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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2015 to 2018,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has consecutively released No. 1 Docu-
ment for four years to deploy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of the rural areas. Since the historic breakthrough of the total grain output of Heilong-
jiang Province in 2010, the total grain outpu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2017 reached 13.376 bil-
lion Jin (half a Kilo), ranking first in the country for seven consecutive years, and achieving "14 
consecutive successive harvests". However, the unreasonabl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mperfect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low degre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
ince have seriously hindered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advan-
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by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regional economic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and adjust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and industry 
integration of the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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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5年至2018年以来，中央连续四年下达1号文件部署解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自2010年
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实现1000亿斤的历史性突破之后，2017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203.76亿斤，

连续七年居全国首位，实现“十四连丰”。但是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业产业化程度低等问题严重阻碍了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本文运用区

域经济学原理全面分析了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劣状况和和农业产业竞争力，对黑龙江省优化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和融合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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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大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战

略。从 2015~2018 年，连续四年的中央 1 号文件相继在农业产业链延伸、种养加一体化发展、建设一二

三产深度融合特色乡镇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等方面做出了具体部署[1] [2] [3] [4]。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5]。2016 年 3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被列为农业现代化的八大工程之一，提出

“推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培育融合主体、创新融合方式，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更多分享增值收益[6]。”2016 年 10 月《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对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发展农业新兴业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和

创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7]。 
黑龙江省从建国初期年产粮食 100 亿斤到 2010 年粮食年产突破 1000 亿斤，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2017 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1204 亿公斤，实现“十四连丰”，连续七年居全国首位。但是，制

约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较大，没有充分发挥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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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粮食作物中又以玉米规模最大。2016年全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2.1亿亩，其中玉米达到 9666.3
万亩，占比 46%。畜牧、水产、特色种植业(蔬菜、鲜食玉米、食用菌、杂粮杂豆等特色作物种)基地比

较分散，没有形成本地优势特色产业区域。 

第二，农业基础设施仍需加强。水利基础设施数量不足、分布不均衡，灌溉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生

产“靠天吃饭”的现象没有彻底改变。畜禽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不足，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出口不畅。渔

业基础设施差，池塘老化淤积面积已占池塘总面积的 46.2％；水产品冷冻、冷藏、冷链运输、加工等能

力不足。水稻、蔬菜等育苗生产设施数量仍有缺口，生产设施建设标准化、集约化程度较低，综合开发

和利用不到位，设施生产对作物产量和品质提升、生产方式和技术模式创新的支撑、促进作用发挥的不

够充分。 
第三，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新型经营组织生产规模小，龙头企业与种植户和养殖户之间没有建

立起稳定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土地流转成本高，全

产业链项目少，农户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与

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有很大差距。 
黑龙江省的农业产业结构严重阻碍了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为确定

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原则和发展方向，本文运用区域经济学原理全面分析了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结

构优劣和竞争力。 
采用区域经济学的位移分析法研究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结构问题，模型如下： 
选取 2007~2016 年共十年为基期和报告期。2007 年用 0 表示，2016 年用 t 表示；j 表示黑龙江省各

市(区)；i 表示农业产业，即农林牧渔业；APV 表示农业产值，ACDL 表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则： 

i
j ijAPV APV= ∑                                         (1) 

i j ijAPV APV= ∑                                         (2) 

i
j j ijAPV APV= ∑ ∑                                       (3) 

各市(区)农林牧渔业产值份额为： 
ij jSij APV APV=                                        (4) 

各市(区)农林牧渔业产值总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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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农林牧渔业产值差异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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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农林牧渔业产值均衡位移：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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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V A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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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各市(区)农业产业融合水平： 
100ACDL VPI GDP= ×                                   (8) 

ACDL-农业产业融合水平；VPI-一产增加值；GDP-总产值。 
ACDL < 2%——融合程度好；1% < ACDL < 10%——融合程度一般；10% < ACDL——融合程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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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农林牧渔业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根据表 1 和表 2 统计计算结果，2007~2016 年十年间黑龙江省农林牧渔业生产结构变动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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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nalysis on the proportion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output in total output 
value from 2007 to 2016 (RMB 100 million, %) 
表 2. 2007~2016 年全国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总产值份额分析(亿元，%) 

