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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色农业是全球消费需求多元化与农业市场高度细分背景下，建立在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优势

农业、高效农业和品牌农业。发展特色农业是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

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本文概述了特色农业的研究历程、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并且从特色农业发展模

式、机制与战略、产业化与竞争力、评价与预警、选择与区域布局以及信息化６个方面梳理了特色农业相关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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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农业生产专业化、特色化与规模化浪

潮的到来，特色农业区域化发展已然上升到国家新

一轮农业革命的战略性地位和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

的重要标志。特色农业是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下孕育而成的。根据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是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

建农业 “接二连三”全产业链模式，加快培育农业

农村发展新动能的有效方法。特色农业以其生产效

率高、产业融合强、区域特色优、经济效益好等优

势成为各地农业经济发展的热点。

１　特色农业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

１１　特色农业的研究历程、概念及内涵

１１１　特色农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特色农业的

研究最早出现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发达国家
［１］，

“特色农业”的提法国外更多使用的是带有产业属

性特色的 “有机农业”、“设施农业”、“观光农业”、

“休闲农业”、“可持续农业”、“多功能农业”、“都

市农业”等，而以 “特色农业”为对象的整体研究

不多。国内对特色农业的探索和实践萌芽于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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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８０年代。从微观尺度来看，特色农业研究主要

以区域性农业的特色研究为主，如王杨泽等对汕头

特区农业特色的研究［２］，郭春良对闽南三角洲地区

南亚热带特色的农业生产研究［３］，陈清寿对具有福

建特色的农牧业生产布局和结构的研究［４］。从宏观

尺度来看，特色农业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多围绕

“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进行研究［５－６］。

对特色农业的系统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特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逐渐形成，在诸多区域

都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也取得了许多实际成

果，如：方志权提出上海发展 “高优高”农业要朝

着有地方特色、高效益、优质、精深加工、高科技

含量、外地难以代替的方向发展，在质量、时间、

科技、加工等方面取胜，占领市场，形成集团，形

成独特的优势［７］。韩树总结了河北蔚县形成的以６

条 “龙形”产业链为特色的农业产业化新格局［８］。

刘学东等探索了辽东山区微型小流域特产资源的经

营与开发［９］。此阶段研究主要停留在特色农业案例

及其现状、路径、模式等定性描述，缺乏定量研究

和技术支撑方面的探索。

２１世纪以来特色农业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特色农业理论内涵、研究视角、研究区域、研究方

法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色农业的发展研究与诸

多社会经济问题有机融合，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借鉴，并且开始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早在

２００３年福建省就提出了发展３个特色农业产业带、

４个主导农业产业、９个重点特色农产品的 “三、

四、九”现代农业发展战略［１０］。２００４年中央 “一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各地发挥区域比较

优势，建设农产品产业带，第一次从国家战略意义

上提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此后，国家农业部相继

制定并颁布 《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和 《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年）》。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科研项目的推动

