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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从福建省农业的比较优势出发，阐述特色农业区域布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提出具有福建特色的沿海蓝色产业带、闽东南高优农业产业带、闽西北绿色产业带3条农业产业带；畜牧

产业、水产业、林产业、园艺产业4个主导产业和畜禽、笋竹、水产品、蔬菜、水果、食用菌、茶叶、花

卉、烤烟9个重点农产品发展区域布局和发展重点以及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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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农业区域布局的现实基础

(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福建省具有独特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农业资源和农产品丰富多样，农业生产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改革

开放以来，福建省农业生产连年丰收，2003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1 150．8亿元，粮食生产能力达

961．8万t，肉蛋奶总产量233．5万t，水产品572．8万t，商品木材450．0万m3，水果、茶叶、食用菌和

其他主要农产品持续发展。

(二)农业内部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区域布局日趋优化

优质水稻品种大面积推广，主要经济作物的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畜禽和水产品的良种覆盖率不断提

高，林业生态体系和林业产业体系正在逐步完善，畜牧、水产、林业和园艺等已逐步发展成为主导产业，

畜禽、笋竹、水产、蔬菜、水果、食用菌、茶叶、花卉、烤烟等优质高效的特色农产品快速发展，一批特

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健康发展。

(三)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

农村集体土地第二轮家庭承包顺利完成，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积极稳妥推进，以家庭承包制为基

础、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巩固。以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为重点，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农业产

业化有了一定的基础。全省已有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23家，省级龙头企业130家，市级重点龙头

企业400多家。

(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外向型农业蓬勃发展

2003年，全省已累计批准农业“三资”企业3 300多家，合同外资52．5亿美元，实际到资25．6亿美

元。农业对外贸易稳步发展，一批农产品出口生产基地和出口主导产业日益壮大，以亚洲和欧美市场为主

的多元化出口市场初步形成，农产品出口创汇居全国前列。闽台农业合作与交流进入了全面拓展阶段，台

商对福建省农业的投资日趋活跃。

二、特色农业区域布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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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阶段的要求，以保证粮食安全为前提，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着眼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全面规划，分步实施，重点培育特色农产品和优势产区，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和专业

化分工，壮大主导产业，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带，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发挥比较优势、突出特色；坚持技术进步与体制创新同步推进；坚持可持续

发展；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和典型示范相结合；坚持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根本出发点。

(三)发展目标

1．重点培育9个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农产品，优先建立47个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的特

色农产品优势产区，扶持和壮大4个主导产业，构建3条分工协作、竞争优势明显的特色农业产业带，优

先培育一批外向型龙头企业，扶持一批农产品加工基地，培育一批在国内外公认的知名品牌，扩大特色农

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份额。

2．优势产区的特色农产品总产值年均增长7％，良种覆盖率85％以上，农产品优质率达到80％，农

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40％，特色农产品加工率达40％以上，出口创汇25亿美元以上。

3．优势产区特色农产品产值占全省同类产品的80％以上，4个主导产业产值占全省农林牧渔总产值

90％以上。

4．在特色农产品和优势产区的示范和带动下，全省农林牧渔总产值年均增长5．9％，良种覆盖率

70％以上，农产品加工率达35％以上，出口创汇30亿美元以上，农民收入年均增长4％～5％。

三、3条农业产业带的区域布局和发展重点

(一)沿海蓝色产业带

沿海蓝色产业带所涉及县(市、区)包括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宁德6个设区市所属34

个县(市、区)。

1．发展目标。发展成为集海水养殖、近海捕捞、远洋捕捞、渔船避风补给、水产品集散与加工、休

闲渔业和新型海洋产业为一体，海洋渔业经济发达，产业布局合理，科技先进，海洋生态环境优良，海洋

综合管理完善，竞争优势明显的沿海现代海洋渔业经济区。

2．发展重点。优化区域布局，构建各具特色的渔业经济区；培育和壮大现代海洋渔业经济体系；大

力加强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健全海洋管理机制，提高综合管理水平。

(二)闽东南高优农业产业带

闽东南高优农业产业带所涉及县(市、区)包括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5个设区市所属47

个县(市、区)。

1．发展目标。发展成为区域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格局初步形成，主导产业突出，高科技农业快

速发展，机械化水平高，设施农业发达，农产品加工体系健全，产业化经营水平高，市场竞争优势明显，

外向型农业发达的高优农业产业带，成为全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基地和外向型农业基地。