年度 2007 年 2016 年 

项目 农业 
总产值 

农业 
比重 

林业 
比重 

牧业 
比重 

渔业 
比重 

农业 
总产值 

农业 
比重 

林业 
比重 

牧业 
比重 

渔业 
比重 

全国 47104 52.4 3.9 34.2 9.5 106093 56.6 4.4 28.3 10.7 

数据来源：2008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0]；2017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总产值不包含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11]。 

2.1. 种植业变化情况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变化不明显，由 2007 年的 61.93%下降

到 2016 年的 60.49%，仅下降了 1.44%。全国 2007~2016 年十年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呈缓慢

上升趋势，由 2007 年的 52.4%上升到 2016 年的 56.6%，十年间仅上升了 4.2%。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种植业产值比重增幅最大的是大兴安岭，其次是农垦总局。大兴安岭

由 2007 年的 32.66%上升到 2016 年的 55.01%，上升了 22.3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5.3 倍。农垦总局由

2007 年的 72.74%上升到 2016 年的 83.43%，上升了 10.69%，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5 倍。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种植业产值比重降幅最多的是七台河市，其次是鸡西市。七台河市由

2007 年的 62.44%下降到 2016 年的 49.04%，下降了 13.4%。鸡西市由 2007 年的 67.01%下降到 2016 年的

55.75%，下降了 11.35%。 

2.2. 林业变化情况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林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变幅不大，由 2007 年的 4.68%下降到 2016
年的 3.09%，仅下降了 1.59%。同期全国林业产值比重由 2007 年的 3.9%上升到 2016 年的 4.4%，仅增加

0.5%。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林业产值增幅最大的是七台河市，其次是黑河市。七台河市由 2007 年

的 4.23%上升到 2016 年的 8.14%，上升了 3.91%。黑河市由 2007 年的 5.2%上升到 2016 年的 7.97%，上

升了 2.77%。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林业产值比重降幅最大的是大兴安岭，其次是鹤岗。大兴安岭由 2007

年的 56.37%下降到 2016 年的 29.73%，下降幅度高达 26.63%。鹤岗市由 2007 年的 13.93%下降达 2016
年的 3.62%，下降幅度 10.31%。 

2.3. 牧业变化情况 

黑龙江省 2007~2016年十年间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长缓慢，由 2007年的 32.11%上升到 2016
年的 34.33%，上升了 2.22%。同期全国牧业产值比重由 2007 年的 34.2%下降到 2016 年的 28.3%，下降

了 5.9%。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牧业产值增幅最大的是齐齐哈尔市，其次是鸡西市。齐齐哈尔市由 2007

年的 35.04%上升到 2016年的 45.47%，上升了 10.44%。鸡西市由 2007年的 21.58%上升到 2016年的 31.46%，

上升了 9.88%。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牧业产值比重降幅最大的是农垦总局，其次是双鸭山市。农垦总局由

2007 年的 26.23%下降到 2016 年的 14.88%，下降幅度高达 11.35%。双鸭山市由 2007 年的 35.69%下降达

2016 年的 32.45%，下降幅度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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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渔业变化情况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变幅不大，由 2007 年的 1.28%上升到 2016
年的2.1%，增幅仅1.59%。同期全国渔业产值比重由2007年的9.5%上升到2016年的10.7%，仅增加1.2%。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渔业产值增幅最大的是鸡西市，其次是佳木斯市。鸡西市由 2007 年的

