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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2008年全国农垦经济理论研究论文集》为全国农垦系统经济理
论研究的最新成果，选录了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所征集的优秀论文六十余篇。
全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2008年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暨学术研讨会领导讲话和相关文件；第二、
三、四部分为获奖论文，内容涉及了农垦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最后为附录，对有关农垦方面的专
家、学者以及农校研究生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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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实施王朝改革发展创新之路四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热作产业支持体系研究强化工业化理念 提高农垦
经济竞争力集团化垦区管控模式探析我国天然橡胶产业发展探讨创新管理体制 促进科学发展优化所有
制结构 提高农垦经济活力关于监狱农业发展的研究与思考附录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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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2008年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8年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年会暨
学术研讨会，于11月15～16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刘成果，农业部原总经济师、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朱秀岩，研
究会理事长魏克佳，研究会副理事长张福平、王宗南、王义昭、汪占琪、任建新、迟中华、张成国、
阮英梓、符孟彪、彭隆荣，秘书长贾大明出席了会议。
全国农垦各垦区、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的代表119人出席会议，会议收到论文60多篇。
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给会议发来贺信；农业部农垦局局长李伟国出席了会议，并就全国农垦的形势
及2009年主要任务做了工作报告。
会议由理事长魏克佳主持，秘书长贾大明做了会议小结。
海南农垦总局局长王一新参会并致欢迎辞。
　　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根据研究会《章程》规定，依据相关程序，选举产生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
及理事会领导组成人员；二是学术研讨与交流。
代表们围绕“回顾总结我国农垦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绩与经验教训”的主题，展开研讨与交
流。
会期虽短，但内容丰富，效率较高，圆满地完成了会议日程。
现将会议的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按《章程》规定的程序换届选举，组建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
　　2008年11月15日，召开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理事代表大会。
首先听取秘书长贾大明所做的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二是宣读了农业部关于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换届选举的批复。
秘书长贾大明就换届选举的原则、程序进行说明，并通过换届选举的唱票人、监票人、记票人提名。
三是投票选举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
会上发出选票119张，收回119张。
全部同意第七届理事会理事的选票118张，弃权1张；有效同意票符合法定人数，选举产生163人组成的
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
四是宣布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成立，并召开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代表大会。
会上投票选举产生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理事会领导组成人员。
分别发出选票119张，收回119张，其中常务理事选票和理事会领导组成人员选票各有2张弃权票，有效
同意票符合法定人数。
选举产生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48人，正副理事长、秘书长16人。
五是魏克佳理事长就新一届理事会工作发表讲话。
六是审议通过第六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由范芝、成德波为第七届理事会副秘书长。
七是秘书长贾大明部署了2009年研究会的工作。
八是召开了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会议，讨论了2009年工作安排，决定2009年理事长会议于2009
年4月在广西召开。
　　二、学术研讨与交流　　本次学术研讨与交流的主题是：回顾总结我国农垦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
巨大成就与经验教训。
有17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结合本垦区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经验、教训及未来改革发展的
趋势，积极开展研讨与学术交流。
　　（一）取得巨大成就　　参会代表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30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农垦系统大胆
探索，勇于实践，借鉴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的经验，在农垦体制机制创新、结构调整、产权改革
、分离社会职能、构建和谐垦区、弘扬农垦精神、创立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
30年来，我国农垦系统经营管理水平、市场竞争能力、赢利水平、税收和职工收入发生了巨大变化。
1978年，全国农垦工农业生产总值仅有85亿元，年亏损0.93亿元；职工年均工资486.5元。
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58：32.42：9.58；粮食总产129.4亿千克，亩产不到200千克，粮食商品率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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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缴税2.57亿元。
从2002年以来，农垦连续7年实现生产总值增幅12％以上。
2007年全国农垦实现利润86.31亿元，上缴税金126.91亿元。
职工年均工资10 756元。
2008年粮食年总产235亿千克，亩产403千克；粮食商品率达88％以上，预计实现总产值2 280亿元。
2008年全国农垦的一、二、三产业比重为35.5：37：27.5。
30年来，农垦系统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应对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坚持解放思想，坚持
改革开放，坚持探索与实践，克服重重困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再创农垦事业的
