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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存在与面临的主要问题 ,结合所承担的长春农业科技园区总体规划项目 ,从建

设目的与环境条件、规划思路与建设目标、功能定位与产业发展分析、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及总体布局等方面 ,阐

述了农业科技园区的规划思路和内容 ,提出综合性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应凸显功能定位准确、优势产业突出、空间

结构清晰、区域城乡联动的发展理念 ,重点构筑产业、技术和服务三大平台 ,吸引技术、人才、资金等多方位的投入

要素和政府、企业、科教机构、村集体、农户等多元化的建设主体 ,聚集区内外各种资源 ,培育龙头企业 ,带动区域农

业和农村的发展。研究结果对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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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 ed on the analysis of pres ent situation and the project of master planning for Changchun agricultural s ci2
tech dis trict , considering of the planning objective ,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 planning and building idea , function , in2
dustrial development analysis , sp atial s tructure , function dis trict and master layout , the thinking of master planning was

develop ed and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s ci2tech dis trict was put forward. The industrial de2
velopment , s ci2tech res earch , s ervice environment was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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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科技园区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在我

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

式 ,在加快农业新品种、技术的引进和示范 ,推动农

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探索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模式和途径 ,提高农民和基层技术人员对农业新技

术的应用能力等方面成效显著[1 ] ,其建设受到各地

政府、农业部门、部分企业及农民的高度重视 ,呈现

出模式多种、类型各异、主体多样、发展迅猛的局

面[2 ,3 ]。但园区的发展也存在着重复建设、布局散

乱、定位不清、结构雷同、区域产业带动能力差、组织

管理与运行机制不健全等许多问题[4～6 ] 。这些问

题的产生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农业科技园

区的建设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还没有成熟的建设

模式、完整的规划理论和完善的管理方法可依循。

特别是 ,许多园区规划没有根据对象所具特点、所在

区域、所处阶段和层次的不同 ,进行针对性研究 ,而

是简单和盲目地模仿其他地方一些早先建设的园区

的规划。在发展的初期阶段 ,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内

容以新的品种、技术和设施等示范为主 ,主要功能单

一 ,园区只需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建设规划 ,但随着园

区的主导功能由示范为主向带动区域产业发展为主

转变[4 ,5 ] ,其建设涉及到推动区域农业结构调整、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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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探讨土地规模经营、拓宽投融

资渠道、建立现代组织管理体系等深层问题 ;建设类

型因生态、投资、发展模式、功能定位等不同而呈现

多样化 ;建设主体呈现为政府、企业、科教机构、集

体、农民共同参与建设的多元化局面 ;建设项目向整

个大农业和涉农产业领域发展 ;规划建设期限也由

3～5 a 发展到 10 a 左右 ,甚至更长时间。因此 ,园区

规划所面临问题不断深层化、复杂化、系统化。

针对上述园区建设与发展中所存在和面临的问

题 ,结合长春农业科技园区总体规划项目 ,本文中重

点对农业科技园区规划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和遵循的

规划思路进行研究。

1 　长春农业科技园区总体规划

长春市是全国粮食和畜产品主产区 ,粮食总产

量、人均占有量、商品量、净调出量等 4 项指标居全

国大中城市之首 ;畜牧业的人均产值、人均肉类占有

量等 6 项指标均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长春又是涉

农科研院所和高校密集区 ,各类农业专业科技人员

较多。长春市政府按照食品城建设的城市功能定

位 ,拟在现代农业企业密集的市西北郊 ,通过体制、

机制、管理、技术、产业组织等多方位的创新 ,整合区

域的自然、社会、科教、人才和信息资源 ,建设具有区

域代表性和引导、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强的综合性

农业科技园区。

111 　建设目的与环境条件

为解决园区发展中重复建设、布局散乱等问题 ,

规划首先必须突破行政区概念 ,从全国、地区、园区

三个层面分析园区建设的目的及其地位与作用 ,并

对园区建设的环境与条件进行评价 ,对其面临的主

要问题和矛盾进行分析。经过研究 ,笔者认为 :

园区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我国粮食生产区解决

农业结构单一、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低下等问题提

供技术和产业示范 ;促使吉林省的农牧资源优势转

化为商品、产业和经济优势 ,全面提高玉米、大豆、畜

牧等主导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园区建设具有自然资源丰富 ,特色产业突出 ;地

理位置优越 ,区位优势明显 ;科教资源丰富 ,产学研

结合基础好 ;龙头企业强大 ,农业产业化基础雄厚 ;

科技推广体系较为健全 ,信息服务网络比较完整 ;参

与主体力量强 ,国家政策有利等优势条件。

园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要通过完善市场

体系 ,解决农产品及其加工品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

拓展的问题 ;通过整合资源 ,解决农业高新技术研发

能力不强和农业产业化科技、经营人才匮乏的问题 ;

通过推动科教体制改革和产业组织与机制创新 ,来

解决园区建设科技龙头企业缺乏的问题 ;通过对园

区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进行有效管理 ,解决资金、人

才、水资源短缺 ,土地使用结构失衡、成本上升 ,生态

环境恶化等问题。

112 　规划思路与发展目标

在充分认识建设目的、环境条件和面临问题的

基础上 ,确定园区规划思路为 :充分利用产业平台 ,

重点建设技术研究开发平台 ,全方位、多层面、大力

发展服务平台 ;吸引技术、人才、资金、信息、政策等

投入要素和政府、企业、科教机构、村集体、农户、中

介机构等建设主体 ;聚集园区内外的科教、产业和经

济资源 ;分阶段建设 7 大类重点项目 ;逐步提高对园

区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的 9 大类社会经济生态效

应[7 ] 。

在明确规划思路的基础上 ,确定园区发展总体

目标是 :未来 5～10 a 内 ,在产业、研发、服务 3 大平

台的支持下 ,建设一个科学园、3 个核心功能区、6 个

产业核心园、9 个生态/ 特色村、10 余个农产品加工

示范区、上百个专用生产基地、7 类基础设施等重点

项目 ,将园区建成省内领先、国内先进的生态型农业

科技园区 ,成为国内玉米、大豆等资源深度转化的典

范。并根据总体目标确定产业体系、园区体系、分期

效益、组织建设、运行机制等分目标。

113 　功能定位与产业发展分析

为了解决园区产品结构雷同、区域产业带动能

力差等问题 ,运用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理论 ,以

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 ,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原则 ,分层

