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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我国食物保障的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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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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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阐明食物保障概念并区分食粮和饲料粮的基础上，对我国耕地和非耕地资源未来农产品供给能力做了估计，提

出我国食物保障耕地是瓶颈，良地应优先保障食粮，饲料可统筹耕地、草原和海洋资源。必须研究耕地资源扩展、改良与替

代的科学技术、现有耕地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的科学技术，以及非生物逆境应对的科学技术，并做相应研究计划的顶层设计。

科技创新要落实在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强调重大农业科技创新与常规产业技术改进互动的科技发展战略。解答食物

保障所需的科技难题需要高瞻远瞩的设计、组织、监管和推动，涉及国家科技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必须改革。本文从支撑国家

重大农业科技发展角度提出了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设想与重点政策建议 , 包括设立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与监管

中心，国家农业和科技主管部门在农业科技创新领域中的职责和协调，农业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科技创新要落实到食物生

产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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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in China to develop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for supporting food securi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food policy.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food security and distinguishing 
human being food from animal feed, the future supply potential and defici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existed cultivated and 
non-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were estimated.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arable land should be used mainly for human being cereal 
production while the animal feed could be produced from some cultivated land, grassland and sea or ocean area. Then the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for securing the food production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rable land expansion, improvement and replacement, those in efficient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ose in coping with the abiotic stresses,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top-level blue print design of the future research essentials. 
It was noticed that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between the advanced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conventional industry technology improvement should be emphasized as a priority. Furthermore, the strategy and policy for the reform 
of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suggested,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manent center for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monitoring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differential 
responsibilities fo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op level blue print design of the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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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物保障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的支撑

国家必须保障人民有充足的食物。食物是指由

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等组

成的加工、半加工或未经加工的可供人类食用的物

质。食物可以是植物、动物或者微生物，包括粮食、

蔬果和肉、蛋、奶、鱼等；粮食是指植物类食物，

包括谷物、薯类和豆类，其中谷物又包括稻谷、小

麦、玉米、高粱、谷子、大麦、黑麦、燕麦及其他

禾本科杂粮。可见，粮食只是人类食物的一部分，

中国人以植物类食物为主，蛋白质营养主要来自大

豆，因而与西方不同，大豆可以作为粮食（食物）

的重要部分。但我国过去经济发展落后，加之城乡

居民收入水平偏低，食物消费中粮食偏多，因此，

一直以来我国贯彻“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将粮

食作为食物发展的大部或全部。然而，时至 21 世纪，

我国小康社会必须保障的应是足够的食物营养，不

能仅仅局限在谷物的保障，手里端的饭碗中必须有

饭和菜肴，不能仅仅是一碗米饭。

“食物”“粮食”与“饲料”应该加以区分，混

淆导致误解。饲料是指生产肉、蛋、奶、鱼等动物

性产品的饲用粮和饲用草。饲料涵盖在粮食概念之

中，饲料的供给有更广泛的来源，包括玉米、豆粕、

牧草等，在土地资源有限时要尽量减免与粮争地、

与人争粮。因此，在讨论未来食物保障的过程中，

有必要将粮食与饲料分而论之，进而食物的概念应

不限于粮食。

保障和安全是不同的概念，应予区分。食物保

障是指确保所有人既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要食物的

供给，食物安全则指食品无毒、无害，对人体健康

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显然，食

物保障涵盖了粮食保障和饲料保障两个不同的部

分。因此，本文用食物保障涵盖粮食保障，用粮食

保障代替习称的“粮食安全”并涵盖习惯上的谷物

保障，谷物保障涵盖不了食物保障。我国的食物生

产几乎涉及全部耕地和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因此

我国的食物保障实际上涉及到全国农产品的保障问

题，而不仅仅是传统谷物的范畴。

政策是食物保障的杠杆，食物保障的关键在于

科技创新的支撑。农业科技创新是我国食物保障可

持续性的基础和推动力，是食物行业发展方式转变、

推动食物产业结构升级、促进食物保障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支撑。国家历来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对食物可