辉煌为己任，勇当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大力推进了产业化
、集团化和股份化改革，努力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营方式的转变，着力提升农
垦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经营效益，着力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特别是近十年来，农垦积极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工农业生产再创佳绩，经济保持健康增长，职工收入
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事业改革顺利推进，农垦经济社会呈现出又好又快持续发展的势头。
　　（二）改革开放的目标、方向和经验　　农垦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
由于农垦的区域性、社会性的特征，及各垦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较大差异，对改革开放的
目标、方向，与会代表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有的代表认为，农垦改革的目标方向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尽管农垦企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要办社会，具有区域性、社会性等特征，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的不断完善，农垦的这些特征将逐步弱化。
站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继续坚持政企合一是不利于农垦改革发展的，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
规律。
倘若继续坚持政企合一、企社合一，是短视的，没有前途的。
有的代表则认为，由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中国特色行政主导经济的状态短期内很难改
变，农垦的存在离不开社会性、区域性的特点，政企合一、企社合一，内部分离，也许是农垦生存发
展的体制需要。
有的代表认为，农垦改革的目标方向不能简单地照搬现代企业制度，而应根据垦区和企业的实际。
还有的代表认为，垦区、企业间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企业与产品竞争能力间存
在较大差异，改革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要允许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有新的探索和实践。
无论垦区、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还是维持政企合一，或实行其他模式的改革，只要符合“三个有
利于”，都要允许去探索、去实践。
　　关于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与会代表较为一致的意见是：一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必须认识到垦区间存在的较大差异，在坚持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
，各垦区应从各自的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和实施方法，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次推进改革；
绝不搞一个模式，更不能搞一刀切。
二是坚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
必须考虑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其涉及的面更广，难度更大，垦区间差异也将更加突出。
为此，条件成熟的改革，可以加快推进；条件不成熟的改革，则要采取渐进的办法过渡，创造条件，
等待时机，避免盲目推进，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三是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垦区在推行改革时，必须做到统筹兼顾，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使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有机
结合。
也要考虑到职工的承受力。
改革的措施须得到垦区与职工的认可和支持，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让广大职工共享改革成果。
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解决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个核心。
只有让职工在改革进程中受益，能共享改革成果，广大职工才能真正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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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坚持融人市场经济和地方经济中。
要不断破除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自觉地融人市场经济中，适应市场
经济运行机制，不断增加竞争能力；融人地方经济，融入地方区域经济规划中，在自觉为地方经济做
贡献的同时，争取地方政府的理解、支持。
六是坚持弘扬农垦精神，保持艰苦奋斗、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是农垦克服困难，增强竞
争力，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精神源泉。
　　（三）教训与问题　　内蒙古代表认为，以往的有些改革照搬农村和城市工矿企业的模式，一哄
而上，“摸着石头过河”走了一些弯路。
客观上使国有农场管理资源，以及农工商一体的经营体系逐步瓦解，资源和资产分散流失。
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区别被淡化，一方面职工要减负，土地收费要降低；一方面管理成本增加，农
牧场正常运行费用难以保障。
上海代表认为，在投资管理上，上海农垦曾有过深刻的教训，投资决策权一度下放乃至失控，曾造成
重大损失。
江苏代表认为，企业改制不能一刀切。
几年前，江苏垦区在改制过程中，场办企业几乎是“改光、卖完、退尽”，一批直属企业只保留参股
地位，使垦区国有经济规模总量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于未来农垦改革发展的主要障碍与问题，代表们认为，一是生产发展面临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
挑战，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二是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三是国家和
市场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给农垦企业带来挑战和机遇；四是农垦体制机制创新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相当
艰巨，除自身的探索与不懈努力外，需要得到国家的配套政策和财力扶持；五是农垦内部社会经济发
展不平衡，与大中城市、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将影响农垦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六是人才
断层和人才短缺是农垦发展的软肋，许多农场多年来未引进人才，农场本身的能人和人才也纷纷外出
，由此带来“十年后谁来当场长”的问题，农垦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后，人才断层和人才短缺的矛盾更
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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