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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色农产品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系统各部分必须
协调、均衡地发展。从山西省特色农产品的创新条件分析入
手，提出了山西省特色农产品的创新原则，构建了山西省创新
特色农产品的主体系统和运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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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s a big system，the parts of the system must devel－
op harmoniously and evenly． From analyzing innovation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n Sh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on principles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establishes of
subject system and oper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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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部，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和黄
河中游古老的农业区之一，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孕育了众多特
色农产品。山西是知名的“小杂粮王国”，谷子、荞麦、莜麦等产
量蜚声全国；红枣、核桃、苹果等干鲜果享誉海内外；棉花、蜜
蜂、蚕桑等深受消费者欢迎。近年来部分学者[1- 8]对山西省特色
农产品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现状、营销策
略、创建品牌等方面，为山西省特色农产品的健康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当前农业科技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
下，本文重在构建山西省特色农产品的创新体系。
1 特色农产品的概念及特点

特色农产品是指具有特定的生产区域、特殊的产品品质、
独特的市场优势，拥有一定的生产传统和产业基础，经过扶持
和培育能够尽快形成适度生产规模，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较
强竞争力，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农产品[9]。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色农产品既是一种物化的劳动成
果，更是一种经济商品。一般来说，特色农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①产地的原生性。特色农产品是在某一特定地区独有的气候资
源、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
特定地区、特定自然资源优势的结果，“原生性”是特色农产品
的前提条件。②优良的品质性。特色农产品以品质独特、品质

优良、功能特殊为优势，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具有一定认知
度，“品质性”是特色农产品的本质内涵。③适度的规模性。包括
产量的规模性、加工的规模性和销量的规模性，只有形成一定
规模才能形成商品优势、竞争优势，“规模性”是特色农产品的
外在表现。
2 山西省特色农产品的创新条件
2.1 资源优势

有人说，山西是个农业小省，因为它的量小；也有人说，山
西可以成为一个农业强省，这是因为一个“特”字！如果比粮食
总产量，山西在全国只能排 20 位左右；可如果比小杂粮、干鲜
果和一些蔬菜，山西在全国是绝对的前三强。特色农产品是山
西的王牌[10]。

资源是创新山西特色农产品的“根源”。山西特色农产品品
种丰富，具有其他省份不可比拟的优势。①小杂粮种类多、品质
优、产量大。主要有谷子、荞麦、莜麦、杂豆等 10 多个品种，2010

年 种 植 面 积 100×104hm2， 约 占 全 国 1/10， 总 产 量 平 均 在
10×105t。其中谷子产量 20.3×104t，居全国第 1 位。②干鲜果主
要有核桃、红枣、苹果、酥梨、葡萄、仁用杏、花椒、沙棘、桑椹、山
茱萸、柿子等。其中 2010 年核桃产量 6.52×104t，居全国第 2

位 ； 红 枣 产 量 42.1×104t， 苹 果 产 量 256.6×104t， 酥 梨
34.2×104 t，均居全国第 3 位；葡萄产量 22.0×104t，居全国第 5

位[11]；其他品种虽然产量不是很大，但品质十分独特。③蔬菜，
2011 年总产量 981.9×104t。其中芦笋产量 12×104t，居全国第
1 位，在世界 40 多个国家占有约 10％的市场份额；马铃薯产量
21.3×104t，居全国第 7 位。④中药材，山西是传统中药材原产
地之一，目前共有中药材资源 1 116 种，其中药用植物 953 种、
动物药材 133 种、矿物质及其他药材 30 种，主产区优质地道药
材 30 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品种 19 种。国家正式认定的地道中
药材有黄芪、柴胡、远志、党参和款冬花。全国市场占有率较高
的有：生地 65％；党参、远志 50％；黄芪、甘草 40％。⑤畜牧，山
西的草食畜和肉鸡饲养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同时黑
猪、晋南牛、大青羊、上党毛驴和广灵毛驴等地方特有品种资源
为畜牧业产业化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2.2 市场引导

市场引导是创新山西特色农产品的“方向”。山西小杂粮
的食疗和保健功能被广泛认可，形成了“小杂粮王国”的无形品
牌的雏形，基本形成的小杂粮销售市场体系辐射全国大中城市
和世界各地，北京、广州、上海和日本、韩国等地是小杂粮主要
消费市场。芦笋、荞麦深受国际市场欢迎，蔬菜、水果常年产量
的 60%以上外调。老陈醋国内妇孺皆知，名扬四海，深厚的醋文
化底蕴，形成了“老陈醋原产地效应”；六味斋、双合成等中华老
字号享誉全国；平遥牛肉等传统食品为人称道；“沁州黄”“东方
亮”小米曾贵为皇宫贡品，迄今仍被尊为米中上品。此外，山西
许多其他特色农产品同样具备十分明显的地方特色和优良品
质。
2.3 农民选择

