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新常态下农业发

展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出

现各种结构性矛盾，尤其是粮食产量、进口量和库

存量“三量齐增”，“新粮难储、陈粮难出”，生产与市

场脱节，导致产品积压，宝贵的资源和环境遭受损

耗和浪费。农业的弱质性导致了农村的落败与萧

条，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为此，中央先

是做出了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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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re two important

main points about general trend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There is an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On the one

han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e supplies power and channel for the rural revitaliz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an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e. Northern Anhui region, as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 and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poor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base, high stock pressure of grain

output, distor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tructure caused by mismatches of factors, Anhui Province's main functional

area planning and negative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 breakthrough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northern Anhui is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e.

So this article suggests to make strategic adjustments to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gradually to improve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factor

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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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

的战略。本文则着重分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机理，并聚焦粮食主产区之

一的皖北地区，从实践的角度探索如何通过推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乡村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述评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

近平同志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2017年中央“一号

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战略，这是继

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5年聚焦“三农”

问题，可见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视程度。一

时间，政界、学界和理论界纷纷研究“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未来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方向、路径

及相关举措。

以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为

代表的政界官员一致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非

常必要，是对当前农业形势的了解。他认为目前农

业存在着“三量齐增”现象，中国农业面临着产品质

量差、价格低，缺乏国际竞争力等问题，并提出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线。

此外，以农业部党组书记、部长韩长赋为代表的学

者型官员，纷纷着眼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将研

究的目光聚焦于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

宋洪远[5]（2016），郭永田[6]（2016），刘红岩[7]（2016）和

陈晓华[8]（2016）等。郭永田从融资的角度，提出推

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

的优势，从六个方面提升政策性金融推动农业供给

侧改革的能力。宋洪远[5]（2016）认为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紧紧围绕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优化农业资源要素

配置结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改革要

与各地的实际相结合。此外，还有河南省农业厅

的魏国强、湖北省农业厅的戴贵洲，湖南省委副

书记孙金龙、浙江省农业厅史济锡等纷纷从省级

视角研究如何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中国人民大学孔祥智、中国农业大学朱俊峰

和韩一军、厦门大学许经勇为代表的理论界学者，

研究了如何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孔祥智[9]

（2016）认为：一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二要通过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三大

任务；三要通过粮食价格体制和补贴制度改革，理

顺粮食价格机制，设计好和粮价脱钩的粮食补贴政

策，树立全新的粮食安全观。朱俊峰[10]（2016）认为，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坚持市场化取

向。他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抓

好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

六项重点任务。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冰川研

究开放条件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了面

临的形势，明确了改革目标，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具

有可操作性的策略。

还有一些特殊的学者，党校的专家、学者也纷纷

将目光聚焦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从省情出

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省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的郭

振宗、中共红河州委党校马泽波、陕西省行政学院张

首魁等，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16 年第一期领导干部

进修班的学员从提高浙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出发，提

出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但是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

略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吴德慧[11]（2018）以河南许

昌为例，深刻论述了供给侧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必由

之路。她认为广大县域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破解农产品供需结构性矛盾的迫切需要，是

缓解农业资源环境压力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的迫切需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

路。唐安来[14]等（2017）基于江西的实践，分析了乡

村振兴战略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认为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

效益，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苑雅文、

时会芳[12]（2018）认为天津休闲农业肩负着重要的使

命与担当：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是农

业供给侧改革的有力举措，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求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鲜有文章阐述农业供给

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一些

学者论述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比

如杨梅、郝华勇[15]（2018）认为特色小镇引领乡村振

兴的作用机理表现在：特色产业为载体促进农村产

业兴旺、特色小镇为窗口引领乡村文化兴盛、特色

小镇为平台带动乡村生活富裕、特色小镇为示范拉

动乡村生态宜居。

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
的机理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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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农业农村农民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三农”问题中农业又是基础，如果没有农业的现代

化，农村建设的资金、农民增收的渠道均不通畅，所

以彻底解决好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延长农业产业链、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应该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解

决农业发展质量提升的问题是关键。农业发展质

量的提升，乡村发展新动能的培育都必须以农业供

给侧改革为抓手。

（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

要手段和动力源泉

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源泉在于深化农村改革，

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我

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始于40年前发生在凤阳小岗村

的那张将土地承包到户的“生死契约”，土地产权制

度的变更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

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大提升。那个时期农业发展的

主要矛盾集中在粮食总产量过低，无法满足人们的

生存生活需要，现今我国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

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对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不但要