2．发展重点。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培育和壮大主导产业；建设农业标准化生产基

地和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建设闽东南高优农产品加工基地，提

升加工转化水平；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

(三)闽西北绿色产业带

闽西北绿色产业带所涉及县(市、区)包括宁德、南平、三明、龙岩4个设区市所属38个县(市、

区)。

1．发展目标。发展成为优质商品粮、林产业、特色畜禽、淡水养殖、园艺产业和生态旅游业协调发

展，生态环境优美，农业特色突出，区域布局优化，标准化生产比重不断提高的绿色农业产业带，成为全

省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的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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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重点。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突出发展生态农业和绿

色农业；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加快培育生态旅游经济增长点。

四、4个主导产业的区域布局和发展重点

(一)特色畜牧产业

1．发展目标。基本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和市场化经营，加工业和服务业发达，综

合生产能力、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

2．区域布局。闽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中远郊着重发展集约型畜牧业和畜产品加工、饲料和新型

兽用医药等制造业，大力发展出口创汇型畜牧业，率先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山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畜禽和

生态养殖，提高加工能力和产业化水平，把粮食主产区同时发展成为畜产品主产区。

3．发展重点。大力调整畜牧养殖业结构；突出发展畜产品加工业，提高产业质量和效益；加快畜牧

产业科技进步，提高畜产品的科技含量；。进一步完善畜牧产业支撑体系建设；提高畜牧产业对外开放水

平。

(二)特色水产业

I．发展目标。基本形成结构合理、技术含量高、具有区域特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

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捕捞业、先进的养殖业、发达的加工业、活跃的流通业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发展目

标。

2．区域布局。沿海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滩涂、浅海养殖，逐步向深水区域推进，进一步发展远洋捕

捞业，加快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业，建成全省水产养殖基地、远洋渔业基地、渔业产业化基地、高科技渔

业基地、水产品加工基地和外向型渔业基地；内地山区要继续抓好以大中型水面开发，开展网箱、网拦、

坝拦等库区养殖，进一步扩大水产总量和提高质量。

3．发展重点。积极推进渔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因地制宜，尽快形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化水产品加工

体系；提高水产业的整体科技含量；建立健全水产业支撑体系；大力发展外向型水产业。

(三)特色林产业

1．发展目标。通过管好现有林，扩大新造林，抓好退耕还林，优化林业结构，增加森林资源，增强

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加林产品有效供给，提高林产品加工水平，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等新型服

务业，建成比较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产业体系。

2．区域布局。闽西北地区重点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珍贵用材林、药用林，大径材用材林和食用菌

原料林，大力发展毛竹丰产林和特色经济林，扶持龙岩漳平、新罗等山区花卉产业；闽东南地区重点发展

短周期工业原料林，珍贵用材、药用和绿化兼用林，大力发展花卉产业；进一步做大福州、南平、三明、

龙岩四大林产工业中心；进一步完善山区、沿海两条森林生态旅游带。

3．发展重点。加快生态公益林建设，改善生态环境；优化林产业结构，壮大林产业经济；建立健全

林业支撑体系；深化林业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林产业的对外开放。

(四)特色园艺产业

1．发展目标。基本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和市场化经营，加工工业发达，质量和效

益显著提高，特色明显，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

2．区域布局。闽东南地区突出发展南亚热带及中亚热带的常绿类特色水果、食用菌、乌龙茶、名特

优新蔬菜和花卉等外向型园艺产品，大力发展园艺产品精深加工，建立稳定的园艺产品出口加工基地；闽

西北地区要加快发展特色园艺、生态园艺产品，形成符合山区条件、具有地方特色的园艺种植业。

3．发展重点。调整园艺种植业结构，培育和壮大具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重点扶持园艺产品加工业

和园艺服务业；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园艺产品的科技含量；发展生态园艺，实现园艺产品无公害化；

发展外向型园艺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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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个重点农产品的区域布局和发展重点

