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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一直在探讨农业发展模式问

题。先后探讨并建立了“精细农业”、“高效农业”、“外向型

农业”、“现代农业”、“城郊农业”、“节水农业”和“有机农

业”等农业发展模式。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发

展进程的加快，整个世界正在不断地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纳人

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而农业的国际化既是经济一体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农业国际

化的新趋势，我国农业必须尽快提高农业竞争力，积极参与

农业国际化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述农业发展模

式已显现出如下弊端:1.没能解决农业发展与市场对接的问

题;2.役能解决农村人才养成和科学使用问题;3.没能实现

农业科技与农业发展有效结合问题;4.没能实现农业的规模

效应问题等等。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也是解决农业问题的

关键所在。近年来，各地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创造了

许多可资借鉴的产业化模式，本文拟通过对各种产业化发展

模式的研究，探索农村产业化的规律，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产

业化形成的路径。

    二、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几种成功模式

    (一)“北茂模式”:会司十生态农业产业化运作模式。

实现优势农产品产业化。北蔑模式是通过构建生态农业产

业链，实现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化与发展生态农业相结

合的模式。该公司以食用菌北茂神菇作为带动农业结构调

整的突破口，立足于向食品产业的转化及国民营养结构的改

善，逐步形成了两条生态农业产业链条:一是农作物秸秆

— 功能食用菌— 营养食品— 大众健康;二是农作物秸

秆— 菌糖生物饲料— 畜牧养殖业— 有机生态肥—

种植业。这两个链条紧密联系，构成了整个的循环体系，不

但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良性循环，而且与农民的利益、农业和

农村经济的发展、食品营养、国民健康产业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农业与世

界现代农业接轨提供了一个有效模式。

    (二)“超大模式”:是由超大现代农业集团开创的一种

农业产业化运作新模式。按照基地公司化的要求，建立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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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 基地— 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市场为导向，

以科技为支撑，按照市场规律营建畅通高效的市场开发营销

体系。通过打造龙头企业“现代种业”，最终实现生态农业

的目标。设立高水平的农业科技研究所，成立了由农业知名

专家组成的专家智囊团;创办了农业高科技示范实验基地，

全面采用计算机智能化管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层次技

术服务体系。科技、管理、市场成为超大模式的三大支柱。

    (三)“光友模式”:四川郊光友筹业有限公司探索出一

种“双哑铃”的经营结构。其哑铃之一是“科研— 培训

— 生产”，哑铃之二是“农户— 公司— 市场”。前者以

公司提供的社会化服务为纽带，将自身研究的科技成果，通

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培训农户，使农户掌握现代化生产技术，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由一个企业加工变成千万农户参

与加工，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后者以公司开发的新

技术信息为桥梁，将农户的红薯商品化，导人市场，避免农户

直接进人市场的风险。这样，光友薯业手举“双哑铃”，稳稳

地拉起了一条红薯产业化的经营链。

    (四)“君临模式”:广东茂名君临果业有限公司创造的

农业发展新模式。君临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创建了以“新农

业— 新健康— 新生命”为基本经营理念的产业化发展

的指导方针，提出实现“市场农业— 品牌农业— 文化农
业— 休闲农业— 旅游农业”五位一体农业发展新模式。

是农业产业化农业新产品、新理念结合的产物。

    (五)“津州模式”:绿色食品物流配送中心模式。漳州

绿色食品物流配送中心，突出“绿色”加“特色”，把中心作为

全国和世界物流网络上的一个连接点，既通过扩大流通来带

动特色农业的发展，又做到“买世界、卖世界”，推动物流业

的发展。是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结合的产业化模式。

    (六)“哈达模式”:一种延长农业产业链的模式。是公

司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外地农户的新模式。除了这种

模式很成功外，另一种模式则代表着当前农业产业化的一个

趋势，那就是变一部分经纪人为基地经销商，形成公司加销

地批发市场加产地批发市场加农户的模式。

    (七)“兴邦模式”:产业化与专业化结合的模式。是安

徽毫州兴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实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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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成功模式。兴邦选择的“农业产业化和中药现代化”相

结合的模式。

    三、成功模式分析

    (一)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走生态农业的道路

    当代世界农业正在逐步进入绿色有机农业时代。以注

重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中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协调和统

一的生态农业，正在成为主流性的农业生产方式。

    北茂模式就是以战略经营的目光，进行功能食用菌、食

品加工业、国民营养一体化开发与经营，成功实践了生态农

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超大集团的经营活动从一开始即注意到全球正在高涨
的有机、绿色消费意识，以超前的眼光鲜明地提出了“走绿色