下，特色农业研究朝着多元化、纵深化发展。

１１２　特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　 “特色农业”的

概念，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典型的界定主要

有：２００２年农业部印发的 《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特

色农业发展的意见》指出，特色农业是指具有独特

的资源条件、明显的区域特征、特殊的产品品质和

特定的消费市场的农业产业［１１］。谢莉研究认为，

特色农业是一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区域比较优

势突出的特定区域，采用特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

营管理形式，生产、加工出具有特殊品质、功能或

性能，且具有特殊市场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产业。

特色农业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生产区域性、产品名贵

性、品牌的独特性和市场价格的优势性［１２］。邹冬

生将特色农业归属于一种可持续发展农业，其生产

基础是充分发掘当地特色资源，尊重并且保护自然

和生态环境，对资源做到合理开发，有序利用，从

而转变粗放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走集约化农业发

展道路［１３］。李金良等将特色农业视为一种主导某

一地域农村经济发展的高效农业，这种农业是在遵

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地

理、气候资源、产业基础和条件下产生的。与常规

农业相比，特色农业具备一定规模优势、市场竞争

优势和品牌优势［１４］。程炯认为特色农业是一种达

到一定生产规模和产业化程度的农业生产体系，其

农产品生产具有特定区域资源优势，且与市场经济

相适应，因而形成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显著的经济

效益［１５］。姚庆林把农民的主观意愿纳入到特色农

业概念中，认为特色农业，就是在充分尊重农民意

愿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发展具有独特优势和

产品优势，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显著，农业产业

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市场农业［１６］。

综合诸多学者的定义，“特色农业”主要围绕

“区域适宜性”、 “生产高效性”、 “产品特色性”、

“产量规模性”、“市场广阔性”、“发展持续性”等

关键点进行阐述，特色农业的内涵可总结为：

（１）特色：所谓 “你无我有”、 “你有我优”，

是特色农业区别于常规农业的显著标志。“你无我

有”主要是指产品品种、品质、上市的时间、营销

服务等方面的优越性和特色性。“你有我优”就是

指在竞争对手也有条件生产和提供同种特色产品的

条件下，自身的特色农产品质量更好、服务更完

善［１７］。

（２）高效：特色农业是以质量和效益为标准的

高效农业。不仅体现在生产的高效，而且体现在与

市场和需求紧密相连，具有高投资回报率和高经济

效益。

（３）规模：即特色农业是一个系统的农业产业

工程，体现在运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

以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为特征的市场

型农业。

（４）区域：即在综合评估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基

础上，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环境优势，通过合理开发

和专业化生产使其区域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产品优势

与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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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特色农业理论基础

特色农业的提出与发展建立在西方一系列成熟

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

论包括：比较优势理论、钻石模型理论、产品差异

化理论、农业区位论等［１８－１９］。

比较优势理论最初由亚当·斯密提出，继而由

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和俄林等充实和完善，已

经由古典经济学理论的 “绝对比较优势”和 “相对

比较优势”发展到了现代经济学范畴的 “资源配

置”理论等。比较优势理论是特色农业最核心的理

论，依据该理论，不同国家或地区因为自然资源禀

赋或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各异，所以发展特色农业都

可能存在先天或后天的比较优势。即便无自然禀赋

优势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通过经济再生产创造和

发挥比较优势来发展特色农业。迈克尔·波特的钻

石理论认为，需求状况、要素状况、相关和支撑产

业及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决定

国家竞争优势，政府与机会则是影响竞争优势的两

大变数。由此，“钻石”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

区可以通过政策、技术等手段打破自然资源局限来

创造特色，可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来提高产业竞争

力。产品差异化理论认为差别化的产品在市场竞争

中可以在保持销售量的前提下获得价格优势，从而

实现总收入增加。一般而言，差别化就是特色化，

发展特色农业就是实施差别化策略，从而满足多样

化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增强农业产业竞争力。杜能

的农业区位论的核心思想是依据运费大小及收益等

情况来确定某种农业类型布局的适宜范围，其核心

思想为特色农业的优化布局起到了重要的启示

作用。

２　特色农业发展研究概述

２１　特色农业发展模式

国外在农业发展中高度重视特色农业发展，以

特色铸造品牌，形成了大量成功的模式，可概括为

三大类型：（１）致力于以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种植

高附加值农产品为主要特色的耕地资源短缺型，以

日本的 “一村一品”，荷兰花卉园艺、以色列高效

节水农业为代表；（２）以大范围使用农业机械替代

劳动力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总产量为主要特

色的劳动力短缺型，以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

代表的 “大农业模式”为代表。该模式将全国划为

不同的 “农业生产区”，通过大农场经营，每个区

域主要生产一两种专业化农产品；（３）以中小农场

经营为主，注重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为主要特色的

土地、劳动力适中型，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作为

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法国实行 “理性农业”发

展模式，也即在农业种植过程中，全面兼顾和通盘

考虑生产者经济利益、环境保护和消费者需求，以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德国的 “综合型农业发展模

