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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vides a brand-new platform for agricultural de-
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proposed by the party, Weifang City need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strive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agriculture,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Weifang C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Weifang City, and finally construct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of Weifang City’s agri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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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潍坊市在党提出的这一背景下，需进一步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努力做到农业上的提质增效，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因此本文将在潍

坊市农业产业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潍坊市农业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并最终构建潍坊市农业产业

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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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转型期，加快转变

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走优质、绿色、安全、环保的现代

农业之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资本、技术创新和组织形式的融合，要求更好地利用先进生产技

术、机械装备及高端人才等现代要素，拓展农业发展空间，提升农业产品竞争力，最大程度地获取生产

利润。近几年，潍坊市在现代农业发展上有了新的突破，首先不断实现质量兴农，以品质促发展，不断

打造为全国农产品质量和食品消费最安全、最放心的地区。同时，坚持做品牌为重要出路，打造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推动农产品质量提升。而在三产融合方面，引入“新六产”理念，

努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而“一带一路”又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粮食

安全以及农业食品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潍坊市作为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提出

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及“一带一路”的机遇下，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努力做到农业上

的提质增效，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因此本文将在潍坊市农业产业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

潍坊市农业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并最终构建潍坊市农业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2. 潍坊市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农业产值增长平稳，趋于平缓发展 

据潍坊市统计局发布了《2017 年潍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 2017 统计公报)，
2017 年潍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实现 5858.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7%。农林牧渔业完成总

产值 953.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减少 3.32%。如表 1 所示，潍坊市近六年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增长平稳，

并趋于平缓，进入“零增长”阶段，即通过扩大土地面积、增加大农产品生产效益后，其人口与经济均

应进入一种生产与消耗增长为零的平稳状态。而 2017 年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减少了 3.32%，可见，潍坊市

农业的发展状态急需通过扩大社会资本投入、提高技术创新以及变更组织形式来加速农业发展，提高农

产品竞争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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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output value of GDP and agricultural,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of Weifang City in 2012~2017 
表 1. 潍坊市 2012~2017 年 GDP 产值和农林牧渔产值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4012.43 4420.70 4786.74 5170.53 5522.68 5858.60 

农林牧渔总值(亿元) 774.60 850.70 895.80 936.00 985.90 953.20 

数据来源：潍坊市统计年鉴。 

2.2. 农业经济结构稳定，需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结构 

据《2017 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 年的农业产业的产业结构分布不完善，农业、牧业占主体，

林业、渔业及相应服务业作为补充，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从表 2 可以看出，2017 年农业产值有所下

降，降幅为 14.27%，林业产值和牧业产值稳定增长，2017 年略为下降，降幅分别为 5.07%、3.93%，渔

业产值、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得到了大幅度增长，分别增长了 68.62%、56.46%，需要大力扶持。整体来

看，第三产业比值上升，一二产业比值有所下降。党的十九大会议指出，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而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乡村振兴，走优质、绿色、安全、环保的现代农业之路，

就需要利用先进生产技术、机械装备及高端人才等现代要素，扩展农业生产空间，完善农业产业结构。 
 

Table 2. Details of the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in Weifang City from 2012 to 
2017 
表 2. 潍坊市 2012~2017 年农林牧渔产值明细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农业产值(亿元) 429.90 482.30 509.60 531.10 555.20 475.99 

林业产值(亿元) 5.60 6.40 7.00 7.20 7.30 6.93 

牧业产值(亿元) 275.10 291.60 302.70 313.20 328.90 315.99 

渔业产值(亿元) 38.50 42.00 45.10 49.60 52.90 89.20 

农林牧渔服务业(亿元) 25.50 28.40 31.40 34.90 41.64 65.15 

数据来源：潍坊市统计年鉴。 

2.3. 财政支持、物质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据《2017 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潍坊市 2017 年全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678 亿元，比 2016 年

增加 6.44%，而用于城乡社区、农林水支出为 132.2 亿元，低于 2016 年的 135.4 亿元的支出。总体上，

财政对城乡社区、农林水的支持力度下降，相比农业大市的地位来讲，财政支持力度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全市已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田排灌溉体系，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机装备水平也不断提升，主要