持续供给的基础支撑作用，中央“一号文件”也多

次提及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保障食物供给能力，特别

是 2012 年再次明确我国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支撑。

稳定的食物保障原则上应以充分并可持续利用我国

1.8×109 亩 (1 亩≈ 666.67 m2) 耕地、6×109 亩草原，

以及江河湖泊和海洋资源为主体，辅之以国际市场

的调节。进入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时期以来，我

国食物生产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国际市场的资源和价格压力持续向国内市场传

递，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国际市场调剂

的空间十分有限，应以国内可持续食物生产的发展

应对多变的国际市场。国内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导致食物需求数量的增长和结构升级；以耕

地存量下降、水资源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为主的

资源约束不断凸显，极端气候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确

定性增加，短视下的违反科学的资源滥用仍未遏制，

这些对农业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不容坐视。加强关

于我国食物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科技需求及其

体制机制支撑的战略研究，推动食物生产技术持续

创新、支撑食物生产持续发展，是我国食物保障的

必由之路。

二、我国食物保障能力与支撑食物保障的农

业科技需求分析

（一）1.8×109 亩耕地食物保障能力和 6×109 亩草

地牧草供给能力的估计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一些研究机构利用

不同的方法估算了我国未来粮食的生产潜力，认

为我国的粮食生产尚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见表 1）。
综合这些成果，比较乐观的估计是 2020 年和 2030
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 6.75×108 t 和 7.34×108 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cognized after benefiting the agro-production, and so for.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mechanis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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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保守的估计是 2020 年和 2030 年可能达到 6.25× 
108 t 和 6.77×108 t。研究者对于 2020—2030 年我

国能否满足自己的粮食消费需求存在不同的观点：

乐观的估计是，如果最大限度挖掘自身粮食生产潜

力，2020—2030 年我国粮食产量能够满足本国人均

420~450 kg 的消费需求；但保守观点认为，消费水

平提高到 435~470 kg，会导致 2020—2030 年我国

粮食生产与消费需求间存有少量缺口，尤其是耕地

资源的急剧减少会成为潜在威胁 [1]。然而，根据中

国工程院课题组的预测，2020 年、2030 年人均粮

食消费量将分别增至 510 kg、550 kg，粮食需求重

心将由口粮转向饲料粮，其中小麦、水稻需求量变

化不大，玉米、大豆（豆粕）需求量将大幅增长。

然而，人民生活必需品不仅是粮食，还有棉、油、

菜、果、糖、茶、麻、饲等各种农作物，因此，1.8×109

亩耕地的产出总能力，尽管粮食部分估计较为乐

观，可能达到 7.34×108 t，但扣除各种经济作物的

种植面积，1.8×109 亩耕地的食物保障能力仍然面

临饲料粮持续增长的挑战。假定到 2030 年，我国

耕地复种指数约为 130 %，种植业种植总面积将达

到 2.37×109 亩，其中：口粮占用 6.0×108~7.0×108

亩，大豆为 1.5×108 亩，蔬菜为 4.5×108 亩，油料

（花生、油菜籽）为 2.2×108 亩，果园为 2.0×108 亩， 
棉花为 0.7×108 亩，糖料为 0.3×108 亩，特用作物

（如橡胶等）为 0.15×108 亩 [5~9]。剩余 5.35×108~ 
6.35×108 亩用于种植饲用粮草，远不能满足日益增

长的养畜、养殖业发展的需求。

草地资源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才能保障畜产品

潜力稳步提高。我国是一个草地资源大国，草地覆

盖着 2/5 的国土面积，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

系统。自 2010 年全部实现退耕种草计划以后，我

国各类草地资源面积稳定保持在 6×109 亩左右，

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为 1.022×109 t，折合干草约

3.15×108 t，载畜能力约为 2.48×108 个羊单位。今

后若有针对性地全面实施草地生态建设，包括实施

天然草地保护工程措施 1.5×109 亩，实施基本草场

建设措施 1.8×109 亩，被开垦草地及其撂荒地全部

退耕还草，使我国人工草场及改良草场占草地总面

积的比例提高到并稳定在 30 % 以上；草地鼠虫害

基本得到控制，草地植被覆盖度显著增加，牧草产

量将可大幅度提高，牧区可望实现草畜平衡 [10]。但

我国大部分地区传统的肉食品是以消耗饲料粮为主

的猪肉、鸡肉等，草地资源的利用解决不了日益增

长的饲料粮问题。增加草食动物缩减食粮动物的生

产是利用草地资源减低耕地压力、增强食物保障能

力的一个措施。但即便如此日益增长的饲料粮缺口

仍然很难弥补，因而还必须考虑利用海洋资源。

《国家食物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
年）》中规定我国粮食自给率需稳定在 95 % 以上，

