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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园，打造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平台载体。2017年
中央一号文件，用了部分篇幅部署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以规模化种养基地为基础，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带动，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建设“生产+加工+科
技”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发挥技术集成、产业融合、创
业平台、核心辐射等功能作用。科学制定产业园规划，
统筹布局生产、加工、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功能
板块。鼓励地方统筹使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
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等相关项目资金，集中建设产业
园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吸引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
建设运营产业园，发展设施农业、精准农业、精深加
工、现代营销，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专业化、
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推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
值。鼓励农户和返乡下乡人员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
作、入园创业就业等多种方式，参与建设，分享收
益。”2018年、2019、2020、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又连续部署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2022年 1月 5
日，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召开全年工作思路要点专题
会提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要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引
领区为目标，继续创建认定一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探索集聚发展模式，规范监测管
理、强化宣传推介。

现代农业园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借鉴工业园区的经营管理理念，依托园区这一载体，推
动农业生产要素向园区集中、优势产业向园区集聚，推
进农业产业化、多功能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是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也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
径。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加强都市型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
和市级现代农业园区。

发展产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规模化
生产是农业产业化的内在要求。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
农业企业的单打独斗已不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形势的要
求，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打破区域界限，突破规模优
势，走农业区域化布局、一体化经营、合作化生产的路
子。园区通过大力发展产业化经营，为发展现代农业增
添了新的注脚。

以园区化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以园区化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助力全产业链标准化助力全产业链标准化

2017年以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姓农、务
农、为农、兴农宗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建
设管理机制，推动产业园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各地选准县域优势特色主导产业，按照
“生产+加工+科技”一体化发展要求，加快建
设大基地、发展大加工、创新大科技、开展大
服务、培育大品牌，提高了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形成了一批集中度高、规模大、效益好的
优势产业。许多产业园已经成为区域或全国产
业发展的风向标和行业排头兵。创新了紧密型
联农带农机制，增加了农民收入。构建“农户+
合作社+加工营销”的利益联合体，显著带动了
农民就业增收。培育了增长动能，壮大了县域
经济。各地大力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科
技、信息等现代要素向产业园聚集，引导先进
生产力“出城进园入农”，形成了一批上下游紧
密协作的产业集群，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新引擎。促进了产村融合，带动了乡村建
设。许多地方以产业兴、农村美、生态优为导
向，将产业园建设与休闲观光、民俗风情有机
结合，培育了一批生产生态生活相融相促的乡
土小村、特色小镇，形成了产业围绕新村转、
新村围绕产业建的乡村建设布局，促进了乡村
功能提升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还支持创建以现代种
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以
种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是用园区化
理念促进现代种业发展的重要探索。2019年和
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创建了10个
以种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其中，
以作物种业为主导产业的，主要包括湖南省长
沙市芙蓉区、四川省邛崃市、甘肃省酒泉市肃
州区、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河北省张家口市
宣化区、福建省建宁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
吉市等7个产业园。以畜禽种业为主导产业的，
主要包括广东省新兴县、北京市平谷区、西藏
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等3个产业园。

各地充分发挥种业产业园产业集聚、主体

集中、要素集约的平台载体作用，聚焦科技研
发、种业孵化、公共服务等，建强现代种业科
技创新体系。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产业园杂交
水稻常年制种面积占全国的30%以上，杂交水
稻供种量占全国的35%。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
产业园制定专门政策扶持制种企业扩大生产规
模、提升经营水平，年销售收入过千万的制种
企业47家，制种品种达到5000多个。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抓得实、投入
大、效果好。“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作出了部署。“十四五”时期，农业
农村部和财政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
求，对标新目标，推动县域农业主导产业向园
区集中，促进农业生产、加工、物流、研发、
示范、服务等相互融合和全产业链开发，加快
数字技术向农业各领域渗透，提升乡村产业园
区化、融合化、数字化水平，推动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取得新进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支撑。工作推进上，
可以概括为“提质、扩面、强基”3个关键词。
一是“提质”，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推动每县选准1-2个农业主导产业，推进

“生产+加工+科技”一体化发展，延伸产业链
条，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培育知名品
牌，促进全产业链开发、全链条增值，实现

“一县一特、一特一园、一园一牌”，提高农业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二是“扩面”，即提高产业
园覆盖面。按照普惠性、竞争性、政策性相结
合的原则，继续支持创建和认定一批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指导各地全面推动省市县级产业
园建设，实现涉农县产业园全覆盖。三是“强
基”，即加强产业园建设管理。研究制定建设现
代农业产业园的指导意见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管理办法，推动更多的金融资本、政府专项
债用于符合条件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加强
监测评价和绩效考核，发挥好产业园对乡村产
业振兴的引领示范作用。本报综合报道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让农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

/从种子到经营模式/
产业园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新模式的重要载
体。自2017年中央部署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来，基本形成了以园区化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格局。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进入关键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