式”是欧洲国家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典型代表。

国内经历了十几年的积极探索，各地特色农业

实践遍地开花，也涌现出了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模

式：以内蒙古乳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山

东寿光蔬菜产业为代表的专业批发市场带动模式，

以漳州台湾农民创业园为代表的农民创业园带动模

式，以云南花卉产业为代表的政府诱导模式和以陕

西苹果产业为代表的主导产业带动模式等等［２０］。

孙晓一从生产要素和产业化两方面探讨了宁南山区

的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提出了区位农业模式与创新

组织结构模式相结合、示范农业模式与市场主导模

式相结合、工程农业模式与企业带动模式相结合的

发展思路［２１］。金莲等分别从按生产要素、区域化

和产业化三个方面对目前特色农业发展模式进行归

类，共提出了３类共１５种特色农业发展模式
［２２］。

邓如友对珙县特色农业分析研究，提出了龙头企业

带动型和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型两种特色农业产业化

发展模式［２３］。

２２　特色农业机制与战略

研究特色农业机制按系统论的观点解释就是分

析特色农业系统发展中主要影响因素、各因素对特

色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方伟通

过对陕西 “一线两带”地区的研究发现，农户在农

业资源低效和收入低微的现状下，不愿发展特色农

业的原因在于市场激励的失效和缺乏外部的非市场

激励机制。并且从分工和风险两方面分析了该地区

特色农业发展的激励因素及这些因素与特色农业的

相关性，建立了一套促进特色农业持续发展的激励

机制［２４］。任修霞对特色农业发展机制的归纳认为：

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三者是不断推进的

历史过程，特色农业发展汇合在这三个历史过程

中，相互嵌入、耦合。当制度无法促进农业技术进

步时我们应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当制度创新的边

际效果不明显时需注意技术创新，而当前两者的效

应都明显时，就应该进行市场改革，有时也需三者

同时进行［２５］。胡平波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发现自然

资源禀赋、当地社会历史与文化、集群网络结构与

关系、政府支持下的经营环境以及农产品质量与市

场开发５大主成分构成了对江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的发展动力［２６］。张贝贝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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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对区域特色农业发展影响的关键因素［２７］。

李丽敏等基于 “钻石模型”理论，以生产要素、各

类型企业、基地建设、国内外需求为基本要素，产

区政府作用和销区机会为辅助要素，建构了特色农

业产业成长动力模型［２８］。黄红群以浙江省四明山

镇为例分析了政府角色在特色农业发展中的作

用［２９］。

机制的研究最终是服务于发展策略，在对特色

农业发展献计献策中，柳一桥提出发展特色农业应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健全服务

体系，打造特色品牌以及发挥科技的带动作用［３０］。

陈光政等通过对福建特色现代农业的调查，认为需

采取妥善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政策扶持等措施来加快发

展［３１］。黄可人等对广西特色农业的发展现状进行

分析，提出了扶持特色农业中龙头企业的发展、整

合特色农业产业链、促进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

的建议［３２］。伍小玲认为酒泉特色农业产业可持续

发展应该从加大科技投入，着力提高农民技能、加

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增加农业资金投入和

全面发展高效节水型农业五方面发力［３３］。袁久和

等认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链接西部特色农业产业

链条的重要纽带，西部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应逐步

提高农民合作的 “纵向一体化”水平［３４］。

２３　特色农业产业化与竞争力

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是区域

特色农业发展最终目标，而产业集群和产业链耦合

是提升特色农业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特色资源开发、技术开发、农业结构的调整、规模