其中稻谷、小麦保持自给，玉米保持基本自给。仅

仅守住 1.8×109 亩耕地的红线可以保障口粮供给但

难以持续保障各类食物和饲料的供给，可持续高效

利用 1.8×109 亩耕地、6×109 亩草地及海洋资源应

是解决我国食物保障的关键所在，这势必应以耕地、

草地和海洋三方面食物生产技术和科学的创新为

支撑。

（二）支撑未来食物保障的农业科技需求

我国食物保障的首要瓶颈是耕地，寻求突破耕

地资源数量和质量的科技发展是关键。从源头上分

析，食物保障涉及耕地资源的扩展、改良与替代、

耕地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以及非生物逆境应对等

方面的科学技术出路。

1. 用非耕地资源替代或扩展耕地资源的科技

需求

我国食物保障的首要环节是耕地，寻求突破耕

                                  表 1 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粮食生产能力预测 [1]  (×108 t)

预测方法
年份

备注
2020 2030

农业生态区法 — 6.77 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力研究组 [2]

投入占用产出分析 6.25 6.85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 [3]

6.75 7.25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 [3]

趋势预测 6.60 7.34 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组 [4]

乐观估计 6.75 7.34 综合推断结果

保守估计 6.25 6.77 综合推断结果



068

专题研究   支撑我国食物保障的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地资源的科技发展是关键。饲料和口粮有矛盾时，

