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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 

张海连 

曹县郑庄街道办事处  山东菏泽 

【摘要】推动现代农产品供应侧结构化变革，就需要更加深入掌握其内在基本要义和重点任务。推动

现代农产品供应侧结构化变革，要更加牢固抓住创新农村体制机制这个主要着力点、形成现代农产品市场

导向这个重要切入点、提升生产质量和效率这个基础着眼处、推动农村绿色发展这个重大关注点、提升农

民收入水平这个基本立足点。在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基础上，要紧紧围绕农产品市场需求的转变，以

增长人均收入、保证粮食有效供应为重点目标，以改善现代农产品供应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改和制度创

新为基本路径。本篇文章根据当前农村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正紧锣密鼓的开展中这一态势，对农村供应侧结

构性改革问题展开了剖析。透过这篇文章，希望可以为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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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 need to 
grasp its internal basic meaning and key tasks more deeply.Promot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side 
structural change, to more firmly grasp innovation rural system mechanism the main focus, forming modern 
agricultural market oriented this important breakthrough point, improve producti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found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green this major focus, improve the farmers' income level of the 
basic foothold.On the basis of realizing China's food security goals, we should focu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ket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cus on increasing per capita income and ensuring effective grain supply, 
take improving the supply quality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the main direction, and take physical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s the basic path.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ural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under 
ou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ural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Through this article, I hope to b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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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产品供应侧结构改革是当前破解三农问题的

关键所在，因为通过改变结构能够全面的提高农产

品质量效率及其竞争力，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持续上

升。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强国，但是由于长期都是采

取着中国传统农产品发展模式，这也导致农业经常

出现增产却不增收的现状，而农产品也面临着无法

卖出去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产品供

应体系结构性的缺失，使得我们必须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的变革，以促进改变中国农产品发展方式，从

而推动中国农产品品质的增效，以实现中国农产品

现代化的发展。 
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重要性 
1.1 能够缓解中国农产品品牌竞争力的品质、

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的矛盾问题 
在现阶段，中国的现代农产品主要矛盾已从以

往的数量不足问题转变为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在

中国民众生存技术水平日益提升下，对现代农产品

服务质量给出了最高标准，不仅只需要吃得饱，更

是强调食的健康、吃的营养。所以，政府通过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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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造，加速推进了现代农产品

向有机绿色食品、生态化、安全性等的发展趋势，

进一步扩大了农产品种类，使农产不但品种齐全，

而且还拥有突出的地方特点，从而形成了现代农产

品多样化的生产结构，并良好的适应了广大消费者

的需要。 
1.2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因为农产品生产综合经济效益的高低会受诸多

因素的制约，所以通过农业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就可以加速促进农村各行业间的交叉融合，从

而全面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整体素质以及农产品服务

质量，从而实现农业生产成本的维权，进而对农产

品内部结构加以优化，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

力量，进而达到对农业局种植经济效益和资源效益

的最优化。 
2 供求错配，农业价格面临巨大的挑战 
2.1 农产品供求现状 
供需平衡是农业市场的普遍规律，由于现在中

国农业的产品供需不但在品质上已经达到了不成均

衡，甚至在总量上也无法均衡：小麦、水稻的生产

能力过剩，而大豆则严重依赖进口，这表明中国粮

食正在出现有效供应与结构性过剩共存的现状，同

时地区间差价现象更加突出;果蔬产品在近些年生

产与出口都有所增加，但因为其设施更新不及时、

科技水平提升缓慢，导致其质量低下、出口增长也

不突出;果蔬供应严重超过市场需求量，同时存在着

生产能力过剩和劣质商品充斥市场的状况;肉食进

口也逐年增多;乳制品生产和全球市场上的乳制品

产品一样处在竞争劣势，未来形势更加严峻。上述

均说明了中国现在的农业矛盾，已经从存量不足逐

渐转化为结构性的过剩，主要体现在供应过剩与供

给不足并存。 
供求错配使价值规律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即产

品价格会过于脱离价格规律进行变动，而割裂的商

品的价格规律与使用价值，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失效。而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分为

产出、分享、交换、居民消费四大环节，这四大环

节之间相互作用，供需的错配也会导致这四大环节

无法和谐统一，进而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2.2 农产品出现供需错配的原因 
农业结构不均衡体现在劳动力下降的速率与科

学技术提高的速率不相同。近些年，由于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多在外务工，老年人和女性也成了农村农

业的主要劳动者，生产效益也自然无法提升。因此

当前迫切需要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农业生产

科学技术来弥补农村农业劳动力构成上不合理的问

题，但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运用也无法适应广大农村

的生产需求。 
3 科技落后，农产品生产难以提效 
3.1 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种植业长期采用粗放型的方式，产业附加值少，