化开发和基地化经营、农产品的深度市场开发和资

本运作等方面都离不开产业化经营，产业化与特色

农业相结合是现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３５］。因此，

特色农业竞争力与特色农业产业化、产业集群和产

业链关系密切，相关研究也紧密结合。

刘娟以中药材产业为例，从产业链发展角度构

建种植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区域政府作用

的贵州特色农业产业现代化影响因素模型，并分别

提出了从特色农业资源种植、农产品加工与流通环

节以及政府扶持三个方面着手推动特色农业产业现

代化建设［３６］。费瓴运用群层次分析法提炼出特色

农业产业链中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其下游销售商之间

的纵向一体化、参股战略、市场购买、长期合同，

四种联结方式的战略选择方法［３７］。魏霖静等认为

物联网技术能够从品牌影响力、食品安全和智慧农

业三方面提升兰州特色农业产业链竞争力［３８］。

俞燕以新疆吐鲁番葡萄集群为例，运用结构方

程模型 （ＳＥＭ）对特色农业集群区域品牌形成机

理模型进行验证。验证表明，地理资源禀赋与政府

支持是影响特色农业集群区域品牌形成的基础因

素，供应链品牌协作与区域文化是核心驱动力［３９］。

石红梅以福建安溪特色茶产业为例，提出了在农业

产业化进程中发展特色农业，要用生产的标准化加

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以经营的企业化培育特色产

业组织，产品的品牌化提升特色产品质量，并注重

环境经济协调互惠，实现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４０］。

黄海平运用ＧＥＭ模型，对新疆特色农业产业

集群竞争力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新疆特色农业产

业集群具有一定的潜在竞争优势，但与发达地区相

比竞争力还不够强，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分析表明，新疆

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可以有效提升新疆区域竞

争力［４１］。樊宏霞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

基于市场占有率分析、ＤＥＡ／ＧＲＡ模型分别对内

蒙古在国内省域中肉羊产业竞争力状况、内蒙古区

域内肉羊产业竞争力状况和内蒙古区域内羊肉加工

企业竞争力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最后用组合评价

法将以上四种评价结果进行有机综合，得出研究结

论［４２］。米婧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评估多

因素影响的特色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综合模型［４３］。

多数学者偏好于以比较优势指数为基础进行特

色农业竞争力研究，具体运用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贸易竞争力指数、成本收益、进出口贸易额、显性

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反映特色农业竞争力。如

ＤａｖｉｄＬｅｉｓｈｍａｎ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阿根廷、

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国和乌拉圭等六个主

要羊毛出口国的牧羊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４４］。

ＦｒａｎｋＣ．Ｌｅｅ和ＪｉａｎｍｉｎＴａｎｇ使用比较成本价格

反映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产业竞争力［４５］。龚大

鑫分别采用资源禀赋系数法、成本收益分析法和综

合比较优势系数法，依次从甘肃省特色农业资源的

丰度，收益量和区域比较优势三方面分析甘肃特色

农业竞争优势［４６］。李丽［４７］、滕明兰［４８］等用国内比

较优势指标和显示性指标做了区域特色农业竞争力

评价。李双元从解释性指标和显示性指标两个方面

构建了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

系［４９］。李毅等运用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下的

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对四川特色农业竞争力进行评价［５０］。

２４　特色农业评价与预警

特色农业评价的目的在于把握特色农业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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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明确特色农业发展趋势，诊断特色农业发展问