良地首先要满足口粮的需求。因而要探索用非耕地

资源替换耕地资源用于饲料生产的前瞻性农业科

技，这分别涉及海洋资源饲料可持续生产的前瞻性

科技需求、草原可持续饲用牧草生产的前瞻性科技

需求，沙漠边缘地带蚕食开发策略的前瞻性科技需

求，以及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的前瞻性科技需求。尤

其滩涂资源开发后不仅可以用于增加饲料生产，熟

化后还可用于扩展作物生产。

用非耕地资源替代或扩展耕地资源的策略带有

根本性，需要有科技支撑的预判和相应持续的研究

投入。

2. 破解资源约束型农业科技难题提高耕地利用

效率的重大科技需求

我国突出的问题主要涉及农业区域中低产田治

理技术的重大需求，包括水分管理与利用方式的水

利工程与技术措施、有机和无机肥料培肥土壤、作

物平衡施肥技术；西北旱区水资源利用与节水技术

的重大需求，包括节水灌溉技术、旱作农业技术；

南方丘陵山区坡地利用技术的重大需求，包括丘陵

坡地水土流失控制技术、集约节约利用坡地技术、

以及丘陵山区平原小型机械化技术等。

3. 增加耕地产出提高可持续利用效益的重大科

技需求

提高现有 1.8×109 亩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效

率是破解我国食物保障难题的主题，这里归纳出以

下 6 方面的重大科技需求。

选育突破性品种，发展种业的科技需求，包

括农作物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评价、利用

和重要功能基因发掘，培育品质、抗性、适应性、

耐密性、适宜机械作业等综合性状优良的突破性

新品种。

有效合理利用耕地资源优化作物布局、间套

作复种制度的科技需求，包括选育适合间套作的

高产品种、优化间套作复合群体结构、研究间套

作的施肥技术、研发间套作的播种、管理和收获

机械、研究间套作条件下的病虫草害发生规律及

防治措施。

作物生长监测调控，实现品种潜力的科技需求，

包括农业生产知识库构建技术、植物环境因素监测

控制技术、植物生长发育模拟模型技术、作物病虫

害智能诊断技术、作物灌溉智能计划技术、农业专

家系统构建技术、土壤信息智能分析技术、作物墒

情苗情动态监测预警技术等。

作物病虫害检测治理，实现品种潜力的科技

需求，包括病虫害持续治理的前沿科技与共性技

术；解决迁飞性、流行性、暴发性以及新发病虫

的防控关键技术与集成应用；利用物联网、互联

网技术，构建数字化监测预警平台，实现病虫害

远程诊断、实时监测、早期预警和应急防治指挥

调度的网络化管理；强化重大病虫应急防控的分

类指导等。

推进农业机械产业和现代化发展的科技需求，

包括耕、种、管、收和贮各个环节的机械化、大平

原区域的大型机械化、平原地区的中型机械化、平

原水网区域的小型机械化、丘陵山区的小型机械化、

设施农业的小型机电化、间套作移栽的机械化等科

技问题。

农业副产物循环利用的科技问题，包括面广量

大的秸秆处理技术、大宗副产物的微生物处理技术、

秸秆纤维素等糖类资源利用微生物本身及其有益的

发酵产物作饲料添加剂技术等。

4. 应对非生物逆境干扰的重大科技需求

我国突出的问题主要涉及应对气象灾害的科技

需求问题，包括农业灾害监测新技术和检测设备技

术、重大自然灾害的预警监测技术；应对土壤污染

的科技需求问题，包括降低、分解土壤污染物的

技术，高效低毒农药、化肥以及替代的生物防治

技术等。

（三）针对重大科技需求的优先发展规划

农业科技需求问题的解决应进行全局的顶层设

计和长远谋划，要有预见性的纳入国家经济发展大

局计划，形成稳定健全的破解重大农业科技问题的

长效机制。因此，针对以上重大科技需求，实现农

业科技支撑食物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总体目标，

建议考虑制订重大科技优先发展规划。

1. 国家种植业产品供需和产业布局的动态监测

与调控研究规划 

作为全国农业和食物生产的组织者，必须要有

专门机构和成员系统研究每年、近期和中长期农业

和食物生产的布局和调控。种植业产品区域布局是

一个具有广泛内涵和实际操作内容的系统工程，涉

及面广，综合性强，不仅涉及到农业内部，还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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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外部的诸多领域；不仅要考虑当前一个时期的