(一)畜禽

1．优势区域。闽东南肉猪优势产区，闽西北肉猪优势产区，闽东肉猪优势产区，福建水禽肉优势产

区，福建鸭蛋优势产区，闽北奶业优势产区，闽南肉牛优势产区，福建肉羊优势产区。

2．发展目标。到2010年，肉猪优势产区的产量达到138万t，年增长5．3％；水禽肉优势产区的产量

达到8．2万t，年增长5．3％；鸭蛋优势产区的产量达到14．2万t，年增长5．3％；羊肉优势产区的产量达

到1．7万t，年增长7．4％；肉牛优势产区的产量达到1．5万t，年增长4．3％；牛奶优势产区的产量达到

16．3万t，年增长13％。建成标准化、生态型畜牧小区或集约化畜禽养殖场300个；全省肉蛋奶总量达到

329万t，出口创汇1．2亿美元。

(二)笋竹

1．优势区域。以毛竹为主的闽西一闽北笋竹优势产区；以中小径竹为主的闽东一闽南笋竹优势产区。

2．发展目标。到2010年，闽西一闽北笋竹优势产区改造低产竹林、新建各类丰产竹林基地13．3万

hm2；闽东一闽南笋竹优势产区新建中小径竹高优基地4．7万hm2，新增鲜笋产量30万t；全省年产竹材

2亿根，鲜笋年产量220万t。

(三)水产品

1．优势区域。内陆鳗鲡优势产区，沿海鳗鲡优势产区，宁德一福州大黄鱼优势产区，厦门一漳州南

美白对虾优势产区，福州罗非鱼优势产区，闽南罗非鱼优势产区，福鼎一莆田海带优势产区，宁德一福州

紫菜优势产区，沿海牡蛎优势产区，福州莆田蛤仔(菲律宾蛤仔)优势产区，福州鲍鱼优势产区，漳浦

一东山鲍鱼优势产区。

2．发展目标。到2010年，优势区域水产品总量达到315万t，年均增长率6．2％。全省水产品总量进

一步增加，水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出口创汇15亿美元。

(四)蔬菜

1．优势区域。闽东南沿海冬季蔬菜优势产区，闽东和闽西北反季节蔬菜优势产区，高山反季节蔬菜

优势产区。

2．发展目标。到2010年，优势产区蔬菜标准化生产的比例大幅提高，优质率达到90％以上，绿色蔬

菜产量达10％以上；加工蔬菜占蔬菜总产量的20％。全省蔬菜总产量达到1 698万t，无公害栽培面积达

到60万hm2，出口创汇3亿美元。

(五)水果

1．优势区域。优质芦柑、柚类、晚熟柑橘优势产区，早熟柑橘优势产区，优质甜橙优势产区，优质

龙眼及晚熟龙眼优势产区，优质荔枝及晚熟荔枝优势产区，优质枇杷优势产区，优质早熟梨优势产区，优

质早熟桃优势产区。

2．发展目标。到2010年，优势区域的水果产量达到390万t，年均增长5．0％，平均单产提高15％

以上；优势区域优质果率提高到65％以上，无公害覆盖率达30％以上，水果加工率提高到15％以上。全

省水果总产量达到600万t，水果出口量20万t。

(六)食用菌

1．优势区域。闽东南粪草类食用菌优势产区，闽北粪草类食用菌优势产区，闽西一闽北木生类食用

菌优势产区。

2．发展目标。到2010年，闽东南粪草类食用菌优势产区重点建设标准化蘑菇、白背毛木耳、姬松茸

等高产优质生产基地，其产量占全省同类食用菌总产量的80％以上，工厂化栽培产量达到15％以上；闽

北粪草类食用菌优势产区总产量达到4．3万t；闽西北木生类食用菌优势产区重点建设优质香菇、银耳和

干白背毛木耳生产基地，其产量占全省同类食用菌总产量的90％以上；重点建设珍稀食用菌出口生产基

地，其产量占全省同类食用菌总产量的50％。全省食用菌鲜品总产量达到200万t，产值80亿元，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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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汇3．5亿美元。

(七)茶叶

1．优势区域。闽南乌龙茶优势产区，闽北乌龙茶优势产区，闽东绿(花)茶优势产区，闽西北多茶

区。

2．发展目标。到2010年，优势区域毛茶总产量达18．7万t，占全省产量的94％。全省茶叶总产量达

20万t，名优茶比重增加至45％以上，产值提高75％，茶叶出口创汇1．1亿美元。

(八)花卉

1．优势区域。漳泉厦观赏花卉优势产区，福州观赏花卉优势产区，龙岩观赏花卉优势生产区，闽东

北工业用花(茉莉花)优势产区，福州工业用花(茉莉花)优势产区。

2．发展目标。到2010年，优势区域花卉种植面积1．76万hm2；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1．95万hm2，

