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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在英国，农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2%，
农业产出也少得可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然而，提起英国农业，业界则纷纷竖起
大拇指，这个国家仅仅用了不到 2%的劳动
力，就供应了全国60%的食品需求。除了得
益于政府扶持及高度城市化外，英国农场独
特的“生意经”也为英国农业现代化作出了
很大贡献。

有机农业成为新亮点

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农业也不能摆

脱靠天吃饭的命运。从自然条件来讲，英
国常年阴雨不断，光照时间短，不适合农作
物生长。即使是当前英国农业已处于高度
集约化管理阶段，但是时常出现的恶劣天
气仍然让农场主们叫苦不迭。再加之国际
市场上粮食价格的竞争，英国农业的处境
并不好。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扶持，绝大
多数农场只能处于亏损经营状态。在这种
背景下，农场主们的“生意经”就发挥了作
用。

瞄准消费者的“胃口”，发展有机农
业，成为英国现代农业的新亮点。长期以

来，英国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其食品
安全问题一直较好。然而，上世纪 90 年
代中期爆发的疯牛病，却给英国消费者重
重一击，他们对农业高科技问题有了更为
深刻的思考，从而为有机农业发展创造了
契机。据了解，疯牛病事件发生后，许多
英国农场主纷纷转身经营有机农业，从而
使 得 有 机 农 业 在 英 国 迎 来 了 大 发 展 时
期。据统计，英国有机面积 74 万公顷，占
农业耕地的 4.2%，2012 年英国有机食品
销售额 18 亿英镑。

对于越来越多的农场主经营有机农
业，英国政府也持开放和支持的态度，对有
机农业一如既往地予以政策扶持，同时委
派相关机构对有机农业产品开展认证工
作。另外，英国各大超市也纷纷跟进，在食
品柜台设立有机食品专区。据当地媒体报
道，目前，英国 60%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购
买有机食品。

大有大的产品营销模式

搞好多种经营，成为农场主的新型“钱
袋子”，也为英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有
利条件。英国农场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类：一
类是完全或基本依靠农场主及其家庭成员
劳动力的自营农场，有时被称为“家庭农
场”，这类农场数量多，一般属于中、小农场；
另一类是由农场主雇工经营的大农场，其中
土地面积超过200公顷的特大农场，只占农
场总数的 4%左右，但却占了农场土地面积
的45.2%，在整个农场中居主导地位。

对于大农场主而言，尽量避免产品增加

销售环节，是他们减少价格损失的重要手
段。为此，他们一方面与大型超市或加工厂
达成销售协议，产品产出后直接由超市和加
工厂购买，从而实现价格更大化，另一方面他
们则利用大型农场产品数量多、品种丰富的
优势，自建销售渠道，把产品直接送到最终消
费者。目前在英国各地都能见到的 Farm
Shop、Millets都属于农场产品直销经营店。

小有小的灵活经营方法

与大农场相比，家庭农场的经营则更
为灵活。记者到英国多地采访时见到，英
国家庭农场经营的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有
的农场设立采摘园，反季种植各类水果、蔬
菜；有的农场则干脆开设农场游，他们把自
己的农舍对外出租，让城里人在农场里度
假休闲；有的农场还与周围的农场一道将
田间小道连接起来，成为“徒步爱好者”的
旅游目的地。

每逢周末，来自英国各地的徒步爱好
者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农场开展徒步运动，
不仅给农场带来了人气，带动了消费，而
且农场主们经常把他们的农产品摆在田
间地头，让徒步者品尝，有效地扩大了产
品的品牌效应。记者在英国中部的拜泊
里村镇还看到，在这个被赞誉为“英国最
美的村镇”里，四处都建有虹鳟鱼鱼塘。
山清水秀纯天然的自然风光，让这里的虹
鳟鱼名扬英伦，而虹鳟鱼的美味又吸引更
多的人来到这里。据当地村民称，游客若
希望在这里住上一晚，至少要提前一年预
订宾馆。

英国农场独特的“生意经”
本报驻伦敦记者 王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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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丹麦农业占据了欧洲的农业产业
链顶端，在美欧自由贸易谈判中，丹麦并不
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畏惧美国低价农产品
的倾销，反而把这当做向美国市场拓展的
机会。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和丹麦拥有高
素质的农民群体密不可分，而在丹麦想当
农民需首先持有绿色证书，并具备终生学
习的能力。

丹麦是欧洲著名的农业强国，农业在
丹麦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丹麦
耕地占国土面积的 62%，从业人员仅有 8万
人，即全国人口的 1.5%从事农业生产，对国
民经济贡献率为 3.5%左右。丹麦生产的农
产品足够供给 1500 万人消费，因此丹麦农
产品的三分之二用于出口，农产品出口额
占全部出口的 16%，出口到欧盟国家的农
产品占丹麦出口农产品的 60%。

在丹麦每年大约有 2%的青年进入农
业领域，人数约 1200 人，其中约有 900 人
完成了教育，得到了绿色证书。有绿色证
书的青年农民在购买农场时可以得到一小
笔政府补助款，也可以得到政府保证的特
别低息贷款。一个人须经过 10 年初等教
育后，并在农业学院经过三个阶段约 5年的
学习，才能拿到绿色证书。

第一阶段包括 6 个月的农学院课程和
在指定农场的 12个月的正式培训实习。其
中包括挤奶课程和考取拖拉机驾驶执照的

测试，并教会学生在干农活时如何避免事
故，不受伤害。训练内容涉及家畜和农作
物管理、工程、数学和一些其他基本学科。
完成这一阶段学习的学生就有资格成为农
场雇员了。

