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科专家告诉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寿光市农业产业结构路径优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重中
之重。本文以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农业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阐述乡村振兴战略重要
意义，结合2008年-2020年间寿光市农业产业结构数据，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对农业结构现状做详细对比和实证分析，进一步对农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展开
讨论，最后提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路径选择，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中坚力量。

寿光市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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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并
强调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2018年国务院进
一步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19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乡村振兴四项重点工作
任务：坚持农业产业优先发展；重视培
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不断改善农业人居环境，做好村容
村貌提升工作；推进深化农业土地制度
改革。

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是“产
业兴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解决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产
品供给质量与人民群众新需求之间的矛
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
通过对2008年-2020年间寿

光市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GDP
中所占比重的分析发现，第一产业
比重远远高于山东省和全国的平均
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过高，农
林牧渔及服务业比例不协调、第二
产业产值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
内部结构不合理、增长动力不足、第
三产业增幅提效不明显等问题不能
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多样化的需
求，同时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深
入优化。

支柱产业集而不群，内部互动
性不强、区域辐射能力有限

目前，寿光市各产业以工业园
群聚生产为主，产业间关联性较
弱，信息沟通不畅。支柱型产业规
模较小，区域辐射力度不足。个别

企业生产规模较大，但没有形成
集群效益，停留在单打独斗的层
面。企业创新意识不强，研发投入
有限，企业发展基本上靠引进国
内外先进技术，缺乏核心竞争力。
支柱产业效益虽好，但是建立在
高耗能、高污染的基础之上，环境
污染不容忽视。

产业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产业
发展面临巨大市场考验

寿光县域工业产品大多处于
工业链的低端位置，更新速度较
慢，产品竞争优势不明显。而位于工
业链高端位置的电动汽车、生物制
药、机械装备等处于起步阶段。传统
优势产业如：纺织、家具、造纸、蔬菜
等业务收入近几年大幅度下降，利
润率不断降低，新型产业发展速度
较慢，市场竞争力度不断加大。

区位交通设施便捷、地理环境优越
寿光市紧邻渤海湾，位于半岛城市

群的中间地带，距离济南、青岛等二线
城市大致相当，地理位置优势显著。截
止到2020年，寿光市城市道路总里程达
到 589.13 公里，其中新修建镇村道路
160公里，完成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206.5 公里，公路 PPP 模式进入实施阶
段。羊口港和寿光港全年完成吞吐1330
万吨。境内铁路增至五条，分别是益羊
铁路、晨鸣铁路支线、寿平铁路、德大
铁路和黄大铁路，境内铁路长度达158
公里。

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
受疫情影响，2020年寿光市地区生

产总值共计 786.6 亿元，同比增长 3.1%
（按可比价计算）。其中人均 GDP 达到
69245.49元，远高于国家和山东省的平均
水平。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是
106.3亿元、326.9亿元、353.3亿元，三次
产业结构比由上年的 13.2：42.8：44.0 调
整为13.5：41.6：44.9，三产比重同比提高
0.9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落实。

由上图可知，自2008年-2020年间，
寿光市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
始终高于山东省和全国水平，说明寿光市
第一产业比重明显过高，产业结构需进一
步优化。且2019年寿光市第一产业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为6.8%，远高于全国4.3%
和全省4%的平均水平。

寿光市2020年农林牧渔及服务业在
农业中所占比重，除农业所占比重高于山
东省、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均低于山东
省、全国的平均水平。说明在农业产业结
构中，寿光市生产要素贡献率主要集中在
农业种植方面，其余方面贡献率较低。

特色农业产业化优势凸显，产业化基
地日臻成熟

寿光市作为我国最大的蔬菜批发中
心和集散中心，不仅是农产品信息交流
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同时农业产业化
模式走在全国的前列。寿光蔬菜的大棚
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集中连片、
规模经营、绿色有机”的发展模式。截
止到 2020 年底，省级种苗研发中心发
展到 5 家、自主研发的寿菜 HG1 号黄
瓜、寿菜HG2号黄瓜、寿菜XG1号西
瓜获农业部新品种保护权，寿光市自主
培育新品种达到 46 个。寿光市有机、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基地面积达到 71
万亩，品种达到552个，地理标志产品
16个。

南北产业格局日趋明显，产业特色明
显

寿北地区依靠渤海湾优势，重点以海
洋化工和海洋渔业为研究对象，并形成了
海洋化工、生物医药、石油化工等三大支
柱产业。寿南以中心城区为核心，重点以
轻工业、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研究对象，
形成了造纸、化工、纺织、机械、家具、食品
等为主的六大支柱产业。

寿光市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协调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
分配，推进农业“三产”融合

通过协调生产要素在三大产
业内的比例分配关系，加速推进农
业现代化进程，在巩固第一产业传
统优势基础上，全面扶持第二、三
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三产”融
合。借助寿光市独有的旅游资源，
着力推广特色小镇发展，如羊口镇
海盐文化、上口镇窗帘文化等。同
时，不断创新农业发展业态，通过
打造农业观光休闲特色文化、生态
文明健康旅游景区、体验农家乐绿
色饮食活动等。第三，转变农产品
发展模式，由粗加工向精细化加工
转变，延伸农产品产业链，积极推
广农产品电子商务营销模式。

构建县域产业竞争合作机制，
增加企业间信息交流

互动性不强的区域产业会加
剧企业间竞争态势，导致生产要素
利用率不足，经济利益收入低下。通
过加强区域合作关系，发挥市场机
制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加强地
方政府执政理念，完善监督检查机
制。通过加大对乡镇街道特色产业
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制定正
确的产业发展规划，不断完善招商
引智、招院引所等制度，抑制盲目招
商和恶性竞争，引导乡镇街道确定
主导产业，形成乡镇自主，县域协调
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再次，通过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最大限度留
住人才，让外出务工人员回流，为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智力保障。
巩固传统产业基础优势，提升

新型产业更新速度
重视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

位，坚持稳定发展第一产业，积极
推行现代化农业产业，加快农业第
一产业现代化进程，并不断探索符
合乡镇社区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合理规划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增强
内部核心竞争力，打造自己的特色
品牌。逐步实现十三五规划中提出
的，到2030年逐步形成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农业市场产业集群和新
型产业的目标。

创新提升“寿光模式”战略地
位，完善创新创业机制模式

通过科技创新、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突出“寿光模式”战略地
位，通过扩大内需，加强城乡融合，
确保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通过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驱动，打造

“中国蔬菜产业硅谷”，做大做强品
牌塑造、科技研发、电商销售、展览
展示、休闲文旅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产业链条。同时，建立完善创新机制
体制，发挥企业主体创新带动作用，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推广蔬菜产业
为代表、生物材料为重点、信息技术
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壮大
新兴产业，扩大创新创业空间，进
一步推进区域经济不断发展。

潍坊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赵光岩

寿光市农业产业结构路径优化机制

2008年-2020年不同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