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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现代农业园区是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园区形成演变机制与

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 基于我国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实践探索与相关理论文献梳理总

结，系统探讨现代农业园区的核心内涵、主体功能、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利益机制。［结果］ 现代农业

园区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空间增长极，由政策、环境、市场、创新和集聚等多因素共同交互作用形成，其中

创新和集聚是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园区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农户参与”的

框架，创建了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园区运行管理机制; 搭建了多主体合作共赢机制，平衡现代农业园区各方

利益诉求，结成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充分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收益。［结论］ 为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新

形势，面向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和高价值惠民“三高”新要求，现代农业园区应紧紧依靠创新驱动，

全面激活相关主体，培植新产业和新业态，重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四链”，做强地区特

色优势产业，推动园区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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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现代农业园区近年来快速发展，2019 年全国农业科技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农业产业园等 3 类

国家级农业园区建设总量已超过 600 个，在建设模式与运行机制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并取得重要进展。现代

农业园区作为现代农业的试验田和领头羊地位日益凸显，对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

升［1］。园区积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植农业发展新动能，农业生产

供给体系适应性明显增强;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全面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着力探索农民增收盈利

新模式新机制，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周边地区。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现代农业园区发

展仍存在产业链融合不够、生产标准化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不强、农户参与程度不深、带

农惠农增收绩效地区差距大等诸多问题。因此迫切需要系统梳理总结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实践经验，深入研

究揭示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和机制等规律性问题，为新时代有序推动我国农业

园区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1 现代农业园区的概念与功能

1. 1 现代农业园区的概念

综观国内农业园区建设实践，文章将现代农业园区界定为以姓农务农兴农惠农为宗旨，以技术高新、
产业融合、方式绿色、产出高值和空间集聚为基本特征，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农户参与的运行机



制，主要以县域或镇域为基本单元，深度挖掘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增值潜力，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产

业优势、商品品牌优势和盈利惠民优势，创建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链集群或综合体，形成的

农业农村现代化空间增长极。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2］。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也是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现代农业园区的探索发展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

代，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同时受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及国内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的影响，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呼吁我国应开展农业园区建设试点，以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一些省份率先

开始了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探索。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提高农业生产整体技术和管理水平，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有效供给，我国开始引进、展示和示范以色列、荷兰的设施农业新技术，广泛建设

示范农场及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 园) 。在我国农产品实现从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

转变后，为进一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我国着力进行农业高新技术的开

发，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园区，与此同时进行现代农业园区综合开发，设施农业园区、休闲农业园区也相继

推出。为进一步拓展现代农业功能，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农业发展，农业农村部 ( 原农业部) 决定开展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工作。直至 “十二五”末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产品供求关系需要进

行结构性调整，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我国于 2017 年启动

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进一步提高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水平。通过近 40 年实践探索，我国现代农业园区

类型和规模显著增加，功能逐步丰富完善，增长极作用日渐彰显，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1. 2 现代农业园区的主体功能

现代农业园区的主体功能随着农业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现阶段我国现代

农业园区主要承载着技术扩散、产业培育和体制机制改革等试点示范探索功能。
技术扩散功能。现代农业园区作为先进技术组装集成应用及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载体，以先进技术密

集为重要特征，应用高新技术深度开发当地特色优势资源，创新产业形态，吸引相关企业加盟，延伸完善

产业链，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建成农业高新技术集成应用样板区。
产业培育功能。现代农业园区通过“育种—种业—种养—加工—流通—服务”等相关产业空间整合，

打造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全产业链体系，破解产业发展 “碎片”和 “低值”难题，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从数

量增长导向到质量和价值提升导向的转变，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园区功能，促进乡村

振兴。
绿色引领功能。现代农业园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集成应用先进绿色生产技术和标准，探索绿色发展

体制机制创新，将园区建设成为转变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先行区，加快步入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建成丰富多样生态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引领区域

农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辐射带动功能。现代农业园区通过企业集聚和产业聚集，园区与乡村共建，产业与城市融合，逐步形

成区域乡村经济发展增长极。通过园区的辐射扩散作用，健全区域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培育区

域发展新动能，带动区域甚至全国乡村经济全面发展。

2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动力机制

2. 1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阶段特征

我国现代农业园区是在借鉴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模式基础上，结合农业特点而

创建的一种农业发展空间形态。自产生以来，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园区的 “中国化”改造，主

