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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以
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
展方式转变。”这为山东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陆懋曾团长在省农业专家顾问
团２０１４年工作会议上提出，把“深入推进我省农业发展方
式转变”作为顾问团２０１４年的重点调研课题。

山东农业发展到现阶段，如何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推
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
量安全、食品安全，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发展资源节约、生
态友好型农业，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可持续增收的
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调研，围绕制约山东农业发
展的资源环境问题，揭露矛盾，分析原因，提出加快推进我
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这便是本课题调研的目的、意义所在。

课题调研由资源环境分团牵头，小麦、玉米、蔬菜、林
果、水利、畜牧、农经、食用菌等９个分团参加。课题调研分
为综合调研和专题调研。综合调研由资源环境分团和农
经分团负责，专题调研由其余８个专业分团负责。

综合调研组由资源环境分团和农经分团的同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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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调研采取实地调查和书面调查两种形式。调研组的
同志先后赴青岛、临沂、日照、烟台、东营、德州、淄博、潍
坊、枣庄、济宁、莱芜、滨州等１２个市及其部分县（市、区），
深入乡村农户、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同时还对桓台、
安丘、临朐、禹城、曲阜、沂源、汶上、齐河、蓬莱、滕州、章丘、
招远、海阳、平原、莒县、莱州、五莲等县市进行了书面调
查，省农业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提供了有关资料。
各专题组认真、及时提交了专题调研报告。

综合调研组经过认真调查、反复研究，形成了综合调
研报告初稿，提交于１０月１１日召开的省农业专家顾问团
分团长会议讨论。会后根据与会同志的意见，做了修改、
补充和完善。调研期间，顾问团领导多次给予具体指导，
顾问团办公室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各分团给予大力支持，
在此深表谢忱！

综合调研组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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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篇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时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
不能放松。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
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同时指出，重点要以解决好地怎
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
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
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我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特
别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山东地处我国东部
沿海，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热同
季，是全国粮食、棉花、花生、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的
重要生产和供给基地，产品产量和质量均名列全国前茅。

山东首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设施农业，至今仍对全国农
业发展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２０１３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４　５２８．２万吨，比上年增长０．４％，连续１１年增产。全省棉
花总产量６２．１万吨，花生３４５．７万吨，蔬菜９　６５８．２万吨，

水果１　６０１．５４万吨。全省肉类总产量７７４．８万吨，禽蛋

３９６．２万吨，奶类２８１．２万吨，水产品８５１．９万吨。总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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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省农业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也处于加快农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的
重要指示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论
述，为我省农业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我们也要认
识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增产难、农业增效难、农
民增收难的问题愈加突出，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国际
市场竞争压力日益凸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不容忽视，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深入推进我省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必须统
筹考虑、协调推进。为此，省农业专家顾问团课题组在充
分借鉴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从内涵与要义、必然
的选择、困难与挑战、探索与实践、思路和重点、路径选择、
实务与技术、对策与措施八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
析，以期达到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路子，加快推进我
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

第１章　内涵与要义

所谓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指对实现农业发展的目标
任务、方法手段、模式途径等不断调整和变革的过程，是农
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综合生产能力的发
展过程。它既是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也是农业生产关系的
调整和变革。通过不断对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增长
方式、农业结构等创新和优化调整，逐步实现农业发展速
度、质量、规模、效益相协调，消费需求、资源配置、生态环

转变发展方式　建设现代农业



３　　　　　

境相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真正做到农业又
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要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步进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本国国情，适
时转变传统发展方式，积极寻求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美
国、西欧各国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都注重农业发
展方式转变，并根据各自国情、国力，确定了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的重点和方向。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
后，由于轻视农业农村发展，整个国家由此陷入经济徘徊、
社会动荡的发展“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三农”
问题，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适时地作出
农业发展战略调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业经
过２０年的改革，农产品供求关系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
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新阶段，市场约束和资源约束
共同成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为此，党的十五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
出了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进入新世
纪，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变化加剧，党的
十七大作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部署，农业作
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同样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任
务。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推进
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总体上已
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
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综 合 篇



