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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四个现代化，农业是基础。社会发展进步，农业增

长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曾率先取得了恢复

性增长和创新推进性增长，为我国经济社会 30 多年来的

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撑。在新的发

展阶段，如何找到农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实现农业的持

续增长，对于进一步探索和遵循农业发展规律，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使农业发展实现

新跨越都是一个必解的“扣”。

《打造山东农业发展新的增长点》是 2014 年初山东

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工作会议上，由省农业专家顾问团总

团领导提出并部署的重点调研题目，农经分团承担了该

调研题目综合报告部分的调研和撰写。为撰写综合报

告，我们先后分头赴全省多个市展开调研，多次专题开

会研讨，并请顾问团办公室向有关市咨要了部分相关调

研材料，综合报告撰写修改时又参阅了小麦、玉米、棉

花、花生、蔬菜、林果、水产、水利、畜牧、农机、食用菌、资

源环境等兄弟分团撰写的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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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和综合报告撰写期间，总团领导给予了许多指
导，顾问团办公室和各市县同志给予了积极支持与配
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打造农业新的增长点，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
题，以往人们对此研究并不多，可参阅资料有限，加之我
们水平所限，所提供给大家的成果还很不成熟，在此，也
诚请各位专家、同仁指正。

2014 年 9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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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报 告

第 1 章 绪 论

2014 年年初的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工作会议上，总
团领导提出了有关“打造山东省农业新的增长点”的重点
调研题目。这个调研题目综合报告的调研撰写任务交给
了农经分团，分报告由小麦、玉米、棉花、花生、蔬菜、林果、
水产、水利、畜牧、农机、食用菌、资源环境等兄弟分团分头
调研和撰写。
“打造山东省农业新的增长点”，这个题目看似简单，

却极具挑战性。越是对这个题目展开调研，越感到做好这
篇文章的难度大、压力大，此前有关这个题目的研究几乎
是空白，也越认识到研究这个题目的必要性，同时也进一
步增强了做好这一调研题目的使命感。

打造山东省农业新的增长点，通过调研我们认为，至
少应明确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什么是农业新的增长点?
为什么要打造农业新的增长点? 现阶段山东省农业新的
增长点究竟应该是啥? 如何打造山东省农业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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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新的增长点的含义

所谓农业新的增长点，是指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在现
有正常运行基础上，在其不同发展要素、不同发展环节、不
同发展领域中那些极具增长潜力但还尚未真正启动和开
发，或虽有启动和开发但还远未实现其潜能的点。具体一
点说，是指那些能够或使某种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或使
某种农业产业、某种农产品经济效益大幅提升，或使某种
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或使某种农业产业、某种农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的点( 这里的所谓“大幅”，指
增幅、升幅至少超过近 5 年来的平均增幅、升幅) 。

考虑到农业新的增长点启动、开发的现实可行性，选
择农业新的增长点至少应考虑以下约束条件:应在本产业
现有可利用资源( 如耕地等) 框架下考虑;应不改变现有基
本经营制度;应在现有国家基本产业政策指导下; 应无需
政府和农户大幅增加投入;应对本产业发展全局能够产生
重要影响和突破性促进。

农业新的增长点，一般具有如下特征:需求潜力大，市
场前景好; 增长速度快，易形成经济效益; 对全局影响大，
易产生引领作用。

二、为什么要打造农业新的增长点

1．打造农业新的增长点是探索和遵循农业发展规
律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从诞生( 即原始农业出
现) 到今天，每前进一步都是不断找到、启动、拓展农业发
展新的增长点的结果。也可以说，一部农业发展史，也就

打造山东农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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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业新的增长点不断被找到、启动、拓展的历史。我们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探索和遵循农业发展规律，也就必须不
断探寻、找到农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2．打造农业新的增长点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
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
业必须强”。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然而，
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生
产过程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效果、农业生产效
益的现代化，现代化要求农业的生产效果更好，农业生产
效益更高。着力打造农业新的增长点，这更利于明确农业
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使农业科技的创新，农业生产手段、生
产装备的完善，农业工艺和管理的革新更有目标遵循，也
使农业现代化更具实效性。

3．打造农业新的增长点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需
要。毛泽东强调“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习近平指出“解
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13 亿人口
的大国，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粮食问题只能靠自己解
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粮食
总产不断上台阶，尤其近些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已出现了十
一连增。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同时，我
们的粮食自给率却在不断下降，而且我国粮食的刚性需求
只升不降;粮食越是连年增产则继续增产的压力越大，自
给率越是下降，粮食安全的系数也越是降低。这不能不使
我们引起警觉。为此，这也极需我们抓紧考虑和研究粮食
生产的新增长点，真正找到并尽快启动粮食增产的潜能。