题，从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预警与长效机制。特色

农业评价研究较为丰富，诸如发展态势评价、潜力

评价、可持续发展评价、综合效益评价、生产效率

评价、现代化水平评价等。王朝良运用模糊评价法

构建了要素管理和竞争管理２大类，各有３个合成

指标，９项单项指标的评价体系对宁夏特色农业发

展态势做了评价［５１］。郭丽英等从区域宏观层面对

西北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潜力做了客观评价，认为西

北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具有阶段性的市场潜力，已初

步呈现出规模化和区域化发展态势，有利于增加农

村就业机会和资本积累［５２］。孙红滨运用 ＡＨＰ模

糊综合评价法对南疆地区核桃、红枣、杏树和扁桃

四种果树的１９种间作模式以及小麦玉米、棉花两

种单作模式做出综合效益评价［５３］。皮竟使用层次

分析法、多指标综合测定法建立重庆市特色效益农

业发展水平评价模型［５４］。魏浩好运用ＤＥＡ模型对

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效率进行评价［５５］。崔雨晴构

建了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３个评价层次，资

源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四个

准则层和２４个评价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综合运

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杨梅特色农业

发展可持续性做出了评价［１７］。

建立特色农业诊断与预警机制是特色农业风险

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农业问题的诊

断与预警提出了多种方案，比如基于多属性数据融

合决策的智能化农业预警系统［５６］基于ＩＡＮＮ的县

域农业可持续性预警模型［５７］、农业远程视频诊断

系统［５８］、农业病虫灾害预警诊断平台［５９－６０］等。相

对而言，针对特色农业的诊断预警研究尚且不足，

朱鹤健［６１］提出建设闽东南特色农业开发带的建议

并进行了诊断与设计，提议应建立生态果园，良性

循环的农业生产系统和特色农业决策系统。陈耀

庭［６２］综合运用景气循环法、综合模拟法、灰色关

联分析法对漳州台湾农民创业园特色农业做了持续

发展与诊断预警研究。张华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区

域特色农业持续发展诊断预警指标权重，运用灰色

关联分析法和灰色预测法构建区域特色农业持续发

展诊断预警模型，做了陕西铜川特色苹果产业持续

发展 诊 断 预 警 案 例 研 究［６３］。熊 鹰 等［６４］基 于

ＷｅｂＧＩＳ技术进行了特色林果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

警系统中的数据处理研究。

２５　特色农业选择与区域布局

发达国家对特色农业的布局早期出现在农业专

业 化 地 带 的 研 究 中。德 国 地 理 学 家 Ｈ ·

Ｅｎｇｅｌｂｒｅｏｈｔ以气候为影响因子将世界农业生产划

分为热带旱作地带、热带米作地带、亚热带棉花地

带、亚热带甘鹿地带等９个地带
［２５］。法国地理学

家ＪａｓｅｐｈＫｔａｔｚｍａｎｎ以自然条件、经济效益以及

其他人文影响因素，将法国划分为８个大农业区、

２４个亚区和若干个小区
［６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农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农业多功能划分成为农业

区划的工作重点，其中，农产品供给功能区划方面

主要集中在优势农业和特色农业的区域布局上［６６］。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４年我国农业部分别颁布了 《特色农

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和 《特色农

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确定了特色蔬

菜、特色果品、特色粮油、特色饮料等１０类１４４

种特色农产品的优势产区。

特色本质上是相对比较而言的，比较形成差异

和特色［６７］，从这个意义上讲，特色农业，就是农

业比较优势。因此，多数研究从农业比较优势分析

入手度量全国范围内同一农产品在不同区域之间或

者相同区域内不同农产品之间比较优势，依此确定

特色农产品的布局和种类。贾文雄［６８］、陈［６９］、

邱本花［７０］、李毅［５０］、马福婷［７１］、赵春雷［７２］等，

运用要素比率分析法测度了不同区域特色农业的比

较优势。丁建国等采用灰色线性规划方法，对新疆

南疆干旱区农业产业结构及生产布局进行优化配置

和合理布局研究［７３］。朱春江等以山东枣庄市为例，

建立基于线性规划的农业种植业结构优化数学模

型。提出应加大农业科技含量的投入，进一步改善

农业机械总动力资源约束条件［７４］。章牧运用因子

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及聚类方法将闽东南各个县

市的特色农业划分为４类：城郊型设施农业、水果

种植业、茶果菌混合型农业及水产养殖业，并对漳

州市特色农业进行了宏观布局研究［７５］。邓如飞运

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琪县特色农业主导产业确定

和区位布局［２３］。

农业生产是一种生物性生产，需要建立在生态

适宜性的基础之上［６１］，各区域在自然、经济等要

素复杂的组合下形成了农业的多类适宜性。可以说

生态适宜性是农业经营之 “本”，无本，就无基础，

也就更无特色。因此，在特色农业空间布局研究中

多数学者还会进行农产品生态适宜性分析。尹海红

等根据怒江峡谷区域自然气候条件，结合具有特色

农产品与优势农产品的特征与适生条件，选择核

桃、漆树、草果、秦艽、油桐、花椒为主要特色农

产品进行了空间布局调控［７６］。苏开敏运用ＧＩＳ技

术对福建省茶树用地开展适宜性分析并进行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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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大叶茶适宜种植用地均分

布于沿海地区，中小叶茶适宜种植用地主要分布于

闽北和闽东地区［７７］。

２６　特色农业信息化

信息农业是高度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系统产业，

是将遥感、全球定位、空间信息、计算机、通讯、

自动控制、网络与农学、地理学、生态学、土壤

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有机融合的农业服务与生产

管理系统［７８］。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与荷兰开创

农业信息技术运用以来，国外的农业信息技术迅猛

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农业信息技术发展已进入产业

化阶段，其研究与应用几乎涉及农业的所有方面，

如农业数据和图像处理、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系统

模拟、农业计算机网络、农业信息管理系统和农业

决策支持系统等，并且催生了一批直接为农业系统

提供服务的信息服务体系和软硬件产业［７９－８０］。

我国农业信息技术的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中后期，自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国家科委、