　４　　　　

的重要时期”，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全
面部署，也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出了具体要求。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重大任务。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把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作
为主线，出台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
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总体概括为以下七大要义：

一、农业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和资源消耗向资源
节约、生态友好型转变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经济增长来源有两种方式：

一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实现增长，即外延粗放型增
长；二是依靠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实现增长，即内涵集约型
增长，主要包括提高要素质量与效率、资源配置优化、规模
经济性等内容。传统农业发展方式主要是指促进农业增
长的一般途径和手段，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走
的是一条高投入、高产出、高排放、高污染的农业粗放型增
长的路子。为了单纯获得农业产量增长，不计代价地增加
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忽视资源的刚性
约束、环境污染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给资源承载能力和环
境容量造成极大压力。我省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的省份。
据山东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底山东人均
耕地面积１．２１亩，比全国人均耕地１．５２亩少了０．３１亩，
也少于１９９６年第一次土地调查时的人均耕地１．３２亩。
同时，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全省每年需新增建设用地

３５万亩左右。人均水资源量３５５立方米，不到全国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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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１／６，全国排倒数第四位。耕地退化越来越重，每年农
药、化肥折纯用量分别为２．５５万吨和４７０万吨，有效利用
率仅为３０％～４０％，均是发达国家利用率的１／２左右；不
可降解塑料地膜残留严重，全省地膜用量１３．９万吨，残留
率为２０％～３０％；畜牧养殖废弃物贮运和处理能力不足，
造成污染严重。总之，从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承受能力来
看，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对我省农业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
为此，农业增长必须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也就是
从农业资源短缺的实际出发，走农业资源节约使用、循环
利用、综合开发、低碳发展之路，积极推广“节地、节水、节
能、节本”各种资源节约型生产经营模式，大幅度地提高农
业资源的利用率；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推进农
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加强农业污染治理，全面改善农业的
生态环境，全面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
节能减排，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产品供给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总量平衡、结构
平衡和质量安全并重转变

　　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粮丰农稳天下安。近年来，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
供给，将其作为基本战略和重要政治任务来抓。２００３年，
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提出确保基本农田不少于

８　０００万亩、粮食播种面积不少于１亿亩、粮食总产不少于

３５０亿千克的“三条底线”，率先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
也正是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国家和省里连续出台１１个一号文
件，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补贴奖励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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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２０１３年总产达到
４５２．８２亿千克。

近年来，我省农产品供求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一是
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由总量紧平衡、结构性短缺，向产需
缺口继续扩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转变。二是主要农
产品生产向主产区进一步集中，大范围、长距离运销格局
业已形成。三是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消费者更加注重农产
品质量和安全。从品种结构看，我省小麦产量大于消费
量，玉米、稻谷和大豆产量远小于消费量，需要省外调入和
进口解决。从区域结构看，东部粮食产不足需，鲁西、鲁
南、鲁北产大于需，青岛、烟台、潍坊、临沂、滨州等市产需
缺口越来越大。从消费结构看，我省４５０亿千克粮食的消
费，口粮１４０亿千克左右，饲料用粮１６５亿千克左右，工业
用粮５０亿千克左右，其余为种子、自然损耗和外调等。从
质量安全看，部分食用农产品存在农药、兽药、重金属残留
超标，食品加工过程中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加工过程质量
控制不严格，农村地区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薄弱，安全
有保障、质量有标准、产品有标识的优质农产品比重低，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营养水平看，面临营养不足与过剩并
存，城乡、区域之间的居民食物与营养消费水平存在较大
差距。相当比例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的膳食营养摄
入不足，贫血、营养不良发病率仍然较高。同时，由于健康
饮食习惯问题，导致营养性疾病发病率不断提高。因此，
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由吃饱转向吃好、吃得安全，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要坚持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
构、区域结构调整，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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