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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要达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实现农业与工业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而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尚不到工

业服务业的 1/3。本文在分析农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认为，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应通过内部分工来大幅提升劳动生

产率；养殖业应向规模化、现代化转变，种植业需向“二八格局”转变（即 20% 的大农生产 80% 的农产品并贡献 20% 的增

加值、80% 的小农生产 20% 的农产品并贡献 80% 的增加值），大农主要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以保障粮食安全，小农主要

发展高值农业以保障收入增长。这既是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符合国情的理想愿景。鉴于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

加快农业转型任务的艰巨性，管理部门应适时进行重大战略部署，出台对应保障与激励措施；尤其需要建成针对大农与小农

的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创新型农业科技、人才培育体系，建立适应农业全面现

代化要求的组织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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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we need to equalize the labor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with that in other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China’s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s less than 1/3 of that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Our analysis on the 
tre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uggest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raise th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through internal labor division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breeding industry needs to transform toward scaled and modernized development and the planting 
industry needs to change to a new pattern—20% of large-scale farmers produce 80%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r contribute 20% of 
added value while 80% of small-scale farmers produce 20%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r contribute 80% of added value. Large-scale 
farmers mainly produce bulk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luding grain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while small-scale farmers develop high-
value agriculture to ensure income growth. Eventually,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large- and small-scale farmers will converg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is inevitable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s an ideal vision in line with national realities. 
However, the task of transforming to the new pattern is arduous, an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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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市场开

放、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显著提升了我国农业生产

力并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 [1]。40 多年的农村改革

开放，不仅基本实现了国家粮食安全，更是推动了

农村经济结构转型；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与传统农业

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

增长率接近 3% [2]，高效高值农业已成为农业生产

结构转变的重要特征 [3]；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

为 5.4%，远高于 1% 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虽然我国

农业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对照全面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仍面临诸多挑战。到 21 世纪

中叶建成共同富裕社会，仍需重点解决农业与工业

服务业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仍受远期需求增长、农业总投入与生产力增速放

缓等因素制约，科学布局农业生产、进一步提升农

业生产率是有待深化的重点任务；另一方面，农业

资源环境压力、极端气候环境冲击、城乡发展不均

衡等情况仍在掣肘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入

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并优化农产品供应结

构，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必然需要农业

与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趋同、农业部门内

部生产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未来养殖业将率先全

面实现规模化、现代化，但种植业在大幅提升劳动

生产率的同时，需要朝着“二八格局”方向转变：

20% 的大农生产 80% 农产品或贡献 20% 增加值，

80% 的小农生产 20% 农产品或贡献 80% 增加值。

这一任务极为艰巨，“十四五”时期即应作出战略

部署，出台配套的政策保障措施。

有关未来我国农业的发展愿景与对策问题，目

前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 [4,5]，但侧重于主要农产

品的供需趋势预测，而对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实

现农业转型的路径讨论较少；由于分析视角的差异

性，关于未来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各类预测结论相差

较大，不易形成对未来农业发展愿景的统一判断。

针对于此，本文以全球农业发展趋势研判为基础，

提出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理想愿景；针对面临的主

要挑战，从农业劳动力、农业新技术等角度探讨我

国未来农业发展、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变的战

略规划与宏观对策。为了聚焦研究产出，本文涉及

的农业发展愿景及相关内容以对未来我国农业发展

影响最主要的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同时就种植业

开展重点讨论。

二、我国农业发展趋势与 2050 年愿景

（一）我国农业发展趋势

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趋同。1978 年

以来，我国农业总产值持续上升，但农业就业人口

占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持续下降。2019 年，

我国农业就业人口约为 1.77 亿，占全国就业人口总

数的 23.6%，比 1978 年、1992 年分别减少了 46 个、

36 个百分点（见图 1）。农业就业人口占比的下降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非农生产部门

的快速发展，农村非农就业占比从 1978 年的 9.2%
提升到了 2018 年的 84.4% [6,7]。农业就业人口占

比的持续下降对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

义，但现状占比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例如，

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之

后，农业就业人口占比通常会下降到 5% 甚至更低

水平 [6]；发达国家农业就业人口占比通常伴随着

农业产值占比的下降而下降并逐渐趋同，而我国目

前农业就业人口占比远高于农业产值占比，如 2020 年

两者分别为 23.6%、7.7%。

基于过去 40 多年农业劳动力就业占比的变动

情况、对未来劳动力就业趋势的预判，我国农业就

业占比在 2030 年将下降至 10% [8]，农业 GDP 占

比下降至 4.5%；2050 年可实现两者基本相当（分别

and introduce corresponding safeguards and incentive measures. Particularl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large- and small-scale farmers,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land transfer markets, 
optimize the innovativ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human capacity building system, and establish an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system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future agriculture; planting industry; 80/20 pattern;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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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3.6%），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与工业服务业之

