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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园区“安徽模式”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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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我国过去农业科技园区主要着眼于科技创新示范，以农业技术推广为目标不同，安徽省现代
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主要着眼于体制机制创新，以促进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为目标：整合各部门支农

资金进行前期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经营资金则是通过招商引入各种社会资金；经营主体也是通过

市场化招商引入，政府定位于服务和协调，园区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导农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经

营规模；示范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并且，“安徽模式”门槛不高，政府投入少，更具有推广价值。但

农业园区“安徽模式”没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土地规模经营程度还有待提高，支农资金整合

也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因此，还要多渠道解决示范区内农民就业问题；尝试农民身份转变机制创新，加快土

地流转；以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形成支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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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安徽省就致力于现代农业综合
开示范区建设，积极探索农业综合开发新机制，突

破发展现代农业的要素瓶颈，瞄准关键环节，探寻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新路径，形成了农业园区独特

的“安徽模式”，并 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现代农业

综合开发示范区从建设之初的６个发展到现在的
２４个。

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建设的体制机

制创新受到国家重要媒体的关注，在全国引起了广

泛反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 ２０１１年 １０
月７日对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进行了专门
报道，《人民日报》称安徽省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

区做法“破解现代农业‘核心密码’”（赵永平，

２０１０）。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只是农业园
区的一种，而过去我国也建有大量的农业园区，安

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的做法与过去农业园

区有什么不同？它的创新点又在哪里？本文将通

过对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与我国过去农

业园区进行比较，揭开其中的创新奥秘，并寻求其

进一步发展的谋略。

二、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就及其

缺陷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我国建设了大量的农业园
区，整体看，虽然园区的名称各不相同，但实际大多

是以农业科技为依托的各种农业科技园。与此同

时，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的农业科技园也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园的总体发展状况

总结如下：

１．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背景及建设
情况

在国外，“农业科技示范园”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推广先进技术为主体的试验示范基地，称

之为“示范农场”（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ｒｍ），如以色列示
范农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种是以进行

农业观光、休闲为主体的农业示范基地，称之为“假

日农场”（Ｈｏｌｉｄａｙｆａｒｍ）。作为都市农业的一部分，
假日农场主要以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农事活动的

展示示范和农业休闲为主要内容（杨其长，２００１）。
我国的农业科技园有点类似于农业示范基地，

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历史背景。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后，由于农村体制改革，中国农业发展迅速，由

过去长期的农产品短缺变为供需基本平衡，甚至出

现了结构性过剩，使中国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依托科学技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

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时农业发展的中

心任务（蒋和平 等，２００５）。另外，农村改革后，我国
原有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已难以适应农民对新品

种、新技术的需求，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很难直接

推广到农民手中，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没有相应的

技术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寻找农业发展突破

的方式、方法。得益于工业园区成功的启发，受国

外农业科技园的影响，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把农业科

技园区看成是农业新技术推广、农业科技与农村经

济紧密结合的一条有效途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仿
效工业园区，作为农业技术组装集成及现代农业生

产示范载体的农业科技园区，受到普遍关注和重

视，在国内纷纷出现。

我国的农业科技园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

一阶段，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开始，以山东禹城科
技农业园筹建为标志。第二阶段，从 １９９７年开始，
以国家工厂化农业示范区建设为标志。在北京、上

海、沈阳、杭州和广州五个城市首批推出以市场为

导向、科技为先导、产业化为目标的工厂化高效农

业示范工程项目。一些民营企业、工业企业、乡镇

企业开始进入农业领域，建设一批高效的农业科技

园区。第三阶段，从 ２０００年开始，科技部试点建设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蒋和平 等，２００５）。经过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建设，农业园区在全国发展迅速，
到目前为止，我国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有 ８００多
个，地方农业科技园区超过了 ３００００个（杨香合，
２０１０）。

２．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特点及模式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基本

