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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当前农 展问题及对策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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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苏省的农业在全国齄于钡先地位．在仅占4．17％的耕地上，生产出占全国7．1％的粮． 

12．8％的棉和 6．7％的油。遗对全省经薅发展来说．是十分坚宴的基础。徂 另一方面．随着全 国经济的不断发 

展．特别是在我国即将进^世 贸组织的形势下，江苏省的农业发展还面临着不步新同恩。本文着重从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对江苏省农业发展面临的同题及对策进行论连．供有关方面参考。 ⋯ ⋯  

美键词 !!! ；农业I阃题；：塑 业为 W厂 行露 篾旅 

1 江苏省农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 20余年，垒省在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农业综合生产力达到新的水平。通过多年对农 田基本建设 

的投^，促进了资源、环境、能源、交通等建设，据 1998年统计，全省有教灌溉面积达 385．54 

万 hm2 占耕 地面积 85％，建成稳定高产 吨粮 田 80万 hm2，按粮食播种面积计，单产 达 

5745kg／hm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89％，粮食总产已连续年超过 3400万吨。 

2．农业 科技进步步伐加快。 目前全 省粮、油、棉 统一供种率达 85％，良种覆盖率达 

92％，良种猪覆盖率达 90％，蔬菜、果品全部更新推广了新品种。1998年农业经济增长中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 52．7％，超过全国 1O％。 

3．现代市场化组织体系与经营方式正逐步形成。全省农业生产已逐步 由小规模半 自给 

性经营，发展为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目前垒省农村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社 1173家，人社人数 

54．47万人，专业协会 2517个，会员 46万人；农 民合作组织 1．49万个，运销土产和农民经 

纪人 88．3万人，这些组织、运销大户和经纪人，已成为现阶段开拓农产品市场、搞活农产品 

流通的主力军。 

4．农业结构性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效。近年来，围绕“农业增收，农民增收”，以市场及农 

业科技为动力，进行农业结构性调整，已取得阶段成果。除种植业、蔬菜园艺业及养殖业加 

快调整，促进发展外，林业及区域农业均进行了初步调整。去年农村经济中一、二、三产业的 

比重分别为：23．6％、45．4％和 31％。农产品加工业、流通业、农村劳动输出及小城镇建设 

等发展均有所加快，农民收入保持相对稳定。从而为今后进一步深化农业结构性调整打下 

良好的基础。 

5．农业机械化与水利建设水平不 断提高。Igg9年，全省总动力达 2769．9万 kw，平均 

每公顷达 5．55kw。大中型拖拉机、机 【农具、联合收割机占全国总拥有量的 1／5。至 1998 

年底．全省共修建防渗渠 2．2万 控制灌溉面积 57．3万 h 。已推广水稻节水灌溉技术 

100万 F．rn2。当前全省农业灌溉水利用率为 0．4，如能提高到 0．6。则可有 80亿 n13的节水 

潜力。一般年景适过节水措施可基本解决农业缺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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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农业发展特点 

我国农业发展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对农业发展的观点的更新上，它是农业发展指导思想 

的集中表现。 - 

2．1 。可持续发展 观 

当前农业由传统向现代化，由粗放向集约化，由分散 向集中化 的方向转变，其核心是走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方 向，也是江苏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主要方向。它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只有坚持此方 向，才能加速我国农业的现 

代化。 

所谓农业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坚持“人口、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相互协调．实现物质装 

备、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及资源环境的优化；加强工业化、农业信息化及农业产业化的支撑。 

其核心是农业科技革命，关键是解决两个平衡点。 

1．人与水、土、生(生物罔)之间的平衡。人：生与死的平衡；水：供与需的平衡；土：失与 

保的平衡；林：饯与植的平衡 ；牧：超与培的平衡；鱼 ：捕与养的平衡。 

2．“PREsD”的平衡与协调。人口一资源一环境一农业一经济的 调与平衡，其中关键 

是“资源与环境”的协调与平衡。 

2．2 。质量与安全”观 

今后农业的总体发展必将面临从单一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和重视安全的方向转变。农 

产品品质与质量，水土资源的质量，环境(是否污染)的质量，均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值 

