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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２００９年５月，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

自治区决策咨询委员会 （以下简称咨询委），作为为自治区党委重大

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工作机构。面向全国聘请了１位自治区决策咨

询委顾问和１３位特邀咨询委员。２０１６年以来，根据工作需要，自治

区决策咨询委开展了特邀咨询委员的续聘和增聘工作，现特邀咨询

委员共有１５人，组成高水平的决策咨询专家团队。八年来，咨询委

组织特邀咨询委员就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开展课题研

究，形成研究成果，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推动了广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本书共收录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１０

项重大决策课题研究的优秀成果，内容涉及广西 “十三五”总体发

展战略、产业发展、社会建设以及区域规划。本书的编辑出版，得

到了广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人员的大力支持，咨询委办公室

全体同志和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部分同志参与了本书编审校工作，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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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贸区背景下的
广西农业竞争力提升问题研究总报告

“十二五”时期，在进口农产品冲击加大、自然灾害多发重发、农

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

“富民强桂”这一总体布局，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持

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以加快发展方式为主线，以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为基本要求，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重点，农业

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令人振奋。农业发展得好，为 “富民强桂”深入推

进、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美丽广西”建设扎实有效开展奠定了

重要基础。同时也要看到，农业现代化仍然是 “四化同步”的短腿，农

业基础竞争力不强、农业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面临的复杂性、多变性也

与日俱增。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背景下，要切

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

主导权主动权，充分发挥广西战略地位提升、后发优势明显、综合生产

能力显著增强、产业特色日益明显、国家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对外合作

保持主动有为、区域发展战略合作取得突破等方面的有利条件，稳中求

进、积极作为、补齐短板，主动实现突破和创新，大力推进农业现代

化，让农业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产业，为全区实现 “两个全面建成”奠

定坚实基础。

本报告在分析广西农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

战的基础上，提出广西农业发展的主要思路和战略方向、农业发展重点

和相应的支撑保障措施。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广西农业

近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二部分，分析广西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以及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第三部分，提出下一阶段广西农业发展的基本

目标、思路和原则；第四部分，阐述广西农业发展重点；第五部分，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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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提升广西农业综合竞争力的支持保障体系。

一、主要成就

５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三

农工作高度重视。立足自身区情，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量逐步增加

的背景下，广西认真贯彻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

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条件，强

化农业科技支撑，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农业综

合竞争力稳步提升。

（一）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

广西在主动调整农业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方面见事较早、指向明

确、措施实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已经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１．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十二五”期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广西粮食种植面积下降０．１７％，

单产上升７．４９％，产量由１４２９万吨逐步上升到１５３４万吨，粮食产量保

持稳定增长。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稳定，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保持在

７６％左右，玉米保持在１７％左右。

２．产业优势初显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业各产业内部布局不断调整，特色

农业快速发展。近年来，全国６５％的糖料蔗生产、４５％的桑蚕生产都

集中在广西，二者产量在全国均位列第一，并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精制糖

生产基地、最大的木薯淀粉加工基地。秋冬蔬菜产业优势明显，占全年

蔬菜的比重大幅提升，冬菜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林业产业发展迅速，

林产品产量、林业总产值均处于全国前列。

“积跬步以至千里”。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广西农业产业的规模优

势、质量优势、品牌优势开始集中体现。从全国来看，广西的稻谷、玉

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及香蕉、荔枝、龙眼、柑橘、蚕桑业等行业，具

有比较明显的综合比较优势。作为世界上第三大食糖主产区，广西糖业

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综合比较优势更为明显。牛羊等草

食畜牧业以及家禽产业等优势也比较明显。目前，已有６５个产品被评

为广西优质农产品 （其中有效期内产品２９个），１２个农产品实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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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全程可追溯。２００４年以来获得了６１个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