间的差异也逐步消除（1 : 1.1），工农收入实现趋同。

农业劳动力将从 2020 年的 1.77 亿人减少到 2050 年

的不足 3000 万人（包含种植业 2400 多万人、养殖

业 500 多万人）（见图 2）。随着农业劳动力数量下

降，农民素质也将显著提升。农民素质提升、农业

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都将促进农业与工业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的趋同，使得从事农业生产成为体面职

业，进而保障全面共同富裕。

（二）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变

多年来，随着市场改革与技术进步，我国粮食

图 1  我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农业 GDP 占比的变化情况（1952—2020 年）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0》。

图 2  我国农业劳动力变化趋势（1980—2050 年）
注：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及项目组的未来预测。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5 000

10 000

15 000

20 000

25 000

30 000

35 000

40 000

19
52

19
65

19
78

19
81

19
84

19
87

19
90

19
93

19
96

19
99

20
02

20
05

20
08

20
11

20
14

20
17

20
20

占
比

/%

人
口

/万
人

农业就业人口； 农业就业人口占比；

时间/年

农业GDP占比

29 808

34 186

20 258

7964

3032

0

5 000

10 000

15 000

20 000

25 000

30 000

35 000

40 000

19
80

19
85

19
90

19
95

20
00

20
05

20
10

20
15

20
20

20
25

20
30

20
35

20
40

20
45

20
50

农
业
劳
动
力

/万
人

时间/年



014

面向 2050 年我国农业发展愿景与对策研究

总产量呈波动上升态势，特别是 2009 年以来粮食

产量连续十二年超过 6.58×108 t，确保了国家粮食

安全。与此同时，高值高质农产品生产以更快速度

增长，1978—2018 年，猪牛羊肉的年均增长率为

5.6%~8.6%，水产品生产增长率达到 7%，家禽产量

增长更快。受需求增长的驱动，种植业内部的水果

生产增长更是明显高于粮食作物，1978—2018 年平

均增速达到 11%（见图 3）；蔬菜播种面积以年均

5.1% 的速度增长（如果计入单产和质量的同步提高，

相应产值增长速度将更快）。

农业产值迅速增长的背后是农业生产力的显著

提升，关键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在这一过

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农业经营模式变化，农村家庭承包耕地的流转面积

也在不断增加，2018 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

超过 5.39×108 亩（1 亩 ≈ 666.7 m2）。然而，绝大多

数种植业农户仍以小农经营为主，如 2017 年耕地

面积在 10 亩以下的农户数量占全部生产性农户的

85% 以上（见图 4）。这表明，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

“小农”“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仍将存在。

未来 30 年，养殖业将率先全面实现规模化、

现代化；虽然种植业中的单个劳动力耕地面积将不断

提高，但到 2050 年仍不到 75 亩（1.8×109 亩 / 2400 多

万人）。种植业的发展愿景可表述为：以家庭农场

（平均两个劳动力）为主，耕地面积超过 100 亩的

大农占 20% 左右，低于 100 亩的小农占 80% 左右；

20% 大农将生产 80% 农作物产量或贡献 20% 增加

值，80% 小农将生产 20% 农作物产量或贡献 80%
的增加值。这一愿景客观体现了我国种植业生产的

“二八格局”特征。大农主要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

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小农主要发展高值农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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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占比变化趋势（2009—2017 年）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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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收入持续增长，最终大农、小农的劳动生产率