农作物机耕、机播和机收程度在 2016 年底分别达到了 99%、84.1%、76.3%。 

2.4. 农产品加工物流、农业服务业发展积极成效 

潍坊市的农产品加工业基础扎实，农产品加工总值居全省第一位，拥有进出口权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就有 400 多家，可以出口到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潍坊市拥有领先的农机装备制造业，享有“中

国农业机械之都”和“中国农机城”的美誉，农机装备主机生产企业 330 多家，农机销售企业 95 家。另

外，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取得较快发展，初步形成了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产地

市场和销地市场、综合市场和专业市场相结合的多层次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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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2016 年全市大田托管面积 36 万亩，占高标准农田面积

的 5.3%，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 145 万亩，占高标准农田面积 21.3%。休闲农业格局初步形成，全市拥有

大量特色休闲农业综合性园区，多处全国、全省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外向型农业服务发展积

极成效，东亚畜牧交易所、进口指定口岸、“一带一路”潍坊国际多式联运大通道、“鲁新欧·青州号”

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运营。 

3. 潍坊市农业产业发展问题分析 

3.1. 农业产业链条不健全，产业融合度不高，带动小农户能力不足 

根据对潍坊市 2017 年农业产业的现状分析，可以发现，潍坊市农业的产业链条不健全，产业链条偏

短，农业和二三产业的融合度不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低。潍坊市的农产品加工物流和农业服务业发展

虽然初具成效，但精加工程度依旧不足，价值链短，价值单一，农产品买的基本还是“原产品”。因此

带动小农户生产的能力不足，农村人口、劳动力流失严重，各种形式的农业经营形态还不够完善，年轻

人不愿意在家务农，经营相关农业产业。农业人才流失严重，存在于农村的劳动人口都为低学历、高年

龄的人群。 

3.2. 外向型农产品生产初具规模，但偏偏国际影响力仍然不强 

到 2017 年，潍坊市受国家质检总局认定的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总共有 9 个市(区、

县)，能够出口的农产品有蔬菜、水果及其制品、禽肉、鱼肉及其制品。外向型农产品种类繁多，生产初

具规模。但目前为止，潍坊市的农产品空有名气，缺乏品牌知名度，全市从农民、小商贩、初具规模的

农业企业到相关政府机构，对品牌价值的关注度还不够。全市注册的商标仅有 6180 件，3000 多家农业

龙头企业中，只拥有 13 个中国驰名商标和 67 个省著名商标。而很多出口农产品的企业选择贴“洋牌”，

在众多的出口农产品企业中，仅有 46 个商标注册，而且大多没有打出国际知名度，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弱，

无法培育出忠诚的国外消费者。 

3.3. 农业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但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模式仍然缺乏 

潍坊市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创新了土地托管服务模式，解决了“谁来种地、地怎么种”

的难题，集约化的经营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而经过统一包装，统一运营的农产品，获得

了更高的效益，在全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势品牌，产品远销国外，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而潍坊

市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的形成并运用，需要具备一批高素质的推广人才，农业基础设施需相对完善，同

时需具备推广的供需机制和体制，这些制约了潍坊市农业服务体系的推广和复制。因此，潍坊市农业社

会服务体系的复制和推广仍然任重道远。 

3.4. 农业资源约束进一步加剧，迫切要求农业转向绿色高质量发展 

我市是人口大市，农产品生产大市，也是自然资源短缺严重的地级市。全市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均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生产中仍存在耕地“重用轻养”、经营粗放、农业投入品利用

率低等问题。加上农业生产过程大量使用农药、化肥，耕地面积逐渐板结、盐渍化。其次，工业、生活

用水的排放，农业废弃物处置不当等，也导致了农业面源污染严重，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因此，从全市

来看，农业资源约束进一步加剧，对农业的生产极为不利，迫切要求农业转向绿色高质量发展。 

3.5.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要求 

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之一。近几年，潍坊市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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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完善中，全市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田排灌溉习题，农机装备水平也不断提升。

