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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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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章介绍了新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 、主要特
点 ，指出农业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支撑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是现代农业发展和服务“三农”的
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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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 、国务院 ２００７ 年一号文件以“积极发展
现代农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 ，
是继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建设现代农业之

后 ，又一次从更高的高度进行战略部署 ，进一步明确
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意义 。农业科技的创新与发
展是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支撑和根本出路 ，而农业
科技体制改革和健全又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

和关键环节
［１］ 。

1 　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统筹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 ，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
入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现代农业是
继原始农业 、传统农业之后的一个农业发展新阶段 。
现代农业是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基础 ，重视加
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汲取传统农业的精华 ，根
据国内外市场需要和 WTO规则 ，建立起采用现代科
学技术 、运用现代工业装备 、推行现代管理理念和方
法的农业综合体系 ，是把农业的产前 、产中和产后紧
密结合 、贸工农一体化有机连接的综合性产业［２］ 。
1畅1 　现代农业的内涵分析

现代农业以科学技术为强大支柱 ，伴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并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创
新与突破而产生新的飞跃 。 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发
展 ，为人们定向育种开辟了广阔前景［３］ 。 信息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 ，对科学技术的传播 、市场供求的对接
等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不断优化 、提升了现代农
业资源配置的水平 。

现代农业以现代工业装备为物质条件 ，是依靠
增加大量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物质投入的 、开放的
高效农业系统 。传统农业单纯依靠农业内部物质循
环 ，而现代农业是依靠增加大量现代工业装备和现
代物质投入的 、开放的高效农业系统 。 从发达国家
的实践看 ，主要有四点 ：一是以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
化 ；二是机械动力替代人（畜）力 、以信息技术控制来
代替人工操作 ；三是城镇化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
而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非农产业的扩大 ，又推动城
镇化向更高水平迈进 ，从而加快了城乡经济的协调
发展 。四是以农业机械化带动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土
地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

现代农业以产业化为重要途径 ，伴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而发展 ，通过多种形式联合起来 ，实现产业
化生产 、一体化经营 ，使农业生产呈现专业化 、规模
化 、科学化和商品化趋势 。我国于上个世纪 ９０年代
初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道路 ，这是符合现
代农业发展趋势和要求的 。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 、
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 ，家庭经营通过多种形
式联合起来 ，实现产业化生产 、一体化经营 ，使农业
生产呈现专业化 、规模化 、科学化和商品化趋势 ，已
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当前 ，我国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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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发展迅速 ，种养大户不断涌现 ，农村专业技术合
作组织持续兴起 ，农业企业不断壮大 ，共同推进了现
代农业的进程 。

现代农业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前

提 ，通过协调工农关系 、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传统农
业改造的进程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交
织在一起的过程 ，其发展既受自然因素的制约 ，也受
到生物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制约 。鉴于农业具有明显
的基础性 、公益性 、战略性 ，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
国家政府在现代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都采取一系
列的有力扶持保护措施 ，在价格 、信贷 、税收 、贸易 、
资源 、科技 、教育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 ，推动了现
代农业的全面发展 。
1畅2 　现代农业的主要特点

建设现代农业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加快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促进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
方式的不断变革 ，可以说 ，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
化 ，特征是商品化 ，方向是集约化 ，目标是产业化 。

１） 突破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
原料生产的局限性 ，实现种养加 、产供销 、贸工农一
体化生产 ，使农业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宽和延伸 ，农业
的链条通过延伸更加完整 ，农业领域的拓宽 ，使得农
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 。

２） 突破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
局限性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城乡互助 、工
农结合 ，合理地进行资源优势互补 ，有利于城乡生产
要素的加速流动和组合 。

３） 突破传统农业部门分割 、管理交叉 、服务滞
后的局限性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
要求 ，建立一个全方位的 、权责一致 、上下贯通的现
代农业管理及社会化服务体系 。

４） 突破传统农业封闭低效 、自给半自给的局限
性 ，立足全球 ，重视“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的发展 ，发
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实现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 、
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 ，使之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
用 、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和现代管理手段的实际运用 ，不断提高农业的经
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

2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科技体制改革
　 　要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到 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 ，科学技术是重要支撑和发展动力 ，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能力的建设是一项十分紧