要经历了示范农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 园) 、农业科技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发展

形态。纵观我国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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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起步阶段 ( 20 世纪 80 年代—2009 年) 。主要开展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工作。在改革开放浪潮

中，各地积极探索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尝试农业科技革命新路径，以高新技术开发、示范、推广和辐射为

主要内容，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区域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目标，着力建设现代农

业技术集成应示范区，同时拓展园区多功能。
全面推进阶段 ( 2010—2016 年) 。主要开展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工作。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道路，打造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通过建设现代农业生产样板区，示范

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培养新型农民、探索建立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拓展农业功能。
提质升级阶段 ( 2017 年至今) 。主要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模式和

新动能，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升级、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结构优化的新挑战。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步入提质升级阶段，以规模化种植和养殖基地为基础，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嫁接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先进

科技，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融合、增收富民示范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培育农业

农村发展新动能。已经初步形成国家、省和县三级现代农业园区体系。
2. 2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演化的驱动分析

现代农业园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空间增长极，其形成发展是多种因

素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政策、环境、市场、创新和集聚等五大驱动因子，并由政府、企业、合

作社、农民等多元相关主体共同建设运作［3-7］，内生外生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耦合动

力机制 ( 图 1) 。

图 1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耦合动力机制

政策驱动是我国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制度动力，是推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政策主要

通过政府规划、财政支持和公共产品提供等方式影响园区布局与建设。从我国现代农业园区发展过程来

看，大致经历了示范农场、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农业产业园等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

发展目标与主攻方向及政策选择，体现着明显的政府调控意图。
环境驱动是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基础动力。涵盖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环境两部分，自然资源环境和宏

观社会经济环境是各地发展现代农业园区的先决条件［8］。自然资源环境禀赋条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

对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特色形成具有本底性影响，园区应优先布局在自然生态最适宜区。而经济社会环境

是助推现代农业园区变革发展的外部动力，如区位、贸易、交通等条件对农业园区规模和布局也有重要

影响。
市场驱动是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需求动力。市场需求规模和市场结构及其变化对现代农业园区的形

成、转型具有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影响。其中消费者需求对于现代农业园区的产品类型、结构和规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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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具有基础导向作用，产业需求对于园区专业化分工、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具有拉动作用［9］。市场需

求促进园区企业良性竞争，不断细化农业专业化分工和调整农业结构。
创新驱动是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持续动力。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永续保持园区竞争优势

的不竭动力源泉。园区结合国情区情新变化，不断完善创新链，加快培育创新主体，强化农科教、产学研

大联合大协作，推动技术与装备创新、运行机制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依靠高新前沿技术熟化与集成创

新，培育智慧农业、农业电商、定制农业、文创农业和功能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园区发展从主要

依靠资源要素驱动逐步转换到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上来，给园区插上科技的翅膀，不断强化园区发展的科技

含量和可持续发展后劲。
聚集驱动是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加速动力。主要通过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加快释放空间聚集效应，

促进形成增长极。园区聚集土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增强各要素时空耦合协

调性，优化现代生产要素配置，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园区实现率先增长。园区围绕特色优势产业，聚集育

种、种植、养殖、收储、加工、物流、销售和服务等关联企业和关联产业，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重构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产业共同体; 提升价值链系，系统挖掘产业各环节多功能价值; 优化利

益分配链，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实现农业增值和农民持续增收。

3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运行机制

现代农业园区是现代要素、现代产业与新型主体的集聚融合发展平台，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性，应通过

引进多方治理手段进行调控［10］。在我国现代农业园区的运行管理中，初步探索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运

作和农户参与的园区运行机制［11］，既能发挥政府调控的诱导优势，又能很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优势。
3. 1 政府引导

在我国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进程中，政府主要通过规划指引、用地保障、资金支持、人才引进、评估监

管等方式为园区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支撑服务，从而引导撬动各方资源投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12］。
规划引领。我国地域广阔，生态条件和产业类型多样，要立足地区农业资源特色和区域产业比较优

势，进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顶层规划设计，园区总体布局应覆盖全国主要生态区和重要农产品，通过规划

引导园区布局与建设。
用地支持。各地园区坚持按照 “依法、自愿、有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原则，直接从农户、合