为了满足“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已经开通了东亚畜牧交易所、进口指定口岸、“一带一路”潍坊国

际多式联运大通道、“鲁新欧·青州号”国际货运班。因此，潍坊市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在逐步完

善中，但整体上还是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快节奏的消费变化，也就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和转型升级

的要求。 

4. 潍坊市乡村振兴环境下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性 

目前学术界对现代农业的研究集中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思路来完善国内现代农业的

发展，如美国农业机械化、信息化、信息技术完备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1]；以色列充分发挥行业协会

团体的作用，集中农业生产优势要素，推进各参与方的共同效益[2]；日本有效开展农业对外投资，培育

大型跨国企业，实现企业“走出去”与粮食供给“引进来”的双赢[3]；台湾以“农会”为代表的综合性、

多功能性的企业化组织经营，主要的经营方向是核心农户年轻化 + 农业生产规模化[4]；等等。其次，

借鉴的基础上寻找国内现代农业的发展路径，如避开小农户生效效率低、产业链衔接困难、资金获取难

度大等缺点，寻求路径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5]；探索农业合作社、股份合作式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

方式；[6] [7]利用现代技术、互联网、金融、期权等，挖掘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径[8] [9] [10]。再次，一

个产业的发展脱离不开人的因素，因此，学术界在这两年也积极探索农业人才培育、农民培训教育，以

期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11] [12]。除此之外，也又学者以省份为依托，探寻各个省份如何进行现代农业发

展[13] [14] [15]，而本文的研究基于新的政策背景，探讨潍坊市如何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来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十九大提出的重要行政纲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

重要举措。新时代下，中国农村、农业的问题已由过去的供给不足到现在的供大于求，人民对物质的需

求已由过去量的需求转为质的需求。传统农业的粗放式生产已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农业急需往精致化生产发展，构建属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 
潍坊市在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农业产业链条不完善，农户依旧是小农思想为主，产量的增长主

要靠增加农业资源要素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相关服务体系不完善，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的转型需

求。作为山东的产粮大市，农业是潍坊市一大经济产业，农业产业兴旺则相关产业发展。同时，潍坊市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农业经济开放发展的载体，作为“一带一路”农业经济共通共融的国际农业示范基地，

作为农产品引进及输出的窗口。目前的出口相关的服务体系跟不上，出口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不足，依

旧是各自为政的散营状态，这些都无法满足现代农业法的需求。因此，潍坊市有必要进行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体系构建，来满足国际国内对农业发展的需求，并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下的全面小康社会。 

5. 潍坊市乡村振兴环境下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研究 

中国农业的发展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其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都在急剧的发展变化中，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需要对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进行研究。党的十九大也指出，要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战略，而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将有力促进乡村振兴。因此，在对潍坊市现代农业发展体系

的研究中，本文将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个维度进行探讨。 

5.1. 潍坊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集供给、保护、开发、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该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有

效解决农业供给和农业资源配置问题。因此，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统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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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资源优势，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点要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包括产品信誉、

产品品牌、出口能力等。 
在潍坊市众多的农业当中，首先通过对关键性指标评分进行适宜产业的筛选，选取的关键性指标有

“可利用资源、对土地成本的敏感度、可操作程度、对人力成本的敏感度、与潍坊区位的关联度、与一

带一路产业的关联度”，通过这五项关键评价指标筛选出综合适应性评价的产业，采用 5 分制，3~5 分

为适宜产业。如表 3 所示(表已舍弃了低于 3 分的产业)，粮食、蔬菜水果、植物繁殖、苗木花卉、牲畜生

产、农牧混合、造林及其他林业活动、渔业、水产业为适宜产业。再从产业对潍坊市的价值角度出发，

从适宜产业筛选的基础上，设定规模性、增长性、产业关联带动、环境正影响、提升价值 5 个关键指标

筛选出核心功能，也采取 5 分制，4~5 分为核心功能。如表 4 所示(表已舍弃低于 4 分的产业)，粮食、蔬

菜水果、苗木花卉、植物繁殖、农牧混合为核心功能，是潍坊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中的主要核心产