趋同，实现大小农户的共同富裕。

（三）现代智慧生态成为农业技术发展方向

科技进步是我国农业生产产量增长、国家食物

供给安全的根本保障，未来仍是农业生产发展与产

量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9~11]。1978—2016 年，我国

农业科技进步年增长率接近 3%（远高于国际平均

水平的 1%），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总产值的贡

献超过了 56%。

回顾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农业生产的要素变

化推动着技术发展与更新换代。在早期，生产以粗

放经营为主，所采用的技术从“广种薄收”到“开

荒扩种”，农作物品种均为传统的地方品种，田间

管理技术多为总结农民经验后推出的优良生产技

术 [12]，技术特征表现为土地使用型和资金节约

型 [9]。随着人口数量增长、经济规模壮大，土地

的开垦潜力面临瓶颈，凭借“广种薄收”所获得的

粮食产量增长已无法满足需求。各地开始在寻求提

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上下功夫，然而随着肥料投

入量的增加，原有的农家品种因不抗倒伏而限制了

产量提升；高产抗倒品种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需

求，我国的矮秆品种在国际上率先投入生产，迅速

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导品种 [13]；这一阶段的

技术特征表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以资金替代土

地 [9]。值得指出的是，以矮秆抗倒品种为主要内

容的绿色革命技术，实现了大型收割机械（集收获、

脱粒、耕地、施肥于一体）对人工收获的替代；但

与此同时，因矮秆抗倒且增产潜力较高，农民倾向

于增加化肥投入，相应的植株冠层增加又加重了病

虫对作物的危害，从而进一步驱动农药投入的增长，

也就引发整个技术体系的变化。

生物育种技术与绿色革命技术不同，在增加产

量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投入。例如，抗虫转基因生物

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显著降低了农药施用量，也就

减少了施用农药的劳动投入；抗除草剂转基因新品

种的采用，则以化学农药部分替代了人工除草 [14]。
这类新技术可部分替代劳动力，但仅导致个别投入

要素的变化，而对整个技术体系的影响相对不大，

更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显现出与绿色革

命技术的差异性。

随着传感器、遥感、信息、物联网等技术的发

展以及在农业应用中的深入，未来 30 年这些技术

将与生物育种技术一起共同推动新一轮农业科技革

命。例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运用传感器、遥感

等技术实现精准感知，通过信息、互联网技术实现

精准控制，利用掌握的生产、市场信息实现精准决

策，全面提升智慧化水平 [15]。
着眼未来，智慧农业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

的生产与经营方式，实现机器对大量人工投入的高

效替代。①感知生产过程，实现机器对部分劳动力

的替代，避免生产经验差异导致的感知差异。②控

制生产过程，掌握土壤的水分、养分情况，自动决

策施肥、灌溉措施及施用量，以生产过程的自动控

制来规避传统农业过多依赖人的经验以及不完全科

学的问题。③解放多数劳动力，减少田间观察需求，

扩大单个农户的生产规模。④农业生产工厂化，在

标准化条件下实现整个生产过程的可观可控，提升

农业生产环境的适应性 [16]。
未来 30 年，在农业生产追求高产量、智慧化

的同时，绿色和健康将是技术运用的必然趋势、市

场竞争的自然选择。在提升智慧化生产水平的同时，

以绿色、健康的农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以良好的

农业生态展现农业生产“美丽田园”与现代化村镇

的和谐统一。

三、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农民综合素养有待

提高

过去 30 年，我国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劳动生

产率之比从 1 : 4.8 下降到 1 : 3.7，未来 30 年这一比

率要下降到 1 : 1.1。这一过程离不开农民综合素养

的大幅提高。一方面，我国近半数农业从业者都在

50 岁以上，新生代农村人口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意

愿和技能（开始远离农村和土地） [17,18]，部分地

区出现了所谓的“老人农业”现象 [19,20]。另一方

面，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层次整体不高，短期内难

以改善。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2020 年

全国基本普及了高中阶段教育，但农村地区人力资

本外流导致了农业从业者的知识水平相对偏低。《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未上过学、小学、初

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依旧是农业从业人员的主力，

2019 年三类占比分别为 7.4%、38.8%、45.9%，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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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相比有所改善（见图 5）；但在农业从业人

