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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地理多元分布式形式、模式,而“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是我国社会主义特有的大

政府农业设置形式、模式。所以,我国可以规划出来一套一区一品、科学分工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

政镇”政府区域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分工模式,可以破解我国发展社会主义乡村区域化和现代化农业

的“一揽子”问题。本文提出我国可以规划出来一套“行政”政府多元式区域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

分工形式、模式的研究新发现、新认识、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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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is a geographically diversified distributed form and mode, and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administrative townships and administrative towns" are the unique form and mode of big government agricultural 

setup in China's socialism. Therefore, our country can plan a set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administrative 

townships, and administrative towns" government regionalization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ivision of 

labor models with one district, one product, and scientific division of labor, which can solve the "package" 

problem of developing socialist rural regionalization and modern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China can plan a set of "administrative" government diversified regionalization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ivision of labor forms and models, with new findings, understandings, and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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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以“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为单位,公平组织我国

社会主义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共产主义和生态农业大生

产组织形式的研究与对自然界地理农业大生产分工形式、模式、

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发现了国家可以按照地理农业大生产的分

工形式进行我国社会主义乡村区域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农业大

生产体制改革： 

一是发现了自然界设置的是一尊一区一品、地理定位、分

工清晰、各具特色的地理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共产主义

和生态农业大生产分工形式、模式,是自然界通过土壤分类、分

区设置的生态农业大生产功能区,如同一盘地理农业大生产分

工棋局,仿佛是自然界预先为人类发展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

共产主义和生态农业大生产设置好的一套地理定位模式一样。 

二是发现了人类在大地理上设置了自由发展、自主管理、

千篇一律的国家“行政区”大政府分区治理与管理体制、模式；

发现了我国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农业区与地理农

业区位错位设置的现象、问题；发现了人类的“行政区”政

府存在只能对辖区内部的事物、对人、对社会进行统一管理,

而无法对辖区内部的工农业生产进行统一组织与统一管理的

缺陷性问题,造成了整个人类生产与社会发展失去控制、也造

成了整个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相冲突的无法解决的世界

性发展难题。 

三是发现了我国可以按照地理农业大生产的分工形式、模

式进行一区一品、地理定位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政

府农业体制改革,可以实现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村、行政

乡与行政镇”政府区域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的公平分工、合

理定位、统一安排,可以破解我国发展社会主义乡村区域化、市

场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遇到的“一揽子”问题。因为“行政

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是我国社会主义特有的大地理、大区域、

大部门、大集体、大政府农业组织与管理体制；因为我国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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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国家的一区一品、地理定位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

镇”政府农业产业结构的统一规划、统一调整之后,我国各“行

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的政府职能部门就具备了公平、平等

组织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集体化、生态农业和品牌农业

大生产组织功能。这样,我国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的

政府职能部门就可以同时组织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集体

化、生态农业和品牌农业大生产,可以产生出我国社会主义跨界

联合、网络互联、统一管理和统一核算的农业大生产管理部门,

可以破解我国发展社会主义乡村专业化、区域化、市场化、现

代化、集体化、生态农业和品牌农业大生产遇到的“一揽子”

