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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安全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分析了农业产

业链关键环节并对其产业安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业产业链中种苗、加工和销售等

产业环节是关键环节,在这些环节中,外资控制力的不断增强将威胁到我国农业的产业安全。

因此,政府管制的重点应是完善关键产业环节的产业政策, 发挥国有资本优势,支持农业产业

链中具有较大正外部性的关键环节,确保农业产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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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我国农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因外资进入带

来的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农业

具有刚性需求,属于不可复制的产业,其对产业安全的要

求比工业高出很多, 面临的产业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以

我国的大豆产业为例,外资通过参股、收购国内大型粮油

企业获得大豆进口权, 全国 97 家大型油脂企业中, 外资

就控制了 64 家, 占总数的 66%。在大豆产业中, 外资参

股或独资的大豆加工企业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85% , 我国

大豆产业基本为外资所控制。农业产业链环节复杂, 主

体众多,目前已有的农业产业安全研究大多照搬西方国

家的产业安全理论,或者照搬制造业的产业安全理论, 缺

乏对农业产业链的深入研究 , 更没有建立农业产业安全

的理论框架。泛泛而论农业产业安全对政府究竟如何管

制产业安全难以提供理论支撑, 很难对政府管制提出真

正具有指导性的政策建议。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具体表现

在哪些环节? 为什么会表现在这些环节? 这些环节的产

业不安全程度如何? 政府如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这一

系列问题亟待回答。

一、产业安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农业产业安全的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约翰 � 尼尔森、杰弗瑞 � 弗兰克和汤姆

森 �史坦利( John Nellison, Jeffrey W� Frumkin 和 T imo�

thy W� St anley)指出,一旦战争出现 ,重要投入品依赖外

国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他们也对美国市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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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进行了研究, 并建议政府加强对国外企业并购美国

企业的监管。如果一个企业因并购受外国资本控制, 该

企业又具有相当的市场支配力, 这将对美国的产业安全

构成 威 胁。
[ 1]
范 达 娜 � 席 娃 ( Vandana Shiv a etal,

1999) )
[ 2]

,麦克 �戴维斯、斯拉姆斯( M ike Davis、Slums,

2004) ,国际行动援助组织(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2005)

和尹炳先( Byeong Seon Yoon, 2006)指出, 发达国家的大

型农业跨国企业 � � � 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对全球的农

业和食品生产的垄断力量在逐步增长, 它们逐渐控制了

从原材料供应、核心加工到最终销售的全部农业和食品

生产链条, 这种控制是通过利用合并、收购、知识产权控

制和生产专业化等方式, 对其他国家的农业产业实施以

少数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垂直一体化战略实现的。
[ 3]

发达国家大型农业跨国企业是以利润为导向、以发

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农业一体化生产体系 ( Fr ed M agd�

o ff, 1998) , 这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农业产业安

全危机 ( Am in, 2003; M ike Davis, Slums, 2004)。这种危

机表现为两个层面: 一是农业跨国企业可能会控制融入

其生产体系的产业和农户, 从而使他们产生真正意义上

的依附。二是这种普遍性的农业产业安全危机有可能剥

夺千百万人口的生存权与取食权( Vandana Shiva, 1996) ,

这些被永久性排斥在经济体系以外的人口可能成为发展

中国家未来产生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源。
[ 4]

(二)农业产业安全的国内研究现状

纪宝成、刘元春从宏观整体开放水平、产业竞争力、

外资并购以及产业升级等四个方面分析, 认为我国产业

安全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形势。
[ 5]
吴华清、黄志斌认为从价

值链理论来看,国家产业安全是指在全球价值链升级与

发展中,一国价值链的升级与发展受到相对发达国家(地

区)分离与转移至的价值链的潜在威胁与实际控制,而无

法独立自主发展, 包括控制与威胁国家价值链中虚拟价

值链的升级与发展、实物价值链中核心价值活动的升级

与发展以及企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的升级与发展。在一

国价值链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中, 任一层面的升

级与发展受到控制与威胁, 都将引起一国的产业安全问

题。
[ 6]
一般而言, 农业产业安全有三个核心要素: 一是农

业生产不受外来资本控制,
[ 7]
二是农产品具有国际竞争

力,
[ 8]
三是农业自身生产能力的安全。国内学者多从农

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出口竞争优势来讨论我国的农业

产业安全。
[ 9] [ 10]