作社或村集体手中，流转土地，进行连片开发，保障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合理用地需求，达成共赢局面［13］。
在园区土地流转环节，政府牵头集中收储农户土地，再与各园区或企业对接，完成土地二次流转，这样既

保障了园区和企业利益，也保障了农户利益。
资金支持。政府创新财政与社会资金的支农措施。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对

园区进行财政资金支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形成了园区建设

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投融资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机制，建设符合园区建设特点的保险体系，推动政策

性保险的全覆盖。
人才支撑。鼓励园区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提供创业平台和提升工资待遇等方式，积

极引进和培育专业技术人才和营销人才。支持完善园区生活设施配套建设，指导园区与人才市场合作搞好

人才招聘信息和档案管理等相关服务，吸引人才在园区内安居乐业。
评估监管。按照现代农业园区创建层级，设立中央、省、市县三级组织管理机构，形成上下贯通、左

右互联的高效工作机制，提高管理工作效率。制定科学合理评价方法，对园区建设开展定期评估，实施

“能进能退”动态管理，激发各园区发展活力，提高园区发展绩效。
3. 2 市场化运作

按照全面激活主体和激活要素的要求，探索园区市场化运作模式，构建协同运作机制，规范各方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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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政府营造园区市场化运作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入驻园区及产业经营做好公共服务，加强园区招商引

资，规范园区工商资本注入监管，将增收惠民贡献作为园区入驻企业享受相关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 企业

坚守“姓农务农兴农惠农”的园区建设初心，按照现代企业模式，围绕园区特色优势产业，开展农业全

产业链经营活动与管理，杜绝跑马圈地和非农化发展; 农户以多种方式参与园区建设，鼓励农户在受聘园

区打工就业的同时，探索将资源和资产量化作价入股，进行股权合作，切实提高农民对园区建设的获得感

和参与度。

4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利益机制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中涉及多方相关者的利益博弈。需从园区各方利益相关者出发，分析其角色定位及

利益博弈关系，创建园区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全面激活相关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现代农业园区可

持续健康发展［14-16］。
4. 1 相关主体角色与利益博弈

现代农业园区利益相关者大致包括开发主体、经营主体及第三方合作主体［17，18］，通过这三类相关主

体协作共建，合力推动园区可持续发展。开发主体包括政府和科研院校等，是园区建设的谋划主体，承担

园区的顶层设计和开发建设任务，统筹规划园区发展方向与策略。经营主体包括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和农户等，是园区运行的执行者，也是园区绩效的主要贡献者，寻求多元化盈利模式，通过园区经营管理

与增值业务，实现园区长久获利发展。第三方合作主体包括物流和服务等企业，是园区的支撑服务者，通

过提供园区技术支持、营销支持、产销售后和物流配送等服务，降低入驻园区企业的整体运营成本，提高

运作效率。
现代农业园区 3 类相关主体最终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各类主体之间存在广泛的利益博弈

关系。一是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开发主体与农户在土地流转、征地补偿中的博弈; 政府与企业

在政策补贴与国家粮食安全、绿色发展、经营绩效和增收富民等方面的博弈。二是同类主体内部的利益博

弈。农户与业企之间的薪酬待遇、农产品购销价格、加工增值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利益博弈。需要创建合作

共赢机制，协调相关主体的利益冲突，方能形成园区建设合力。
4. 2 相关主体利益联结实现模式

构建现代农业园区相关者利益共同体，统筹平衡全产业链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重点推广股份制、合

作制和订单农业等园区利益联结模式，核心是将企业与农民之间松散随机的购销、雇佣和租地关系改变为

更为紧密稳定的合作共赢关系，结成利益共同体［19］，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提升乡村产业

聚合力，让农民更稳更多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效益，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是 “股份合

作”模式。构建由相关利益群体参与的股份合作机制，探索财政奖补资金折股量化、承包经营土地股权

化、农村资产股份化，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结成联股、联利的共同体，按协议分

配产业红利，实现农户分红、合作社增收、村集体壮大的三赢目标，让农民长期享受持续稳定的收益。二

是“土地流转优先返聘”模式。坚持带农、惠农、富农、兴农导向，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形式，积极引入

大型龙头企业，探索“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 “土地流转优先返聘”模式，保证农民获得较为稳