问题。 

四是发现了我国并不是采用任由各地方自由规划、自由组

织、自由发展、自负盈亏、多头管理的社会化农业小生产组织

形式,而是首先由国家按照地理农业大生产的分工形式、模式、

原理制定出来一套一区一品、地理定位、分工协作、各负其责、

统一管理、共同发展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政府专业

化、区域化、现代化和生态农业大生产发展规划(即分工模式),

之后再由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的政府职能部门按照

规划、模式按部就班的组织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和生态农

业大生产的特定发展路径；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公社实践探索

没有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国

家的科学、统一、一区一品、地理定位的“行政村、行政乡、

行政镇或人民公社”政府区域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分工形式、

模式没有产生出来,盲目性实践探索所造成的。 

鉴于此,笔者提出了我国可以按照地理农业大生产的分工

形式、模式进行一区一品、地理定位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

政镇”政府农业大生产体制改革,可以破解我国发展社会主义乡

村区域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一揽子”问题的新认

识观与方法论。国家要破解我国发展社会主义乡村现代化农业

大生产遇到的“一揽子”问题,就必须采用“两种”形式进行农

业生产体制改革： 

1 中国乡村现代化农业组织的“分区生产”体制 

“分区生产”就是由国家根据国内不同地区的农业土壤类

型分类规划成为一区一品、地理定位、各具特色、各负其责的

“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以下简称行政区)政府区域化和

现代化农业大生产区,并根据各“行政区”的土壤类型分类、分

区安排农业生产,形成国内农业由“行政区”政府分类管辖的、

专一职业的现代化大农业生产区。 

例如：国家可以根据我国的烟台苹果、砀山梨、新疆葡萄、

定西土豆、祁州药材、章丘大葱、苍山大蒜等各类名牌农产品

的产地,直接分区设置苹果、梨、葡萄、土豆、中药材、大葱、

大蒜、核桃、板栗、西瓜、石榴、小枣、烟草、花生、水稻、

疏菜等大生产区(即直接对我国农业的各类生产进行“行政区”

地理分区定位),直接把我国一家一户、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的

落后农业改造成为一村一品、一乡一品、一镇一品的苹果生产

村、土豆生产村、大蒜生产村、中药材生产村、板栗生产村、

核桃生产村、葡萄生产村、疏菜生产村、水稻生产村等各具特

色的现代化大行政村,直接实现我国农业由社会化生产向专业

化、区域化、现代化、集体化和品牌化农业大生产的和平转型。

见下图1、图2、图3、图4： 

 

图1 对自然界一区一品的地理农业大生产分工形式、模式分析

图解 

 

图2 对中国一区一政的“行政区”社会化生产治理形式、模式

分析图解 

 

图3 对中国一区一品的“行政区”政府现代化农业大生产分工

治理形式、模式构想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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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对中国一区一品的“行政区”政府现代化农业大生产平面

分工模型构想图解 

这样,通过国家的一区一品、地理定位的“行政区”(行政

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政府农业产业结构的统一规划、统一调整

之后,仍然由各“行政区”(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的政府对

辖区内部的农业大生产进行统一组织,我国各“行政区”内部专

业性的农田、农副产品加工、经营等“就业岗位”就会同时产

生出来。 

例如：国家把我国吐鲁番的某一个乡镇指定为专业性的葡

萄生产区,并由乡镇政府统一领导组织葡萄生产。这样,这个区

域内部专业性的葡萄生产、加工、经营、葡萄酒厂、葡萄批发

市场等大型企业与就业岗位就会同时产生出来。 

因此,我国的农业通过国家的一区一品、地理定位的“行政

区”政府农业产业结构的统一调整之后,我国各“行政区”的政

府部门就可以同时组织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集体化和生

态农业大生产,而我国各“行政区”内部的一区一品、地理定位、

各具特色的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和集体化农业大农场、大

企业、大品牌与大就业岗位就会同时产生出来。 

这样,国家才能有计划的安排我国的农业人口向各农业区

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基地“再就业岗位”流转、迁移,我国的农业

人口才能由单纯的依赖土地就业而转向农田、加工、经营等行

业的合理性分区与就业,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问题

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我国的农业生产才能平稳的步入专业化、区

域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的发展轨道。 

2 中国乡村现代化农业组织的“产业联合”体制 

“产业联合”就是把国内农业的同类产业区纳入一个生

产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可以产生出我国社会主义跨界联合、

产业互联、统一管理和统一核算的农业大生产管理部门。见

图5： 

 

 

 