特点是：运用新设施、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制进行

科技示范（蒋和平，２０００）。对农业科技园分类较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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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按不同方法有不同的分类：按国家和地方项目

划分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工厂化高效农

业示范区、持续高效农业示范区、现代农业示范区、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区和省、市级农业

科技园区；按经营方式划分为政府兴办型、院地联

营型、民间兴办型、民办官助型农业科技园；按生态

类型分为城郊型农业科技园、平川粮棉生产型科技

园、丘岗山地生态农业型科技园区、治理生态和保

护环境型科技园区；按示范内容划分为设施园艺

型、节水农业型、生态农业型、农业综合开发型、“外

向创汇”型（蒋和平，２００４）。
农业科技园模式也有多种划分，如分为都市型

农业模式、龙头企业 ＋农户模式、设施农业模式、特
种优质农产品产业化模式、农产品加工模式（许越

先，２００１）。全国几种典型的模式有杨凌“农科城”
模式（国务院批准、１９个国家部委联办）、许昌模式
（“混合组织＋技术／产业示范”）、驻马店模式（民营
经济组织投资举办）、广州模式（科技园区具有股份

制与合作制性质）（王朝全，２００４）。

３．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成就及缺陷
多年来，我国的农业科技园对我国的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较好地实现了农业高新技

术的试验示范与辐射推广，为新形势下我国农技推

广方式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建成了一大批精

品农产品的产业基地，形成了一批对地方经济具有

明显带动的产业龙头（杨其长，２００１）。
然而历经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园区建设并

未产生人们预期的理想效果，有的园区甚至到了难

以持续经营的地步。目前，大多数农业科技园存在

的问题也很明显：

一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功能定位不够准确，

出现了与当地的资源、环境和现实相背离的现象。

有的地方农业科技园盲目追求科技高标准，花费大

量资金从国外引进高档温室、成套的设备、工艺和

管理系统，虽然有示范效应，但只能供农民看，农民

没有办法学，起不到技术示范、推广效应，农业科技

园似乎成了政府的一个“盆景”和一块“形象工程”。

如陕西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园，中国唯一国家

“科学城”，科技优势明显，但距离农民太远。农业

高新产业示范园似乎成为专家写论文做研究的场

所，是一块好的科研基地，但对农民没有太多的推

广价值（刘颖红，２００４）。
二是农业科技园区市场化程度低。大部分园

区都是按地方政府的意图建立起来的，其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基本是按照计划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

方式操作的，不管园区经营主体是政府单位还是企

业，都受上级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园区的企业化

管理制度尚不健全，经营缺乏应有的活力，经济效

益很难得到应有的体现，大多园区难以持续经营

（杨其长，２００１；蒋和平，２０００）。
三是重农业技术的创新和示范，轻视体制机制

创新示范。大部分农业科技园区追求农业新技术

和农业技术推广示范，不太注重农业生产及农村发

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示范。农业科技园创办主要目

的是想从生产力层面解决当时农业问题，但事实

上，经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我国农业生产力

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之相

适应，因此，迫切需要的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体制机

制创新，以推动生产关系调整。但这是以往各种农

业科技园无法解决的问题。

三、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建设

及成效

１．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建设
背景

靠单一功能的农业科技园区难以解决我国的

农业问题，我国的农业问题是与农村、农民联系在

一起的，即“三农”问题。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

不是农业技术问题，而是与体制和机制相关的一系

列问题：

（１）联产承包制导致我国单个农户土地经营规
模小，农户难以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２）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不足，导致农业基础设施供需严重失衡。特别是农

村小型水利设施建设非常落后，且老化、损毁特别

严重，还不如几十年前的水平。农业的自然风险非

常大，很多地方农业还是“靠天吃饭”。如安徽省６
２００多万亩耕地，中低产田面积占６０％以上，旱涝保
收能力差。

（３）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农村廉价的
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向城市和工业，形成支持工业化

