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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农业“飞地经济”模式助推农业现代化路径研究
高宏建，范亚昌

（河北工程大学 园林与生态工程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 从“飞地经济”的角度探讨周口市市农业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模式，在分析飞地经济的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

周口市市“飞地经济”发展的优势：利用农业资源开拓加工特色农业和副产品的飞地；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开发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飞地；有利于周口市市突破发展的瓶颈，促进农业经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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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omoted

by Agricultural Enclave Economic Model in Zhouk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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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d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Zhoukou City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enclave econom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source of enclave econom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of encla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Zhoukou City, using agricultural resources to develop enclaves for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and by-products. Making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labor resources to develop enclaves of labor-intensive in‐

dustries. It will help Zhoukou City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ris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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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经济”是一种较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在促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承接产业转移、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等方面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深受地方政府关注和欢迎，也是助推当

前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

口已全部脱贫，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实现，但是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依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

展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因此仍需大力发展农村产

业，持续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已脱贫人员返贫，飞地扶贫模式

能“跳出”区域限制，建立长效盈利机制，研究飞地扶贫模式

对于广大落后地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周口市土地

转让呈指数增长。土地转移从农民之间的自发流动转移到

横跨村庄、乡镇和地区的有序转移，表现出良好的加速度、规

模扩张和地理扩张。周口市的土地流转工作已进入了一个

良好的态势。通过调查和分析土地转移效果，土地转移的工

作推动了新型产业化，新城市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引入飞地经济模式有助于突破周口市经济发展的瓶颈。

所谓农业现代化是指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

程。因此基于当前河南周口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情况，此次

调查研究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在农业中的投入占比、农业产

出和当前农村的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农村的农业生态环境状

况，周口市的农业发展仍面临多项重大矛盾。

农业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我国农村农业生产模式的改变。

农业生产方式有了很大不同，从原来的零散耕作方式转为机

械化、连片化工作。另外，这种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我国农

业基础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通过给田地通路供水等农业

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农民稳产、增产。因此推

动农村农业现代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裕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农业发展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

发展经济过程中，农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

响和贡献。当前，为了促使我国农业不断发展，借鉴了一些

发达国家（如：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的经验，这些发达

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共同特点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才由

传统农业实现了向现代农业模式的过渡。

农业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基于国家或地区的农业资源

禀赋优势和农业发展阶段的特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周

口市在家庭合同责任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现代商业模式。

周口市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保障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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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才能够促使周口市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农业可持续

性发展，最终保障群众的生活水平。

1 飞地经济的概念

“飞地经济”是一种较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在促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承接产业转移、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等方面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飞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利用他地的资

金优势或技术优势进行跨区域合作的一种模式，“飞地”进一

步分为“飞入地”和“飞出地”。目前，我国不同的地区根据

“飞地”划分方法的不同，将其划分成了不同的“飞地”类型。

刘小平认为“飞地经济”与原区域内容上相联系、空间上相分

离。任昊重新定义了“飞地经济”，作为“飞出地”和“飞入地”

政府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并将“飞出”的项目和资金投入“飞

入”的规划、建设、管理和其他措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经

济模式。安增军、林昌辉认为飞地经济是在城市化过程中，

政府之间实现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在实践

上，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飞得最远的“飞地”——北京

双河农场、上海农场、张家口下花园区，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福

州市金山工业集中区、唐山市曹妃甸开发区、皖江示范区等

地，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

2 制约周口市“飞地经济”现代农业发展的因素

2.1 农业资源集中难

2.1.1 土地转移困难

土地转移复杂化。由于各种原因，某些地区的农民尚未

进行土地流转，他们仍然是传统小农，只具有自我生产和收

获的能力，经济收益低，自身素质较差，加剧了土地转移困难

的情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未来的农民土地应怎样合

理利用。

2.1.2 先进技术未广泛使用

在我国的某些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务工，

农村空心化严重，留守人员一般为老弱病残，通过技术推广

的手段无法使先进技术落地。虽然周口市有种植激励政策，

也确实吸引了一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但这些人员更

多都是以家庭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种植不集中导致先进技

术无法入户。且先进的农业机械没有广泛使用，仍然存在着

很多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相关的问题。

2.1.3 人力资源有限

由于农民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有限，所以很少有农民

愿意参与到大型农业生产活动中，并且由于他们的学习能力

有限，导致他们所掌握的农业先进技术不够成熟。很多农民

遇到天灾就会手足无措，农民对农业生产问题的反应力不

足。当一些从事农业的专业人员下到基层时，科研人员有

限，导致很多农业问题都无法有效解决。

2.2 农业发展资金保障难

当前，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最

主要是保障资金难。假设灌溉投资是100~400元/0.067 hm2，

投资喷灌设备的成本就是500~800元/0.067 hm2，对于很多农

民来说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农民担心自己赚不到合理的报

酬，这是最核心的问题[2]。

2.3 先进技术落地难

我国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更新，比如：生物细菌肥，分

子育种，局部害虫防治等技术，但是这些生产技术想要落户

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农民对这些

先进技术一时难以接受，因此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就无法实

施到位，难以转变为生产力。

3 周口市发展飞地经济现代农业模式的对策

3.1 宽带村村通+农民

针对扶贫环境，周口市的许多行政村建造了文化服务中

心，实现了村庄宽带接入。它是农业现代化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的一部分。它为现代化农业综合发展提供了援助，促进了