吕勇斌认为外资对农业产业的大举并

购,控制了农产品原料价格, 控制了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

加工业,影响了农业产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
[ 11]

也有学者对农业中具体产业的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

研究。关锐捷指出, 国外棉花大量集中进口是导致棉花

产业被外资垄断性并购的主要原因, 棉花产业安全面临

严重危机。
[ 12]
高扬认为, 中国棉花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没

有棉花定价权的原因在于国内纺织业横向和纵向一体化

程度低,造成产业集中度不高和严重缺少自主品牌产品,

加之国内加工企业大量使用进口棉花所致。
[ 13]
东北大豆

产业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指出, 中国大豆

产业本身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 但由于政府重视和支持

不够,导致加入W TO 以后, 国内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严

重下降。
[ 14]
王永刚指出, 中国植物油加工业中存在严重

的过度竞争,呈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和行业平均利润水

平过低的局面, 从而具备了被跨国企业进行垄断收购的

结构性条件。
[ 15]
张峭、徐磊指出, 中国大豆产业濒临危机

的重要根源是产业组织化程度太低。
[ 16]
上述研究指出了

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危机的内因在于农业产业自身的弱点

和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力度不够。

(三)简要的评论

目前对于农业产业安全的定性研究较多, 实证研究

较少,缺乏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分析可能导致出现产业安

全危机的农业产业环节 , 如农产品加工业尤其是食品加

工业和纺织工业出现产业安全危机会对整体农业产业安

全产生何种影响, 从而使得提高农业产业安全水平的对

策研究偏重于农业直接生产环节, 这也是已有农业产业

安全问题研究的不足之处。因此, 不能只停留在借鉴西

方发达国家的已有经验的层面, 还需从我国自身国情和

立场出发进行研究。此外, 目前的研究从宏观上论述的

较多,从中观、微观上来看, 除了粮食行业研究较多以外,

针对其他行业的论述较少。针对具体农业产业做更详尽

的研究,可丰富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研究的内容。因此, 本

文从全产业链的视角来分析和评估农业产业安全, 着重

分析了农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并对其产业安全进行了实证

分析。

二、农业产业链及其关键环节

产业链是一个包含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销售的

纵向产业链条,包含原料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产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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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 17]
产业链上的各个组成部分呈现出分离和集聚并存

的趋势,它们存在着技术水平、增值与营利能力的差异

性,因而就有关键环节和一般环节之分。农业产业链的

关键环节是指产业链中能够严重影响整个产业链条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产业环节。在一定条件下, 掌握这些环节

就可以控制整个产业。从产业链纵向的角度来考察, 关

键环节可能只有一个,也可能有多个,这随行业不同而不

同,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当出现多个关键环节时, 需要产

业整合者对多个环节进行组合控制, 从而达到控制整条

产业链的目的。

产业整合者控制产业关键环节之后, 可以采取多种

手段,力求调节关键环节输出的中间产品的产量和价格,

影响下游厂商的生产成本和竞争强度。另外, 通过对关

键环节的上游产品的购买数量和价格的控制, 也同样可

以影响上游生产厂商的生产要素配置。这样, 产业整合

者控制产业关键环节的影响力就向上游和下游传导, 从

而控制整个产业链。

在农业产业链当中,种子、种苗等生产原料环节是产

业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国以农为本, 农以种为先。种

子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具有生命力的特殊商品。

农业发展史证明,种子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是农业科学技术和其他投入要素发挥作用的载体, 是农

业增产增收的关键因素。
[ 18]