总 报 告



4

4．打造农业新的增长点是山东省农业发展实现新
跨越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农业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山东曾较早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创造性地提
出并实施了农业产业化，率先提出了“科教兴农”并实施了
“良种工程”，较早提出并大力推行了农业国际化、农业标
准化，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山东省农业改革
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在全国名列前茅，让世人拍手叫好。
但是，在全国各省市区都竞相加快发展、农业发展的新亮
点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今天，山东农业的“第一”不断被
外省赶超( 如粮食、棉花、果品) ，山东农业的不少优势渐风
光不再( 如良种、设施农业的特有优势) ，山东农业的不少
亮点已开始褪色( 如产业化、合作社等体制创新) ，山东农
业再发展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如粮食连增的爬坡) 。如何
打造新优势，加快新发展，实现新跨越，已成为摆在我们面
前的重要课题。新优势、新发展、新跨越的实现最终都需
要农业新的增长点的落实和支撑。

三、现阶段山东省农业新的增长点

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看，农业新的增长点
有许多，比如，推进粮食高产攻关，推进大方田建设，农业
新技术的研发与突破( 譬如棉花轻简化栽培、高效节水、采
棉机等) ，农产品的加工深加工，农业信息化建设，农业物
流业的新突破，等等。为此我们对农业新的增长点的筛选
需要遵循如下原则: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发挥行业和当
地优势为前提，以提高质量与效益为重点，以可持续发展
为核心，以创新进步为保障。遵循上述原则，经筛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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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近期山东省农业新的增长点如下。
1．农业新的增长点之一———种业拓展
种业是指粮食、蔬菜、林果、畜牧、水产、食用菌以及各

类经济作物种苗资源的挖掘保护，新品种的研发培育、引
进借鉴、繁育推广，以及为之经营服务的事业。所谓种业
拓展，主要是指使种苗研发、繁育、推广向更高、更广、更深
领域拓展，使现有种苗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使传统种质
资源得到新的挖掘和创新利用，使现有进口种子得到更多
借鉴和自有替代，使种业发展“瓶颈”尽早得到破解，使良
种的繁育、推广实现新的突破。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的产业，是农业基础性、核心性的
产业，只有种业搞好了，才能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效益的提升，农民收入的增加，都与
种苗质量息息相关。作为古老的农业大国，从古至今人们
对种子都高度重视。所谓“好种出好苗”“好种多打粮”
“宁可饿死，不食种子”。我国古代就有对种子有实行“粒
选”“穗选”的经验，并对种子单晒单贮，以确保种子的
优质。

改革开放以来，种业为我国、为山东的农业发展曾起
到了奠基性、关键性的作用，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鲁棉
1 号，90 年代的“掖单”玉米杂交种。正是因为山东省一直
坚持“抓农业首先要抓科技，抓科技首先要抓良种”，重视
在种苗“选、繁、推”上下工夫，才奠基了全省农业的成绩
斐然。

但是，对比农业发展的新要求，要实现主要用上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我们的种业发展还存在着很大

总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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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仅就粮食种业而言，差距一，种子自创新能力严
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的小麦品种虽经历了八九
次更换，但小麦良种仍需在加快优质强筋小麦的推广和抗
倒性与抗病性上予以提升，玉米良种则真正能当家的大品
种、后续品种仍严重不足，亟待强化研发。总的看，我们的
种子产业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
力不强，不少种子产业的主营收入靠的是转手卖种子，即
靠买卖别人的种子生存和创收。差距二，国外种子进入压
力越来越大。目前，跨国种业在我国注册的已达 70 多家，
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先玉 335 在我国的种植面积已超
3 000 万亩，且发展势头很猛，种子从论“斤”卖已发展到按
“粒”卖。德国等其他国家公司占领我国内种子市场优势
也很强，照此下去，我国种子市场、品种选育有被国外公司
掌控的危险。对此，中央领导也十分关切。差距三，体制
机制问题多、欠完善。良种研发多以科研教学单位为主，
由于考核导向所致，不少科研人员往往把精力放在报成
果、发论文、评职称上; 种子企业因人才不足，资金投入不
足，往往研发能力弱; 政府对种子鉴定、种子经营监管不
力，造成种子获批上市易，种子经营部门多，市场乱。据不
完全统计，山东省目前有 1. 2 万多家种子经营门店，致使
市场乱，管理难，农民选种无措，假冒种子屡禁难止。

问题和不足，也为种业的拓展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潜
力。以蔬菜种苗为例，目前山东省蔬菜种植一直稳定在
3 000 万亩，全省从事蔬菜育苗的企业 361 家，目前的总育
苗量只能种植 300 万亩，育苗的收益率一般应在 20% ～
30%，市场空间大、效益高，拓展潜力大。整个种业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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