道路，创生态文明”的经营理念。以此为指导，从农业生产资

料的选择，到基地的布局和规划，到与国际接轨的《超大果蔬

企业标准》，到统一、规范的有机绿色种植模式，到作为主要

生产要素的科技研发，最终到惠及千家万户的终端消费市

场，全线贯穿成一条自成品牌、独一无二的绿色生态产业链，

形成了以绿色为基本特征、富有创新精神的“超大模式”。

    “光友模式”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模式。制作

粉丝添加明矾是一种常识，但明矾含有大量铝离子，长期食

用，会导致人的思维和智力下降，中青年早衰，老年痴呆。如

果取消明矾，要保证红薯粉丝原有的滋润爽滑特色，生产成

本又必须大大增加。在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利益与健康的两

难选择中，光友薯业最终作出了无明矾生产和售价不变、增

加的生产成本由企业内部挖潜的决策。企业的人本意识和

食品安全理念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诊释。

    总之，生态农业关系到国民健康、国家生态环境、国际农

业分工。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核心，是龙头企业生存和

发展的关键，也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农业产业化与发挥各类人才的优势相结合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农业发展也不例外。但是如何

发挥人才的作用，作到人尽其用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

题。“超大”既有由高尖人才组成的专家组，又有一线的专

业技术指导人员，同时还聘请了一部分具有丰富种植经验的

菜农，三个层次各有分工，专家组主要负责项目规划、论证，

后两者则负责日常技术操作、田间正常管理，可谓土洋结合、

高中低兼顾。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也独具一格，采取一年

完全封闭、全程参与生产的方式，直接参与各类品种从种到

收全过程动手操作，从而保证他们一年后都成为“能说会

道”的行家里手。

    (三)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组织制度创新相结合

    超大集团本着“自愿、条件、有偿、规范、有序”的原则，

采用“公司十基地+农户”产业化组织形式，向农民租赁土

地使用权，租赁期一般与农民承包期相一致，从而将大量分

散在千家万户的土地纳人到企业的开发活动当中，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公司— 基地-一 农户”新型关系。当地农民除

了定期向“超大”收取租金外，还当起了超大农业的“产业工

人”。“超大模式”经营模式，真正解决了“公司+农户”传统

模式中利益机制不协调的问题，解决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

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

    君临公司以加盟直营的方式联合四百多家果场，以十二

万亩果林为生产基地，年产荔枝、龙眼十万吨。除果园外，君

临公司还有竹狸养殖、乌鸡养殖、山地鸡养殖、速生林种植等

经营项目，他们采用加盟的办法，成功带动了一万多农户、八

万农民分别实现不同项目的产业化规模经营。君临公司刚

开始只有六百多万元人民币资产的果业公司，在不到三年的

时间里就发展成为一家拥有二亿元资产的民营公司。君临

模式以资源重组为纽带，以产权流动为载体，双向整合，是未

来农业发展趋势。

    哈达模式是哈尔滨民营企业人和集团出资6000万元与

哈尔滨市国有企业果品公司重组成哈达果菜批发市场有限

公司。哈尔滨市果品公司未掏一分钱仅以原来的商业信誉

就占去了重组企业33%的股份，从而实现再生。而人和集

团也因此得到了企业办市场的权利。后来人和集团又斥资

4.5亿元建造了东北三省最大的哈达果菜批发市场，以崭新

的模式闯进了中国农产品流通领域。企业办市场，改变传统

的经营模式。在哈达模式的带动下，2004年4月，来自全国

各地的50家果菜生产基地在哈达市场建立了办事处，在这

个市场经营的果菜业户已达到3000家。走出了一条企业办

市场的成功模式。企业建市场，以市场为中心构建市场体

系，再以市场体系为核心构建农产品流通体制，“哈达模式”

打通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的脉络。

    (四)农业产业化与国际接轨实现标准化

    超大集团经过不断创新的探索与科学严谨的论证，创造

出独具特色的“12345模式”，即: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企业标

准:中国大陆第一家制定与国际有机食品接轨的《超大绿色

有机蔬果》企业标准;二个权威机构认证:获得国家环保局有

机食品发展中心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两大权威机构的

认证;三大保障系统支持:有机生产资料开发保障系统;可持

续发展科技支持系统;远离污染、遍布全国各地的农产品生

产供应系统;四大分销网络体系:社区连锁专卖网络、单位配

送网络、电子商务批发网络、出口网络。五个统一:统一使用

超大精心选育的果蔬良种;统一使用通过中国有机食品发展

中心(OFDC)和欧共体BCS机构双重有机加工产品认证以

及已获得IS09001及IS014000质量认证的超大生物有机系

列肥料;统一使用广谱、高效，无农药残留的生物农药;在生

产中由超大现代农业科技研究所的技术专家按照绿色有机

栽培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统一技术指导;产品进人市场前由加

工中心进行分级，质检中心进行统一检测。这一系列制度

化、现代化的耕种管理，使得“超大”农产品在品质上有着无

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已开发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有机蔬