农业产业链中深加工和销售是第二个产业关键环

节。农产品经过精深加工, 既可以实现价值增值, 又有利

于开拓市场。我国食物资源丰富, 粮食、油料、蔬菜、水

果、肉类和水产品等农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但是以这

些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转化增值程度偏低。在加

工量方面, 目前我国加工食品占消费食品的比重仅为

30% ,远低于发达国家 60% � 80% 的水平。发达国家食

品工业产值约是农业产值的 1�5 � 2 倍, 而中国食品工业

产值还不到农业产值的 1/ 3; 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率达到

80%以上,中国农产品加工率只有 45%。中国水果产量

居世界之首,但加工量只占总产量的 7%左右, 而世界水

果平均加工量是总产量的 20%以上; 中国的加工类肉制

品仅占肉类总产量的 3% � 4% , 发达国家进入市场的肉

类制品的加工率是这个数字的 10倍, 在有些国家则是 20

倍 � 。中国农产品加工总量不足,直接导致加工总产值偏

低。食品加工行业投资大, 技术要求高, 而且对于农业产

业链的控制性也较强, 而农产品加工环节恰恰是我国农

业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根据分析可知, 种子、种苗、加工、零售环节是我国农

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这些环节中, 外资控制力的不断增

强将威胁到我国农业的产业安全。

三、农业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产业安全

外部资本正在试图控制我国农业产业中的关键环

节 � � � 种子、种苗、加工和零售环节, 进而控制我国的农

业产业,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农业产业的产业安全。

1� 外资不断加大对我国种子行业的控制力度。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 种业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战略产业。保持国家对种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对促进

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从 2000

年�种子法�颁布之后, 我国种业开始了市场化进程。种

业市场化对促进种子科研与农业生产的结合, 以及与国

际市场接轨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开放后,

由于国内上万家种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难以形成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种子企业,结果跨国公司大量涌入, 严重挤

压了国内种子企业的生存空间, 同时其又加紧在我国进

行研发布局,对我国的种子资源和种子产业安全构成了

威胁。
[ 18]
加入W TO 之后, 我国逐步降低关税, 这将不可

避免地对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国内种子公司产生冲击。

据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的蔬菜之乡寿光 80 万亩、15 种主

要蔬菜中, 温室大棚栽培的甜椒、无刺黄瓜、西红柿及露

天栽培的胡萝卜等境外品种的占有率分别达到 95%、

80%、65%和 80%以上, 整体上境外品种占总播种面积的

一半左右 � 。外资对种子产业的控制方式如下:

一是合资。目前, 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

企业已超过 70 家, 主要从事蔬菜和花卉业务。跨国种业

�

�

参见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全国食品工业� 十一五�发展纲要, http: / / ww w� china� com� cn/ po licy / tx t/ 2006-

10/ 30/ content_7293202_2� htm

山东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何启伟研究员及其团队近期对山东省境外蔬菜品种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详见网页

htt p: / / ww w� xxlsj� gov� cn/ E_ReadNews� asp? New sID= 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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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早以蔬菜和花卉种子为突破口进军中国种子市