发展速度，还要谋求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要将国际

农业兴衰对我国的牵连效应考虑在内。 
2. 全世界农作物基因资源的搜集、解析与重要

基因的发掘与研究规划   
种业是农业的根本，种业发展依赖于农作物基

因资源的丰富程度。虽然我国地大物博有着丰富的

基因资源，但是世界资源更为丰富，应该为我所用。

所以要在收集全世界农作物基因资源的基础上，发

掘潜力基因，用于我国育种的突破。

3. 我国农区光温资源有效利用的合理生态结构

研究规划   
充分利用农业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和农业生态

系统的时间结构，规划全国完善的耕作栽培制度。

在农业生态系统的垂直结构应用上，注重生物与环

境组分合理搭配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光、热、

水等自然资源，以提高生产力。同时注重农业生态

系统的时间结构规划，在安排农业生产及品种的种

养季节时，着重考虑如何使生物需要符合自然资源

变化的规律，充分利用资源、发挥生物的优势，提

高其生产力。使外界投入物质和能量与作物的生长

发育紧密协调。

4. 我国作物生产和研究的机械化、电气化、自

动化、信息化设施设备的研究规划  
注重在东北地区发展大型农机设备、黄淮地区

发展大中型农机设备、南方丘陵地区发展小型适合

间套作的农机设备。并在此基础上向电气化、自动

化、信息化扩展。

5. 我国农作物秸秆和废弃物利用技术的研究

规划   
秸秆和废弃物的优质部分作为光合作用的产

物有可能作为饲料添加剂，变废为宝。充分利用

1.8×109 亩耕地的副产物，应该作为攻关项目去

突破。 
6. 我国海洋饲料资源的发掘与产业发展研究

规划   
充分利用我国广袤的海域和国际公海发展海产

品饲料需要有总体设计和研究投入。

7. 我国草原修复、拓展和饲料牧草产业发展研

究规划   
牧草产业前景广阔，加快转变节粮型畜牧业的

发展方式，加大牧草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培育优良

牧草品种，配套研究相应的栽培技术，不与人争粮、

不与粮争地。 
8. 我国滩涂资源的形成与开发利用研究规划  
要制订我国滩涂资源的形成与开发利用规划，

实行先规划后围垦、先定位后建设、先试点后推广

的开发方针，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沿海滩

涂围垦综合开发。

三、重大农业科技创新与常规产业技术改进

互动的科技发展战略

以上科技需求涉及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难题，突

破需要时间和投入，生产不等人，可以先考虑现有

农业技术的改造、升级，满足产业发展的现时需求，

以此作为重大农业科技创新的缓冲期。同时作物生

产涉及土壤、作物品种、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等多方

面因素的综合调控，一个因素的突破需要多方面因

素的互动，尤其还涉及不同地理生态区域的特异性，

因而一种农业科技的创新，相应的要形成各区域新

的技术常态，重大农业科技创新要和新条件下产业

技术模式的常规化相互推动。上升到理念，我国食

物保障的科技支撑要力求突破前瞻性源技术及其相

应的源科学，与此同时必须将它们转换为常规性技

术体系，直接应用于生产的改进与提高。相应于前

瞻性科学技术创新和区域性常规技术的改进，国家

和省行政部门应组织好创新性科学与技术和区域性

产业技术两大研发体系。

首先，国家食物保障最根本的科技需求是全国

各地农业科技转型升级的需求，区域性常规技术的

转型升级是食物保障可持续全面发展的关键。要构

建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与国

家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相对接，加强常态应用

性生产技术的适时组装更新，满足持续发展的农业

科技需求。我国 2007 年开始建立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是一项创举，但力量仍显不足。因此，有

必要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分工、互补的农业产业技

术研发组装体系，突出农业的区域性特征，注重农

艺与农机相结合，注重农艺与病虫害防治相结合，

形成从种到收的规范化技术组合模式，定期、持续

更新技术组合，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的实

时驱动。在这个过程中，要改造原有的推广站体系

使之与地方产业技术体系相衔接，保证农业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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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持续更新。

同时，围绕食物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满足全国性、区域性、产业性和环节性的前瞻重大

科技需求，包括涉农源科学、源技术的需求（参见

上文的重大科技需求）。创新性农业科学与技术的

探索和突破是产业技术更新的源泉，要按产业组织

相应的学科群体系分头攻关。技术突破的创新与探

索是持续性的，不宜看做短期行为，要组织中央与

省农业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的科技力量开展这种中长

期的创新与探索。

实施重大农业科技前瞻性创新与常规产业技术

改进互动的科技发展战略可以兼顾近期和长远的食

物保障对科技支撑的需求。农业科学和技术的创新

是以基础科学知识的创新为依据的，植根于生物学、

物理学和化学的科学发现，所以农业科学和技术创

新的上层研究人员必须与基础科学的研究保持跟踪

与衔接。高等院校具有较广、较深的基础科学知识

和平台，具有基础性研究的优势，要鼓励高等院校

和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所的紧密结合，使农业产业

技术的水平建立在现代基础科学之上。

四、支撑重大农业科技发展的农业科技体制

与机制改革

前瞻性重大科技难题的破解和常规性科技持

续转型升级，必须要有谋划和推动。近期我国农业

发展因为缺乏谋划和推动导致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

展的教训是深刻的。例如，改革开放后我国制造业

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

移，农业生产必须以机械化来支持这种转移；随着

农作物产量的提高，秸秆和农业废弃物相应大幅度

增加，农村燃料又大量转向煤和气，结果是收获季

节全国大范围燃烧秸秆，既浪费了光合产物又导致

了环境的严重污染。改革开放已经 37 年，这两个

问题的发现至少也有 20 年了，漫长的时间内还没

有作为重要问题，组织攻关去解决它，从科技方面

看我国至少有科技主管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两个部

门有责任管理这件事。这个事实说明农业科技需求

问题的解决应有全局的顶层设计、长远谋划和持续

监督，要有预见性地纳入国家经济发展大局计划，

形成稳定健全的破解重大农业科技问题的长效机

制。实现这个理想，必须要从农业科技体制、机制

的改革上着眼，要建立健全能支撑国家重大农业科

技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一）农业科技体制与机制改革的领域和关键

农业科技体制与机制是长期的积累所形成的，

涉及面广、量大的内涵，有待改革的领域至少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1. 农业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方面   

