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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2002年全国农垦经济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内容简介：理论是行
动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使改革和发展
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农垦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特别是农垦系统既属于农业农村经济又属于国有经济，跟农业农村经济和国有经济既有共同点又有很
多不同之处，是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社会系统，这就更加需要理论的创新。
没有理论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找到符合自身特点和实际的改革发展的思路、方法和政策。

　　应该说，农垦系统从事理论政策研究工作的同志在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为推动农垦各个方面的创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今年的这本《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2002年全国农垦经济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汇集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
涉及农垦加入WTO的对策、农垦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及构建农垦新法主体等方面。
这些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垦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批研究成果对于实际工作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有利于政府部门和企业进一步推动农垦的体制、机
制、管理、科技等一系列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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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全球市场上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
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既是我们发展农垦的立足点，也是迎接WTO挑战的基本对策。
我们具有多年积蓄和发展的优势产业、龙头企业、特有的技术与资源、已开发的市场、专业人才和区
位优势。
全系统奶牛存栏3万头，占全市的35％，牛奶产量为1.5亿千克，约占全市的47％，在全市具有行业垄
断地位，已初步形成了生产基地的规模化、生产管理的集约化、加工产品的多样化、产加销一体化较
为完整的产业链。
在瘦肉型猪、北京鸭、花卉、蔬菜以及小麦、玉米籽种等方面，具有国内一流的良种优势和技术优势
，拥有中以示范农场、中以示范牛场、中荷畜牧示范培训中心、北京市奶牛胚胎产业化基地和北京市
养猪育种中心等一批农牧业高科技示范基地，对京郊农业现代化发挥着巨大的科技示范和辐射作用。
在种植、养殖及乳品加工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大型龙头企业，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水平
高、对农产品吞吐量大等一系列比较优势。
这些龙头企业与北京郊区农业进行对接，可以起到示范和带动农产品专业基地发展，实现农产品加工
增值和农民增收。
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已使近万名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近几年，我们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了新形势下北京农垦的三大主导产业，即以
种畜、种禽、籽种为基础的高效精品农业、以名牌产品为支撑点的食品加工业和以地产房产运营为龙
头的社会服务业，构成复合型的优势产业。
我们通过大力加强精品、籽种、设施、观光、创汇、订单多种高效农业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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