图5 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产业联合”形式、模式构想图解 

这样,通过“产业联合”的形式把国内农业的同类产业区纳

入一个生产部门进行统一管理： 

一是我国农业的各生产部门就可以对国内农业同类产业

区的生产进行统一安排、统一管理、统一统计、统一核算,可

以根据本行业农产品的国内需求与出口(或进口)的总量有计

划的进行生产,可以实现国内农产品物质生产总量的供需平

衡,可以破解我国的“周期性”农业生产过剩危机问题,可以

保证我国整个社会主义“行政区”区域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

产的稳定发展。 

二是可以消除国内农业生产竞争,可以避免国内市场竞争

的风险性,可以集中国内农业各门类产业的整体规模优势实行

对外竞争,可以构成我国社会主义跨界联合、统一管理和一致对

外竞争的外向型农业产业结构,可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

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的稳定发展。 

三是可以合理的流转我国大农业农村的土地,可以实现我

国大农业的土地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合理流动与分配,可以

彻底解决我国大农业农村土地流转难的历史难题(有关我对我

国农业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在我的《大农业分区生产而解

决“一揽子”问题》的研究材料中有详细分析)。 

四是可以结成我国“行政区”农业之间各有所产、各有所

需、物质交换和共同发展的共产主义农业劳动关系,可以破解我

国发展社会主义乡村区域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遇到

的“一揽子”问题。这就是说,我国进行社会主义乡村现代化农

业体制改革是国家工程,是首先由国家按照地理农业大生产的

分工形式、模式规划出来一套一区一品、公平分工、地理定位、

各负其责、统一管理、统一实施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

政府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和生态农业大生产分工模式,之后

再由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的政府职能部门按照规划、

模式按部就班的组织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共产主义和生

态农业大生产的特定发展路径。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通过国家的一区一品、公平分工、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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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政府农业大生产发展规划、

区划的统一调整之后,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的政府职

能部门可以同时组织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集体化、生态

农业和品牌农业大生产；通过“产业联合”的二次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可以产生出我国社会主义跨界联合、产业互联、统一

管理和统一核算的农业大生产管理部门,可以破解我国发展

社会主义区域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遇到的“一揽子”

问题。 

所以,我国可以按照地理农业大生产的分工形式、模式、原

理规划出来一套一区一品、地理定位、分工协作、统一实施的

“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政府区域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

分工模式,可以实现国家对我国“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政

府区域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的顶层设计、公平分工、合理定

位、统一安排,可以构建起我国社会主义跨界联合、万物互联、

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和共同发展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

农业共同体,可以破解我国发展社会主义乡村区域化、市场化和

现代化农业大生产遇到的“一揽子”问题。 

下面是我的一段研究感悟： 

探索市场有发现,中国农业可规范。 

行政专业调结构,分区组织大生产。 

同类产业再联合,统一国内大生产。 

市场计划双机制,市场农业无波澜。 

本文是一篇根据我对我国可以按照地理农业大生产的分工

形式规划出来一套一区一品、地理定位、分工协作、统一实施

的“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政府专业化、区域化、现代化、

共产主义和生态农业大生产的分工形式、模式、现象的观察与

研究整理出来的研究材料。而本文提出的我国可以进行社会主

义“行政村、行政乡与行政镇”政府一区一品、地理定位、跨

界联合、网络互联的区域化和现代化农业大生产分工形式、模

式,是世界首次提出。因此,本研究是一篇完全按照个人发现与

认知整理出来的原创作品。由于水平所限,一些专业用语难免有

偏差,希望各位学者、领导、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说明：我的第一篇《大农业分区生产而解决“一揽子”问

题》的研究材料,是在2005年12月21日完稿,并得到县级政府研

究部门的认可与举荐,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罗歆.现代化农业助力乡村振兴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

与科技,2021,32(22):158-160. 

[2]李晶.现代化农业助力乡村振兴模式研究[J].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2020,39(04):37-39. 

[3]刘彧冰.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乡贤文化建构模式研究[D].

湖南大学,2021. 

[4]宋艳玲.发展现代化农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J].奋

斗,2018,No.559(03):4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