2.65%上升到 2016 年的 5.03%，上升了 2.38%。佳木斯市由 2007 年的 2.13%上升到 2016 年的 4.45%，上

升了 2.32%。 
黑龙江省 2007~2016 年十年间渔业产值比重降幅最大的是伊春市，其次是绥化。伊春市由 2007 年的

0.9%下降到 2016 年的 0.35%，下降幅度 0.55%。绥化市由 2007 年的 2.32%下降达 2016 年的 2.14%，下

降幅度 0.18%。 

3. 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结构内涵分析 

根据 2007~2016 年十年间黑龙江省农业统计资料，计算出全省各市区在十年期间农林牧渔业四类产业结

构的总位移、差异位移和均衡位移，结果见表 3。根据总位移、差异位移和均衡位移数值情况判断各市(区)
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Table 3. From 2007 to 2016,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SA, SD and SP sequencing were conducted in all cities and 
counti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表 3. 2007~2016 年黑龙江省各市县农业生产结构 SA、SD、SP排序 

市县 总位移(SA) 市县 差异位移(SD) 市县 均衡位移(SP) 

绥化 1257326.75 哈尔滨 5610778.25 七台河 −323920.32 

佳木斯 995886.07 农垦总局 4894234.43 鹤岗 −342848.19 

大庆 844354.31 绥化 4890797.58 大兴安岭 −475964.49 

牡丹江 606175.02 佳木斯 3222888.02 双鸭山 −908363.57 

黑河 605648.59 牡丹江 2643474.68 伊春 −984874.47 

大兴安岭 114132.16 齐齐哈尔 2574203.99 大庆 −1128708.59 

鸡西 −20952.04 黑河 2079518.11 鸡西 −1154488.91 

鹤岗 −109615.80 大庆 1973062.90 黑河 −1473869.52 

七台河 −146560.43 鸡西 1133536.87 牡丹江 −2037299.66 

伊春 −308075.76 伊春 676798.71 佳木斯 −2227001.95 

双鸭山 −413785.91 大兴安岭 590096.65 齐齐哈尔 −3459768.21 

哈尔滨 −843089.73 双鸭山 494577.65 绥化 −3633470.83 

齐齐哈尔 −885564.22 鹤岗 233232.39 哈尔滨 −6453867.98 

农垦总局 −1695879.02 七台河 177359.89 农垦总局 −6590113.45 

3.1. 总位移分析 

2007~2016 年，绥化、佳木斯、大庆、牡丹江、黑河、大兴安岭 6 个市(区)的总位移为正，表明这些

市(区)的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比全省平均水平要快。鸡西、鹤岗、七台河、伊春、双鸭山、哈尔滨、齐齐

哈尔、农垦总局 8 个市(局)的总位移为负，表明这些市(局)的农业总产值增长水平要慢于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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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差异位移分析 

2007~2016 年差异位移较大的绥化、佳木斯、牡丹江和黑河，其总位移数值也较大；差异位移较小

的七台河、鹤岗、双鸭山、伊春、大兴安岭和鸡西，其总位移数值也较小。说明绥化、佳木斯、牡丹江

和黑河农业总产值增长快于全省平均增长水平，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充分发挥了本地的农业资源比较优

势。七台河、鹤岗、双鸭山、伊春、鸡西和大兴安岭农业总产值增长水平慢于全省平均增长水平，说明

这些地区没有充分发挥或者改造利用当地的农业资源比较优势。 

3.3. 均衡位移分析 

2007~2016 年七台河、鹤岗、大兴安岭、伊春、双鸭山均衡位移值较高，但是总位移数值较低。表

明在这些地区，产业发展速度与地区发展速度成正比。但是由于这些地区未能抓住机遇很好地改善或发

挥当地比较优势产业，导致农业总产值增长缓慢。 
但是由于这些地区未能很好地改善或发挥当地比较优势产业，导致农业总产值增长缓慢。 
2007~2016 年绥化、佳木斯、牡丹江、黑河均衡位移值比较低，总位移值比较高。表明在全省发展

比较快的产业，在这些地区发展比较缓慢，但由于这些地区较好地利用了当地农业资源比较优势，改善

了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总产值增长还是比较快。 
2007~2016 年哈尔滨、齐齐哈尔、农垦总局均衡位移数值较低，同时总位移数值也比较低。表明在

