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的对策思路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经济强才能人气旺。农业产业创新发展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

助推器，是提升农村经济、完善农业发展链的强力抓手。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实质上是对传

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农业科技含量和发展效率较低，

产业缺乏竞争力；农产品有良好的生产基础，具备叫响品牌的条件，但品牌多而不强、 知

名度有而不响， 更缺少一批起点高、带动强、品牌亮的大型龙头企业；农村自我提升和发

展的能力较弱，农民增收的动力缺乏。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不断完善农业产业结

构，把创新发展农业产业作为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 

            实现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的转变，形成农业发展新格局。打

造现代农业发展高地、生态优质农产品标杆产地、开放型农业生产基地和区域绿色农产品

交易集聚区。立足农业农村资源条件与区域发展优势，以特色农业为基础、以农耕文化为

灵魂、以田园乡村为载体，围绕沿江、沿海、沿运河、沿黄河故道及湖泊丘陵资源，打造

不同类型的乡村田园。优先强化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以农产品深加工推动产业集

聚，推动地域特色农产品产业集聚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及规模优势。 

            打造现代农业发展平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是现代农业在空间地域上的产业集聚

区。围绕园区的提档升级，高标准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高起点创新集成农业科技成

果，高质量引进实施重点农业项目，高水平打造农产品知名品牌，高要求发展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打造公共服务平台，集成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示范带动

区域现代农业发展。 

                以开放理念发展农业。全方位、多途径引进各种生产要素，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

的优化配置，助推开放型农业经济新发展，打造开放型农业新格局。优势农业企业通过全

球化布局，聚焦多元化产业链和价值链，摒弃单一化种植养殖初级产品，挖掘和拓展农业

产业的多维功能。为现代农业提供智力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和核心是人才振兴。人

才振兴要在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的基础上，以人才引进为重点，多维措施并举，出



台科学化人性化的人才引进机制，稳定人才、发展人才、留住人才。构建农民学习共同

体，满足不同类型职业农民培育需求。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产业创新发展要有新思路，寻求新突破，重点要在强化农业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打造高效率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完善资本农

业发展机制和实施农业大数据发展战略上下功夫。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依靠科技

创新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产业未来发展依托科技进步和创新，依托农业技术装备水

平的不断升级。开发优质农业资源，强化现代种业、智慧农业、农机装备等关键性技术研

发攻关。鼓励扶持农业科研单位、农业科技推广单位、农业企业等自主研发优良品种、先

进农业装备以及在良种繁育、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等方面的关键性技术和高新技术，充实

农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孵化力量，依靠科技创新激发农业发展新活力。完善农

产品质量高通量确证检测技术体系，精确获取衡量农产品质量安全、 优质、 营养、 健康

等要素的数据信息，奠定质量评价技术基础。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体系，

为政府精确监管、指导安全生产、引导合理消费提供技术支撑。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化生产体系，集成农业投入品合理使用技术，规范农业生产过程，确保产出合格的农品。 

            以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为突破口，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规模。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农

业产业化开始快速发展，但总体上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小、带动能力不强、市场竞争能力

较弱，特别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矛盾日渐突出。新时代加快推动农业

产业化高质量发展，重点是加强龙头企业运行监测，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创新和完善 

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专题培训、观摩交流、政策引导等方式，指导龙头企业主

动联手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创新利益联结模式的基础上，促进长 

期稳定合作，形成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责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依托高

效率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强化农产品品牌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江苏农产品电商市场主要

有沙集模式、沭阳模式、特产馆模式等三种较典型的发展模式。目前仍存在产业集聚程度

和供应链整合程度不到位、产业配套设施和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薄弱等一系列问题。为

此，要集中优势建立区域型本土农产品电商，有目标、有步骤地培养旗舰级涉农电商主

体。强化地标性农产品品牌建设，合理鼓励以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起点的产业集聚和产业集

群发展，催生“网络爆款”。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强化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包括农产品

标准化体系、村级信息化、信用机制建设等。 



         完善资本农业发展机制，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资本农业是把双刃剑。资本

预期目标和农村发展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资本天然逐利性更易挤占农民利益，例如工商 

资本出现“项目烂尾” 、“资本跑路”和“土地非农化”等负面案例。许多地方政府对待

工商资本进入农村的态度由鼓励支持逐步变为严格谨慎。 为此，要努力构建以土地流转机

制、技术支撑机制和人才培育机制为核心的运行机制，以农业保险机制、政府监督机制和

政府补偿机制为支撑的政策体制，推动资本农业持续健康发展。严格准入和强化监管资本

农业的发展，通过设置工商资本进入农村门槛，制定资本下乡的细则与规范，有序筛选出

符合条件的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建立政府监督机制，既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

控制工商资本风险的必要准备，重点监管流转土地的用途，对工商资本运作过程加强监督

和风险管理。实施农业大数据发展战略，推动智慧农业发展。农业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整

合农业资源、破除农业信息化服务瓶颈制约、加强政府与农业企业联动性等功能。目前，

农业大数据发展面临最主要的难题是大数据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研究滞后。农业大数据

发展应突出创新发展这个关键环节，探索农业大数据融合发展路径，在智慧农业、农业大

数据平台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实施重点突破。在智慧农业方面，推广遥感监测、智能识

别、自动控制等设施，建立现代农业自然资源、生产、市场、农业管理等数据，为数字农

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在平台建设方面， 打造农业大数据综合平台，统一农业大数据行

业标准，推动形成农业大数据共享机制；在制度建设方面，加强农业大数据发展的政策引

导，推进支撑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农业大数据采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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