场。由于政策、法律的限制和对中国市场不熟悉, 一些国

外公司最先采取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 比如泰国正大集

团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合资成立的东方正大种子有限公

司,荷兰纽内姆种子公司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合资成立

的纽内姆(北京)种子有限公司, 美国好乐种子公司与新

疆西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新疆西艺好乐种子

有限公司等 � 。

二是设立种子试验基地。国外公司采取建立办事处

或实验站的方式研究中国种子市场, 等待时机。例如,

1998 年以色列海泽拉种子公司、瑞士先正达种子公司在

山东寿光建立实验站, 试验、展示蔬菜新品种; 世界最大

的种业公司之一美国先锋公司, 则在辽宁铁岭成立研究

中心,东北三省都有其春玉米的实验基地 ,在山东、河北、

河南等地也有夏玉米的实验基地。美国圣尼斯种子公司

则在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研究中国种

子市场近二十年 � 。

三是申请种子专利。我国很多种子资源被国外偷取

和克隆以后,又反过来成为跨国公司制约我国技术发展

的专利手段。跨国公司投入经费搜集发展中国家的种子

资源,分离克隆有用的基因并申请专利。

四是谋取种子定价权。外资种子开始由蔬菜、花卉

向中国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进军, 扩张速度明显加快。

从当前看,外资给中国市场带来了优质的种子资源, 却并

未带来国内种业急需的科研成果、管理经验等核心竞争

力要素。外资垄断蔬菜种子后产生的高价格、高风险已

逐步显现, 一旦外资控制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 将会对

中国粮食安全造成威胁。在控制中国蔬菜种子 50%以上

的市场份额后,外资大幅提高种子价格, 甚至出现了� 1 克

种子 1 克金�的天价种子, 使农民饱尝国外高价种子的

苦果。
[ 19]

种子是一种特殊商品, 事关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目前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正成为种子产业竞争的焦

点。孟山都、先正达等跨国种子公司在这些领域占绝对

优势。外部资本正通过技术、品牌、资金等各方面的优势

控制种子产业, 而控制了种子产业就控制了我国农业产

业的关键环节。

2� 外资逐步控制中国畜牧业的畜禽种苗。

现今中国饲养最为广泛的畜禽品种, 都是外国品种,

像杜洛克、长白肉猪, 海兰蛋鸡, 艾维因肉鸡, 樱桃谷肉

鸭,夏洛来、西门塔尔肉牛, 波尔山羊, 荷斯坦奶牛等。以

生猪品种为例, 我国自 1990 年以来, 不断引进国外的优

良品种,目前, 杜洛克、长白、大白三元杂交猪在市场上所

占份额越来越大,据估计, 杜、长、大三元杂交猪以及地方

品种或血缘不清的猪与这三种国外品种杂交的猪在市场

上所占的份额超过 90% ,而地方品种猪不足 10%。当前,

具有一定规模的种猪场绝大部分是繁育长白、大白、杜洛

克这三种国外品种 , 扩繁场及规模育肥猪饲养场也以养

殖此类国外品种的杂种猪为主。外资对畜禽种苗控制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

一是控制原种代。改革开放以来, 牛、猪、鸡、鸭、羊

等常规养殖品种基本上全盘西化, 如牛主要是西方国家

的荷斯坦奶牛品种,猪则主要是加拿大、丹麦的品种。随

着养殖规模的膨胀, 品种的改良、杂交、优选中的国内本

土品种反而极度萎缩。据估计, 目前国内的养殖品种只

有 10%的国内传统优良品种在继续生产, 90% 左右的品

种都在逐渐消失。

二是控制养殖方式。我国畜牧业养殖方式越来越对

国外标准产生依赖,进而被外资企业控制, 产业安全受到

威胁。例如,在生猪品种上, 中国多样化的乡土品种已换

血为美国模式的�洋三元�, �大白 � 长白 � 杜洛克�三元

杂交占统治地位。饲料标准是高度依赖玉米、豆粕的美

国模式, 所需大豆 (粕)、玉米需从美国进口。在蛋鸡业

中,引进海兰、罗曼等国际化品种, 就必须采用国际通用

的舍饲笼养方式, 进而对国外的品种和原料产生更大的

依赖。我国畜牧业正在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模式, 已对

美国的�玉米+ 豆粕+ 添加剂�饲料标准产生依赖, 不得

不对美国大豆(粕)、玉米产生进口依赖。

3� 农业加工环节。

产业链中的加工和销售环节是产业安全中最为薄弱

�

�

�

详见赵刚、林源园: 中国种业灭顶之危,第一财经日报 , 2009 年 07月 20 日。

详见赵刚、林源园: 中国种业灭顶之危,第一财经日报 , 2009 年 07月 20 日。

根据作者在江西、广东的调研所得, 部分参考了� 中国畜牧行业如何在夹缝中生存� , 详见网页 ht tp: / /

ww w� w yzxsx� com/ A rticle/ Class4/ 200902/ 6854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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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节。外资正通过控股、直接投资等方式控制加工