全省发展比较快的产业，却在这些地区发展缓慢，同时这些地区也没有充分发挥当地的农业产业比较优

势，总产值增长较慢。 

3.4. 产业结构调整综合分析 

根据总位移、差异位移和均衡位移数值的正负情况，黑龙江省十四个地市可以划分为两组，见表 4。 
 

Table 4. Grouping of total displacement, differential displacement and equilibrium displacement 
表 4. 总位移、差异位移、均衡位移分组 

分  组 SA SD SP 分组市区名称 

第一组 + + − 绥化、佳木斯、大庆、牡丹江、黑河、大兴安岭 

第二组 − + − 鸡西、鹤岗、七台河、伊春、双鸭山、哈尔滨、齐齐哈尔、农垦总局 

 
第一组的绥化、佳木斯、大庆、牡丹江、黑河和大兴安岭总位移、差异位移为正，但均衡位移为负。

表明这些市(区)在 2007~2016 年十年期间农业产业结构具备如下特点： 
这些市(区)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些市(区)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较快主要取

决于充分发挥了本地农业比较优势产业；但是，在全省发展比较快的产业在这些市(区)发展较慢。今后这

些地区应该继续以充分挖掘本地比较优势资源为主线，同时把在全省发展较快的优势产业转化为具有当

地特色的优势产业，促进农业生产综合发展。 
第二组的鸡西、鹤岗、七台河、伊春、双鸭山、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农垦总局的总位移为负、差异

位移为正，均衡位移为负。表明这些市(区)在 2007~2016 年十年期间农业产业结构具备如下特点： 
这些市(区)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市(区)农业总产值增长主要取决于发挥

了本地农业比较优势产业；在全省发展比较快的产业在这些市(区)发展较慢。这些区域的农业产业结构应

该要大规模优化和调整，在继续深挖当地比较优势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全省发展较快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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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龙江省农业产业融合度分析 

一个国家或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该国家或者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决定了农业在该国家或地区产业

结构中的地位，比值越低则农业的产业融合度越高。北京市 2007年、2014年和 2016年的比重分别是 1.08%、

0.75%和 0.51%。2014 年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比重均小于 1%，韩国为 2% [12]。 
2007-2016 年黑龙江省一产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由 16.2%上升到 19.39%，提高了 3.19%，农业产业融

合程度为“差”，见表 5。同期全国一产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由 10.36%下降到 8.16%，下降了 2.2%，见

表 6。 
2007 年全国一产增加值占总产值比重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只有北京、天津和上海，农业产业融合程

度为“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山西、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青海等八省，农业

产业融合程度为“一般”。2016 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还是北京、天津和上海，农业产业融合程度为“好”；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山西、内蒙、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青海和宁夏等十省，农业

产业融合程度为“一般”。 
2007 年黑龙江省一产增加值占总产值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5.84%，2016 年黑龙江省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 11.23%，十年间黑龙江省农业产业融合水平与全国差距拉大了 5.39%。2007 年黑龙江省农业产业融

合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大庆市和七台河市，农业产业融合程度为“一般”，其他市(区)农业产业融合

程度均为“差”；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的有哈尔滨、七台河和牡丹江等三个市。2016 年仅大庆市达到了全

国平均水平，农业产业融合程度为“一般”，其他市(区)农业产业融合程度全部为“差”；达到全省平均

水平的仍然是哈尔滨市、七台河市和牡丹江市。 
上述综合分析表明，黑龙江省农业产业融合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目前全省农业产业

融合程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大庆市。 
 
Table 5. From 2007 to 2016, the proportion of the added valu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s output in the total regional output 
value (100 million RMB;%) 
表 5. 2007~2016 年黑龙江省一产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亿元；%) 

