了 32.25%。
其次，要重点加大农村水利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一
方面，宿迁市应大力开展土地整理复垦，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规划，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另一方面，要加强
水利建设，要对农村农田灌溉的中小河流进行统一规
划，优化布局灌溉沟渠，同时实现农村河道的永久
性保护，适时做到灌溉河道畅通。最后，要全面实现
宿迁农村农业生产机械现代化，截至 2014 年，宿迁市
单位耕地机械总动力达到了 12 千瓦/公顷。
4.2 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支持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逐步探索有效的政
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一是政府通过立法指导农业
现代化［4］。政府统一指导分散的小农经济，推动农业
现代化。这种政策法律化的实施，可以维持农业政策
的稳定与连续，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效手段。二是
政府需要制定精准的农业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包括财
政与信贷扶持、农村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农产品价格
补偿政策等等，可以降低自然灾害或者市场波动对农
业的影响，以此来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三是政
府应该建立包含农技教育、农技科研与推广相结合的

综合体系，其中尤其要特别重视与推进农技教育的推
广力度。
4.3 实现宿迁农业产业现代化

农业产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通过农业产业现代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的整体收益，
同时不断提升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一是确定宿迁农
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宿迁可以根据农村自身的自然资
源条件和农业发展的特点，主动确定适合本地区发展
的龙头企业，积极加大对确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不
断提升农村龙头企业的发展水平。二是构建农业主导
产业链。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前提是选择主要产
业，依据区域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在需求收入弹性与
农村产业关联强度基准上，进行科学的主导产业决策。
三是逐步完善宿迁农村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的市场竞
争机制可以自发实现宿迁农村产业间的优胜劣汰，不
断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能力，从而真正实现农村农业
的现代化发展。所以在宿迁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就
需要重视农村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构建产供销一条
龙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体系，逐步发展成以农村集贸市
场、生产要素市场和批发市场相结合的市场体系。所
以，宿迁应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规划与南京、苏州、
上海等大中型城市的超市和批发市场的有效结合，通
过农产品的“进超入市”加强宿迁农业与发达地区的
产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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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Suqian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Tian Jianyuan1, Ding Tao2, Cai Fenglin1, Ding Sheng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2. Medical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

Abstract: Taking Suqian agricul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n the basis of the defini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tandard, this paper points ou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uqian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uqia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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