环节。

国际资本开始控制中国肉品产业链的核心部分。高

盛在中国大型冷冻肉生产商雨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3%的股权,并占有 12 个董事会席位中的 2 席。漯河市

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双汇集团 100%的股权以 20�1 亿元人

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香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后

双汇集团整体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

在乳制品业, 外资参股或独资企业已占领了 1/ 3 以

上市场。在饮料和饮用水上, 外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达

到 90%以上。
[ 11]
外资进入饮料行业的方式, 早期以投资

建立合资企业为主, 后期转向以兼并和收购方式为主。

以�达能�为例, 1996 年, �达能�参股 �娃哈哈�; 2000 年 3

月, �达能�收购�乐百氏�92%的股权; 2001 年, �达能�参

股�光明�,后成为该公司第三大股东; 2004 年, 收购全国

桶装水市场第一名的 �梅林正广和�50% 股份; 2006 年 7

月 3 日, �达能�采用股权收购的方式成为 �汇源�第二大

股东。正是通过参股或控股饮料行业顶尖企业, 达能成

为中国软饮料市场的巨头。通过并购, 外资在中国饮料

行业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 �两乐�、�两水�, 即 �可口可

乐�、�百事可乐�、�康师傅�、�统一�占据了各类排行榜前

四强的位置 � 。

4� 农业零售环节。

掌握特殊商品的流通, 可能影响市场稳定。关系到

群众生活的必需品,如粮油制品等, 批发流通掌握在谁手

中,往往关系到市场稳定和安全。目前, 在我国粮油市场

上,外资粮油集团已经形成与央企粮油集团抗衡的局面。

首先, 外资零售巨头加快了在中国扩张的速度。

2008 年 10 月,外资企业开店审批权从商务部下放到了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为了引进项目, 开出了众多

优惠条件, 加之租金低廉、较佳地段还没有被瓜分, 一批

外资零售企业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 就接连叩开了中国基

层市场的大门。以沃尔玛、家乐福为代表的外资零售巨

头们加快了布局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步伐。从 2008 年底

到 2009 年 5 月,沃尔玛从 129 家门店开到了 146 家门店,

短短 5 个月,开了 17 家新店。家乐福也在 2009 年之初,

高调宣布将开设 28 家分店, 其中的许多分店将开在中等

城市 � 。

其次,从 2008 年开始, 中国关于外企进入粮食流通

领域的WT O过渡期已经结束,使中国的粮食开始成为市

场竞争的商品。沃尔玛正推广定点农场计划 ( Direct

Farm Progr am)的成功经验, 该计划将把中国 100 万农民

纳入其�农超对接�项目中, 为沃尔玛生产制造低廉而又

环保的农产品。除了向产业链上下游扩张, 沃尔玛的自

有品牌也逐渐控制着消费者。据沃尔玛的公开资料显

示,它在中国的 146 家卖场中销售的自有品牌产品就有

近 2 000 种,很多品牌虽名称不是�沃尔玛�, 但这些产品

确实是沃尔玛的自有产品 � 。沃尔玛掌控了整条产业链

之后, 完全有可能进行联合垄断, 上抬消费价格, 下压进

货价格, 把中间利润拉大, 将利润合法输出中国, 图利自

己,由此�绑架�中国消费者、供应商和中国的 CPI。

外资进入农业产业是一把双刃剑, 在吸收外资参与

中国工农业发展的同时 , 要防止外资控制中国农业产业

链的生产和流通。资本的天性是逐利, 逐利的最好途径

是垄断。以生猪养殖业为例, 大豆、玉米、豆粕等是农业

饲料的主要来源, 其价格直接决定着生猪养殖的成本及

猪肉的价格,这些国际资本可以一手控制国际大宗商品

交易中大豆、玉米及豆粕的价格, 一手控制中国的生猪养

殖企业,从中直接获取利润。外资在国内掌控的与畜牧

行业相关的企业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饲料业

(通过外资控制或者独资饲料企业) , 养殖业 (在国内收购

多家养殖场) , 屠宰加工(控股国内肉制品加工企业雨润,

双汇) , 再加上大豆、玉米(外资在国际大宗期货交易的地

位) ,销售终端(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超市及正大等出口

企业)。外资企业进入猪肉产业链以来, 基本完成产业链

布局,获得定价权, 谋求垄断利润。外资很可能控制和垄

断国内畜牧业。

外资正在逐步控制产业链关键环节, 饲料原料 � 品

种 � 养殖场 � 加工 � 零售。各环节的关键点被占据, 定

价权就可能丧失,威胁农业产业安全。所以,在引进外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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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应加强对关键产业环节的控制, 警