资源聚合和机制创新。村庄宽带接入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并为农产品销路提供了更多渠道。

3.2 益农信息社+农村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农村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网络

化、智能化。益农信息社是一项属于农村信息进村入户工

程。另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尽管农民的生活方

式和购物方式都有了本质变化，但是由于农村地区信息较为

落后、信息不对称，导致农产品供应链需求不平衡、假货泛

滥，需要不断向农民普及农业知识，提高农民认知能力，让农

民足不出户就能解决自己在农业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

3.3 人才+农业

周口市高校积极参与周口市“飞地经济”现代农业的建

设，深入科技园区和试验领域，与相关企业、农民和农业相结

合，全面整合学校的学术技术、实验室资源和人才优势，为农

业生产整个产业链提供服务，有效提高农业产业的高产与农

业科技成果的新转化[3]。

3.4 政府牵头引导农田物联网建设

“飞地经济”中，周口市政府应当牵头引领农田物联网建

设，积极宣传相关政策，吸引农业相关人才参与到“飞地经

济”现代农业建设中；政府应合理选择相关企业合作，积极投

资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现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中，选择现有的洒水器灌溉设备取代现有机器井建筑作为基

础设施建设。初步投资物联网技术实际上非常高，但在后期

的维护和生产发展中的人力、材料和财政资源都很小，这对

四个农业（水分，昆虫，幼苗和农业气象状况）的实时监测更

方便和精制管理[4]。政府有必要加强指导。

3.5 创新举措培养新农人

3.5.1 借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十九大中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

署。农业振兴，离不开“飞地经济”的帮助。“飞地经济”现代

化农业的发展也将与乡村振兴合作发展。因此在当前乡村

振兴过程中，需要利用好互联网的各类资源，给农民普及农

业专业知识，让他们能够增产增收。另外，也可以利用互联

网时代下的电商，将农作物通过网络售卖出去，同时我们也

需要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增强农业从业者的服务能力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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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最后，政府要做好自身的引领作用，在发展先进农业的

过程中不断传播先进技术，让农村发展更加繁荣。

3.5.2 深度合作，互惠共赢

想要走上农业现代化道路，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指导。因

此我们需要加强校地合作，利用学校的先进技术来帮助农村

建设农业现代化道路。将农业中存在的一些顽固问题交由

专业团队来深入研究，这样既解决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也能够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劳动力[5]。

3.6 加大资金整合力度

走农业现代化道路离不开经济支持。目前我国走农业

现代化的道路中，涉农资金长期分散使用与管理，因此，我们

需要以国家财政支持为基础，不断坚持科技创新驱动，依托

整合涉农资金整合科技资源，培育高产优质品种，促进农业

增产增收、农民收入增长。另外，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也需要

助推农村产业融合，为农业发展提供新动能。吸收社会资

本，共同建立现代农业示范领域[6]。另外，农业现代化道路过

程中，采取高标准的农业生产成果，吸引农业投资者参与到

农业生产中，有效扩大农村农业生产，促使其不断朝着现代

化道路前进。最后在发展农业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护环境，

合理使用土地资源促使农业朝着绿色现代化方向发展，将周

口市市建设成为中原农业区，并将其建造成中原的真正粮

仓。

4 抱团飞地发展模式的经验启示

“王英镇——农村集体经济抱团飞地发展”的模式创新，

利用区域发展整体规划的思想，找到了一种资源配置的新途

径，实现了落后地区发展和壮大的新途径，开辟了扩大村级

集体经济的新思路。

4.1 党建引领

农村发展和农村振兴各种力量的总体规划和协调与党

的领导密不可分。要充分发挥党在农村振兴中的作用，通过

党建引领为我国乡村振兴事业提供强烈的政治影响力。在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劳动、土地、资、信息等因素的

投入，以及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考虑，以确保

成功实施。飞地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打破土地界限，利用跨区

域实现城镇与农村地区元素的资源整体规划。各个地区发

展不均衡，充分利用“飞地经济”模式来形成良性互补是很有

必要的。

4.2 因地制宜

在当前农业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地区农业现状，需要

科学制定农业发展计划，在制定计划过程中要根据当地的条

件和自然资源、区位优势、特色产品、发展潜力等来选择最合

适地方的农业发展行业。充分加强三产融合，通过产业融合

来提供资源互补及就业岗位。从实际的角度来看，选择飞地

发展的原因是村集体经济受到发展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或受

到发展空间和土地利用指标的限制。应按照规划和设计原

则，施工良好，建设具有高标准的高起点和促进建设。有必

要利用现代管理理念来实施项目管理，实现大规模的发展，

生产标准化，管理的品牌，会员技能和产品安全。

4.3 利益共享

建立集体发展机制，加强村庄，使农民群众富裕是集体

飞地发展的起点和终点，福利分享是农村稳定和和谐发展的

固有要求。首先，必须建立资源共享和双赢合作的概念[7]。

其次，有必要实施商业模式，如合作社+公司+贫困家庭+旅游

商品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以及在明确的财产权的前提

下，在多个受试者之间建立密切的兴趣联系机制，激发村民

开展业务热情，帮助村民提高收入。

5 结语

土地流转催生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迅猛发展。当前，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

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不

断迈进，农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格局初

步形成。可见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工作是迅速推进周口市农

业生产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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