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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农业解读 

郭书田 
 

▲在人口压力巨大、人均资源相对极为短缺、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尤为重要，新型的现代农业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指农民是主人，应当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农

民的权益，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不应该理解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主

要依靠农民。 

  

  ▲依法有序地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从而从根本上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十分必要与紧迫的任

务。 

  

  ▲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传统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精华同现代

先进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融为一体，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农业。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公布，这是自2004年以来的第四个关于“三

农”问题的重要文件。前三个“一号文件”的主题分别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此次主题是发展现代农业，与前三个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每个“一号文件”提出的目标与要求，都不

是在一年之内就能实现的，具有长期性。 

  

  新型的现代农业是对“石油农业”的扬弃 

  

  提出发展现代农业，不是始自今日。上个世纪60年代，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就提出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

“四个现代化”目标。其中农业现代化包括良种化、水利化、机械化、化学化四

个目标，成为现代农业的基本内涵。实践证明，这个农业的“四化”，虽然在由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促进

生产的发展，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不可否认，其负面影响

也是不小的，且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特别是化学化，既有促进生产发展的正面

作用，又有恶化农业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农业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走了一条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带有掠夺式经营而难以为继的道路。 

  

  从全球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的现代化程度是很高的，主要表现在土地产

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在遗传育种、矿物

质营养、动力机械三大农业技术的推动下，大大促进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

转变。但是，这种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农业现在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



 

时候了。这种现代农业被称作是“石油农业”。西方发达国家也在反思和矫正这

种现代农业模式的缺陷。 

  

  今年的“一号文件”对现代农业的定义为：用现代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

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

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

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素

质、效益和竞争力。这些内容反映了当今世界现代农业的共性，其中用现代发展

理念引领农业特别重要。我的理解是，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现代农业，这有

助于落实中央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以及转变农业增长率、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我国在人口压力巨大、人均资源相对极为短缺、农业生态环

境日益恶化、生态欠债太多、严重影响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情况下，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尤为重要，新型的现代农业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 

  

  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 

  

  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生态环境恶化、抗灾能力下降的状

态，每届政府都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强调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

的首位，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农业高速增长的动因是一靠政

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把增加投入放在了重要位置。但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未有实质性调整的情况下，这些要求很难落实。近年来，党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对增加农业的投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

“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建立促进现代农业的投入保障机

制。坚持中央和县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

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中包括三个“继续高于”上年，即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继

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

于农村建设的增量继续高于上年。相信今年对农业的投入会有较多的增加。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能否体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仅要

看增量与总量，更重要的是要看在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用于农业的支

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能否同步增加。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增加对农业

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三个高于”，即财政支农支出增量高于上年，国债

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的资金高于上年。这同今年的三个继续“高于”略有不同。增加了土地出让收

入用于农业建设的增量继续高于去年，去掉了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业建设的

比重高于上年。由于国债总量是下降的，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自然会上升，这是

不言而喻的。有报道说，2006年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为历史

最高水平，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增幅为14.2%。但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上

年的9.2%下降为8.8%。这是由于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而支农支出没有同比增加

造成的。而且支援农业支出与行政管理费支出比较形成巨大的反差，反映出上层

建筑与经济基础极不对称的现象，是长期以来二元结构在财政支出方面的突出表

现。 

  

  为增加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还应强调投资主体多元化，特别应强化各级

 



政府的投资主体。这是因为这种投入属于关系国计民生和9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公共

建设，具有公益性质，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也是对“取大于予”欠债的必要补

偿。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指农民是主人，应当尊重农民的意

愿，保护农民的权益，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不应该理解为发展现代农

业的投入主要依靠农民。固然现代农业的简单再生产与一部分扩大再生产的投

入，可以靠农民，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根据WTO规定的“绿箱”政策

为农业提供的必要补贴，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任务。多年来，由于我们强调农民

是投入的主体而忽视政府的投入，是农业仍是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重要根源。 

  

  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经营规模 

  

  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出路

在于扩大经营规模，即适度规模的种植与养殖，以机械为主的作业替代以人畜力

为主的作业。 

  

  目前，我国的农业仍然是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2.4亿农户，每户平均经营0.5

公顷的土地，属于“超小型”农户经济，尽管推广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

推进农业生产化经营，能够增加一定的效益，但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为此，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农业合作组织、政府及民间的服务组织，为农民

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增加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则需要转移农业多余劳动力

到非农产业，为扩大经营规模创造条件。为此，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在农民自愿

互利的原则下，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就十分必要。各地出现的“粮食状元”，

经营土地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生产粮食数百万斤，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达到

了现代农业的要求，创造了规模经营的典型。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土地流

失现象十分严重，近十年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面积由19.5亿亩下降为

18.3亿亩，不仅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以及“保护基本农田”的目标未能实现，

而且出现失地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利益为代价

的。这就需要推进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和完善土地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农民承

包土地的使用权流转进展十分缓慢，这是因为土地功能的二重性，既是生产资

料，又是生活保障，土地既是农民的命根子，同时又与农村社会保障基本处于空

白状态而农民有后顾之忧有关。因此，在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扩大覆盖面的过

程中，依法有序地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从而从根本上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十分必要与紧迫的任

务。 

  

  用现代技术改造农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环节 

  

  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积累了丰富的农艺技术，十分宝贵；在由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运用工程技术、化学技术以及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

术，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目共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除了上述各项技

术的综合运用之外，为避免和克服这些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应突出生物技

术，形成“3R”（3R”，即：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良

性循环的现代农业生产链。为克服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安全，人类在经历了原始



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正在走向生态文明时代，而生物技术在实现生态

文明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本身就是生物性产业，大面积使用生物技术，

可以为人们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可以充分利用农业的副产品或废弃物（包括

秸秆与畜禽粪便等），实现循环利用；可以发展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缓解石化

能源枯竭与污染环境的压力；可以改造中低产田以及沙荒地、盐碱地等，扩大耕

地面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可以改善农村生态与生活环境，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可以促进农业功能的多元化，包括经济功能、生态功能、能源功

能、保健功能、文化功能等；可以使我们悠久的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农业文明

“嫁接”起来，产生新的农业文明。 

  

  我国各地由于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各个民族的

历史与文化传统也很不相同，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必然呈现多样模式的特点，农

区、山区、林区、牧区、渔区各有特色。不论何地，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有不以赢

利为目的而以服务为宗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合作组织，包括生产、加工、贮

藏、运输、供销、信用等合作社，并根据《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确立的基

本原则，向供销、信用等合作拓展，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组织保证，是由小生产

转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由之路，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共同经验，是

其他任何组织形式不能取代的基本选择。我们的任务是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地

制宜，把传统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精华同现代先进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融为一

体，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农业。（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

技术研究所所长）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