①明确农业科技创新包括相互衔接的农业产业

技术转型升级创新、农业应用源技术与源科学创新

以及农业有关基础科学创新，而农业产业技术转型

升级创新是落到产业实处真正体现农业科技创新链

价值的关键环节。农业科技创新管理体制应该与这

个创新链相一致，要面向覆盖全国的农业产业技术

转型升级创新，同时要梳理出难度大的前瞻性源技

术与源科学创新问题，组织专家攻关。农业科技创

新的顶层设计和实施要有熟悉农业生产、熟悉农业

科技的管理科学家承担。②明确中央各部门的科技

管理职能分工。将农业产业技术及其源技术与源科

学创新纳入与各地区紧密联系的农业产业部门统一

谋划与推动。科技主管部门要主抓具有多行业共性

的基础性、探索性、战略性高技术创新，只有科技

主管部门将面广、量大的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交给各

个产业部门才能转过身来把目标和精力集中投向超

越世界的高科技、高科学，从而为各产业部门科技

的发展奠定高水平新平台。③明确中央与地方农业

科研机构分工。省级或区域性农业科研机构负责本

省区产业技术创新和资源条件改造，市级科研机构

负责利用各种已有技术，针对地方性特点和需求进

行组装、集成、更新、配套，直接服务于地方农业

的发展。④农业产业技术转型升级创新要和农业科

技推广服务体系相衔接。要深化公益性农技推广机

构的改革与建设，构建以农业机械为枢纽的社会化

农技服务体系。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农业推广投入。

建立农业科研教育机构开展农技服务的机制，提高

农技推广人员的素质。

2. 农业科技创新管理机制方面    

①农业产业技术转型升级创新、农业应用源技

术与源科学创新以及农业有关基础科学创新三个环

节加上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这四者之间的相互

衔接是农业科技创新管理机制上首先要做好顶层设

计的命题。②农业科技创新管理中，立项与组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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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最基本的环节。农业科技面向广大农民，区域

性、公益性、服务性、延续性是其基本特点，农业

产业技术转型升级、创新应该是稳定支持的，农业

应用源技术与源科学创新应该为稳定支持辅之以少

量的竞争性支持，即便农业有关于基础科学创新也

应该是稳定性支持与竞争性支持相结合。滥用竞争

性支持导致了科学研究中的短期行为和文牍泛滥，

腐败行为也趁虚而入。③科技创新研发项目管理要

加强科学家的责任，尊重项目主持人的管理职能，

精简会议表报，保证将时间用在研究上。科学家要

组织优秀攻关团队，按照目标要求完成科学研究和

攻关任务，并对主管部门负责。

3. 改革农业科技评价制度方面    
这是管理机制方面的一个内容，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国家应革新激励创新的原则和机制，奖励应