得注意的是，今后在解决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安全质量，特别是 

农产品对人类(动、植物)的安全质量，这是今后农业生物工程、品种培育、生态农业、有机农 

业与绿色食品发展必须考虑的新方向。其中，质量的安全监测与监控是关键。 

2．3 “市场与产业”观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必将带动农业从分 

散走向综合，从初级产品走向加工产品，从低效到高效．从资源性农业向农业知识经济性方 

向转变。其核心是农业与工业、企业相结合的农业产业化，它的特点是农业产前、产中、产后 

相联系，贸、工、农相结合，种、养、加相搭配，产、加、锖—体化。在此情况下，农业不仅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而且是具有高产、高效的农业战略产业．并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2．4 。保障体系”观 

农业发展必须建立粮食、资源、环境与经济4太安全保障。 

粮食保障是根本。在供过于求的新形势下，必须进行粮食到食物，小农到太农，二元到 

三元，数量到质量。国内向国际的结构性调整，以保证全国各地区粮食自给率的供需平衡。 

资源保护是基础。在水土资源数量减少的总趋势下，应从数量向质量，从耕地向国土， 

向“山、草、海、空”要地要粮，并通过生态治理，综合持续，加强资源保障。 

水、土、气、生环境质量的保证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关键是建立从质量到安全。从防治到 

重建的新思路，加强对人类(动、植物)生命质量的安全保障。 

经济保障的目标最终是要增加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人水平。要因地区，因产品制宜， 

由低效到高效，由单一到整体效益促进农业发展，才能根本转变农村经济的增长。 

2．5 。调改创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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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科技革命。其内容包括：调整农业结构、改革农经体制和 

创新农业科技 3个方面。 

调整农业结构，应围绕产业化升级．从种植业到加工业，从组织到经销，从国内到国际市 

场．抓产品质量及多样化．包括畜牧饲料与水产，产品与加工区域布局，从而不断适应农业发 

展与平衡 

农经体制改革 的重点是从分散到规模经营的变革，从个体到有组织形式的组建，从而保 

证农村市场与农产品流通。 

农业科技创新，主要依靠农业高新技术 的发展与推动，除农业生物工程，遗传育种．产品 

加工等新技术外．当前 出现的从单项到配套，从露天到工厂，从精细到精准，从生物、环境到 

时间、空间挖潜等项技术，这些都是推动农业发展的空间创新内容。 

3 江苏省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总的看来，全省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是 4个保障，即粮食安全保障，资源利用保 

障，环境质量保障及经济增收保障。 

3．1 粮食安全保障 

粮食供给保障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到 2020年，我国人口 16亿，人均粮 400--450~,总 

产需 6．4～7．2万吨。粮食 自给率控制在 90--95％之间。江苏省经济实力强，交通与资源 

均具有优势，在此情况下．可将粮食 自给率控制在 85～90％．生产底数控制在 28oo～32oo 

万吨，储备粮控制在 600万吨左右，扩大种植业调整空间，可调减播种面积 67万 hmz左右， 

并可按区划特点调整布局，如苏南及沿江地区，粮食 自给率还可减低，多发展特色农业及创 

汇农业。但从发展 目标看．究竟粮食自给率控制在多大份额为宜?区域之间的调整 比捌与 

互补的关系如何?均应研究解决。 

3．2 资源利用保障 

资源．特别是水土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江苏水土资源虽然相对紧缺，但 尚有很太 

的利用潜力。髓着 国民经济与农业的发展，水土资源的数量将会不断减少，例如耕地占用势 

难避免，可利用永资源也将减少。目此，如何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肥力，不断增加土地产 出 

率．如何通过节水技术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是主要问题。此外，根据全省湖、海、丘、平、 

川等不同地形与土地资源特点．因地因区域制宜地合理利用．是全省今后农业结构性调整与 

农业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 

3．3 环境质量保障 

当前全省农业发展中面临严重的环境质量问题，具体表现在水、土、生(农产品)的污染 

及其影响上。例如太湖地区长期的水污染未能根本治理．今年大部分湖水水质已小于五类 

标准。发生富营养化。 目前全省污水排放量达 24亿吨，受污染面积 162万 }m 。不少地 

区．特别是苏南地区．由于氮肥燕鬲不当，引起水土污染。有的地区困固体废弃物(包括矿 

渣)排放，甚至引起重盘属元素肘农作铅及蔬菜产生毒害。据统计太仓城厢茬区水体出现超 

标的有汞、铬．青菜超标的有镉、铅、砷，稻谷超标的有汞、铬、砷。上述环境质量问题．特别是 

农产品的污染毒害，说明环境质量中生命质量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并需通过建立环境监测、 