农业部的支持下，进行了一些农业专家系统及其开

发工具、作物管理知识模型、作物生长模拟模型、

信息服务网络、农业信息管理系统等的开发研究。

我国农业信息化研究主要解决农业专家系统、农业

计算机网络、农业系统模拟、农业信息实时处理、

农业决策支持、农业数据和图像处理等问题。在农

业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技

术，诸如基于ＯＲＭ农业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
［８１］、

基于Ｈａｄｏｏｐ的农业信息资源管理
［８２］、基于 Ｗｅｂ

农信管理系统的建设［８３］、基于Ｐ２Ｐ网络农信管理

系统［８４］、基于ＲＦＩＤ的育种材料田间布局统计系

统［８５］等。而针对特色农业的信息化的研究目前还

较少，现有研究集中于综合运用３Ｓ技术、ＤＳＳ技

术、ＡＳＰ．ＮＥＴ技术和ＳＱＬｓｅｒｖｅ数据库技术等的

特色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如马彦图等运用

ＡＳＰ．ＮＥＴ技术和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２００５数据库技术，采

用Ｂ／Ｓ架构，设计了甘肃省特色农业产业资源信

息服务平台，并实现了平台核心功能模块及专家咨

询模块［８６］。李永以库尔勒香梨为例，将网络技术、

数据库技术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等相结合，设计了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新疆特色农产品信息系统
［８７］。章牧设

计了基于ＣｏｍＧＩＳ的漳州市农业决策支持系统
［７５］。

黄传尉等运用数据库技术、３Ｓ技术、ＤＳＳ技术进

行了广东特色农业信息化服务平台构建［８８］。

３　结论与展望

总体而言，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学术

界对特色农业的研究经历了从局部地区农业的特色

模式探讨到概念化了的特色农业理论与实践研究，

再到构造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特色农业优化布局和

结构调整的探索历程。这个探索历程既是一个从萌

芽到快速发展的纵向历史递进，又是一个从局部到

系统的横向网络化的延伸。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得

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特色农业是在传统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孕育而成的，是在区域自然资源优势及生态适宜

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富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农业。其

内涵囊括了 “特色性”、 “高效性”、 “规模性”和

“区域性”４个要义。其次，特色农业定性研究以

区域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机制、策略及战略等为

主，定量研究以特色农业产业化与竞争力、特色农

业评价与预警、特色农业选择与区域布局以及特色

农业信息化等居多。定量研究普遍运用的数学方法

有ＧＥＭ模型、资源禀赋系数法、比较优势系数法

和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法等。最后，在未来的特

色农业研究中还存在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特色农业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现有的特色

农业研究以定性居多，定量较少。而在定量研究

上，虽然从农业资源、市场区位、生态适宜性、生

产规模和经济效益等方面评价区域特色农业的方法

日渐成熟，但多数评价还主要局限于运用比较优势

的测定方法，采用的比较因素相对单一，有的只从

经济、规模、资源、区位等某个方面进行研究，有

的研究虽然考虑因素比较全面，但囿于现有条件的

限制，在操作层面上受阻，因而对区域内外资源禀

赋、生产效率和市场状况等难以达到评价的科学

性、客观性和全面性。

二是特色农业研究区域过于宏观。目前多数研

究以国家或者省域为研究尺度，而具体到县域的特

色农产品生产发展模式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依据比

较优势原则对于县域特色农业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调整的定量分析更为鲜见。即使存在一定比例的地

域空间差异化研究，但在思路、方法、分析等方面

存在较大程度上的雷同，而国家、省域、市域、县

域、镇域等因区域范围和客观环境不同，其研究思

路和方法在客观上是不能完全套用的。

三是特色农业研究视角存在局限。除了分析区

域特色农业发展优劣势、发展借鉴、发展模式、发

展评价等通常研究思路外，特色农业的探索还期待

出现更多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的新视角。比如：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展特色农业发展能