农民选择是创新山西特色农产品的“动力”。围绕特色农产
品开发，山西省建立了形式多样、农民自发组织的专业合作社，
形成了“公司 + 基地 + 农户”“企业 + 合作社（协会）+ 农户”等
基本组织格局。截至 2009 年 6 月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
注册达 1.86×104 个，占到全国总数 1.79×105 个的 10.4%，发
展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农民与市场、农民
与龙头企业的纽带和桥梁。
2.4 政府扶持

政府扶持创新山西特色农产品的“催化剂”。在资金投入
上，近年来省级财政用于“三农”的投资逐年递增，在安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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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求 70%以上的生产性资金要到基地、到项目，向优势特色
产业倾斜，并整合资金用于 33 个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县建设。
同时，市、县财政根据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重点给予配套扶持，进
一步促进了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和壮大。在产业布局上，积极推
进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中南部无公害果菜产业区、东西两
山干果杂粮产业区三大区域的建设，规划建设了大同、晋中、运
城三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同时，实施了粮食高产创建、高效园
艺建设、规模健康养殖、农产品加工增值“四项工程”，启动实
施了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513”工程。在产业发展上，建设了
一批优势农产品带、产品区和基地县，初步形成了一批优势突
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全省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产业
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在产业政策上，先后出台了减免农业
税、耕地保护制度、“三项补贴”、扶持发展养殖业、支持农业龙
头企业、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
3 山西省特色农产品的创新原则

按照山西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适应农业发展
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现代农业科技为抓
手，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化和品牌
化为主攻方向，发挥优势，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加工
业，逐步扩大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加强营销，提高市场竞争力
和占有率。努力做到规模产品有特色，特色产品上规模，促进
山西省农业和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实现山西省农
业可持续发展。
3.1 市场导向与产业化开发相结合。适应市场多样化、优质化
的需求，在充分考虑国际国内市场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基础
上，适应人们对特色农产品多样化、优质化、安全化的要求，重
点发展市场前景广、生产潜力大、经济效益好的特色农产品，用
产业化的理念谋划发展，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条，打造特色
农产品产业带。
3.2 科技创新与能力建设相结合。针对不同区域特色，优化农
业经济、技术结构，加快区域性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大力推广成
套农业技术，不断提高特色农产品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科技
创新的动力和活力，重视科研条件建设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完备、人才队伍稳定工作、运行高效的支撑
体系，强化农业科技持续创新的能力。
3.3 发挥优势与农民增收相结合。依靠现有产业基础和发展条
件，在重点、优先发展与推广有资源条件、显著竞争优势、明显
区位优势的特色农产品时，要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
护农民权益，充分考虑农民的传统习惯、承受能力和增收致富。
3.4 政府主导与持续发展相结合。实施科技创新以政府推动为
主，着力推动科技资源整合，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实
现协同创新，积极培育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形
成公益性研究和市场化开发相结合的特色农产品科技创新体
系，加强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完善特色农产品检测、检验
和监督体系，扩大无公害、绿色、有机特色农产品的生产规模，
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山西省创新特色农产品的主体系统

从“创新是知识的产生、扩散和使用”的角度看，区域创新
系统由知识创新子系统、技术创新子系统、知识传播子系统和
知识应用子系统构成 [12]。因此，创新特色农产品的主体系统基
本上由三部分构成，即知识技术的生产者、使用者、扩散者。具
体来讲，大学和农业科研机构是知识技术的生产者，农业企业、
农民是知识技术的使用者，政府、农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农业
教育培训机构是知识技术的扩散者。
4.1 大学和农业科研机构

大学和农业科研机构是创新特色农产品的主体。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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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农业科研机构是创新特色农产品技术知识的摇篮，提供
了大量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产品，他们的科研活动具有
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的特点，为农业企业和农民技术创新提
供知识供给。另一方面，大学和农业科研机构不仅是知识源，重
要的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农业创新人才。
4.2 政府

在创新特色农产品进程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培育创新主
体和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作为特色农产品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政府不仅制定特色农业、特色农产品的法律和政策，创
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而且还以各种方式介入农业其他要素的交
互作用中，是基础知识、产业共性技术和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的
提供者，是国家职能的主要体现者和执行者。
4.3 农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农业科技中介机构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基础，与创新特色
农产品的各类主体和要素市场紧密联系，为创新特色农产品提
供重要的支撑服务，在特色农产品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信息
创新和人才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可以极大地提
高特色农产品的创新效率。
4.4 农业培训机构

农业培训机构是特色农产品创新体系的扩散者。目前，承
担农业教育培训的机构主要有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农业成人培
训中心、农业职业教育中心等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农研所、农学
会也承担针对农民的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任务。农业培训机构在
特色农产品创新体系中的功能表现在传播、扩散农业科技知识
与信息、国家农业科技政策等方面。
4.5 农业企业