吃饱，更要吃好，要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吃得丰

富。由此可见，农业发展面临的难题已经由总量的

供不应求转变为供求结构性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就是一项从供给的角度着重解决结构性矛盾的

改革，而农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破除制

度障碍，纠正资源要素配置扭曲，优化农业资源配

置，生产更多绿色优质农产品，提高农业供给质量

和效率，进而解决农产品供给上的结构性矛盾。所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是破解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主要手段和突破口。

（二）乡村振兴战略能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造有利条件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优质的劳动、技术、资本等

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集中，解决农村地区长期发展

缓慢的难题，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

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提高农业的

生产效率，农业生产过程中更重视提升农产品的质

量，而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须要借助农业机械

的使用、生产技术的创新、发达的互联网提供及时

准确的市场信息等手段。从劳动力这一传统要素

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还是要靠农业

的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一点很关键，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农业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的转

变，单靠现行小农经济下的兼业农民，难度极大，而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恰好可以为农业供给侧改革

找准人才的突破口。

三、皖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制约乡村发
展的因素分析

皖北地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经济保

持了又好又快发展势头，2017年经济总量增速自

2012年首超全省后，再次实现赶超，主要经济指标

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7年皖北六市生产总

值7 850.2亿元，同比增长8.6%，增幅比全省高0.1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但是农业发

展面临的一些新矛盾阻碍皖北地区乡村的振兴。

（一）农业基数大，质量不优问题突出

2017年皖北六市粮食产量均超过100万吨，其

中阜阳市粮食产量达到567.8万吨，皖北地区三次

产业结构比是14.9∶44.2∶40.9，而同期安徽省的三

次产业结构比是9.5∶49∶41.5。皖北六市第一产

业在全省的占比高于生产总值占比，2017年一产占

全省的44.8%，生产总值占全省的28.5%；从绝对值

上看，2017年皖北的粮食产量达到2 106.9万吨，占

全省的60%。农产品质量不优问题突出，产品缺乏

市场竞争力，优质、绿色粮食供给不足。农业领域

改革的任务艰巨，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

（二）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库存压力大

安徽省粮食产量实现“十四连丰”，2017年粮食

总产695.2亿斤，皖北地区除个别地市粮食产量有

小幅波动外，如2016年阜阳市粮食总产量557.18万

吨，略低于上一年度的570.29万吨，绝大多数地市

粮食持续性丰收，比如淮北粮食生产实现“十四连

丰”，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9.5万吨。2017年六个

地市粮食产量均实现了增长，淮北、亳州增速分别

为2.1%和2%，蚌埠和阜阳的增速为1.9%，接近2%，

淮南增长1.7%，宿州增长0.5%。粮食总产量的上升

给各地带来了巨大的粮食收储压力，现有的储备粮

库不够用，陈粮不出，新粮难入库。2015—2016年

安徽省一度出现了“旧粮占仓容，新粮收储难”的问

题，2015年合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出现了拍卖难，

由于托市粮价格高于市场价，小麦稻谷等主粮销售

难，销不出去的旧粮挤占仓容，粮食产销进入了死

循环。而且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建

秦翠翠：农业供给侧改革与乡村振兴互动的区域实现模式研究——基于皖北地区的经验分析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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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仓不但增加了固定成本投入，而且增加了保管成

本，临时性的借用外地粮库的办法不可持续，解决

这一难题的根本途径是将旧粮消化掉，这要求我们

必须生产出质更优价更廉的粮食，但是由于当前我

国保护价收购粮食的制度仍然在执行，农民缺乏提

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大量种植普通小麦、玉米、稻谷

等主粮的势头正旺，粮食收储矛盾依旧尖锐。

（三）要素的错配导致农产品结构扭曲

皖北地区农产品结构单一，尤其是小麦、玉米

等产量占比独大，小麦产量占全省的比重高达

89.93%，玉米产量占比高达95.70%，而油料、棉花、

豆类、杂粮等种植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卖不

出去导致收储压力大，目前，我国的小麦、玉米、大

豆、棉花、油料、糖料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大多比国

际市场高，这也是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近年

来，皖北地区在全国要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大背景之下，主动调整农业结构。农业结构调整有