提供哪些思路？面对市场失灵，各地特色农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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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化的路径依赖该如何破解？进入物联网和 “农

业＋”时代，特色农业发展如何创新思维与现代高

新科技深度融合，打造区域智慧农业中的新特色？

在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转移不断推进的大趋势下，特

色农业发展在培育新型农民、化解农村空巢化与城

乡二元化、保障粮食生产等方面如何起作用？空间

研究文化转向中，区域文化对区域特色农业经济发

展有何作用机理与效应？

总之，在以互联网和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

的 “农业３．０”时代下，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

合成为了必然趋势，同时也意味着特色农业的研究

思路和涉及领域将不断拓宽，制约特色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因素、市场因素将更为复杂。因此，未

来特色农业的研究仍然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强大吸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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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 ［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７，（４）：３０－３３．

［４１］黄海平．基于区域竞争力的新疆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Ｄ］．石河子：石河子大学，２０１０．

［４２］樊宏霞．内蒙古肉羊产业竞争力研究 ［Ｄ］．呼和浩特：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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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４３］米婧．特色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及其评估模型的构建 ［Ｊ］．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１２ （１）：５９－６１．

［４４］ＤＡＶＩＤ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ＤＪ，ＭＥＮＫＨＡＵ，ＧＤＷＨＩＰＰＬＥ，ｅｔ

ａｌ．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ｏｏｌ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Ｊ］．Ｎａｔｕｒｅ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１９９９，８ （８）：６２１－６２６．

［４５］ＬＥＥＦＣ，ＴＡＮＧＪ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ｎａｄａａｎｄＵ．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５）：１７６－１７９．

［４６］龚大鑫．甘肃省区域特色农业竞争力研究 ［Ｄ］．兰州：甘肃

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４７］李丽，王卫红．甘肃省特色农业竞争力分析 ［Ｊ］．农业科技

与信息，２０１１，（１７）：５－７．

［４８］滕明兰．广西特色农业竞争力评价分析 ［Ｊ］．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１，３９ （８）：９７－９９．

［４９］李双元，王征兵．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Ｊ］．商业研究，２００６，（１６）：６－１２．

［５０］李毅，任大廷．四川省特色农业及其竞争力分析 ［Ｊ］．农村

经济，２００７，（１０）：４５－４８．

［５１］王朝良．特色农业发展管理评价指标与方法研究 ［Ｊ］．农业

科学研究，２００８，２９ （１）：２－６．

［５２］郭丽英，任志远，靳晓燕．西北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潜力与定

位分析 ［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６，（１）：６５－６７．

［５３］孙红滨．南疆三地州粮棉果复合种植模式综合效益评价，

［Ｄ］．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２０１４．

［５４］皮竞，蒲昌权，熊艳，等．重庆市特色效益农业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 ［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５４ （１１）：９３－９５．

［５５］魏浩好．基于阶段ＤＥＡ模型的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效率分

析 ［Ｄ］．昆明：昆明理工大学，２０１５．

［５６］苏晓燕．基于多属性数据融合决策的智能化农业预警系统研

究 ［Ｄ］．上海：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１１．

［５７］张金萍．基于ＩＡＮＮ的县域农业可持续性预警模型研究———

以黄河下游沿岸典型县市为例［Ｄ］．开封：河南大学，２０１１．

［５８］张元宝．农业专家系统的构建与应用———以农业远程视频诊

断系统为例 ［Ｄ］．兰州：兰州大学，２０１３．

［５９］刘海波．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平台水稻病虫害预警关键技术研究与

实现 ［Ｄ］．长沙：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６０］籍延宝．农业主要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通用平台的开发及初

步应用 ［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１４．

［６１］朱鹤建．闽东南特色农业开发带的诊断与设计 ［Ｊ］．福建师

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０，１６ （４）：８８－９１．

［６２］陈耀庭．漳州台湾农民创业园特色农业的持续发展与诊断预

警研究 ［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１４

（４）：１７－１８，４０．

［６３］张华．区域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诊断预警研究 ［Ｄ］．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２００９．

