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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不仅解决了13多亿中国人的吃
饭问题，而且对世界农业也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21％人口的温饱问题。
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9年的5153元。
按照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为4007万人。
但是现阶段，中国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村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
农业和农村发展仍面临着生产规模小、比较效益低、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城乡差距扩大等一系列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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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意义　　进行中国农业产业区域集群形成机制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可以引导农业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培育优势产区，推
进农业区域集群，把各地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发挥出来，形成科学的农业生产力布局，做大做强各具特
色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对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可以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发展的新的模式，突破传统的发展路子，按照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走出一条节约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推进农业产业健康成
长的路子。
　　第三，可以为尽快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摸索一条现实可行的
途径。
实行农业的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形成一批具有明显优势的区域集群，是一些发达国家增强农业竞争
力的重要经验。
如美国已经形成了有竞争力的专用小麦、专用玉米和柑橘产业区域集群，法国形成了世界著名的酿酒
葡萄优势产区。
应对人世挑战，选择一些最能够发挥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优势的地区，逐步发展为农业产业的区域集
群，有利于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我国农
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能够指导主产区农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增收最困难、最缓慢的是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农民。
人世后，大宗农产品主产区受到国际市场冲击的可能性最大，这些产区农民增收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
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要增加农产品主产区农民的收入。
如果把我国农产品主产区，经过重点培育，带动加工、储藏、运输、营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形
成一批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区域集群，就能够开辟农民的就业渠道，形成新的收入增长点。
　　第五，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和管理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促进工农协调发展。
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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