监控体系，对全省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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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经济增收保障 

农业发展的根本 目的在于“农业增收、农民增收”。全国 1998年农业人品人均年收入为 

2160元，江苏省为 3400元，与世行规定 3000元(折合 363美金)为贫困界限相 比，江苏省农 

民收入也刚跨出贫困界限，如果与美国(农民人均年收入 12万元 )、欧 (8～10万元)相 比， 

差距显而易见。因此如何尽快建设高效农业，参与市场竞争，使农业与农民增收，任务极为 

艰 巨。 

4 江苏农业发展的途径 

总的来看。本省农业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三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二是改革农经体制，三是 

创新农业科技。这 3条也是我国今后 5--10年内农业发展的必然途径。 

4．1 农业结构的调整 

江苏省近年来在农业结构性词整中取得了初步成绩，加大了种植业、蔬菜园艺业、养殖 

业、林业等的结构诵整力度。初步显现出区域农业的经济特色，农村经济结构已有明显变化。 

但这些诃整均处于起步阶殷，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优质农产品的 比重低 ：深加工、精加工农产 

品少；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卖难问题未完全解决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的指导不力等。针 

对上述情况。在贯彻垒省提出的“一个目标，四个环节 的同时，建议重点抓以下两个方面。 

4．1．1 关于农业结构词整的指导思想 包括以下 3方面： 

1．调整原则：①以市场需求为导向；⑦以提高品质和效益为前提；④以农民增收为主题； 

④以优化品种结构，降低成本为基础。 

2．调整 目标 ：①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两个市场)；⑦从单项到整体(发挥农业社会效 

益)；③从数量到质量(农业的总体质量)i④从简单生产到产业化(农业的产业化)。最终达 

到农村稳定，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调整方向：①种植业结构调整——优 质农产品；⑦食物结构调整——增 加副食品消 

费i③组织结构调整——由分散到组织化；④市场结构调整——由区域到全国到国际市场。 

4．1．2 关于农业结构调整 的重要内容 关键是抓“五词， 六突出”。“五调 即调剩、调 

劳、诃缺、调优、词控。“六突出”即突出三元、突出多样、突出畜水、突出加工、突出质量、突出 

布局。 

1．突出三元结构 由粮经向粮经饲(三元)进行调整。当前江苏省粮经比例巳接近 

7：3．在此情况下，应重点增加饲料种植面积，争取将粮食与经(饲)比例调整到6：4或5：5。 

这样可逐步解决饲料调入问题。 

2．突出多样化 重点突出果、艺(园艺)、蔬(蔬菜)、农、林、牧、副、渔。在全省“水田养 

鱼，棉 田套瓜、坡地种稻、大捆菜花”的已有种植经验基础上，可进一步园地制宜突出多样化 

特色。争取走特色农业、优势农业与创汇农业的道路。 

3．突出畜牧(畜寓)水产 江苏省农业结构由种植业逐步向畜牧水产业方向词整有重要 

意义，一是畜牧水产韭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产、加、销结台特点，易形成产业优势；二是随着 

畜牧水产业发展。将使种植业在节地节水上有所转变，可刨高技农业；三是可拉动饲料生产 

与水产养殖，吸收农村剩余劳力．参与市场竞争。江苏省畜牧、饲草与水产养殖均有 良好基 

础。今后在饲草与饲料发展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与水产养殖，尽快改变农业仅以种植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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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结构面貌。 

4．突出农产品加工 发展农产品加工．特别是食品加工，是提高农业整体效益的重要环 

节。本省发展食品工业的基础较好，今后应在发展粮油品种基础上，积极发展专用食品及蔬 

菜、果品、畜禽、水产的保鲜与深加工．将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以 

适应市场需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5．突出质量 在发展作物新品种及多样化．注意色、香、昧、“养”的基础上．应特别注意 

作物的健康安全质量。应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工作，从制定农产品标准人手，建立农产品质 

量标准的监测体系．建设全省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突出抓无公害、特色农产 品的认证和监 

控．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6．突出区域布局 针对全省的不同区域特点，在农业结构调整布局上，可分为 6个地 