迫的战略任务
［４］ 。

2畅1 　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支撑
１９世纪 ３０ 年代细胞学说的提出 、４０ 年代植物

矿质营养学说的创立 、５０ 年代生物进化论的问世 ，
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

［５］ 。 ２０ 世纪
初 ，杂交优势理论的应用 ，带来玉米杂交种的产生与
大面积推广 。杂种优势主要应用于多种作物及动物
育种 ，已成为农业一项十分有效的增产手段 ；而动物
人工授精的应用及精液冷冻保存技术的相继突破 ，
则为畜牧业 、渔业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 。 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 ，滴滴涕等杀虫剂的研制与生产 ，有力地
促进了农药的应用与农药工业的发展 。 此后 ，随着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扩散与应

用 ，大大拓宽了农业科学技术的领域 ，带来农业生产
力的大幅度提高

［６］ 。
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难点

在农业 、农村和农民 。 农业科技应该加强自主创新
能力 ，为建设现代化农业提供重要支撑 。 我国广大
科技人员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孜孜以求 ，取得了举
世公认的成就 。但是 ，从整体来看 ，我国科技自主创
新能力较为薄弱 、核心技术缺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
我国科学研究多数仍然是属于“跟踪式” 、“模仿式”
或“转化式”研究 ，真正原始性创新的东西很少 。 究
其原因 ，主要是农业科技体制尚未理顺 ，造成科研队
伍不能持续稳定 、科研经费未获基本保障 、有限经费
不能充分利用 、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转化 ，尚未形成良
好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体制 、机制和环境 。
2畅2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是现代农业发展和服务“三

农”的需要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科技创新与应用的支撑 ，深
化改革现行农业科技体制是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的

重要动力
［７］ 。从加强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入手 ，抓住

了农业科技创新的龙头 ，全面安排农业科技工作 ，更
好地多出成果 、多出人才 ，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强大
支撑 。在科技体制改革中 ，要以现代农业理念和为
“三农”服务为宗旨 ，坚持“四个不动摇” 。

１） 应坚持农业科研机构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地位不动摇 。当前 ，我国农业产业化进展迅速 ，但总
体来说 ，农业企业特别是农业科技型企业 ，尚处于发
展阶段 ，大多数未形成规模优势 。因此 ，我国在现阶
段 ，国家和地方农业科研机构仍是出成果 、出人才和
科技自主创新的主体 。

２） 应坚持农业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指导 、以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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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主的定位不动摇 。农业科学自身具有鲜明的特
点 ，它所获得的科技成果 ，有物质形态的产品 ，又有
知识形态和信息形态的非物质性成果 ，面对直接受
益的农业 、农村和农民 ，不应该“待价而沽” 。所以世
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基本上把农业
科技机构作为公益性科研单位 。

３） 应坚持基础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和开发研究
的完整体系不动摇 。 基础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和开
发研究是推进农业科学和技术不断发展缺一不可的

共同动力 。因此要建立基础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和
开发研究的完整体系 ，发挥科技的最大效力 ，重基础
轻应用 、重应用轻基础的做法 ，都不利于农业科技的
自主创新 。

４） 现阶段应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机制不
动摇 。就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制约来分析 ，政府投
入低依然是关键因素 。世界上发达国家农业科研经
费占农业 GDP 的平均水平已达到 ３畅２９ ％ ，发展中
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 １畅０４ ％ 。 目前我国虽然
整体科技投入经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畅１３ ％ ，但
是农业科研经费只占农业 GDP 的 ０畅４４ ％ （２００４ 年
水平）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

平 。据测算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科技贡献率只有
４８ ％ ，而发达国家在 ７０ ％ 左右 ；我国农业科研 、科
技成果转化 、农业科技推广等都有待于跨越式发展 。

通过深化改革 ，在全国逐步建立起学科齐全 、布
局合理 ，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符合农业科技
自身规律 、新型的国家和地方两级农业科技体制 ，这
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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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up Modern Agriculture ，Enhanc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ystem Reformation

Lu Liangshu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 The
connotations and main characters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the ２１st century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brought forward that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as one of the strongest supporters to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or the service of “San Nong” that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should be reformed ．

［Key words］ 　 modern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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