的“低成本”优势。具体表现为三个净流出，即土地

价值净流出、农村资金净流出和优秀劳动力净流

出。我国农村缺技术，更缺乏人才和资金。

（４）农业不仅自然风险大，社会风险更大。而
我国当前的“小农”生产基本还是一盘散沙，缺乏专

业化分工，不仅农村劳动生产力十分低下，而且面

临的最大难题是难以参与市场竞争。突出的表现

是前些年的“卖粮难”，猪肉价格大起大落，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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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游资爆炒，最受伤害的是农户。

２１世纪以来，中央非常重视“三农”问题的解
决，提出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如种粮补贴、新农村

建设、“村村通”道路工程等，最近又提出加强农村

水利建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对“三农”投入也逐

年增加。然而，中央对“三农”投入的资金实际并没

有用好：支农资金分散在农业综合开发、农业、林

业、水利等多个部门，不能形成合力；资金在使用和

管理过程中出现单个项目资金少、项目多以及项目

重复申报、重复建设等现象，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

现实中，一边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一边

又是资金低效使用、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

在此种背景下，安徽省有了整合支农资金建设

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的设想。２００８年在安徽
财政厅的倡导下，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为主体，整

合其他部门支农资金，由省政府发文在全省建立了

６个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现在已发展到 ２４
个）。所建立的示范区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家及一
些地方建立的农业科技园区有很大的不同，重在体

制机制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农业园区发展模式，即

“安徽模式”。目前也有一些地方正在小规模建设

类似于“安徽模式”的农业园区，如广东省阳江市、

山西省潞城市等。

２．安徽省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的体
制机制创新

（１）整合支农资金，创新政府资金使用方式。
按照“性质不变、渠道不乱、优势互补、共同建设”的

原则，把一些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小项目集中起来，

重点支持示范区建设。首先，省级层面整合，以农

业开发资金为主体，与省国土资源厅、省农委等部

门协调，整合各部门的资金支持示范区建设；其次，

利用财政部门管理资金优势，财政厅对各处室资金

进行整合，集中资金和项目向示范区适度倾斜；最

后，指导示范区当地政府全面整合现有支农资金和

项目，多方面联动，在保持立项、审批、管理、监督、

验收原渠道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安

排，进行资金整合。截至２０１１年６月底，全省２４个
示范区共整合相关支农项目资金１９．１７亿元，其中
集中农业开发资金７．７亿元。

（２）政府 “有所为，有所不为”，创新示范区管
理模式。安徽建立的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政府只

负责园区规划及园区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服

务，后面的事都交给中介机构和园内企业，政府不

参与示范区的生产和经营。在园区建设管理模式

方面，已探索建立了三种模式：芜湖“大浦模式”①、

巢湖“郭河模式”②和黄山“耿城模式”③。

（３）以工业理念招商引资，用市场方式引入经
营主体。园内高标准规划和建设大量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出了现代农业发展平台，这相当于工业的

开发区，园内的生产经营主体仍然是农民和企业。

为了引入有实力的及科技含量高的经营主体，全省

大部分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像工业一样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招商引资，招来了一批全国产业化龙

头企业、上市公司和农业科研院校等实体，吸引了

一批民间资金，甚至外资参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建

设。如庐江郭河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通过招

商引资，引来了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农科院、袁禾实

业等十几家科研实体和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企业

及上市公司入驻，带来众多的项目，签约资金 ４．８
亿，意向性投资有２．７亿元。

（４）积极引导农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经营规
模。土地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为此，

全省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坚持“依法、自愿、有

偿”原则，以符合政策、农民意愿为前提，以群众利

益为根本，采取租金、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积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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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芜湖大浦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为代表。该示范区是经安徽省政府批准建设的示范区，辖３个行政村，规划面积１６
平方公里，约２．４万亩，发展重点是科技示范、都市农业、特色农业、都市体验农业等，由安徽鲁班建设投资集团下属的国家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芜湖东源新农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由一个企业创办、一个企业经营管理，政府重点在