次对园区功能定位、分区域和时序对产业发展定位

进行研究。

园区以带动吉林全省玉米、大豆和畜牧产业发

展为主导功能 ,以农业高新技术的研发、创新、组装、

集成和农业科技企业孵化为重点功能 ,兼具技术示

范推广、人才培训交流、产品流通贸易、城市生态景

观构筑和农业观光旅游等附属功能。并根据园区空

间结构对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的各级园区和基地

进行分层次功能定位。

将玉米、大豆、肉牛和蔬菜精深加工业确定为示

范区近期主导产业 ;将肉鸡、肉鹅、生猪、梅花鹿的精

深加工业确定为辐射区近期主导产业 ;将生物制品、

奶品加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草药加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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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产业确定为园区发展的中长期主导产业 ;将花

卉苗木、生物制品、奶品加工、农业观光旅游等产业

确定为园区近期建设的新兴产业。

114 　空间结构、功能分区与总体布局

为了解决区域辐射带动能力差和各级农业科技

园区功能定位不清的问题。以农业区位、中心地、新

经济区、增长极和技术转移等理论为指导 ,根据地理

位置、产业基础、影响能力等条件 ,采用多核结构和

点轴式结构[8 ] (图 1) ,在区域范围内对核心区、示范

区、辐射区及市域内其他农业园区进行园区体系空

间结构规划 ,即以长春园区为核心园 ,以环城高速路

西侧 3 个具有一定特色产业的乡镇为第一层次的辐

射区域 ,形成环绕扩散园区 ;以长春市域 5 个县市的

中心城镇为第二层次的辐射区域 ,形成农安、德惠、

九台、榆树、双阳 5 个独具特色、规模适当、功能互补

的副中心园 ;沿长吉、长哈、长沈、长双等交通干线 ,

构成 4 个发展轴 ,利用发达的交通和各自的产业基

础与发展重点 ,带动众多下一级扩散园区的发展 ,形

成第三层次的辐射区。从而形成结构清晰、层次分

明、功能互补的园区空间结构体系 (图 2) 。

图 1 　园区体系空间结构

Fig. 1 　Spatial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sci2tech

district system

核心区和示范区位于长春市西北郊 ,经过省级

园区的建设 ,已形成玉米、肉牛、大豆、牛奶、蔬菜等

产品精深加工和花卉与绿化苗木生产等大中型农业

产业化企业聚集地 ,在市农科院建成了长春农业信

息网。综合考虑园区的基础现状、发展目标、功能定

位、城市规划等因素 ,将核心区和示范区分以下功能

亚区 ,形成“三区、六园、九村”带动百余个加工与种

养基地的架构 (图 3) ,突出核心区的技术源动力与

示范区的产业示范、带动、辐射功能。

三区 :在核心区内建成技术研发、综合服务、农

图 2 　长春农业科技园区空间结构图

Fig. 2 　Spatial structure of changchun agricultural

sci2tech district

图 3 　核心区和示范区功能分区与总体布局

Fig. 3 　Functional districts and layout for the

core area and demonstration area

业商贸 3 个核心功能区。为园区的产业和企业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会展、信息、培训、创业、管理等高

层次全方位的服务 ,并从贸易方面带动园区的建设

与发展。

六园 :利用原有产业优势 ,在示范区内重点建设

玉米、蔬菜、畜牧、豆奶、花卉与绿化苗木、中药材 6

个以精深加工和营销网络建设为主要功能的产业核

心园。

九村 :在示范区内按照以点连线、以线带面的布

局 ,根据突出优势、特色、持续发展的原则 ,重点建设

9 个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示范村。

两带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生态建设和绿化景

观需要 ,沿长春市三环路外侧和环城高速公路两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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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建设城市生态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带和绿化与特

色经济林带 ,形成两带环抱三区、六园、九村的整体

格局 ,促进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115 　分区规划、支撑体系与保障措施

为了建设和组织管理需要 ,规划还从分区规划、

技术支撑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组织管理体制与运行

机制创新、资源环境平衡和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等方

面进行专项研究[7 ]。

2 　结束语

农业科技园区总体规划的主要思路是 :凸显功

能定位准确、优势产业突出、空间结构清晰、区域城

乡联动的发展理念 ,重点构筑产业、技术和服务三大

平台 ,吸引技术、人才、资金等多方位的投入要素和

政府、企业、科教机构、村集体、农户等多元化的建设

主体 ,聚集区内外各种资源 ,培育龙头企业 ,带动区

域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规划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 :

建设目的和环境条件分析、规划总体思路和发展目

标确定、园区功能和产业/ 产品市场分析定位、空间

结构体系构建、功能分区和总体布局、分区规划和支

撑保障体系的建立。笔者认为这一思路和研究内容

对功能复杂的综合性农业科技园区的规划工作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 ,在今后的研究中 ,将进一步完善和发

展。对于特色和专业型园区的规划 ,应该针对各自

特点 ,进行分类研究 ,提出相应的规划内容和方法 ,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能指导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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