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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是整一个园区，企业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可以带动

园区内中小企业的发展。园区内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自

身的努力和发展，也需要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宣传。

第三，给与高新产业集群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政府

在保持公正性的前提下，给予高新企业一定的财政优惠；特

别是一些大学生创业的高新技术项目，前期资金困难，政府

的一些优惠政策有利于其更快的回收投资；为高新产业提供

优惠的办公场所，为产业集聚提供地理上的便利。

第四，注重高新产业园区内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使园区

内，通信设备软件生物新医药电子元器件等各种高新产业都

能得到充足的发展空间。同时为了提升区域内员工的工作热

情，带动区域的经济活力，应该逐步引进其他如餐饮业、超

市、信息传媒等服务行业，有助于高新产业集聚优势的发

挥。

注释：

①数据来源：2010年浙江省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浙江统计信息网http://www.zj.stats.

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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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
背景的农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经济规模的迅速扩

大，东北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东北亚经济一

体化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中日本韩三国作为是东北亚的中

心，其经济一体化成为构建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虽然

中日韩三国经济规模强大，但是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尚未

加入区域贸易集团的国家。因此，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是全球

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适应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

1 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有利条件

1.1 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社会基础

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优越，地域相邻，降低了交通运输

费用，从而减少贸易成本，为三国之间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提

供了重要保障。中日韩三国不但地域相邻，而且同处汉字、

儒、佛教文化圈内，经济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在传统习惯和

生活方式上有很多相似或相近之处。为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

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增加了三国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1.2 合作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和矿物资源较为丰

富，存在大量富裕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在资源加

工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存在着比较优势，而日本是工业

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韩国是的新兴工业国家，在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有着比较优势。三国之间在资源、劳动

力、资本、技术上有很大的优势互补性和传递性。如果三国

进行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彼此融合，互惠互利，一定会取

得前所未有的成效[1]。

郭楠
（呼伦贝尔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伦贝尔  021008）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韩区域经济
的合作也在不断扩大，我国农业存在农业资源面临严重
约束、体制性和制度性问题、农业科技水平落后、国家
对农业支持不足等问题，为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应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行工业反哺农业，大力
发展绿色农业。

关键词：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农业竞争力；提升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089（2012）01-0032-02

作者简介：郭楠（1980— ），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硕

士，讲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科研和教学工作。

区域经济



 2012年第11卷第1期  – 33 –

2 我国农业竞争力现状

2.1 农业资源面临严重约束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目前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2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人

口增加、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且严重，耕地资源紧张的矛盾将

长期存在。我国人均水资源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

资源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水利基础设施数量

少、质量差，七成左右的耕地靠天吃饭[2]，今后农业资源紧

张的矛盾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将越来越突出，这些都严重地制

约了我国农业发展。

2.2 体制性和制度性问题

中国现行的土地政策是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虽然在

改革开放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地块太小太零散不利

于大型农机具的使用，使得我国传统农业难以与国外大规模

现代化农业竞争，对于大面积承包和流转的种植户来说缺少

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新兴技术得不到很好的应用，生产

和科研不能很好的对接，使得他们举步维艰，生产链十分脆

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

入增长9.5%，为改革开放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

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也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3]。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农业竞争力的发展。

2.3 农业科技水平落后

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远低

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应用于节约农业资源，提高农业资

源利用率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在农业灌溉方面，发达

国家大部分采用节约农业用水的喷灌滴灌技术，而我国以大

水漫灌为主，跑水漏水现象十分严重，加剧了我国水资源紧

张的严重性。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体力劳动强度较大，农业

机械化、电力化和自动化水平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

2.4 国家对农业支持不足

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和补贴严重不足。由于管理机

构繁多，支农资金运行缓慢，使用效率较低。当前农村经济

中存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形式，

但政府的支农对象单一，基本上用于国有经济及集体经济。

政府对农业的间接支持多于直接支持，对农民的直接收人补

贴使用较少，这些都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制约了我国农村

经济的发展。

3 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3.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和土壤改良，坚决控制建筑占用耕地

林地，加强生态建设。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

施，增加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农业。

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支撑，开展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加强农

村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大力培养农村实用

人才。要努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逐步实现城乡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互动互促、社会统筹管理和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4]。

3.2 继续推行工业反哺农业

推行工业反哺农业，应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把工业反

哺农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工业反哺农业的实施提供

持续、稳定的保障，其措施才会真正的落到实处。大力发展

乡镇企业，丰富反哺农业手段，乡镇企业根植于农村，成为

连接农户与市场的重要桥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机械迅

速得到普及，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农业机械化的物

质基础，加快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同时节省了人力资源，

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所以必须继续推行工业反哺

农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更好的服务农业[5]。

3.3 大力发展绿色农业

加强对农业生产者的宣传教育，树立发展绿色农业的意

识，同时应加大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培训，加速绿色农业技

术的推广应用。应建立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制订一套完整

的绿色农产品基地质量标准体系，定期对基地的大气、土

壤、水质等指标进行检测，加强管理，为绿色农产品的生产

提供良好的条件。我国绿色农产品加工业还比较落后，应该

完善绿色农产品加工体系，提高绿色农产品中的中高级农产

品的比例，提高绿色农产品的附加值。

我国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等

等，因而，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来源更多的是依赖于“母国基

地”；同时，由于我国又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资本不

足、管理欠缺等，也有必要利用好“跨国经营”来提高本国的

国际竞争力，这一点在中国已经加人WTO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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