３．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产业化经营体系已具雏形

经过多年努力，广西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逐渐发展为包括糖业、桑

蚕业、林业、畜牧水产业等在内的多元化市场，产业化经营体系主体呈

现多层次性，经营形式呈现多样化，部分龙头企业规模得到快速扩张，

其带动力和市场竞争力得到加强。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底，全区农村承包

土地流转面积累计６２８万亩，占农户承包土地总面积的１８．８１％，涉及

１９６万农户，催生了百色番茄、金穗香蕉、富川脐橙等一批规模大、专

业化强、现代化程度高的农业项目。

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底，全区规模以上 （年产值５００万元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共有１５０４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３１家、自治区重

点龙头企业２１０家。农民合作社发展到１５４７６家，比上年新增１０８４家，

出资总额１８０亿元。合作社实有成员超过７１万户，带动非成员农户２４６
万户。各类种养大户１万多户，连片流转土地５０亩以上的大户３８００多

户。已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家庭农场１７１５家，注册资本金４．８６亿元，

从业人数４３８３人。

４．农业开放水平迅速提升

作为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广西在利用我国政治、

经济、科技、市场方面的优势，在面向东盟国家、南亚开展合作拥有独

特地利的优势，在高起点实施更为主动积极的开放战略、加快转变对外

经济发展方式、稳步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建设具有

相当潜力。在农业方面，广西在进口农产品中转贸易加工、出口农产品

物流建设与加工、境外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对外科技和金融合作方面可

以大有作为。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增加，２０１２年贸易额达

到５７．６亿美元，占全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由２００１年的第２０位上升到第

１０位。农业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至２０１３年广西批准企业开展境外

投资项目３９个，投资额２．８亿美元。同时，通过举办博览会、新技术

展示交流会、建立农业技术示范基地、技术培训班、农业培训中心等方

式，将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引入国内。

（二）发展基础得到夯实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伴随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框架的

完善，广西农业发展条件迅速改善，农业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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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支农投入力度大为增强

２００４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每年发出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 “一

号文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断健全，广西农业得到的支持迅速增加。

２０１５年３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参加广西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对广西的定位，是发挥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独特优

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构建面向东盟的

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广西的战略地

位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后几年国家还将在扶贫开发方面拿出新

的硬政策，除 “一带一路”政策外，国家主体功能区、中国—东盟自贸

区、海洋经济等方面的战略进入深入实施阶段，北部湾经济区、珠江—

西江经济带建设的带动力显著增强，这些都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广西

农业得到的支持也将相应加大。

２０１３年广西全区和县级财政支农投入金额分别为３７１．９亿元和

２６４．４亿元，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分别增长了１２．８倍和２１．７倍，年均增速分

别高达２２．４％和２７．１％，明显高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速。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全区和县级财政支农投入仅增长了１．３５倍和１．３２倍，年均增幅分

别为１５．３％和１５．１％。而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间全区和县级财政支农投入增

幅分别达到４．８７倍和８．７７倍，年均增幅分别高达２８．８％和３８．５％，

远远高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间的增长速度。

广西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日趋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商业性金融为

主体、政策性金融为扶持、民间融资为补充、保险担保为保障的多层次

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末，全区涉农贷款余额

５４７８．６９亿元，比年初增加６９０．８９亿元，增长１４．６７％。

２．基础设施大为改善

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完善。２０１４年，广西共建成６８万项水利工

程，初步形成防洪、供水系统。其中，建成水库４５５６座，库容量达到

７１８亿立方米；水电站２４４１座，装机容量１６０３．５万千瓦；农村供水工

程２１４．４２万处；塘坝４．０９万处；大型灌区１１个，中型灌区３４１个，

全区有效灌溉面积２４００多万亩。

农业物质装备水平不断增强，机械化水平有了全面快速的提高。自

２００１年以来，农业机械总动力年均增长率达６．７８％，农用大中型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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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小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机动脱粒机数量也都得到了大幅度

