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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工业化理念谋划现代农业的必然性

一方面，通过工业化理念进行农业管理，能够有效打破传

统农耕思想的阻碍，强化农业生产的竞争力与决断力。当前我

国农业生产依旧是传统小产业、小作坊形式，投资效能低、劳

动产出值较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难以发挥规模

优势，实现农业生产的迭代升级。将工业化理念注入农业生产

中能够推动农产品打造品牌意识，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工业化理念进行农业管理，能够提升农业

现代化水平。以工业化思想进行农业生产管理的计划和指导，不

仅能够打破过去完全依靠人力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序，而且也将

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以及农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打破

固有的地域限制，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并高效快速的组织农

民进行农业生产，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与其他产业的长期隔离，实

现农业与工业、现代手工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2  东营市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的现实条件

2.1 有利条件

一是东营资源条件禀赋。东营市自然资源丰富，作为黄河

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土地资源丰富，当地地域

辽阔、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适于集约化农业经营和商品粮集

中生产，粮食生产力较强。不仅如此，水资源丰富，蓄水能力

强，能够有效满足城市农业生产需求，具有一定比例的滩涂资

源，为农作物生产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是东营动能转换基础稳固。在建设工业化农业生产的战

略格局中，持续优化全市农业产业结构，为“四新”动能培育

奠定了基础。城市产业布局渐趋完善，农业园区建设迈出实质

性步伐，特别是山东省大力推广新旧动能转换启动建设以来，为

激发农业及相关产业新动能提供了广阔空间。

三是东营在推动农业园区项目建设中获得了长足进步。随

着园区项目的日渐成熟，开始广泛地与国内外积极开展合作活

动，先后与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及江西正邦等国内外大

型农牧集团进行了战略合作，到 2018 年底，规划建设面积超过

200万亩的现代农业园区将超过190个，其中市级现代农业园区

146个。现代农业园区项目建设在扩大全市经济投融资比重的同

时，借鉴吸收了国内外优秀案例与典型经验，同时通过不断创

新管理水平与管理方式，进一推动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数量和规

模水平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2.2 面临问题

一是农业生产方面面临投融资难的问题。由于许多农业生

产的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服务能效与融资水平方面尚不能

满足工业化需要，一些项目存在资金问题，难以获得长期有效

的支持，也面临着投资压力加大的问题。目前，受国内外自然、

人文等各种因素影响，农产品价格下降趋势严重，使得农业生

产能耗和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现代农业园区项目建设成本，

降低了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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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东营农业生产的质量效益亟待全面化的整合提高。当

前东营农业现代化产业规模相对较小，增加值及占GDP比重较

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调整，科技含量较低，无法满足市场竞

争的需要。农业市场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大型农业企业集团、园区尚未形成集群效应。农业产业整体水

平与国内发达城市差距较大，对外出口贸易仅占全市出口总额

的百分之一，贡献值较低，产品种类单一，无法形成有效的竞

争市场。

三是园区管理的要求与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一定差距。目前，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农业龙头企业在运营管理方面普遍出现制

度运行不科学、管理目标不明确、产业动能辐射带动力弱等问

题。据了解，目前全市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企业尚未与基地内

的农户建立稳定长期的联系机制，不仅如此，农民参加合作社

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三十，且无法保证参加合作社后能够获得及

时充分的分红效益。随着家庭农场产业的日渐扩大，东营也开

始涉足这一领域，但受到先天以及后期资金、人员等问题的限

制，示范农场的达标率仅占百分之十，经营管理亟待提升。

3  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的对策建议

第一，积极学习有关工业化产业的概念，注重社会化分工

和大规模生产的思路，促进标准化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加强

基础建设，为主要企业提供充足稳定的原材料。以产业社会化

生产的形式组织农业生产，进一步促进标准化农业生产，建立

标准化生产基地，整合科学技术成果和农业标准化生产、科学

应用、科学和技术推广，结合东营文化旅游特色，打造以休闲

旅游为目的地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通过一核引领、四周辐射

的放射线式促进周边地区标准化农业生产的开发，改善农业生

产的标准化。第二，积极探索提高农业生产中对质量和安全重

视程度的观念水平，加强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监督，设立地方农

产品质量综合监督检查中心以及县和地区农产品质量综合检查

站。加强农产品检疫检验工作站建设，使农业产品能够迅速进

行防疫检验，保证市场上流入的农业产品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扩

大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可追溯点的构筑范围，提高监督效率

和可追溯性。第三，相关管理人员必须学习工业产业组织形式

以及相关意识形态的内容和过程对策，努力开发不同类型的新

农业事业，改善农民组织低效化的程度。建立农民经济组织的

有效载体，革新农业事业体制的种植模式，把农民合作组织、专

业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和产业运营服务组织作为新农业事业体

制的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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