适应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两种：适应性调整好比

“揉面”，是一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模式，

属于事后和短期调整；战略性调整主要是着眼于需

求结构的动态变化和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动态

适应和反应能力，属于超前性和长期性调整，并且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和依托。但是当前皖北地

区的调整属于适应性调整，未能上升到战略性调整

的高度。2017年皖北地区主动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鼓励农户多样化种植，但是六地市的棉花产量都出

现了大幅度下降（表1），棉花产量下降的最主要原

因是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国内棉价高于国外，国内

棉花生产成本高。但是主粮由于受保护价和临时

收储制度影响，农民种植主粮的收益稳定且可预

期，主粮种植机械化程度较高，所以种植积极性高，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

错配，最终导致农产品供给出现结构性矛盾。这是

农业适应性调整造成的不利影响，要打破这一僵

局，必须从制度层面上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

整。

地区

淮北

亳州

宿州

蚌埠

阜阳

淮南

粮食/

万吨

129.5

483.4

350.6

285.9

567.8

289.7

增速/

%

2.1

2.0

0.5

1.9

1.9

1.7

油料/

万吨

0.37

5.0

24.1

38.3

7.0

2.8

增速/

%

-14.2

-1.7

1.5

0.1

-4.3

-11.9

棉花/

万吨

0.02

0.7

1.67

0.27

0.80

0.21

增速/

%

-68.7

-22.2

-20.7

-57.5

-14.0

-35.5

蔬菜/

万吨

49.8

326.7

337.1

300.4

665.8

126.7

增速/

%

2.0

5.0

5.4

3.9

5.9

2.3

水果/

万吨

16.4

6.6

192.6

105.9

102.0

8.1

增速/

%

9.3

-2.6

2.2

-2.6

5.3

6.4

肉类/

万吨

9.9

33.0

49.8

37.2

67.7

24.8

增速/

%

1.7

1.0

-1.1

1.8

1.7

1.8

水产品/

万吨

2.9

6.0

4.7

13.1

11.0

18.8

增速/

%

-3.1

3.4

2.0

2.7

2.1

1.7

表1 2017年度皖北六市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和淮南六市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主体功能区规划决定农业主体地位

安徽省政府2013年编制了《安徽省主体功能区

规划》（皖政〔2013〕82号），作为全省国土空间开发

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将全省国土空间

划分为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

域三类主体功能区，皖北地区没有一个国家重点开

发区区域，只有省重点开发区域，其中阜亳片区4

092.24平方公里、淮蚌片区1 945.08平方公里、淮宿

片区3 281.61平方公里被划为省重点开发区域，总

面积只占到全省的 6.65%。皖北六地市共有 30

544.37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国家农产品主产区，被

划为限制开发区域，占到全省总面积的21.8%。这

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皖北农业的主体地位，农业弱势

的天然属性制约了皖北的乡村发展，已然成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

（五）环境负效应影响乡村宜业宜居宜游

皖北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依旧依赖多施肥、

多打药的方式促进增产增收，2017年皖北六市化肥

使用量（折纯）166.60万吨①，占全省的52.3%，高于

第一产业占全省的占比②。长期作用下，化肥、农药

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日益显著，广袤的皖北大地上土

壤和水污染加重，土壤肥力下降趋势明显，但是具

体的土壤污染方面的权威报告尚未出台，2016年底

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安徽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进行部署：2017年启动全省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

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2019年底前，掌

握已关闭搬迁的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情况；

2020年底前，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地块

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划分环境风险等级，并建

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每10年开展1

次。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新

乡村，所以必须要控制农业生产中的面源污染，加

快启动土壤、水、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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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皖北乡村振
兴的建议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旦成功推进，将为乡

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皖北的凤阳小岗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新时代理应继续发扬改

革创新精神，成为农村改革的领头羊。从国家层面

来看，2015年底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重

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2017年强调加强农业领

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2018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又增加了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这些都是致力于从供给的角度，矫

正要素配置的扭曲，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通过技

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破除阻碍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

高的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加倍重视质量和效益，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皖北地区的改革也应该遵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从对农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四个方面助推皖北的乡