［６４］熊鹰，何鹏，李晓．特色林果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中

的数据处理研究 ［Ｊ］．科技展望，２０１６，（２６）：１０２－１０３．

［６５］郭焕成．国外农业区划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 ［Ｊ］．农

业区划，１９８９，（５）：５１－５５．

［６６］陶红军，陈体珠．农业区划理论和实践研究文献综述 ［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４，（２）：６１－６６．

［６７］王长问，李曦辉，李俊峰．西部开发战略研究丛书—西部特

色经济开发 ［Ｍ］．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８］贾文雄．定西市农业比较优势分析及特色农业发展对策 ［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８，２６ （２）：２０７－２１１．

［６９］陈．贵州特色农业发展研究［Ｄ］．贵阳：贵州大学，２００８．

［７０］邱本花，姚青华．河南省特色农业综合优势评价模型的应用

研究 ［Ｊ］．市场研究，２０１５，（３）：４８－５０．

［７１］马福婷，岳崇山．贫困地区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选择与合理发

展分析———以冀西北地区为例 ［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４，

（２）：１９０－１９７．

［７２］赵春雷，杨子刚．供给侧背景下中国羊绒主产区比较优势研

究———基于１３个羊绒主产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畜牧

经济，２０１６，５２ （１４）：７２－７７．

［７３］丁建国，刘晓媛，苏武峥，等．基于灰色线性规划法的新疆

南疆干旱区农业系统优化研究———以新疆和田县为例 ［Ｊ］．

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２，２８ （２３）：１４５－１５３．

［７４］朱春江，唐德善．基于线性规划模型的农业种植业结构优化

研究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１２）：２３－２４．

［７５］章牧．东南沿海地区特色农业评价与信息技术示范—以闽东

南地区为例 ［Ｄ］．福州：福建师范大学，２００２．

［７６］尹海红，李益敏，叶志强．云南怒江峡谷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原则与特色优势种植业空间布局 ［Ｊ］．农业现代化研究，

２００９，（６）：７０９－７０１．

［７７］苏开敏．基于ＧＩＳ技术的福建省茶树用地适宜性评价及其区

划 ［Ｄ］．福州：福建农林大学，２０１１．

［７８］ＧＯＲＤＯＮ ＷＡＩＴＴ．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ｅｃ ｏｆ Ｋｏｅｒａ，ｓ Ｆｏｒ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ＴｈｅＣｈａｅｂｏｌｓ ＤｏｗｎＵｎｄｅｒ ［Ｊ］．

Ａｕｓａｔｒｌｉ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ａｌＳｕｔｄｉｅｓ，１９９４，３２ （２）：１９１－２１３．

［７９］何离庆．网络环境下的智能化农业信息平台研究 ［Ｄ］．重

庆：重庆大学，２００２．

［８０］王刚，吕海宝，颜树华．ＧＩＳ的发展方向———ＷｅｂＧＩＳ ［Ｊ］．

中国测绘，２００２，２４ （２）：２４－２７．

［８１］黎冬媛，朱春媚，莫剑斌．基于ＯＲＭ 的农业信息管理系统

的实现 ［Ｊ］．计算机技术与发展，２０１１，２１ （８）：２０－２５．

［８２］巨苗苗．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的农业信息资源管理的关键技术研究

［Ｄ］．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５．

［８３］张芳，王珏．基于 Ｗｅｂ农信管理系统的建设和研究 ［Ｊ］．农

业网络信息，２０１３，（７）：２０－２３．

［８４］徐东升，袁飞云，陈军，等．基于Ｐ２Ｐ网络农信管理系统

［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０６，（１０）：８９－９２．

［８５］刘忠强，王开义，赵向宇，等．基于ＲＦＩＤ的育种材料田间

布局统计系统研究 ［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７，（２）：６－１０．

［８６］马彦图，李广，陈瑜．基于ＡＳＰ．ＮＥＴ的甘肃省特色农业产

业资源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Ｊ］．电子设计工程，２０１６，２４

（１４）：１７－１９．

［８７］李永．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特色农产品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

以库尔勒香梨为例 ［Ｄ］．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２０１１．

［８８］黄传尉，望 勇．广东特色农业信息化服务平台构建 ［Ｊ］．广

东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１２）：２１３－２１５．

（责任编辑：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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