市县 
2007 年 2016 年 

总产值 一产增加 比重 总产值 一产增加 比重 

全省 7154.6 1159.4 16.20 15919.3 3086.2 19.39 

哈尔滨 2436.8 347.7 14.27 6101.6 691.2 11.33 

齐齐哈尔 556 122.1 21.96 1325.3 301.8 22.77 

鸡西 264.6 71.2 26.91 518.4 184.8 35.65 

鹤岗 153.6 35.5 23.11 264.1 90.5 34.27 

双鸭山 206.4 59.2 28.68 437.4 158.8 36.31 

大庆 1822.3 55.1 3.02 2610 187.1 7.17 

伊春 153.2 39.7 25.91 251.2 106.2 42.28 

佳木斯 336.9 102.8 30.51 895.7 298.1 33.28 

七台河 135.2 13.8 10.21 216.6 31.8 14.68 

牡丹江 417 67 16.07 1368.1 229.3 16.76 

黑河 166.3 68.8 41.37 470.8 222.9 47.34 

绥化 447.2 152.9 34.19 1316.3 512.7 38.95 

大兴安岭 59.1 23.6 39.93 143.8 71 49.37 

数据来源：2008 黑龙江统计年鉴；2017 黑龙江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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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proportion of the value-added of each region in the total output value of the country from 2007 to 2016 (RMB 
100 million;%) 
表 6. 2007~2016 年各地区一产增加值占全国总产值比重(亿元；%) 

地区 
2007 年 2016 年 

总产值 一产增加 比重 总产值 一产增加 占比 

全国 275624. 28563.63 10.36 780069.97 63665.44 8.16 

北  京 9353.32 101.26 1.08 25669.13 129.79 0.51 

天  津 5050.4 110.19 2.18 17885.39 220.22 1.23 

河  北 13709.5 1804.72 13.16 32070.45 3492.71 10.89 

山  西 5733.35 269.68 4.70 13050.41 784.78 6.01 

内蒙古 6091.12 762.1 12.51 18128.1 1637.39 9.03 

辽  宁 11023.4 1133.4 10.28 22246.9 2173.06 9.77 

吉  林 5284.69 783.8 14.83 14776.8 1498.52 10.14 

黑龙江 7065 915.38 12.96 15386.09 2670.46 17.36 

上  海 12188.8 101.84 0.84 28178.65 109.47 0.39 

江  苏 25741.1 1816.24 7.06 77388.28 4077.18 5.27 

浙  江 18780.4 986.02 5.25 47251.36 1965.18 4.16 

安  徽 7364.18 1200.18 16.30 24407.62 2567.72 10.52 

福  建 9249.13 1002.11 10.83 28810.58 2363.22 8.20 

江  西 5500.25 905.77 16.47 18499 1904.53 10.30 

山  东 25965.9 2509.14 9.66 68024.49 4929.13 7.25 

河  南 15012.4 2217.66 14.77 40471.79 4286.21 10.59 

湖  北 9230.68 1378 14.93 32665.38 3659.33 11.20 

湖  南 9200 1626.52 17.68 31551.37 3578.37 11.34 

广  东 31084.4 1695.57 5.45 80854.91 3694.37 4.57 

广  西 5955.65 1241.35 20.84 18317.64 2796.8 15.27 

海  南 1223.28 361.07 29.52 4053.2 948.35 23.40 

重  庆 4122.51 482.39 11.70 17740.59 1303.24 7.35 

四  川 10505.3 2032 19.34 32934.54 3929.33 11.93 

贵  州 2741.9 446.38 16.28 11776.73 1846.19 15.68 

云  南 4741.31 837.35 17.66 14788.42 2195.11 14.84 

西  藏 342.19 54.89 16.04 1151.41 115.78 10.06 

陕  西 5465.79 592.63 10.84 19399.59 1693.85 8.73 

甘  肃 2702.4 385.97 14.28 7200.37 983.39 13.66 

青  海 783.61 83.41 10.64 2572.49 221.19 8.60 

宁  夏 889.2 97.89 11.01 3168.59 241.6 7.62 

新  疆 3523.16 628.72 17.85 9649.7 1648.97 17.09 

数据来源：2008 中国统计年鉴；2017 中国统计年鉴。 

5. 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议 

5.1.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种植业布局结构 

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和农民传统种植习惯相结合，加快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创建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大力发展有明显供给优势的蔬菜、鲜食玉米、食用菌、马铃薯等高效高值经济作物和

