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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5_B8_82_E5_c61_376023.htm “十一五”时期是我

市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市率先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为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指导，

加快推进农业战略转型，切实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服

务都市的能力，加快具有广州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特制定本规划。 一、“十五”回顾 “十五”期间，我市农业

和农村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积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和农村发展这一主线，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中心镇建设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农业和农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05

年全市农业总产值220.8亿元，农业增加值130.2亿元，分别

比2000年增长了26.9%、23.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080元，

比2000年增长了36.8%，“十五”期间年均增长6.5%。广州农

业继续在全国大城市中保持前列，广州农村向全面小康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 “十五”

期间，累计完成80万亩农田和鱼塘的标准化改造，耕地单位

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新增或改造绿地面积80.6平方公里，初

步构建起“林带 林区十园林”的城市森林生态体系；完成堤

岸防护、堤围加固及河涌整治588.4公里，水库除险、水闸加

固工程108宗，水利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农业科技水平明

显提升，农技推广力度不断加大，农业效益和综合竞争力进

一步提高。“十五”期间，单位面积耕地农业产值年均递

增11%，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我市以占全省6%的耕



地面积，创造了约占全省10%的农业总产值。 (二)都市农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 蔬菜、花卉、水果、水产、农林牧渔服务业

等优势产业快速发展，绿色、无公害和名优农产品比率大幅

度提高。观光休闲农业等新兴都市农业产业蓬勃发展，种子

种苗等服务型产业渐成气候。通过加强基地的规划建设，强

化市场引导，农业区域布局进一步完善，基本完成了第一圈

层畜牧、水产业转移和二、三圈层优势产业基地布局，具有

广州特色的“林带 林区十园林”城市森林体系建设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我市绿地“北多南少、东西更少”的状况，农业

空间布局在“三个圈层”的基础上向多功能组团式的方向发

展。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发展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发展到50家，其中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分别达到3家和8家

，市级以上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增加到20个，农业规模化

经营面积65万亩，较为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到44家

。高标准建成花卉、生猪、蔬菜、水产四大中心批发市场，

初步形成了中心批发市场、产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

协调发展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农产品加

工出口不断发展，2005年，全市农产品销售到138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总值达4.83亿美元。 (四)科技兴农成效进一步发挥 

通过扶持关键领域技术创新、加强公益性技术推广等手段，

农业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兴农取得显著成效。2005年，

全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贡献率、良种覆盖率分别达

到70%、52%和90%，均位居全省前列。园艺作物工厂化育苗

、种鸡人工受精等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畜牧、

水产种苗产业快速发展，特种水产、瘦肉型猪、白鸽种苗市

场份额大幅提高。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化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劳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2.6千瓦。 (五)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进一步提升 农业标准化初见成效，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

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成市级以上标准化示范区26个，

制定了160多项地方标准，农业龙头企业和重点产业基地基本

应用了标准化技术，有369个基地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认证，185个农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产地农产品抽检

合格率达90%以上。市级、区(县级市)监测中心、批发市场、

农业企业四级农业标准与质量检验检测网络逐步完善，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有较大提高。 (六)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 通过

镇村撤并，拓宽了中心镇的发展空间，至2005年底，15个中

心镇(不含万顷沙镇)除花都区花东镇总体规划正在编制外，

其余14个中心镇已全部编制完成，其中花都区狮岭镇等11个

镇的总体规划已经市政府批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不

断加大，中心镇投资环境日益改善，集聚和辐射效应初步显

现。在2003年全市行政村基本实现了通电、通水、通电话、

通水泥路和通有线电视的基础上，“五通”工作重点向中心

镇的自然村延伸，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青山绿

地工程初见成效，具有广州特色的“林带十林区十园林”的

城市森林体系框架初步确立，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稳步推

进，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断提高。“青年农民培训工程”和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顺利推进，“十五”期间通过

培训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超过10万人。农村公共服务和

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

保障事业全面推进。 (七)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全面落实农村税

费改革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提前实现

全面免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全面清理了涉农税费，农民



税费负担大幅度减轻。落实税费改革各项配套措施，精简乡

镇机构，乡镇个数由66个减少为34个，有效节约了农村基层

行政管理成本。“十五”期间，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收入结

构进一步优化，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5.2%，2005年达到4217

元，占农民收入的60%；我市于2004年比全国提前两年取消了

农业税，农民负担持续减轻，农民收入、负担的“一增一减

”，使我市农民人均收入比“九五”期末增加了2000元以上

。 二、“十一五”发展环境 当前，我市都市型农业发展方兴

未艾，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城市化、工业化步伐

加快，农业和农村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新时期农业

和农村发展既迎来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一)有利条

件 1.宏观政策十分有利。中央关于“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

，明确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当前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工业化

和农业产业化，通过“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决定

；市委、市政府围绕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有关

精神制订的一系列扶农促农政策措施，为加快广州农业和农

村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政策环境。 2.发展基础比较坚实。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近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市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业和农村稳定发展，农业现代化综合

评分达到72.8分，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机械化水平、土

地产出率等重要指标达到或超过标准值，为“十一五”期间

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 3.农业地位愈加重

要。农业增加值只占全市GDP的2.5%，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

加工业产值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4%，农产品销售额约占

全市商业零售总额的20%，农业承担着保障农产品供给和支



撑生态体系的重要任务，在建设山水生态城市和现代化大都

市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二)面临的挑战 1.农业基础设施

相对薄弱。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量仍然不足，对农田路

网、排灌设施等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投入比重偏小

，设施农业发展滞后。农业重大病虫害风险增大，农业防控

体系不够健全，防控力量也比较薄弱。 2.资源与市场双重约

束的矛盾加剧。一方面，耕地资源不断减少，农业劳动力素

质提高缓慢，农业发展的资源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农

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对我市农产品市场份额‘形成冲击，

农业企业开拓外埠市场的能力不强。 3.农业现代化水平有待

提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仍占较大比重，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仍然不高；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与全国的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还有一定差距，辐射和带动农户的能力不强；有

影响的品牌不够多，精深加工产品仍比较少；农产品绿色通

道有待建立；科技创新和应用未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的要求

。 4.城乡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农民非农就业的机会不充分，

农民增收的渠道不宽，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村社会事业发

展明显滞后，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保等方面还有

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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