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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由于原始资源丰富，因此发展第一产业具有一定的
竞争力，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区域中对于第二产业及第三
产业政策的重视程度，会来得比第一产业来得高，在有限的政策
资源下，必须强化清远农业产业的转型与创新，保持着一定的产
值，达到可持续性的发展。根据历年清远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清远市第一产业的比重在近五年来呈现上升之趋势，
占比约为 15%，2019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263.8 亿元，数据即显
示清远市农业产业的发展动能还是倾向于活跃，其中清远稻田种
植达 173 万亩；蔬菜种植达 182 万亩，两大农业产品为清远市农
业产业发展的主力，因此在农业改革与创新主轴上，也应该更为
积极。2019 年清远市新型农业经营发展，共有 166 家市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其中亦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 8694 家，显示
清远市农业改革对象具有一定的动能。

一、农业改革与农业经济的影响
农业改革与创新对于经济发展有着正面的关系。张惠真与

高德铮对于台中小区发展休闲农业进行可行性研究，推广休闲农
业发展，透过组织营运，对小区资源有效运用将能够活化农业经
济的发展。发展休闲农业能够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并且改善乡
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休闲农业功能既有农业亦有旅游业，休闲农
业的投入将带动产业融合发展，创造出乡村的产值。因此推动
休闲农业将能带动农业产业的新发展。林恒生、何纬伦、蔡伟皇
认为农业产业必须依照区域整合发展，并以产业、高值化、高
质化的目标导向，更有效地整合与执行区域政策，拟定重要农业
产业的创新群推动策略，才能再次创造农业产业的发展。区域农
业的推动，主要为建立一套长期正向循环的系统，以达农业资源
流动并共享，降低区域内外之间的农业交易成本，最终达到多种
农业部门的经济效益。区域间的农业发展合作，不仅能够降低交
易成本，在分工架构下将带动农业的发展。李郁淳研究台湾云林
县农业产业人力活化运用之分析，关于农业产业劳动力缺乏的现
实上，政策面向应建立农业产业人力供需数据库、机械设备研发
人力与资源投入、成立农业产业人力培训中心等方式，最终将能
提升农业产业的产值。劳动力亦为农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
子，长期没有专职的务农者，将无法带动农业的持续性发展。

区域间的整合合作、劳动力的活化、农业产业生产技术提
升、资金的有效投入、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业产业进行转型、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等方式皆能使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力量，
并且达到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清远市农业产业发展亦面临农
业技术推广、务农者技术提升、产销现代化管理方式、地区特色
农业能见度不足、地区间鲜少农业合作项目等问题，因此限制了
清远市农业产业的发展。

二、清远市农业转型与创新对策分析
为提升清远市农业产业的增长，清远市农业产业的发展必须

加快农业产业机械水平投入，并且提供农业培训，提高机械的使
用率；加快农产品三品工程建设，对于清远市农业产业合理进行
规划，一村一品工程、一镇一产业工程，实施产业差异化发展，
避免产能过剩的问题，并且全力打造农产品的品牌；推广有机栽
培事业，特色种植，提升农产品的单位价值；农业产业与其他
高新产业进行互补；农业区域与区域之间应进行专业分工互补生
产，提升生产的效率；农业产业整体产业链，加大信息化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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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在生产、营销、消费等阶段中，提升效率；农业结构进行
调整，于农业产业产值最大类别，优先推动产销一体化体系；农
业产业发展，在小农经济的背景下，加速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
农业规模经济发展；互联网的时代来临，应推动互联网＋农业产
业合作发展，增多农产品的推动销售渠道；清远农业与旅游业合
作发展的可能性，实现农业发展创新新路径。

三、结束语
多年来，清远市官方与民间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农业改革与

创新，加强发展乡村农业产业新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特色产
品、农业品牌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旅
游＋农业发展、广清一体化、清远农业电商发展等政策措施，在
农业发展上具有一定的效益，但有些结构性的问题仍需解决，清
远市农业产业小农经济的发展体系，也限制了农业技术的导入、
务农者专业技术的推广、农业规模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持续强
化农业产业的深度变革，以带动清远农业经济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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