富硒等特色农产品、高端绿色有机食品、私人定制化农产品。玉米产业带重点分布在松嫩平原第一、二、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18.811188


柴青宇，孙正林 
 

 

DOI: 10.12677/hjas.2018.811188 1292 农业科学 
 

三积温带的市(区、县)；水稻产业带重点分布在嫩江、松花江沿岸和三江平原的市(区、县)和农垦管理局

所属农场；大豆产业带重点分布在大小兴安岭沿麓的三积温带下限和四、五积温带的市(区、县)和农垦管

理局所属农场；杂粮杂豆产业带重点分布在干旱半干旱的大庆、齐齐哈尔、黑河等地区；马铃薯产业带

重点分布在齐齐哈尔、哈尔滨、绥化、黑河等地区。 

5.2. 发挥地理区位优势，提高养殖业规模和质量 

我省地处北纬 43˚~53˚之间，地理区位独特，与世界畜牧业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等处于同一纬度，

四季分明，被誉为世界“黄金奶牛带”，具备发展畜牧产业的先天基础条件。要发挥区位优势，着力打

造优质奶源和肉源基地，建设生态循环型国家级生猪产业、肉牛产业、现代奶业和肉鸡产业示范园区，

重点发展生态循环型奶牛业。实行种养一体，粮牧结合，重点发展生态循环型现代养殖和种植业。 
根据不同水生态资源禀赋和现有基础，共同构建区域分工合理、各地区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的

高寒地区优势渔业产业带。一是以鲟鱼、鳇鱼、黑龙江野鲤、细鳞和哲罗鲑等特色鱼类为主要养殖品种

的黑龙江流域渔业产业带；二是以方正银鲫、黄颡鱼、松浦鲤、鲶、鳌花、泥鳅等为主要养殖品种的松

花江流域渔业产业带；三是以鲢鱼、鳙鱼、大银鱼、河蟹、泥鳅等名优鱼类为主要养殖品种的嫩江流域

渔业产业带；四是以虹鳟、金鳟、哲罗鲑、细鳞等冷水鱼类为主要养殖品种的牡丹江、绥芬河流域渔业

产业带；五是以鲟鱼、鳇鱼、兴凯湖大白鱼、乌苏里鮠、黑龙江野鲤等名特鱼类为主要养殖品种的乌苏

里江流域渔业产业带。 

5.3.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优先培育发展大米、大豆、玉米、乳业、肉业、种业等产业化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带动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民纯收入。使龙头企业不断扩大产业规模，产业区域集中度整体提升。

推进以股权融合为主，构建龙头企业、基地以及农户利益和风险联结的机制，重塑农产品全产业链，打

造一批国内领军的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对龙头企业实行优惠鼓励政策，在高层次人才引进、招商引资

和建立农业经营体系方面推出配套支持政策。重点培育龙头企业资本运作能力。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可

实行参股经营、参股不经营等多种经营形式。 

5.4. 提高产业园区孵化能力，发挥园区示范带头作用 

政府部门集中整合涉农资金，重点支持建设“农业创业园”、“农业科技园”和“农业产业园”，

为农产品种植、加工、配送和服务提供支撑。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项目进入绿色食品产业园区，培育

一批循环型、低碳型产业集群和示范性生态食品工业园区。 

5.5. 以科技、物流和金融为纽带，提高农业产业融合度 

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力，打造一批发挥农业资源优势、产前产中和产后配套的集

群产业，实现由粮食供应向农业全产业链的跨越，形成不同层次的，集高附加值农产品和休闲旅游于一

体的农产品经营体系。健全农产品贸易流通体系，发展现代物流方式，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加强跨境物流、

国际物流体系和对俄国际物流枢纽基地建设。探索“金融 + 产业 + 基地”机制与模式，建设服务型金融

平台，从而实现共享投融资信息资源，激发各类金融组织良性竞争，降低农产品整体金融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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