项目申报、用地指标、行政性收费减免、税收奖励、失地农民保障、拆迁安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补贴。

以巢湖庐江郭河现代农业开发综合示范区为代表。该示范区是２００９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确定的全省６个现代农业
综合开发示范区之一，规划面积共计６．７５万亩，总投资１０亿元，发展重点是优质粮食高产示范、循环农业、观光休闲农业、生态
农业、园艺农业等。这种模式特点是：政府成立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相当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园区规划和基础设

施建设；同时在园区建成前进行招商引资，引进多家现代农业企业来经营示范区，管委会后期的功能主要为企业提供服务。

以黄山耿城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为代表。该示范区也是２００９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确定的全省６个现代农业综
合开发示范区之一，项目规划总面积２．７万亩，其中核心区６３０３亩，计划总投资６．６亿元，发展重点为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旅
游观光、休闲体验农业等。它的特点是：通过政策支持，引进虎林园、茶花园、树莓园和茶花盆景园４个项目，政府相关部门负责
园区公共设施建设，企业负责产业化和生产经营管理。



导农村进行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向高科技农业企业

集中、向种田大户集中。出现了“以农业企业领衔

流转”、“以大户承包经营流转”、“以合作社组织村

民土地入股流转”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有效地推

进了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进程，提高了土地

的利用率和产出率。截至目前，首批６个现代农业
综合开发示范区共流转土地５．０６万亩，占示范区面
积１９％。

（５）示范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创新新
农村建设方式。在全省规划的农业综合开发示范

区内，居住着大量散住农民，宅基地占用大量土地，

不利于示范区成片发展。为此，各地政府按照“拆

散户、建新居，拆空心村、建新农村，填废塘河道、变

绿色良田”的要求，制定农民新村规划，按照小城镇

标准建设新村，完善配套设施，逐步将示范区内村

民迁入新村，加强农村小城镇建设，把示范区建设

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农民住宅由群众自愿出

资，按规划式样委托建设企业统一施工，政府对旧

村庄房屋拆迁安置予以补助，配套设施由政府出

资，资金来源于农民退出住宅占用土地置换出的建

设用地资金的一部分。

３．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建设
成效

通过综合开发建设，示范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呈现了“基础设施标准化、经营形式规模化、服

务体系社会化、生产过程科技化、农民新村城镇化、

目标效益多元化”的农业现代化特征，初步实现了

农村经营方式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由

传统向现代转变，农民生活方式由落后向先进转变。

（１）现代农业粗具规模。一是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示范区高标准地建设了农业基础设施，全省

示范区共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９３．４８万
亩，夯实了现代农业发展平台。二是农业经营规模

提高。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开展了多形式

的土地流转探索，推行了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三

是大量使用农业先进科技。园区引进了农业院校、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有的建立了产学

研基地，推广应用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加速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提高了示范区科技含量。四是农业产

业化水平大幅提高。示范区内进驻企业与农民建

立了利益分配联接机制，采取“公司＋农户”、“公司
＋基地＋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不同形式，组织带领农民发展产业化经

营，降低了农民的市场风险。五是建立了现代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按照现代农业分工的要求，政府

引导成立各种形式的农村服务组织，围绕农业生产

的产前、前中、产后，开展生产、销售、科技、金融、信

息、培训等各项服务。

（２）提高了农业效益。示范区建设通过转变生
产方式、提高土地经营规模、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

用农业先进技术等措施，大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产出率和综合效益。如在２０１０年大旱之年，２４个
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示范区，小麦亩均增产２００多斤、
节约生产本６０元，亩均增效３００多元；六安木南示
范区，依托安徽农业大学、六安市农科所建设高科

技示范基地，实行水稻、马铃薯、种鹅种殖轮作，亩

均产值可达１万元。
（３）破解了现代农业建设资金难题。通过资源

整合，招商引资，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建设现代农

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的资金难题。农业的基础设施

建设资金来源于农业开发资金，并整合其他部门的

支农资金，不仅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重要的

是解决了发展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问题。农业经营中的资金主要是来源于招商引

资，民间资本发挥主要作用①。目前，全省农业综合

开发示范区已引进１４４家企业投资７２．０６亿元。
（４）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实施土地