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有 1%，是住宿和餐饮

业（10.1%）的十分之一、教育业（74.5%）的近百

分之一；高中或中职教育程度的占比为 6.8%，远

低于各行业平均水平（18.7%）。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教育水

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主要以

高中学历为主，如 2016 年，美国农民具有高中学

历的占比为 53.1% [21]，日本为 74.8% [22]，德国

为 63.5%，英国则超过 40% [23]。在我国，农民受

过高中教育的劳动力占比仅为 7.1%，超过 90% 的

农民都是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我国农民大专及以

上教育程度的占比更低，仅相当于美国的 3.5%、英

国的 4.7%、德国的 5.1%、法国的 7.0%。

（二）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培养机制缺乏，不适应

智慧生态农业发展需要

在农业教育体系方面，主要由普通高等本科院

校、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组成，目前处于相

对边缘的状态，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据本研究调查，

2018年我国共有1245所普通本 /专科学校，其中农业、

林业高校有 47 所（如纳入综合类高校，则涉农高校

共有 51 所）；与 2004 年相比，涉农高校的招生规模

虽然增长了 48 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普通高校招生

规模的整体增长水平；2015 年我国高职院校农林牧渔

大类专业的专科生招生人数仅有 5.9 万人（占 348.4 万

总招生人数的 1.7%），远不能满足相关产业的发展需

求。全国共有中职学校 9132 所，在对其中的 5150 所

调研后发现，仅有 1145 所学校开设了涉农专业，这

与乡村振兴的规模、数量需求存在差距。

在涉农知识结构方面，农业学科交叉融合不足，

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较为单一，不能适应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从中职、高职开设的专业来看，

涉农专业集中在畜牧兽医、现代农艺技术、园林技

术、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

专业，布局较为传统；仅有少数几所学校开设了农

村环境监测、森林消防、循环农业生产与管理等专

业，没有院校开设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农产品质量

检测与管理专业；与新时期的智慧农业、数字技术

相关的教学内容在培养教学中也少有体现。因此，

当前的专业设置、人才结构不足以支撑乡村现代产

业发展的需求。

在农业培训体系方面，农民积极参与教育培训

并提高素质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内容，但

目前有关农业劳动力的培训目标不明确、内容不合

理，资源浪费严重，考核评价体系亟待完善。近年

来，管理部门制定和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经费

投入力度在逐年加大，农业理论研究得到加强 [24]；
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业现代化进程

的加快，已对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原有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体制的种种弊端逐

渐显现 [13]。

图 5  我国农业从业人员教育水平结构变化（2002—2019 年）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

12 11 10 12 10 9 8 8 6 4 4 4 4 7 7 7 7 7 

41 41 40 40 40 39 38 38 37 36 36 35 36 
38 39 38 38 39 

42 43 45 43 44 46 48 49 50 53 53 53 52 47 47 49 49 46 

5 5 5 5 5 5 5 6 6 6 6 7 7 6 6 6 6 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占
比

/%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职； 大专及以上

时间/年



017

中国工程科学 2022 年 第 24 卷 第 1 期

（三）国家食物安全、共同富裕目标的同步实现面

临挑战

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种植业

不能走南美洲、北美洲完全规模化发展的道路，大

小农户将长期并存。然而，当前的种植业生产格

局不但难以保障粮食安全，也无法实现大小农户的

共同富裕。2017 年，耕地 10 亩以下的农户占比为

85.4%，小农生产粮食难以保障家庭的足够收入；

对于占比不到 2%、耕地大于 100 亩的农户、股份

合作社、工商企业、土地托管等经营主体而言，受

粮食价格波动、种粮收益不稳等因素的影响，也部

分出现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现象。

要实现小农与大农共同富裕目标，小农必须

发展高值农业以提高从业者收入。随着收入增长

和消费结构升级，居民食物需求结构突出了高质

高值、绿色有机的农产品，小农生产高值农产品

正好满足这部分需求。也要注意到，当前小农发

展高效、高质、特色的高值农业，不但缺乏专业

技术、社会化服务、稳定政策的支持，近期还面

临限制非粮化等政策约束。

在脱贫后，实现农民和全体国民收入提升目

标面临不小的挑战。一方面，过去 30 年农业与工

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仅从 1 : 4.8 下降到 1 : 
3.7，未来 30 年这一比率要继续下降到 1 : 1.1，农

业部门需要转移 1.47 亿劳动力人口到非农部门就

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基准偏低且增长缓慢，2020 年

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有工业服务业的 32.6%，处于明

显滞后状态。在各行业推进“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的大背景下，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增速已

开始减缓，通过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来促进农

业规模化生产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难度在加

大。与此同时，现代智慧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以高

素质农民为基础，但农民群体面临着老龄化、学历

低等现实问题，导致农村地区人力资本不足以支持

未来农业发展需要。 

四、2050 年我国农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建议

（一）农业发展战略规划

基于农业发展愿景和主要挑战，至 2050 年，

我国农业在养殖业率先全面实现规模化、现代化

的基础上，完成种植业向“二八格局”的转变；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阶段。

1. 大幅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农民与全体

国民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与目标

“十四五”时期，农业 GDP 和就业占比需要

从 2020 年的 7.7%、23.6% 分别下降到 2025 年的

6.7%、19%。若“十四五”时期达不到这一目标，

2035 年（5.2%、10%） 和 2050 年（3.6%、4.0%）

的中长期愿景将难以实现。与之对应，农民素质在

2035 年和 2050 年需先后达到日本、欧洲和美国的

现有水平。

2. 养殖业率先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

生产发展由传统方式向规模化、现代化转变，

这是我国养殖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必然选择。在畜

牧规模化养殖技术方面，我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并无显著差异，因而我国畜牧业将率先在农业