第二阶段是在完成第一阶段的基础上
追加 18 个月的农场实习和 6 个月的学校课
程。经过这两个阶段共 3年半的培训，学生
就能成为一名技术农民了。技术农民只能
负责一项农业生产，如养牛、养猪或农作物
种植，同时也熟悉短期计划的制定。

第二阶段结束后是 18个月的农场管理
课程，其中 4个月是在农学院上课。农学院
课程包括生物、农机、财政管理、农场管理
及人才开发等。在此阶段，学生也可以改
学农业技师专业，以便能够在农业咨询中
心及其他农业商业机构找到一份咨询性工
作。完成学习后就可以拿到绿色证书了。
因此，丹麦的农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进
取心的经营者，同时具备生产管理、财务和
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除了需要取得资格证书外，在丹麦当
农民需要在工作中继续学习。现在每年大
约有 1 万名农民参加再教育培训。课程包
括新技术、新的生产方法及如何转向生产
利润更高、销路更好的产品。农民大多自
愿结成小组在日常工作中互相学习，互相
指导。一般情况下，每个小组有 8 人至 10

人，定期开会。经小组一致同意，他们也经
常聘请咨询顾问来参加会议。

丹麦特有的咨询中心帮助农民通过简
单有效的方式获得最新的知识。一般情况
下，专家将研究成果发送到遍布全丹麦的
地方咨询中心的咨询员手中，咨询员则为
农场主们安排讲座和学习小组，以确保这
些知识会被很快地运用到工作和日常生产
中去。专家们会告诉农场主丹麦以及国际
上的最新科研成果，以确保新知识能很快
运用到实践中。不断更新知识让丹麦农民
能够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这保证了在
获得最大利润的同时生产出最佳的产品。
因此，丹麦农民也经常参与教育和研究部
门的合作发展工作，这些合作在农民和研
究员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丹麦政府为了保证本国农民具有先进
的知识，还要确保从事农业的人员具有事业
心和责任感。因此，为了确保丹麦农民真正
热爱农业，避免半途而废，丹麦政府严格要
求，农民不得向自己的子女无偿赠送或遗赠
农场，后者只能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因此，
青年农民购买农场时，必须投入新的资金。
一般情况下，农场是逐步移交给下一代的，
也就是说，青年农民先买下农场的一半，与
其父母一起经营数年后，再接管整个农场。
其结果是，通过这个过程获得农场的人会将
毕生心血投入农业生产和农场经营。

丹麦：在农业强国想当农民不容易
本报驻哥本哈根记者 关晋勇

瑞士在农业发展方面可以说是先天条件不足：国土面
积小（4.13 万平方公里），山地面积更是占国土面积的 70%
左右；人口少（约 700 万），市场容量小。尽管如此，瑞士农
业仍高度发达，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现代种养业
的发展。

1992 年以前，瑞士农产品自给率很低。1992 年，针对
农业发展存在的政府支出增长过快、国内农产品市场占有
率下降、农业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以及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必须履行国际义务等诸多问题，瑞士政府颁布了
第七个农业发展报告，决定对农业进行重大改革。瑞士政
府制定了 4 项改革目标：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放开农产
品市场；建立更有效的生产结构；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这
一系列改革举措已取得显著成效，时至今日，瑞士的农民收
入趋于稳定，政府取消了农产品保护价并减少了对生产的
干预，对农业的政府支出趋于稳定，同时有效地履行了对国
际组织的承诺和义务。

目前，瑞士农业产业化已达到较高的程度。其农业产
业化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较大的农
场都有自己的加工企业，如乳制品加工厂、果汁厂、冷藏库、
蔬菜加工保鲜部门等，农产品要经过加工后才能出售。有
的加工企业除了加工自己的产品外，还带动周围比较小的
农户发展生产。同时，企业为农户提供种子等各种服务，规
定农产品质量标准，并且按订单收购。二是市场带动型。
瑞士的农产品市场有连锁店、批发市场和小型农贸市场，其
中超市是主要的零售渠道。瑞士还成立了全国农产品销售
协会，各地区设有分会，会员由生产者、销售者参加，定期召
开会议，协商近期农产品价格并公开发布，生产者可以根据
其发布的价格来确定生产计划。

作为发展现代种养业的基础，瑞士的农业教育也很发
达。农业教育分 3 个层次，即高等教育、专业职业技术教育
和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负责。瑞士
有两个联邦技术学院，主要承担农业高等人才教育和基础
研究；有 6 个研究站（实用技术学院），主要承担实用技术研
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实用技术培训学校，主要承担对农民
的实用技术培训。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技术学校，都
有完善、先进的教学设施。

瑞士政府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凡是经营农场者，都
必须接受相当于中等水平的教育并取得相关证书。在高等
教育注重基础理论的同时，瑞士的农业职业学校则侧重实
际操作。如其葡萄酿酒专业，有葡萄园、小型酿酒厂及各种
化验检测设备，并备有各种世界名牌葡萄酒供学生品尝、鉴
别。凡是在生产中需要的技能学校都教，学生学到的东西
在实践中能直接应用。如农业实用技术学院规定，招收的
学员必须具有两年农场工作经验，并经技能考试合格后方
可入学。教学内容除了品种和栽培技术外，还有农机修理、
农机驾驶、木工制作等。

在今天的瑞士，城乡差别已基本消除，农村的田园风光
比城市更加令人陶醉，而这与其高度发达的现代种养业都
是密不可分的。

瑞士现代农业

消除城乡差别

许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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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各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内容，都已经或正在
发生着变化，而变化的共同指向，就是构建并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增强农业发展动力和活力的需要。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是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如专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产品生产和加工龙头企业，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重视尖端农业创新技术的重
大突破和普及应用，增加科技投入，推进农业技术创新。三是要培养高素质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群体。在这些
方面，英国、丹麦、瑞士的做法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