增加。

３．农业科技贡献率不断上升

２０１３年全区累计鉴定农业科技成果１６９项，其中国际领先水平

１２项、国际先进水平６项、国内领先水平７３项、国内先进水平６８
项。２０１４年，广西围绕农业新品种、农村信息化、农产品加工、饲

料及添加剂、新型农药、农机装备及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及乡村环

保、先进种养殖等领域的重大技术成果转化，重点支持３５项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开发３０项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形成１１条农产品加

工和农业投入品生产线。已建设各种现代农业示范园区１００多个，包

括合浦、兴业和田东３个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信息化服务水

平得到提高。２０１４年启动建设１０个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充分利用

“三农科技服务网”“农视通”“科技服务热线９６６１１８”等手段为农户

提供科技信息服务。

４．社会化服务体系覆盖面扩大

全区已建有５３２个新型农村科技服务机构，１１１个县 （市、区）

１１４７个乡镇农业推广服务机构，形成了完善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农

业系统已形成联结各级农业部门、农业行业协会、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

和龙头企业等多方面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体系。形成了多个以农产品流

通企业或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区。已有４０个县

（区、市）４０８个乡 （镇）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７３．６％的涉

农区县设立仲裁机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经营管理服务体系。

（三）发展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经过持续努力，广西农业在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无效投入、加强质

量安全控制、提高市场影响力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１．投入品使用更为科学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主要靠增加投入提高产量，生产方式不合理造

成的污染不可忽视，发达国家的亩均化肥施用量一般不超过１５公斤／

亩，而我国农作物亩均施肥达到２４公斤，残留量为５０％－６０％。近年

来，广西结合本区域情况，在提高投入品使用的科学性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目前，广西已经启动化肥农药使用零增长行动。

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普及示范县 （市、区）创建不断深入。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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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累计采集土壤样品３．８万个，开展分析测试２５．６万余项次，基本

建立了水稻、玉米、甘蔗等大田作物县域施肥指标体系；发布作物施肥

县级区域配方５１４个，大中区域配方１３４个。测土配方施肥推广面积达

６３３０多万亩次，亩均节肥１．７５公斤，减少化肥投入１１万吨 （折纯量）

以上，亩均节本增收４６．５元。

以确保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广西在

推广绿色植保防控技术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示范区通过安装太阳能杀虫

灯和新型飞蛾诱捕器，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类农药，改

善施药方法，实行统一及时用药，用药量可减少３０％。

２．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２０１４年，广西森林覆盖率达到６２％，居全国第三位；全区公益林

面积８１７０万亩，占林地面积的３５％。“十二五”期间，完成石漠化综

合治理植被恢复面积人工造林２４０万亩，石漠化治理成效全国第一；完

成珠江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工程建设面积５２６万亩，其中人工营造乡土

树种、珍贵树种、混交林面积比例从过去的１０％左右提高到８０％以上，

工程生态效益显著提高；３５０万亩退耕还林面积得到有效巩固，保存

率、成林率均在９５％以上；实施 “绿满八桂”造林绿化工程，山上绿

化、通道绿化、城镇绿化、村屯绿化美化水平明显提升，西江千里绿色

走廊和北部湾绿色生态屏障初具规模，“山清水秀生态美”品牌享誉全

国。截至２０１４年，全区集体林地勘界确权率９９．１％，登记发证率

９５．１％。广西因地制宜发展立体林业、循环林业、集约林业，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２０１４年广西林下经济产值６１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１％。以农

村沼气建设为主的广西农村能源建设的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服务体系

建设逐步完善，有力地推进了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生态农业、循环农业、

绿色农业的发展。

广西已建各类自然保护区７８处，面积２０４３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

积的５．７％。初步形成布局较为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完备的

自然保护区网络，有效地保护了广西境内绝大多数重要陆地生态系统类

型、绝大多数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和维管束植物，有效地保护了７６％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７９％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以及

６０％的红树林湿地，在广西自然保护和生态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起

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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