区。①徐淮地区。该区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产业布局应突出优质小麦、饲 

料玉米，特色农产品及加工业，包括特色蔬菜及水果等。⑦沿海地区。该区属海洋性气候． 

秋季气温下降缓慢，光热资源丰富，无霜期较长。产业布局应突出棉花、水稻、油菜、水产养 

殖业及加工业。@里下河地区。该区降水丰富，河网密布。产业布局应突出优质水稻及水 

生、湿生植物开发，养殖业、禽蛋生产及加工业均可大力发展。④沿江地区。区内热量丰富， 

光照与降水同步。产业布局应突出优质水稻、棉花、油菜．发展养殖业(禽蛋、水产)，形成牧 

草一畜产一加工系列。⑤太湖地 区。本区热量光照及水资源丰富，农村经济发达。产业布 

局应突出水稻优质高产、设施栽培、商品农业、特色农产品及刨 农业。⑥丘陵地区。全区 

资源丰富．光热条件好．但水资源不均衡。产业布局应突出经济林果、特色农产品(甜玉米、 

红薯等)．发展林一草一畜相结合的生态农业。 

4．2 农经体制的改革 

农经体制改革是促进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关键。本省在这方面的改革共包括两个方面。 

1．规模经营体制改革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全省不少地区也进行了从小规模 

到适度规模经营体制的过渡，但针对地区情况．今后如何从适度规模再到规模经营的过渡是 

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2．自组织方式的创建 这是加强农村市场建设，促进农产品流通的重 要方面。 目前 

迫切需要提高农民的自组织程度，解决分散经营与市场联结问题。全省已广泛建立农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运销大户和经纪人是现阶段提高农 民组织程度的有效措施。今后应进一 

步探索与农产品市场及特性相联系的多种农民自组织模式．如契约型合作组织模式．农户 + 

合作社模式，农户+合作社+公司模式等，都是值注意的方向。 

4．3 农业科技创新 

主要包括农业高新技术推进、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与发挥科技潜力等方面。 

1．农业高新技术的推进 首先是加强农业生物工程、遗传育种、农产品加工等高科技 

的研究与应用，并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吉量，瓠好农业品种、技术、知识更新 3项工程建设，促 

进科技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其次是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园医的建设与管理。 

2．资源的台理利用 主要应加强丘度山区的利用。全省丘陵山区有 23个行政县， 

1．48万k ，已建成以苹果为主的淮j：果树基地，以常绿果树为主的太渤基地，及宁镇扬干 

果应时鲜果生产基地。因此，江苏省丘 睦山区应以生态及林果畜牧为主进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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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建设与保护(包括肥料) 主要是太湖环境污染问题。太湖是我国第兰大淡水 

湖，2425kmz，问题有4：(1)洪涝灾害。自5O年代，垒流域年淹超过 1000bn2的年达 12个， 

90年代特大洪水灾发生3欢。(2)酸雨频繁。1998年 l～6月42欢降雨，pH值仅4．68．酸 

雨频率 87．5％，1999年3--6月 33次降雨，pH值4．73，酸雨频率 81．8％；(3)水体污染。太 

湖农田、畜禽粪尿、生活污水、人粪尿、精养鱼塘及工业废水对水体氮污染的贡献为 24％、 

16％、14％、18％、6％和 22％。直接影响太湖环境污染。今年 5月。太湖各湖区水质均低于 

5类标准，境内 25条人湖河流，共流人化学需氧量 9243吨．总磷 74吨．总氮 2047吨，均超 

过允许量，其中总氮超过限量的4．16倍。今年太湖总体水质已为富营养化。应引起高度重 

视。(4)氮肥过量。全省水稻氮肥当季利用率 19．9％，小麦 19．5％。而太湖地 区水稻氮肥 

利用率为 17．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太湖水稻丰产方氮肥用量(N)为 372kg,／lm ，小 麦 

350kg／hm2，一般 稻 田327kg／hm2，一般小麦 田 283kg,／hrn2。实 际水稻氮的合理用量以 240 
-- 270kg／hm：(16--18ke．／亩)为宜。但从环境及水体污染看，上述氮肥用量是否合适，值得 