定的收入，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重庆市涪陵区国家现代农业 ( 榨菜) 产业园积极改革探索，引导农

民以单季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以现金入股、合作社负责人以榨菜腌制池折价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资

产资金入股，成功创建了“保底分红 + 盈利二次分红 + 产业务工收入 + 财政投入资金股权化分红”的利

益联结模式，将企业、合作社与农民等经营主体从简单买卖关系转变为合作共赢关系，支撑园区健康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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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5. 1 主要结论

( 1) 现代农业园区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空间增长极，其形成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创

新和集聚是关键内生驱动力。创新驱动是园区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园区发端于创新，强大于创新，也将持

久于创新，需不断完善园区创新链。聚集驱动是园区发展的提速动力，包括要素集聚驱动和产业集聚驱

动。通过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空间聚集，增强要素时空耦合协调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发挥园区聚集效

应，形成外部规模经济。通过农业关联产业空间集聚融合，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利益链，实现

园区农业增值、农民增收和率先发展。
( 2) 现代农业园区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性，按 “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农户参与”框架，创建了中国

特色园区运行管理机制。政府主要通过规划指引、监测评估和政策调控等方式，营造园区市场化运作制度

环境，规范园区工商资本注入监管，引进有实力企业入园投资兴业。企业秉持 “以农为本”建园理念，

姓农、务农、兴农和惠农，增收惠民贡献被作为园区企业考核和享受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拓展园区建设

的农户参与方式，通过股权合作，鼓励农户出劳出地带资投入园区建设，提高农民参与度。
( 3) 探索建立现代农业园区相关者利益共同体，有效平衡各方利益诉求。重点推广股份制和合作制

等利益联结模式，将企业与农民之间松散随机的买卖关系改变为更加紧密稳定的合作共赢关系，结成利益

共同体，切实保障农民更充分更稳定地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效益，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5. 2 前景展望

我国现代农业园区通过近 40 年发展，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模式与机制，对

推动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未来要适应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形势，面向高品

质生活、高质量发展和高价值惠民 “三高”新要求，加快补齐发展短板，进一步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打

造现代农业园区升级版，更加有效地支撑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
( 1)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机制更加完善。进一步明确我国现代农业园区的准公共品特性及其功能定位，

统筹创设更加高效的园区运营机制制度，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重点理顺政府、企业和农民三方

关系，切实激活各方主体，集聚多方资源，保护多方利益，调动多方积极性，保障园区健康可持续发展。
( 2) 现代农业园区空间布局更加合理。优先在国家粮食及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布局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构建覆盖不同地域特色、不同产业类型和不同层级的现代农业园区空间格局，

逐步完善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增长极网络支撑体系。
( 3) 现代农业园区创新驱动更加有力。瞄准园区特色优势产业关键短板，强化全产业链技术支撑，

集成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的试验、示范和推广，推进园区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农业装备条件升级，打造高质量高价值农业基地，培育现代农业新产业和新业态，释放园区发

展新活力。
( 4) 现代农业园区政策扶持更加精准。加大现代农业园区政策效益评估，总结经验，完善现代农业

园区扶持政策，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撬动效应，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园区创业，聚

焦投入科技创新、智能产业、绿色发展和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优化投融资结构与方式，全面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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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ＲCH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MODEＲN
AGＲICULTUＲAL PAＲKS IN CHINA*

Luo Qiyou，Liu Zixuan，Gao Mingjie※，Liu Yang，Yang Yadong
(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Ｒesources and Ｒ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Modern agricultural parks are critical for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mplementing a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law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ark． We had researched on related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that illuminated the core connotation and effect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arks，deeply
analyzed the dynamic，operational and interest mechanism． As the spatial growth pole of China' 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modern agricultural parks were affected by muti-factor which included policy，environment，market，
agglomeration and innovation． It was worth noting that the agglomeration and innovation were the two significant
factors． Establish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guidance，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farmer
participation was necessary，because modern agricultural parks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asi-public goods．
Therefore，in order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the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a win-win mechanism for multi-
organization cooperation，balance interests，and built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Thus，to achiev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arks should accelerate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related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industries，restructure the " four chains"
include innovation chain，industrial chain，supply chain and value chain，strengthen regional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 this way， it c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 modern agricultural park; dynamic mechanism; operational mechanism; interest mechanis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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