村振兴。

（一）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1. 农业经营结构调整

虽然土地流转在皖北已初步形成规模，但是农

业经营结构还没有完成彻底的转变，仍然是以一家

一户经营为主体，另一方面，农业合作社以及土地

流转大户受租金上涨、玉米价格改革和自然灾害等

条件的影响，已局部暴露出抗风险能力弱、经营稳

定性差等弊端。所以，皖北地区要继续深化土地流

转制度的改革，促进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

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

并且要促进其与现代金融、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

科技的融合，比如阜阳市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大数

据提前获悉某种农作物的市场行情与种植规模，实

现了从“两眼摸瞎”到“有的放矢”的转变。

2.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农业结构的调整要坚决杜绝适应性调整，不是

政府说种啥就种啥，过去皖北地区的农民坊间流传

着“政府让种啥，坚决不种啥”，因为农民通过经验

的总结发现，政府鼓励种啥，最后啥便宜，甚至卖不

出去，后来就逐步演变为与政府“对着干”。其实这

就犯了对农业结构只做适应性调整的错误，地方政

府应该理顺思路，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不要直接

干预经济活动，农民要种啥，让农场主、农民合作

社、专业大户等经营主体去做市场调研，政府要做

好为种植户提供准确的天气信息、搭建农户与外界

信息对接的平台等服务工作。

3.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有

利于促进“小而散”的农户走上转型升级的轨道，而

且还有利于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对于推

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意义重

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也是延长农业产业链的方

式之一，有助于促进一部分农业增加收入。鼓励逐

步从土地中脱离出来仍然生活在农村的这部分农

民，通过购买专业化的农业机械、雇佣专门的技术

人员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捷服务，收取相应的费

用，以达到双赢。

（二）逐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健全乡村治理体

系，我国农村长期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而当前农

村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于构建并逐步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三治”的主体共有五个，即基层社会党组

织、基层政府、城乡社区企业、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

城乡社区成员，要厘清五者之间的关系，以自治消化

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加快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三）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好“接二连三”工作，通过农业

与农村二三产业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形成产业跨

界融合、要素跨界流动和资源跨界集约配置，实现业

态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整合资源、集成要

素、拓展和提升农业中高端市场，推进农业完善产业

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助推乡村振兴。

此外，还要融通农业资金，跟进农业保险。通

过政策性银行的专项资金，为皖北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撑。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

专项资金，探索农业物联网和大数据平台建设。不

管是农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还是战略性调整，转换

农业经营主体，风险极容易过度集中于种粮大户，

加之农业的自然风险过大，要想平稳地规避风险，

就必须引入农业保险，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农业，助

推农村繁荣发展。

（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1.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应在有条件的地区重点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权属落实、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农村

秦翠翠：农业供给侧改革与乡村振兴互动的区域实现模式研究——基于皖北地区的经验分析 ·· 89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0卷

宅基地制度改革和征地制度改革。

2.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

理顺粮食价格机制，设计好和粮价脱钩的粮食

补贴政策。探索市场化模式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参照玉米收储改革，逐步放开市场机制。

积极有序地推进粮食库长制的改革和实施，加快改

造仓储设施和技术。以阜阳市为例，2012—2017年

阜5年共投入资金5.62亿元，新建标准仓容137.5万

吨，维修改造“危仓老库”68万吨，粮食仓储设施和

储量技术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3. 粮食补贴制度改革

自粮食补贴制度实施以来，虽然给农民带来了

种粮收入的增加，但同时也引发了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的上涨，最终导致流入农民口袋的钱不增反减，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完善顶层设计，取消补贴直接与

粮食价格直接挂钩。补贴与粮价的直接挂钩导致

价格作为市场经济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失灵了，所以

亟需中央高层探索和设计与粮价脱钩的补贴政策，

树立全新的粮食安全观。

五、结语

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产品结

构的转型升级只是“台前”，促进要素结构的转型升

级和涉农产权、要素市场化配置才是“幕后”。总

之，正如刘世锦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

场是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强、则百姓富，百姓富、

则农村兴。

注释：

① 由于2017年亳州市化肥使用量的数据无法获悉，所以用2016年亳州市29.67万吨的数据替代，对总体占比影响不大。

② 2017年皖北六市第一产业的产值是1 169.5亿元，安徽省第一产业产值是2 611.7亿元，皖北六市第一产业占全省的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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