菜、水果、大米、芦荟、食用菌等名优农产品100多种，许多产

品己获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认证，获得了通往国际市

场的“绿色通行证”，能确保周年化、大批量均衡供应。

    (五)农业产业化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光友模式”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科技创新模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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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共取得43项国家专利，其中9项是发明专利。在

红薯粉丝加工的工艺技术上进行了三次重大革新，实现了传

统红薯粉丝的精白化、方便化和无明矾化，既保持了红薯粉

丝的传统食品特色，又符合安全健康、快捷方便的现代食品

要求。在2001年中国国际蔬菜博览会上，超大集团向来自

国外的专家展示了具有几十个国家“血统”的数百种样品，

“超大”也因此被称为“绿色蔬菜王国”。以高起点的科技平

台，提高企业的产业化水平、产业化规模与市场能力的不断

提升，使超大始终立足于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六)创新产销模式，农业产业化与市场接轨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需求为第一信号的。按照现代化大

生产要求，通过生产要素合理流转与配置及在产业链上的分

工与合作，实现基地一体化、信息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从而

实现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完整的产业链条。

    四川光友集团，以链条和网络的方式，将生产与销售紧

密的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产销链条。在这条链的上游，连

接着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余万薯农从事红薯种植和红薯

淀粉加工;在这条链的下游，通过200多个经销商辐射遍布

全国各地的2万多个二级批发商和几十万个零售商，同时还

包括一批运输商与生产辅材供应商。凭借这一模式，光友薯

业把这些分散的经营主体紧紧“链接”在一起，形成了多赢

的利益共同体，将一个不起眼的小红薯做成了大文章，在中

国实现了红薯产业化。

    漳州模式更是另僻溪径，借绿色食品的美誉度，打造物

流配送中心的品牌形象。借绿色食品的概念，作为食品配送

中心的形象品牌，把近几年来在一、二产业积淀的无形资产

引向第三产业，实现资源共享、产业互动，这不仅促进了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农产品和加工品的质量，扩大市场占有

率;又整合物流、商流、信息流，撬动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了

漳州城市的品位和形象。

    (七)农业产业化与引资相结合

    漳州模式就是借两岸农业合作的成果，增强物流配送中

心的综合竞争力。启动“国家外向型农业示范区”、在农业

生产特别是食品工业发展方面，一揽子从台湾引进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工艺、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不断拓展

招商引资的空间。这样既可以把外面的市场、技术、标准、原

料、产品、资金等引进来;参照国外市场的准人条件和标准，

引导标准化生产，将地方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销售出去。从

而推动区域性的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和优质农产品供应基

地的建设，使之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物

流配送中心。

    借第三方物流的模式，不断延伸农业产业化的链条，探

索出了一套完善的模式和制度。通过发展绿色食品物流配

送中心这个第三方物流，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既可以打

造自己的品牌，解决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贴牌生产的问题;又

可以通过生产企业与物流中心之间的科学合理分工，进一步

降低生产企业的物流成本，增强竞争力，促进食品加工业的

发展，加快打造“世界厨房”的步伐;还可以融合信息、仓储、

运输、包装、会展等产业，促进港口、道路、城市基础设施等建

设，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强核心竞争力。

    (八)农业产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

    漳州模式体现了农业产业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一

是加强基础设施和信息公共平台的建设，积极扶持现代物流

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为企业提供信息

服务，推行网上交易，实现“网上购物”，从而为企业创造良

好的电子商务环境。二是做大物流载体。选择若干企业开

展专业化物流的试点工作，鼓励企业将自营物流整合为社会

化物流。重点是发挥好吉马、闽京、超大等企业集团的农产

品销售网络的带动作用，延伸物流配送的终端。三是加快传

统储运业及批发贸易企业的配送中心建设。

    (九)用现代化手段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农业产业化

    将我国的特色农产品通过科技开发实现现代化，从而实

现农业产业化也是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尝试。兴邦模式的“两

化”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目前，我国中药贸易额只占全世界

的3%-5%，中药国内外市场很大。兴邦“农业产业化和中

药现代化”模式前景非常好，特别是和一些高等院校联手，走

科技开发之路，思路十分正确。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双

赢”的生态农业之路。

    上述农业产业化的成功模式，既有它们的共性，又有个

性。共性表现为，任何一种模式都是在创新理念的导引下，

科技、人才、市场的结合;它们的个性在于农业产业化与地方

农业特色的结合、与自己优势的结合。因而，这几种模式各

具特色，基本囊括了农业产业化的方方面面。生态农业发展

的成功模式，又有靠科技人才走出的标准化产业模式，既有

发挥市场网络的建立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模式，

又有与现代物流业嫁接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既有观念的创

新、又有模式的创新;既有农村组织机构的创新，又有科技人

才理念的创新，因而，这些模式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可借

鉴性的农业产业化成功发展模式的推广，必将带动我国农业

产业化的发展，对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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