惕外来资本过度介入农业生产、流通过程, 防止农产品的

定价权被外资控制,从而保障自身农业产业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

目前关系全球经济命脉的几大行业领域, 如能源、金

融、矿产、电讯等 ,中国对资金的进入尤其是外资的进入

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高度关注产业安全问题, 唯独对农

业中国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开放态度, 在该行业很多的并

购中对外资基本上没有任何门槛限制。随着全球农产品

价格的上涨以及农业问题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

现,中国的农业及食品产业链正在成为国际资本投资和

控制的重点。

农业产业链安全, 尤其是关键产业环节的产业安全

存在正外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农业企业和农户

缺乏力量与动机通过自身经营去主动维护农业产业安

全,因而导致市场失灵。因此, 政府需要通过资金扶持、

政策倾斜等管制手段克服市场失灵,确保产业安全。

2� 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专门基金, 加大对于外部性较强的产业链

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 某些产业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

应,厂商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收益, 且投资的风险很大,

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这在农业产业链中的育种和

加工环节最为明显。这些行业的私人投资明显不足, 实

际产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另外, 经济外溢效应不仅存

在于本产业内,产业与产业之间也存在外溢效应, 表现为

一个产业对另一产业的支撑效应。如果政府采取保护或

补贴的政策,将能够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并增加国民福

利;而外国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支持和保护, 可能使本国丧

失或减少这些有益的技术外溢, 因此本国必须采取对应

或反击的行动。因此,政府需要设立专门的基金, 通过专

门的渠道扶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健康发展, 以实现维护

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整合我国的育种体系, 成立国家级核心育种

企业。

我国的育种观念还是以实验室育种为主, 以评比和

完成国家计划目标为目的, 没有真正形成商业育种的概

念和方法;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育种单位大部分不

是企业化管理, 在内部结构上没有达到一个标准的育种

公司的要求,没有确定适合中国情况的育种公司运作方

式。中国的育种体系缺乏真正的核心企业。因此, 国家

需要给予及时正确的引导和体制创新, 整合中央级单位

的人才、资金优势, 成立国有中央级的育种企业, 从市场

中找到商机, 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迅速占领技术制高

点,提高国内品种的技术含量, 扩大国内优秀品种的市场

占有率。

第三,调整产业链支持政策, 实现从支持产业环节向

支持产业链转变。

只有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确保农业产

业的安全,建议加大对农业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将补贴

的重点环节由种植、加工环节向整个产业链转变。首先,

建立若干重要产业链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重点扶持原

种、加工技术、冷链建设等方面的产业链建设。其次, 试

点支持产业链模式的发展, 由过去单一的支持某项技术

和某一个企业发展成为扶持一种产业模式, 增强国家对

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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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dustrial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the

Key Links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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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indust rial security; product ion chain; key links; regulat ion

[Abstract] � Under circum stances of an open economy, agricultural security becomes the fo cus o f

at tent ion. T he paper analy zes the key links of agricultural pr oduct ion chain, and discusses the is�
sue of indust rial security on the basis of empir ical evidence. Studies show that in the chain of ag�
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seeds, pr ocessing and sale are the key links. T he increasing contro l o f

foreign capital over these links has posed threat to China�s agr icultural security. T her efore, the

emphasis of go ver nm ent regulat ion should be on perfect ion of po licies concer ning these key links.

T he author s conclude that it is imperat iv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domest ic capital to support the

key links in the production chain in o rder to safeguar d ag ricultur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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