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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5 年两会期间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

时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要突出抓好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三个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

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三大体系”的重要讲话，明确了现代农业建设的重点任务，

为新时期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 

战略研究院就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定义、逻辑关系、构

建及优化等进行了梳理 ，谨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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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定义、构建及优化 

 

一、关于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定义 

2016 年 5 月，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构建三大体系 推

进农业现代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安徽小岗村重要讲话

体会》中，对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作出定义：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产业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的有机

统一，重点解决农业资源要素配置和农产品供给效率问题，

是现代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显著标志。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是先进生产手段和生产技术的有机

结合，重点解决农业的发展动力和生产效率问题，是现代农

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显著标志。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组织方式、

服务模式的有机组合，重点是解决“谁来种地”和经营效益

问题，是现代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显著标志。 

有观点认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可以从３个不同视角来

把握：一是农产品产业体系。这是基于横向视角，包括粮食、

棉花、油料、畜牧、水产、蔬菜、水果等各个产业；二是农

业产业链体系。这是基于纵向视角，包括农产品生产、加工、

市场流通以及农业服务业等上下游产业体系；三是农业多功

能产业体系。这是基于功能拓展视角，主要包括生态保护、

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生物能源等密切相关的循环农业、特

色产业、生物能源产业、乡村旅游业等。即以现代农业经营

理念为指引，基于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科学组织方式和高效

市场运作，以纵向产业链延伸和横向多部门拓展为支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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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各产业融合协调、有效衔接、产出高效、

竞争力强的综合产业系统。
1
 

二、关于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逻辑关系 

韩长赋在上述讲话中指出，“三大体系”各有侧重，但

又相辅相成。其中，现代农业生产体系重在提升农业生产力，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重在完善农业生产关系，二者又共同支撑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体现了现代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相互作用、有机融合。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认为，产

业体系和生产体系属于生产力范畴，经营体系属于生产关系

范畴，三大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联结、互为依托、互

相促进，共同影响现代农业的供给总量、结构、质量和效率，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 

有观点提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共同组成了我国现代农

业的“三大支柱”。各有侧重，但相辅相成。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重在解决农业资源要素配置和农产品供给效率问题，现

代农业生产体系重在解决农业的发展动力和生产效率问题，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重在解决“谁来种”和农业经营效益问题。

其中，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核心，指引着农

                                                   

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法规司曹慧、郭永田等：《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路径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期。 

2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发挥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对改革的引领作用》，《经济日报》，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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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方向，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共同支撑着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
3
 

三、关于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构建 

韩长赋在讲话中就农业三大体系的构建提出要求：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就是要通过优化调整农业结构，

充分发挥各地资源比较优势，促进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

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就是要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

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

转变农业要素投入方式，推进农业发展从拼资源、拼消耗转

到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

率、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发展依靠人力畜力、“靠天吃

饭”的局面。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就是要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培育规模化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构建职业农民队伍，

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

联合与合作，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营

集约化、组织化、规模化、社会化、产业化水平。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郭玮认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法规司曹慧、郭永田等：《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路径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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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核心是要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核心是要促进农业供给更好适

应市场需求变化、更好适应资源与环境条件，实现可持续发

展。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核心是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引领作用，形成有利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新与运

用的体制机制。
4
 

四、关于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优化 

张红宇在《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改革的引领作用》

中就如何优化农业三大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优化农业产业体系，关键是拓展问题。要促进融合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提高

农业全产业链收益。一是向纵深延伸，延长产业链，促进农

业产业从田间到餐桌全覆盖，拓宽增值空间；保障供应链，

实现农业生产供应的全球化布局，增强保障水平；提升价值

链，通过品牌塑造和市场营销，获得溢出效益；完善生态链，

坚持绿色理念，实现发展可持续。二是向横向拓展，在确保

粮棉油、肉蛋奶等基本农产品生产供给的同时，凸显农业的

生态环境保护、观光旅游休闲和文化传承等非生产功能。三

是发展工厂化农业、“互联网+农业”等新兴业态，不断向农业

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使农业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蓝海。

总之要实现生产、加工、物流、营销一体化布局，形成资源

有效利用、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竞争力明显增强的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 

                                                   

4郭玮：《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农民日报》，2016 年 2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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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农业生产体系，关键是效率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最基本要求是要适应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把提高

农产品质量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一是提高农产品品质和效益。

发挥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促进现代生产要素集中投入；大

力推进标准化绿色化生产，加强品牌建设，让消费者看了心

动、买了心安。二是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我国在劳动密集、

技术密集甚至资本密集农产品生产方面，有相对竞争力，要

大力发展。三是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既去产能又保产能，

在资源匮乏、生态脆弱、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加快开展退耕休

耕轮作；重点建设好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区、现代农业

示范区，确保基本产能、高效产能、绿色产能，形成水土资

源、环境承载和农业生产协调配合的空间格局。四是加强创

新驱动。要加快科技创新，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农

业发展动能，强化生态伦理，走创新驱动、内涵发展之路。

总之，要通过在品种结构、空间布局和生产投入上的优化调

整，构筑产品优良、适销对路、布局合理、高效集约的现代

农业生产体系。 

优化农业经营体系，关键是开放问题。积极培养造就各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把促进规模经营

与脱贫攻坚和带动一般农户增收结合起来，统筹推进。一是

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土

地托管、代耕代种、联耕联种、统一经营等多种形式，实现

土地的规模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产前、产中、

产后各环节提供统一服务，促进服务的规模化；积极发展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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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农业、会员制农业、一村一品，通过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

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实现产业的规模化。二是培育多

元化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新主体的进入，引入发展现代农业

的新理念、增加新技能。三是促进多元主体融合共享。推广

合同制、合作制、股份制、产业联合体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联

结关系和组织化方式，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和普通农户共享收

益。总之，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

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

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执笔人：韩江、林

志伟、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