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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 问题与对策*

肖 琴，周振亚，罗其友※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目的］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时期，农业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须向高质量阶段迈进。从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对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问题进行综合系统探究，对推进

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 基于当前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现状

和学术研究前沿，从绿色发展的视角系统探讨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 ( 1)

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呈现出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经济总量双增、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活跃、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较快、农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等特征。( 2) 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粮食

供需形势严峻、区域发展不均衡、资源约束趋紧、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生态系统脆弱且退化明显、农村贫

困化地域分布广等问题。［结论］ 新时期，长江经济带要从巩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严格保护水土资源、综合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养护修复生态系统、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等 6 个方面着手，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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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 11 个省市，

所辖面积 205 万 km2，横跨东、中、西部 3 个经济区域，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例超过 40%，生态地

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1］。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充分

发挥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区位优势，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引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2］。作为我国

重要的农业生产区，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也要适应并遵循这一趋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那么，长江

经济带农业发展现状如何? 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需要着力解决哪些问题? 廓清这些认识，对推

动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长江经济带农业资源禀赋

1. 1 耕地资源总量多，质量较好，人均占有量较少

长江经济带现有耕地 4 493. 37 万 hm2，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33. 3%，其中，水田 2 195. 07 万 hm2，

约占全国水田总面积的 66. 1% ; 水浇地 148. 55 万 hm2，约占全国水浇地总面积的 5. 3% ; 旱地 2 149. 75 万

hm2，约占全国旱地总面积的 29. 3%。长江经济带耕地以水田和旱地为主，占比分别为 48. 9% 和 47.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