领域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随着产业技术的发展和

养殖规模的提升，养殖业生产将广泛采用先进的生

产工艺与设备，如自动化饲喂、环境自动控制、性

能自动评测设施设备，动物发情、人工授精、孕期

检测等便携式设施设备，饮水、清粪、消毒自动化

与智能化等设施设备；利用物联网技术开展重要疫

病风险的防控，涉及重要疫病感染早期诊断、动物

群体免疫效果评价、感染动物与免疫动物鉴别诊断、

疫病风险监测与预警等。

3. 推进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变以保障粮食

安全与大小农户共同富裕

“十四五”时期，初步形成大农生产大宗农产

品（如粮食）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小农发展高值

农业以提高收入并促进乡村振兴的分工发展格局。

家庭农场成为生产主体，耕地大于 100 亩的大农

占比从当前的约 2% 增加到 2025 年的 5%（平均约

140 亩）、2035 年的 15%（平均约 150 亩）、2050 年

的 20%（平均约 500 亩）；小农经营的平均规模从

现在的 10 多亩提升到 2025 年的约 20 亩、2035 年

的约 30 亩、2050 年的约 60 亩，最终形成“二八

格局”。大农通过规模化生产和种粮收益保障措施，

小农通过发展高值农业提高收入，由此实现大小农

户共同富裕。

（二）农业发展对策建议

1. 2025 年前建成针对大农与小农的政策支持体系

大农政策支持体系主要涉及：适度经营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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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的长期流转，生产基础设施

建设，农机补贴保持与增长，农业信贷专项资金渠

道，粮仓建设，生产与收入保险等种粮收益保障。

小农高值农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主要涉及：组建生

产营销合作社，电子商务与小额信贷，涵盖全产业

链的社会化服务，地方特色品牌建设，生产与市场

保险等高值农业供销保障。

2. 为种植业顺利向“二八格局”转变创造城乡

融合发展、土地流转市场等方面的有利条件

加速更为公平的城市化进程，在为农村劳动力

创造大量非农就业机会的同时，促进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城市常驻人口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公平化。促

进农村乡镇的非农就业，为农民在农闲季节创造更

多的非农兼业机会。建立专项基金，鼓励农村年轻

人参加在职或脱产形式的农业教育培训，支持家庭

农场创建。完善土地流转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基

于区块链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平台、土地流转管理

与服务机构，促进土地的有序流转。

3. 构建创新型农业科技体系以支持大农与小农

发展

构建适应现代智慧生态农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体

系，建立学科交叉、领域耦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加

大现代智慧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与瓶颈环

节研发投资。提升生物育种与关键基因发掘、智能

农机装备、绿色投入品创制、食品营养健康改善、

智慧农产品供应链、农业生态功能提升与农业环境

保护等方向的研发与创新能力，推动现代农业技术

的全面自主创新，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注重颠覆

性的农业科技与生物、数字及装备等跨界技术在规

模化大农生产中的应用，品质提升与数字技术在小

农生产与营销中的应用。

4. 完善现代农业人才培育体系

瞄准中长期发展亟需，改革中等、高等职业教

育体系中的农业教育培养模式及相应的财政支持方

式。以培养高素质农民为目标，优化课程体系，设

置与田间生产、市场营销相配套的培训课程，满足

农民对生产各阶段的不同知识需求。批量培育直接

从事农业生产、适合农业向“二八格局”转型的新

兴人才，建立基于人才培养质量的绩效评价机制、

财政支持机制。

5. 建立适应农业全面现代化要求的组织保障体系

建议农业农村部成立现代智慧农业发展专门协

调机构，就现代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与政策

制定开展跨部门协调工作，牵头政策制定过程并完

善发展方向。建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畜牧业司、

种子司、科教司等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和支持大户生

产与营销，经管司、乡村振兴局等管理部门负责和

支持小农高值农业发展，为大农与小农的分工发展

并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提供完备的组织保障。在支持

种植业、养殖业智慧化发展的同时，确保各项农业

生产朝着绿色、健康方向发展，建成以美丽田园、

美好家园为主体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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