重视荣誉性，奖励的重点在于奖励工作条件。奖励

要远离金钱和腐败，取缔时时、事事与金钱挂钩的

滥发奖金机制，取缔以金钱为诱饵的人员流动投机

机制。要精简政府奖励，调整奖励结构，接轨国际

科技奖励办法，多发展市场化和社会力量奖励、多

发展公益性科技奖励。相应地要改革科技奖励评价

机制，分类建立科学的农业科技绩效评价制度。

（二）重点建议

1. 设立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与监管机构

作为全国农业和食物生产的组织者，必须有专

门机构和成员系统研究每年、短期和中长期农业和

食物生产的布局和调控。作为常设机构，密切掌握

国家农业产业全方位的动态，根据国内外农业产业

动态每年提出农业产业结构布局的建议和相应的政

策建议，就全国食物保障（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为

中央领导提供咨询，其中包括全国农业发展的合理

布局、跟踪国内外食物生产的动态调整策略、农业

科技发展的重大支撑咨询等一系列问题，统筹谋划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

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为“农村、农

业和农民”建一个持之以恒、统筹谋划全国农业持

续发展的机构是合适的。进一步的建议是扩大建设

农业部，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全局上总管国

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可将国家农业可持续发

展研究与监管机构设在农业部。各省应在省政府或

农业厅设有相应机构。

2. 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应承担产业应用技术并转

化为生产力的责任，而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应为农业

源技术、源科学创新奠定基础

农业科学技术涉及三个层面：农业应用技术、

农业应用技术的源技术与源科学、基础性科学。国

家农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担起农业产业技术转型升级

创新和农业应用源技术与源科学创新的责任，通过

技术推广体系转化成生产力；国家科技主管部门要

为农业源技术、源科学创新奠定高技术、高科学的

基础。能深入细致地了解产业动态和技术需求的还

是产业部门，非产业部门往往不能深入实际、深入

细微，解决不了涉及全国农户（企）紧迫的食物保

障的科技支撑问题。农业主管部门拥有最大规模的

行政和技术力量，要利用其对各省区、各地域农业

生产掌握第一手认知的优势，组织好相应地区常规

产业技术改进和重大农业科技前瞻性创新互动的设

计和实施，适时适地不断形成、落实技术的新常态。

要由农业主管部门组织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大

科技需求项目的规划、论证与组织实施。农业主管

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委和省份组织非耕地资源利用

策略重大科技项目的规划、论证与组织实施。农业

主管部门负责重大科技需求必须的科技规划项目编

制、论证并与其他相关部委联合作为国家重大专项

组织实施。当前农业机械和秸秆处理的问题应立攻

关专项，限期解决。农业科技基础性的生物学、物

理学、化学的共性研究，应由国家科技主管部门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和管理，要为农业源技术、

源科学创新奠定高技术、高科学的基础。

3. 农业科技研究要以产业发展需求为首要目

标，建立健全两大科技研究体系

产业技术研究与组装体系和前瞻性源技术源科

学研究体系全国统归农业主管部门、各省市自治区

统归农业厅管理，以保证服务于产业发展的导向。

省市自治区建立产业技术体系服务于省市自治区农

业产业技术的研发，国家建立产业技术体系服务于

全国和区域性农业技术的创新。省市自治区农业科

学院要和农业大学联合，重点研发前瞻性的源技术

和涉农源科学，国家农业科学院、农业部重点实验

室和农业大学相结合，重点研发全国性、区域性的

源技术和涉农源科学。

整合地区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资

源，统筹建立地区性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为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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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性的农业科技组装更新需求，探索公益性农业

技术推广机构改革，要重新界定地区农业科研机构

的作用边界，将地区农业科研机构与基层农业技术

推广体系的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建立地区性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服务于地方农业产业发展。

4. 完善农业科研投入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科

技资助体系

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

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体系，形成稳定的投入增长机

制。科学基金制：适合自由探索式研究；稳定性支

持：有助于对服务地区应用科技的持续发展做长远

安排。要探索建立符合科研规律、有序竞争与相对

稳定支持相结合的经费资助机制，提高稳定资助比

重，基础研究可以更多的倾向于实行自由竞争的资

助方式，应用研究方面应该偏向于围绕产业问题，

实行长期稳定资助。产业技术研究和组装体系应由

国家或省的专项经费支持；前瞻性源技术、涉农源

科学研究体系应以拨款为主，辅以自由基金竞争。

5. 引导中国农业科学院、高等农业院校和中国

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发掘提炼农业科技支撑的高技术、

高科学命题，用以推动我国农业科技的跨越发展

要引导中国农业科学院，高等农业院校和中国

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熟悉全国农业生产，不断发掘、

提炼农业科技创新的新方向、新问题，上升到基础

科学层面上研究与农业科学有关的高技术、高科学

命题。农业科学涉及多方面的基础学科，不仅仅生

物学科，农业现代化涉及的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

集约化与化学学科、物理学科等密切相关。要根据

中国的国情、农情利用高技术、高科技新成果推动

我国农业科技跨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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