治理、规模经营的同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分

散居住的农户适度集中，建立农民新村。一方面腾

出了农民因建房占用的耕地，利用了未利用土地，

耕地面积增加；另一方面，便于政府集中财力实施

新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新村建设过程中，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分别采取“政府主导、土地置

换”、“政策支持、企业领办”、“乡村联动、整村推进”

等模式运作，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如全省２４个示
范区建设农民新村３９处、１０５０６套，已入住２９２４
户，后期新村建设也陆续推进。

四、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与农

业科技园区的比较

显然，同样是农业园区，“安徽模式”与过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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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过去民间资金之所以不能流入到农业，是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较低和面临的风险较大。示范区建设改善了基础设施，

提高了适度的规模经营，降低了农业自然风险，确保了农业的比较效益，加上税收优惠、财政资金贴息、奖励及补助，使民间资

本大量流入示范区。



多数农业科技园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体制机制

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因素，安徽现代农业综

合开发示范区重体制机制创新，加快了现代农业的

发展。两者比较，不同点如下：

１．建设目的不同
农业科技园建设目的是解决当时由于农村改

革而导致的政府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适应

实际需要的问题，是要通过农业科技园示范和辐射

作用，以另外一种方式将农业院校和研究院所的高

新农业技术传递给农民；它主要着眼于农业技术创

新和推广，解决农业中的技术要素问题。而安徽现

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的建设目的是针对当前“三

农”问题，为解决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要

素而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引

入现代农业要素（包括技术、资金、人才等），以点带

面，逐渐扩大现代农业规模，最终实现农村、农业和

农民的现代化。

２．政府对园区管理定位不同
大多数农业科技园都是由政府成立和政府直

接经营或间接经营，即使是企业经营，经营企业也

大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始终直接或

间接地控制着农业科技园。而安徽现代农业综合

开发示范区的建设，政府只管前期规划和基础设施

建设及后期的服务，园区经营是通过市场化招商引

入经营主体，政府定位于服务和协调，园区完全实

行市场化运作。

３．投融资方式和政府投入资金规模不同
过去建设的农业科技园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及经营资金基本上完全来源于政府的专项拨款，投

入资金的规模非常大。而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

示范区仅前期的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于

政府整合的支农资金，政府的专项拨款非常少，园

区需要的大量的经营资金是通过招商引入各种社

会资金，政府以少量资金引导了大量的民间资本发

展现代农业，达到了“以小搏大”的目的。

４．效果不同
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在园内产生了很多

农业科技成果，对农民使用先进农业技术产生了一

定的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将先进农业技术

向周边农民扩散和推广的目的，但范围有限。安徽

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的建设和发展，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引入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技术、人才

等关键要素，在农村逐步推行农业现代化，使广大

农民看到了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好处，周边乡村迫切

要求并入示范区，示范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

增加。

５．推广应用价值不同
衡量一项改革和创新的价值和意义，不仅要看

它是否取得成效，而且要看它是否符合当时实际条

件，尤其是是否容易推广。比如，安徽小岗村的改

革不仅成效显著，而且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

很快在全国推开。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中国建立的
大部分农业科技园区，虽然在农业先进技术应用、

科技推广示范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普遍脱离

中国的农村实际，建设成本很高，门槛很高，大部分

中国农村都达到不到建科技园的条件，因而没有多

大的推广应用价值。而从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

示范区实践看，发展这样的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示

范区门槛并不高，前期政府投入也少，并且政府前

期投入中大部分是整合各部门的支农资，这样的条

件和环境在全国各地都具备。目前我国各级政府

都有很多分散在各部门的上级分配下来的支农资

金，各地都可以建设像安徽这样的农业开发综合示

范区。因此，安徽的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模式

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五、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建议

