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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乡村 

产业体系的对策建议 
 

摘要：南京大学周凯研究认为，农民增收致富，产业振兴

是关键。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应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乡村产业

体系。江苏现代乡村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乡村振兴总体水平走

在全国前列且优势明显，但仍然存在现代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不

牢、发展质量不高、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对此，建议加强内

外联动拓宽乡村产业新空间、多元融合打造乡村产业新高地、

培育主体发掘乡村产业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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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在农村。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扎实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江苏经济基础雄厚，科教和人才资源丰富，具备率先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南京大学周凯承担的江苏省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江苏率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通过分析江苏构建中国式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础条件，剖析

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江苏乡村产业体系发展现状 

1.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江苏按照发展“一村一品”、建

设产业强镇、打造产业集群的村-镇-县三级发展思路，以延链、

补链、壮链、优链为重点，统筹优势特色产业实现集聚型发展。

积极打造 8 个千亿元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壮大 185 个 10 亿元

以上县域优势特色产业，64 个全国产业强镇，全省累计创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4 个，居全国前列。从地理标志农产品到乡

村特色产品，86 个乡村特色产品入选全国目录，品牌知名度不

断提升。2021 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销售额 1065 亿元，休闲农业综

合收入 902 亿元，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2.产业质量效益加速提升。江苏坚持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70.9%，数字农业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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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达 66.5%。数字技术在农村的广泛应用，持续不断催生农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率先建设“苏农云”农业农村大数据云平

台，推动了精细化种植、远程遥控与数据采集、农业航空装备

等智慧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农技耘 APP”成为全国首个移

动端省级农业科技资讯服务软件，可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广

大农户提供“全天候、保姆式”农技服务，服务用户超过 40 万

户。 

3.产业经营主体加快培育。江苏不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和服务主体，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分别达到近 17 万家和 8.5

万家，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 907 家，其中国家级 99 家。

龙头企业牵头成立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带动家庭农场等新型经

营主体抱团发展，在培育强大龙头的同时，也发挥了衔接小农

户、培育新农人的功能，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多维网络嵌入、

多元主体协同、多层资源优配的协调创新机制。与此同时，江

苏科教资源丰富，产学研融合也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提供

了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二、构建中国式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发展基础不牢。一是农田水利配套标准不够高。省内部分

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缺乏统筹规划、标准尚不明确、资金保障

不足，建后管护还不够到位。二是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不平衡。

部分地区特色农业产业机械化率不到 60%，受农机科技水平限



— 4 — 

制，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未实现有效融合，全省农机化发展仍

然不平衡不充分。三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农民

社会保障和各主体间利益分配机制缺乏完善的配套政策，土地

转让和规模化整合受阻，制约了现代产业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2.发展质量不高。一是产业同质化严重，产品竞争力不强。

部分地方对乡村主导产业的定位不明晰、特色资源挖掘不够深，

未能形成独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及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管理和维护意识不强，品牌侵权、滥用造成了

诸多负面影响。二是经营主体综合实力不强。小农户家庭经营

的规模经济、技术水平、品牌质量等比较欠缺，部分家庭农场

经营效益偏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素质农民队伍和农业专

业化、社会化服务团队建设亟待加强。三是产业链条仍然较短。

产业分割明显，上下游产业衔接度不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较

低，精深加工不足，产品档次和附加值较低。社会化服务体系

的支撑和保护能力薄弱，公益性生产服务体系不健全。 

3.发展后劲不足。一是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产业链、创新链

和价值链结合不够紧密，农机化先进技术与高端装备供需矛盾

突出，高效设施农业发展的层次还不够高。利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发展智慧农业的基础条件和意识仍然不强，现代乡村产业生

产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二是产业的金融链条不健全。改革

后的商业银行不断整合市场资源、上收审贷权限，大量资金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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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农村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此外，鉴于农村资源变资产

的渠道尚未完全打通，资本下乡融入乡村产业发展的保障政策

并未发挥实质作用。三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还需加强。部分地

区动力不强、思路受限、办法匮乏，农业维稳与转型升级的矛

盾较为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效率得不到充分保证。 

三、构建中国式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对策建议 

1.内外联动拓宽产业新空间。一是围绕延长产业链、打造供

应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实现多类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如对农

产品实行“产、加、销、游”全产业链开发，通过“互联网+”

技术构建“基地+工厂+终端+信息化管理系统”全产业链经营模

式，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多链衔接。二是聚焦外部

协作，内外联动拓展资源互补优势。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技

术交流和产业合作，注重乡村产业市场规模、功能、组织和机

制建设，发挥统一大市场在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

用，强化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纵深发展。三是深入挖掘苏南苏

中苏北的资源比较优势以及乡村功能定位，以生产、生活、生

态共同体的构建为引领，促进区域间优势互补。加强县域商业

体系和富民产业在城与乡、南与北之间的延伸拓展，扩大科技

创新支持，助力苏北地区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高质量发展。 

2.多元融合打造产业新高地。一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

优势，因地制宜精选主导产业。推进政策、要素、市场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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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叠加集聚，做强县城或乡村特色产业。围绕拓展农业多

种功能和实现乡村多元价值，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品质

提升品牌溢价。二是围绕培育多元融合主体，发展多类型业态

融合。加快建立健全融合机制，强化农产品加工业、文旅、研

学、康养、民宿等领域的多业态发展，深化融合农村一二三产

业，以多业态融合促进和综合营销带动地方产业多元发展。三

是拓展数字经济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应用场景。以全面数字化

引领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和企业管理，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布局数字化新技术新模式，构建以智慧化为主导

的数字乡村产业系统，推进数据的标准化和数据要素的共建共

享。 

3.培育主体发掘产业新动能。一是完善和发展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和适应性社会规则秩序，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利益分配政策，培育壮大新型乡村产业经营主体，赋予农民

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二是精心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

立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运用数字化平台助力联农带农，

利用科教联合助力绿色增收。加快构建标准化规范体系，打造

区域性公共品牌和知名企业品牌。健全家庭农场名录管理制度，

开展农民合作社“双建双创”行动，支持园区内主体牵头组建

社会化服务组织。三是培育返乡创业、入乡创业、在乡创业三

股力量，形成以创新带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增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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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不断夯实、壮大乡村振兴

发展新主体、新动能。 

 

（作者周凯，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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