研究。为此，对太湖环境与肥料问题提出4点建议 ： 

(1)加强太湖全面综合治理。将治水、治土、治肥与工、农、生污染物排放相结合，当前主 

要是制止生活污水与固体废弃物的直接排放，同时在加强统筹协调管理基础上．对朔区环境 

质量进行监测与监控。 

(2)加强已开发的硝化抑制剂、脉酶抑制剂、长效碳铵、馀 层尿素、腐殖酸尿素等肥料在 

高产地区应用效果 的研究。 

(3)接氮肥利用率，建议太湖地区水稻和小麦的氮肥用量可减少 15％左右。适当减少 

水稻前期，增加 中期的施用比重。其它如氮肥深施、分次施用等应大力提倡。 

(4)为防治氮肥过量对环境的污染，建议在苏南地区开展长期与多点的定位研究，以确 

定氮肥合理施用量。 

4．进一步挖掘科技潜力 尽管江苏省在我国的总体农业生产中水平较高，但仍有以 

下4种潜力可挖：(1)生物潜力。目前生物的产量．远来达到生物的潜在生产能力。本省水 

稻的产量在亩产 600kg的基础上，又有大的提高．如江苏(常熟)PF向型农业示范区的大面积 

水稻亩产已超过 650 。因此．通过超 高产 品种培育及提高有机物台成、转化和储存，产量 

还可能在较大范围内提高；(2)环境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栽培技术是为了改善或充分调 

节环境条件．特别是包括光、气、水、肥、土、热和病虫害等外部环境条件。 目前全省还有 2／3 

中低产 田，通过改善环境条件，同样具有较大的增产潜力 ；(3)空间潜力。指空间的进一步双 

向拓展。如开垦滩涂地，土地退耕．水面种植等平面向的拓展，又如立体式与垂直栽培式的 

垂直向的拓展等，均可大大增加刺用空问．产量可成倍增加；(4)时问潜力。指延伸可种植时 

间或复种指数。通过地膜、大栅、温室使原来不能种植的时间变得可阱利用。特别是设施农 

业的发展使反季节生产成为可能。双季或三季的耕作制度．也将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新 

的种植方法的建立，有再实施的可能。 

总之，为了充分发挥上述 4种潜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包括现代育种、先进栽培及农业 

设施技术等均不可少。同时．农业的配套政策．包括土地、科技和农业政策．也不可少．其中 

土地政策解决扩农问题．科技政策解决为农问题，农业政策解决务农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加 

速实现该省的农业现代化。 (下转第 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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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造成了负向效应．贡献份额为 一10．9％。资本生产率对土地生产率的增长表现 

出负向效应．为一14．9％．江苏省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全部来源于土地的资本集约率的增长。 

2．3．5 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 在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各个部分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所起的作用并不等同．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以部一个部分要素生产 

率为导向因素．即为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根据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 

结果．可以确定江苏省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导向模式。 

3 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199~年和 1978年相比，江苏省的农业产出增 

加了346．9％，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为国民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总体发展是可持续的，但是农业总要素生产率在个别年份停滞甚至倒退．局部时段 的农 

业发展表现为持续性与不持续性交替发生；(2)江苏省农业部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表现 

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增长，其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尤其明显，我国农业素来存 

在“隐性失业 的问题，江苏省这 2O年来第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富余农业人 

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从侧面反映了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进程．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也再次 

验证江苏省农业必须遵循集约农业的指导方针．向精细农业发展；(3)江苏省近年来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资本装备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增长，而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全部来 自 

土地资本集约率的增长，表明农业投入在江苏省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农业生产率增 

长的规律以及江苏省农业发展的趋势，资本也即投入的增加在今后仍是台理的行为；(4) 

1978～1997年江苏省的农业增长模式屠于中性增长．其中 1978～1991年属于内含增长， 

1992年以后却转换为外延增长模式，出现倒退．这恰与农业生产的阶段不可持续性契合，其 

中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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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江苏省今后农业研究的建议 

1．农业人世后江苏省如何加强农业结构性诃整?粮食等保障体系如何建立?农业产业 

如何升级?方向．内涵与标准如何? 

2．如何通过新技术革命，提高农业科技贡献份额，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 

3．如何进一步对全省区域性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建设及管理加强研究? 

4．如何加强全省生态与环境质量建设，研究水资源供需平衡与水污染防治；土壤资源包 

括江(长江)一湖(太湖)一丘(丘陵)一海(海涂)的合理开发利用：大气污染与监测监控；生态 

资源利用与保护等项研究。 

5．为适应农业发展．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省水利、农机、能源、交通、农村服务体 系与乡镇 

企业的发展。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