出口创汇额4829万美元。

(九)烤烟

1．优势区域。闽西一闽北烤烟优势产区。

2．发展目标。到2010年，优势区域烟叶总产量15．05万t，年均增长5．9％，99％以上的烟叶在优势

区域生产，80％以上的烟叶实现基地化生产，烟叶优质率达80％以上。

六、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对特色农业区域布局工作的领导

建立特色农业区域布局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农业厅厅长为召集人，省林业厅、海洋与渔业局、烟草

专卖局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农业厅，组织、协调特色农业区域布

局规划的具体事项，确保规划的实施。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分工，密切配合，

加强协作，落实任务，精心组织。有关地区要按照全省特色农业区域布局规划的精神和要求，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抓好项目的落实。

(二)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体系，引进、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

要把种苗产业作为提升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优势产区发展壮大的先导措施，加大投资倾斜力度，

促进种苗产业的现代化。要以优化特色农产品品种、提高种子种苗质量和集约化供种水平为目标，健全良

种培育、引进和推广体系，加强优势产品的品种改良。按照生产规模化、产品标准化的要求，在优势产区

实行统一供种，加快优质专用品种的推广应用步伐。

【三)建立健全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大力推广成套、实用农业技术

深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加快形成多种所有制推广组织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积

极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场、科技园区、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建立与农业

产业带、优势产区相适应的跨区域、专业性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组织。支持农业大中专院校参与农业

技术的研究、推广，在优势产区的重点县市优先建设和扶持区域性、专业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站，提高

技术服务能力。

(四)实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提高质量安全水平

加快制订和完善特色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技术规程、产地环境标准、农产品加工、贮运、包

装质量标准，形成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相配套，与国际相接轨，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全过

程的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标准化生产和管理技术培训工作，推动标准人户。集中扶持建

设一批实行标准化、专业化生产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无公害生产。

(五)实施龙头带动战略，加快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重点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和区域带动作用的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树立品牌意识，实施名牌战略。鼓励

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新型专业合作社，支持基层供销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在特色农产品优

势产区，对已经形成区域化布局和加工企业群的地方，要与当地城镇化发展战略相结合，集中扶持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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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高起点、高标准的特色农产品加工园区。

(六)完善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搞活特色农产品的市场流通

在巩固和提高现有大中型批发市场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若干个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的大型农产品批发

市场，并在优势产区集中建设一批现代化的产地专业批发市场，发展区域性的农产品物流中心，扩大辐射

范围。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进一步改善软环境，推进闽台农业

合作交流，加强闽台农业产业对接，联手拓展国际市场。

(七)实施投资倾斜，加大对优势区域特色农业的投资力度

提高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对农业的投资比例，将规划所提出的主要建设项目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

财政农业项目库，财政对农业的投资进一步向优势区域特色农业倾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采取多

种形式引导银行资金、社会资金对优势产区特色农业的投资。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和沟通，统筹安

排特色农业和优势产区的建设项目和投资资金。

(八)实施政策倾斜，为特色农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实施补贴政策，加大对优势产区的优质农产品种苗补贴力度；改变农业补贴办法，实行对种粮农民直

接补贴政策。减免有关税费，认真执行国家和省里已经出台的各项农业及其产业化经营的税收优惠政策，

确实减轻农民负担。创造宽松环境。土地管理、电力、水利、科技、计划、环保、经贸、工商等各个农业

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都应为加快特色农业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

LAYoUT FoR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REGIoNS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N FUJIAN PRoVINCE

Zheng Lin91，Lin Shanlan92，Cai Chunjil，Meng Qingful，Lin Fen3，Yang Yapin91

(1．Office of Fuiia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ommittee，Fuzhou 350003；

2．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2；

3．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Regional Planning of Fujian Province，Fuzhou 350003)

Abstract This paper sets out from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agriculture in Fuj ian province；expounds

the guiding thought，basic principle and development targets for layout of agriculture regional planning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puts forward 3 agriculture belts，namely：coastal line blue production belt with

Fuj ian characteristics，agriculture production belt with high production and superior quality in southeast

Fujian，green production belt in northwest Fujian and 9 key development regions for agriculture products

like live stock and poultry，bamboo shoot，aquatic products，vegetable，fruit，edible fungus，tea，flower，

baked tobacco；and raises the securing measures for implementing this 1ayout．

Keywords Fujian Province；agriculture production belt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distribution lay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