当然，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也还存在一些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示范区的建设：

一是示范区没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问题。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资金

从哪里来？多余的劳动力到哪里去？安徽现代农

业综合开发示范区通过整合支农资金和招商引资

在一定程度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没有解决农村剩余

劳动力就业问题。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实现规模经

营，农业规模经营意味着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要转移

出来，“人往哪里去”是目前“三农”问题中的难点。

目前示范区内放弃土地的农民大都选择外出打工，

园区内企业仅解决一小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没有

完全解决流转土地后农民的就业问题。

二是土地规模经营程度依然不高。由于家庭

经营规模较小，农户种地的比较效益非常低，不少

农民愿意放弃土地外出打工，为土地流转创造了条

件。安徽农业综合开发区示范区建设后，在政府的

引导下，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农民承包土地自愿流

转，但由于示范区没有很好地解决放弃土地农民的

就业问题，导致有一部分以农业为主的农户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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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给公司和大户连片经营带来了困难，村

必须对这部分农户的土地进行调整，实际操作难度

大。全省示范区内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小规

模经营土地，小规模经营土地面积占示范区面积的

８０％，影响到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是支农资金整合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整合

支农资金牵扯部门多，涉及部门利益调整，谁都不

想把资金分配的权力上交或转移；同时，各路资金

都有各自的用途，在管理上也有各自的要求。要把

它们整合在一起使用，既不能违反资金用途，又要

满足示范区建设的要求，难度确实较大。当前还没

有形成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资金整合主要靠行政

领导的推动。

针对当前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存在

的问题，提出如下完善之策：

１．多渠道解决示范区内农民就业问题
示范区建设还必须把发展二、三产业结合起

来，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就业问题，多渠道解决示范

区内农民就业：一是引导外出务工解决一部分农民

就业；二是在示范区内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休闲农

业、观光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解决

一部分农民就业；三是要把农业综合示范区建设与

工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做到联动发展，优先吸纳

农业示范区的农民到工业园区就业；四是要规划好

小城镇，通过发展小城镇第三产业解决一部分农民

就业。

２．形成支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
省县两级政府要立足本地实际和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以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成立

多部门参加的支农资金整合委员会，并建立支农资

金整合考核奖励机制。要以农业园区建设为平台，

在不改变资金性质和资金用途的前提下，把投向相

近或目标一致、但来源不同的各项支农资金统筹安

排，集中使用，形成支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支持

现代农业建设。

３．尝试农民身份转变机制创新，加快土
地流转

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在很多

地方与城市人是两种待遇。农民在户口方面、医疗方

面、就业方面、教育培训方面、养老方面、享受国家提

供的公共产品等方面都不如城里人，当前还有许多制

度障碍阻止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安徽现代综合开发

农业示范区内有不少农民实现了土地流转，有的变成

了城市一员，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发生转变，土地承

包权和农业直接补贴领取权属于农民，农民仍然依

赖土地，这不利于示范区内企业的长期经营。因

此，针对这种情况，要破除农民进城障碍，可以在园

区进行试点，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权置换社会保

障，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其房屋产权置换城镇住

房，使放弃承包地的农民得到现实补偿，促进农村

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民向市民的转换。

４．发展农业园区要考虑到农民的利益
当前各地建立的农业各类园区不少，对推动现

代农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一些负面的问

题。有的地方政府在不考虑农民就业的情况下，盲

目强制推行土地流转，使一部分农民成为“失地农

民”；还有的地方政府借新农村建设之机，大搞“拆

村并村”工作，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强迫农民上楼。

他们名义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区或试

验区建设，实际上是为了政府的利益———土地指

标，通过“拆村并村”、农业示范区、试验区建设置换

出一批建设用地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

民的利益。因此，农业示范区建设一定要尊重农民

的意愿，防止损害农民利益，要本着“自愿”的原则，

引导农民土地流转和拆村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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