技术含量低。尽管中国目前已积累了部分较发达的

农业生产经验，但对农村科学技术的贡献率仍然较

少，在高端科技运用、人工科技创造等领域方面还

和国家还有相当的差别，中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占

有率上仍居于劣势地位。 
农产品市场现在还处于单纯的生产-营销阶段，

是传统产业市场，而传统产业资本的有机构成相对

较少。另外，由于现代农产品以往的生产方式过于

强调规模的扩大，而忽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

造成了部分农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存货高企的现

象。所以，如果我们要提高农业产业，是现代农产

品走向制造-加工-营销的更高级阶段，将传统制造业

转化为创新型制造业，并由此提高农村资本有机构

成，从而实现了农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调整了现

代农产品内部结构。 
现阶段，尽管中国农业在农产品信息的收集和

运用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已经有了长足的提升，但相

关信息系统却还不能完成农业与农产品生产之间的

有效整合，二者长期处于相互脱离的状况，农业信

息系统作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能力严重受限。 
3.2 提升技术水平的必要性 
劳作又可以分为单纯劳作和倍加的单纯劳作，

即重复劳作。技术的提高可以使部分复杂劳动由机

械实现，而劳动力只需要进行简单劳动，这样使生

产率的水平大大地提高，剩余价值提高，也降低了

劳动强度。 
技术水平提升导致了在工作日数量不变的情况

下，社区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相应剩下的劳动期限

提高，从而导致了采用较先进科学技术的劳工在生

产农产品所欲的个体劳动期限远小于社区必要劳动

时间，相应的剩余社会价值与收益也随之产生。利



张海连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

- 84 -

润的形成将会提高劳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资

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4 用地体制不合理，农业用地问题多发 
4.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 
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

制一直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耕地流转体制

多实行由农村政府集中统一负责进行的耕地流转管

理工作，这二种体制尽管都在过去数十年里起到过

重要的作用，可是在现阶段，由于生产工具、劳动

人的生活素质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中国城镇化

进程加速，城市用地资源紧缺，房价也飞速攀升，

就产生了大量农业用地逐渐变为非农业用地的特殊

状况。这一系列现象促使了土地价格的暴涨，农民

也不愿流转耕地，进而抑制着农业生产关系中土地

机制的发挥，从而造成了耕地流转问题。 
4.2 基层管理组织管理不到位 
基层管理部门不注意耕地承包责任制和耕地流

转机制的健全，导致在实践中会存在不少问题。比

如人们订立合同时会不注意其完备性，合同的不完

备一面给日后发生问题不得了解埋下了隐患，另一

方面又导致人们不希望订立长久合同，合约年限通

常较短。 
5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路径 
5.1 继续抓好行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产品供应侧 
结构性变革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在巩固当前

成效的基础上，逐步优化农业产业的经济社会发展

布局，把种养业发展内部结构调优调顺。一是要有

效进一步优化粮食种植业内部结构。要逐步扩大农

村经济社会蓬勃发展思路，下大勇气，花大力量减

少粮油产量覆盖面，逐步扩大经济效益粮食作物栽

培覆盖面，使全县粮、经、饲经济作物栽培的比例

做到在 40：50：10 之间。二是要进一步有效优化畜

牧业内部结构，推进农业发展提质增效。要以龙头

企业和农村专门合作社为引导，以饲养小区为基础，

积极培养和进一步蓬勃发展养牛大户，以推动肉牛

只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三是要围绕市场需求，进一步

发展对农产品的深度加工。要依托于粮、牛、果、

蔬菜等行业，积极引导并建立与之相关的中小企业，

尤其是精、加工企业，以推动传统农业的就地加工

转移，提高生产效益。 

5.2 大力实施人才强农战略 
农村人力资本是推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因素，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人才队伍是一个长远

的战略性目标。中国各级人民政府都要高度重视农

村专职农民队伍建设工作，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

以克服当前中国农村现代化人力资本严重短缺的困

难。要遵循当地政府领导，社会各界普遍参加，政

府职能部门负责开展的原则，通过统筹培养计划，

培训平台、培训经费等，做到将教学与实践结合、

将集中式训练与分散地训练有机地结合、将全方位

培训与项目训练有机地结合，以走出去学与请进来

带的方式，加强对农村农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工

作，努力造就一大批有文化精神、懂科技、会经营

管理工作的新兴专职农户团队，形成起以专职农户

团队为核心，专业经纪人为带动，农业技师为保证

的农村人力资本团队，为现代农业建设创造更高水

平的农村人力资源保障。 
5.3 不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进一步巩固农村经

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关键举措，

要紧紧抓住国家逐步扩大对农业发展和中西部区域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支持的重大政策

机遇，重点围绕路面交通运输、田间水利工程、农

网更新、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网络等重大基本建设

工程项目，以全面提升农村生产的基本条件。要积

极开展农村道路畅通建设工程，缓解农业产业发展

中路面交通不便的问题;要积极开展标准化梯田修

建工程，中低产田改建和中小型水利，以增强农村

经济发展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要积极开展农村电

网改造提升建设工程，提高农网供应的安全性和供

水能力;要积极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建设工程，以保障

农村群众房屋安全;要积极推动农业信息网络工程

建设，以增强农业电子商务在产业发展中的推动能

力。 
6 结束语 
总之，农业农村供应侧结构化改造是一项全域

性、复杂性、长期性的重大工程，任重而道远，我

们一定振奋精神，积极作为，以发展战略的思路谋

全域，以变革创新的精神突破难点，以扎实精细的

作风抓好推进，全力推进农业农村工作全面迈向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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