农业企业是特色农产品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和应用主体。
目前，山西省的农业科技、农业企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化程度
较低，亟需创新经营方式、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充分发挥农业
企业在特色农产品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和主体功能。
4.6 农民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农民在创新特色农产品中
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农民作为消费者，需要使用大学和农
业科研机构提供的农业科技产品（成果），从而促进特色农产品
的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农民是农业科技特别是农业生产技能
和农业生产工艺的实际使用者，扮演着农业科技应用与扩散的
角色，因此也是创新特色农产品的主体。

可见，上述各创新主体从事不同的创新活动，共同构成了
创新特色农产品的主体系统，主体系统的功能和目的是为了创
造、扩散、使用现代农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提升特色农产品的
核心竞争力。
5 山西省创新特色农产品的运行系统

特色农产品的创新体系是一个完整的、开放的、复杂的系
统，涉及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创新政策和创新环
境。特色农产品的创新体系是否灵活、高效、优化，必须创新运
行机制。
5.1 创新主体协作机制

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农业企业与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合作
形成一批科研机构，组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开发基地；共
同组建科技创新团队，联合承担研究项目，开展合作研究，推动
农业企业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共同合作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探
索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合作培养人才的新模式、新机制；农业
企业与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大学合作研究的成果实行共享机
制，由企业优先享用，实施转化。
5.2 创新农业扶持政策

农业扶持政策主要有：农业财政政策、农业补贴、农业税收



政策、农业保护政策，农业扶持政策对推进创新特色农产品具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农业财政政策中拿出专项资金进行特色
农产品创新，对特色农产品创新成果进行奖励；对采用或者推
广特色农产品新技术、新管理模式的个人、企业进行补贴和奖
励；对特色农产品创新主体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建议实行低
税收政策；加强对特色农产品创新的保护，保护特色农产品品
牌和特色农产品专利，使特色农产品创新者得到真正的实惠，
保护、促进其创新的积极性。
5.3 创新科技投入方式

增加科技投入，是保证特色农产品创新的必要条件。逐步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并存的特色农产品科技投入机
制。支持特色农产品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努力保证基础研
究、高新技术研究、重大科学技术的联合攻关以及新技术转化
推广的资金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特色农产品科技
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鼓励企业向农业科研和成果开发进行
投入，鼓励农业科研机构以自己的科研成果通过股份制或利用
信贷资金等形式和方式兴办科技企业，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积极吸引外资，争取国际科技合作与援助，建立起多渠道、多元
化的科技投入体系。
5.4 创新产品营销体系

营销是产品从制造商向消费者转移过程中形成的体系通
道。营销通道的通畅与否直接影响着产品价值的实现。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山西省特色农产品要想处于不败之地，必
须消除“各自定级、各自定价、各行销路”的做法，必须创新营
销渠道和促销战略。逐步建立以合作组织为核心的营销主体系
统，以连锁超市为核心的零售终端系统，以批发市场和统一配
送为核心的产品分销系统，以品牌战略和绿色营销等为核心的
营销战略与策略体系，逐步实现山西省特色农产的营销主体组
织化、连锁超市常态化、批发市场功能化、物流配送高效化、交
易方式现代化、营销策略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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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仿真的
崇明岛水安全研究
刘志国 1，李 华 2

（1.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上海 200137；

2.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0135）

摘要：崇明特殊的地理区位条件决定其生态系统演变的复杂
性，伴随着陆海隧桥的建成与通车，新一轮社会经济发展的背
景下，崇明的水安全成为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基
于河口岛屿复合生态系统的特征和系统动力学在解决系统本
质行为和机理方面的优势，将针对崇明的特点，建立系统动力
学模型，通过不同情景方案下的仿真，实现对崇明水资源、水环
境和咸水入侵为例的水灾害等水安全问题的动态模拟，仿真结
果表明了崇明水安全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可以作为水安全预案
的规划和水资源的管理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水安全；系统仿真；崇明
中图分类号：X43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f Chongming Island's water security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LIU Zhi-guo et al
(East China Sea Monitoring Center,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200137,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Chongming and the
regional conditions render the issues of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Chongming Island quite complex.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tunnel and bridge project, and with a new round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ongming's water security has become a
major problem affecting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sland composite ecosystem and
the advantages of system dynamics in solving the essential behav－
ior and mechanism of the system, this paper will establish the
system dynamics model and conduct a dynamic simulation of
Changing's water security issues like water resources, water envi－
ronment and salt water intrusion through different simulation
scenario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ongming water security and the developmental trends，which
Provide the basis for water safety planning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Key words: Water Security; System Simulation; Chongming Island

引言
水是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的战略性基础

资源，也是区域自然生态系统持续良性循环的控制性要素，水
安全危机是人类生存、生产及发展正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综合国内外关于水安全的概念的论述，水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
因水资源短缺而产生的水资源安全问题、因水环境恶化而产生
的水环境安全问题和因水旱灾害而产生的水灾害防治安全问
题[1]。

在世界范围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水安全研
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3]。目前，国际上主要采用水资源紧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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