业。 
 

Table 3. Appropriate industry screening 
表 3. 适宜产业筛选 

产业体系 评分体系 

 可利用资源 对土地成本的 
敏感度 可操作程度 对人力成本的

敏感度 
与潍坊区位的 

关联度 
与一带一路产业 

的关联度 综合评价 

1 粮食 5 3 5 4 5 5 4.0 

2 蔬菜水果 5 4 5 5 5 5 4.8 

3 植物繁殖 4 4 4 4 5 5 4.3 

4 苗木花卉 4 4 4 4 5 5 4.3 

5 牲畜生产 4 4 5 4 5 4 4.3 

6 农牧混合 3 4 4 4 4 4 3.8 

7 造林及其他 
林业活动 

3 4 5 3 3 3 3.5 

 
Table 4. Core function screening 
表 4. 核心功能筛选 

产业体系 评分体系 

 规模性 增长性 产业关联带动 环境正影响 提升价值 综合评价 

1 粮食 5 3 4 4 4 4.0 

2 蔬菜水果 5 3 4 4 4 4.0 

3 植物繁殖 4 5 5 3 5 4.4 

4 苗木花卉 5 3 4 4 4 4.0 

5 农牧混合 4 4.5 4.5 3 4.5 4.1 

 
通过对产业筛选，筛选出适宜潍坊市发展的核心产业，接下来分产业建立协会组织，发挥组织功能，

对各产业进行包装、运营，培养优势特色产业，做到一县一品一特，叫响潍坊市农产品品牌。打造全国

的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做到可推广可复制，为全国各区域，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可输出的农

业生产方案，做强潍坊农业产业。同时，建设成全国种子种苗研发与生产中心、全省绿色粮仓、全国设

施瓜菜绿色发展示范区及出口瓜菜样板区、中国北方苗木花卉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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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潍坊市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构建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是先进的现代生产技术和现代生产手段的有机结合，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主要解决的是污染的生态环境问题、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施装备，提高产业链价值，实现育种、生

产、包装、流通、销售的一体化。整个体系的构建主要通过转变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来实现，

一是合适的组织，二是适合的基地，三是高素质人才的具备。 
潍坊市作为“一带一路”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试点、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试点及国内

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试点，首先必须培育高标准化的生产基地，实现生产标准化、服务标准化。

如为了贯彻落实 2017 年党中央一号文件，政府进行了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全国农业生产

基地建设做好示范作用。其次是培育和壮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生产经营

的多种形式，激活相关农业资源，壮大农村农业集体经济。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农场、家庭农场

的先锋带头作用，做好示范试点效应。最后，为了更好地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需培养有文化的高素

质农业人才，提高其相应的生产技能，吸引更多高等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人才加入新型农民生产大军中。

完善国家助学及支持农民“半农半读”等方式的职业教育培训，积极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农业技术推广，

支持相关科技人才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场等的合作，解决生产与技术相脱节的问题。 

5.3. 潍坊市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各种形式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机结合，是现代农业市场化、社会化、组织化的

重要标志，主要涉及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龙头企业、专业农场、合作社等。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需要

解决系列问题，包括农民职业化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结合潍坊市“一带一路”的地理位置，潍坊市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要将外向经营和发展作为战略

重点，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和特点，打造现代农业的产业示范基地，集出口、加工、

贸易等为一体。其次，考虑加快培育现代社会化服务体系，如金融、信息、农机和技术服务等。依托“互

联网+”完善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提

高农业生产管理效能，解决农业的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环节的时刻反应问题。利用电商平台，解决

农产品的出村问题，强化电商企业与农户、农企、合作社的产销对接，推动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

三是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发展各种形式的亲农惠农政策，推动各种资源要素向农村转移。加大对农业农村

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投

入。鼓励各行各业主动服务“三农”，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开展与乡村结对帮扶，参与农村产业发展和公

共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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