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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近八旬的李友华先生又一力作《农业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即将问世，先生嘱我为其作序
，故谨书数言，略记先生道德文章之一二。
我与先生交往多年，深为先生的学养所折服，为先生的精神所感动。
先生毕生从事农业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论及学术研究乃笔耕不辍、创获甚丰；言其培植后学则诲人
不倦、桃李满园。
　　友华先生1933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市的一个贫民家庭，1954年参加工作，1960年开始从事农业高
等教育和科研工作，执教至今，实至名归，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
斗转星移，教泽绵延，先生与东北农业大学风雨同舟已历五十载。
其间，历任东北农业大学农经教研室主任、农经系副主任、经管系主任、经贸学院院长、黑龙江省学
位委员会经管学科组成员、中国农业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农经组成员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3年退休后，仍耕耘于东北农业大学教学与科研第一线，按照学校的安排，到东北农业大学成栋学
院任经济管理系主任和学科带头人，同时担任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友华先生是东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先生当年亲手所植的农业经济管理学
科这株幼苗现已茁壮成长，结出了盈枝硕果。
先生于1980年参与组建东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经历了农业经济学科与经济管理学院建设和成长的
全过程。
农业经济学科由1982年仅有25名学生的农业经济系发展成为具有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一级学科
博士点、2个二级学科博士点、5个硕士点、9个本科专业的经济管理学院，与先生对农业经济学教育与
研究事业的无私奉献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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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笔者紧跟我国经济形势，用很大精力和较大篇幅研究了入世后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分析了我国农
业进出口形势、机遇与优势，提出了应对入世挑战的举措。
笔者对黑龙江省农业了解颇深，提出了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的发展对策，重点研究了大豆、玉米、水稻
、小麦四大作物的发展问题。
同时，还把黑龙江省农业置于中国的农业视角下，把中国农业放在世界农业之中来研究，突破了就中
国农业研究中国农业的局限性。
他着重研究了外向型农业基地建设、畜产品出口战略等问题，为黑龙江省外向型农业、农产品出口，
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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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表示原有的部门、类别组合与分布的结束，新的组合与生产区位的开始和发展。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看，农业布局已由传统的小规模零散的布局方式向现代大规模的区域专业化布
局模式转变。
（二）农业产业布局的任务农业的合理布局是发展农业生产，推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措施。
其目的是以不同区域市场为导向，从宏观上协调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农业各
部门、类别的发展比例关系，有效利用区域的农业资源，挖掘农业生产潜力，发展区域生产专业化与
综合发展的功能，建立良性循环的农业生产体系，推动第二、三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合理布局与
迅速发展；以低投入高产出满足国民经济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此农业生产布局的基本任务是揭示以往农业分布的内在矛盾，根据不同市场需求和农业各部门、类
别，制定符合一定阶段要求的农业部门新规划、新方案，为实施国家或区域对农业生产宏观上分类指
导和微观上部署落实服务。
　　农业布局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市场需求新变化与继承的农业生产结构及其分布之间不相适应，或者
说即将形成的农业生产力与以往农业生产分布之间发生冲突。
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农业新增的生产力及原有的生产力的增量要求落实到一定区域以发挥其增
产与有效供给的作用。
其一是新诞生的农业生产力要占有一定的空间和相应的生产要素；其二是原有农业生产力在市场需求
增大的前提下，在空间上扩充区位。
新的农业部门类别布局空间扩大，一些部门、类别分布的空间被挤缩或排除。
只有正确处理基本矛盾，才能建立适应不同等级市场需求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新面貌，促进农业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
　　农业布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社会需求结构变动引起农业部门
、类别发展之间的矛盾。
　　（2）农业商品性专业化生产与自给性分散生产之间的矛盾。
　　（3）农业区域之间的矛盾。
　　（4）农业发展要求内涵与外延开发的矛盾。
　　（5）农业布局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矛盾。
　　这些基本矛盾不可能集中于一个农业区域，表现成熟、主次地位也存在差别。
因此，在研究与制定区域农业布局规划与方案时，要立足全局，抓住主要矛盾，揭示其根源，提出解
决的对策与措施，才能规划出行之有效的、符合实际的农业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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