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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和平等：关于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12年中国现代化报告》的
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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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3日，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据媒体报导，该报告称：以农业增加值比

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3项指标进行计算。截至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韩国差36

年。媒体报导该研究成果的结论已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广泛质疑。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现代农业

研究室长期从事农业现代化研究，对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认为，评价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从指标的

选择，到各个指标的权重设定，还有评价的方法都很重要，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对于国际间比较农业现代化，由于国情不同，各个国家

资源禀赋不同，要考虑到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原理。目前国际上农业现代化比较的指标一般是土地生产率、粮食作物单产水平、总要素生产率、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等。 

本研究室科研人员从专业角度出发，认为《2012年中国现代化报告》存在诸多问题，很多研究结论缺乏科学依据，现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1、过分强调劳动生产率是片面的。劳动生产率是反映单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这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基本指标之一。劳动生产率可以分

解为土地生产率和劳均耕地面积。我国土地生产率不低，但是美国等国家人口少但耕地多，受我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限制，在劳均耕地面积这

一指标上，我国根本无法达到美国这样人少地多国家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强调这一指标的重要性，显然无法准确衡量我国农业产出水

平。 

2、农业增加值比例指标选取有问题。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活动会向非农业活动转移，即

农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会下降。因此农业增加比例这一指标可以衡量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但并不能准确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例如美国农业产值

占GDP的比重约为8%，而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这一比重均低于5%，但并不能说明英法德等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高于美国。 

3、农民人均供养人口指标选取不恰当。发达国家人少地多，劳动生产率高，因此农民人均供养人口多；而我国人多地少，劳动力生产率低但

土地生产率高，因此农民人均供养人口少但是单位面积耕地供养人口多，如果这一指标换为单位面积耕地供养人口数量将更加符合我国国情，也

能更好的反映我国农业产出水平。 

4、农民生活指标选取不恰当。此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的对象是农业，而农民生活指标并不属于农业的范畴，而属于农村发展的范畴。农民素

质、农村清洁饮水普及率、农村卫生设施普及率很大程度上受教育、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此其与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相关性比较明

显，但与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5、化肥施用密度指标不合理。化肥施用量的增加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但随着化肥施用量的不断增加，土地板结、化肥污染

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减少化肥施用量增加有机肥施用量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以化肥施用密度的高低

来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并没有充分考虑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是不符合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的。 

6、农产品平均关税指标选取不合理。关税水平受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对外贸易情况、经济发展战略等多个因素影响，农业现代化水平高

的国家即可能采取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农业，也可能采取低关税以刺激贸易，因此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与农业发展水平相关性不强，选取这一指标

不合理。应该比较的是农产品的成本或价格。 

7、粮食浪费比例选取不合理。粮食浪费与否受方方面面因素影响，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关性不强。一般而言，商品的浪费说明该商品价格很

低，浪费部分商品并不能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因此，浪费的多少只与农产品价格的高低有关。而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产品价格并不必然相

关。日本农业现代化水平高，但粮食价格也高；而美国则是农业现代化水平高，但粮食价格低。可见，粮食浪费比例与农业现代化并无必然相

关，选取这一指标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不合理。 

8、重视农业现代化结果，但忽略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根据相关理论研究，农业现代化一般包括：物质装备水平、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结构水

平、经营管理水平、社会化服务水平、综合效益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等7个方面，这7个方面既反映了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还反映了农业现代化

的结果。只有对过程和结果全面评价，才能准确反映出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但《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主要从农业效率和效

益、农民生活和农业转型等方面对农业现代化进行评价，过多的强调了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而遗漏了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因此是不完善的。 

9、遗漏了许多关键性指标。一些非常重要的评价农业现代化的指标没有出现在指标体系中。缺乏对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例如：高标准农田建

设水平、农田灌溉水平等）的评价，遗漏了土地生产率这一反映我国农业产出水平的重要指标，对农业内部结构水平、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组

织化等重要指标均没有反映。 



10、评价方法（比重法）不科学：对于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评价，鉴于我国和发达国家在地域、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

千差万别，评价指标基准数据难以确定，为了克服“比重法”由于某个指标评定系数过高使得评价结果失真，我们认为应该采用“极值法”，以

反映评价时点上各国相对的、动态的比较。评价标准值是1960年农业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这个也有待商榷。 

11、评价结果不准确。要获得一个准确的评价结果，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合理的指标选取和权重设计，二是准确的基准值和目标值

选取，三是合理的计算方法，在上面的质疑中提出《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在指标设计、评价方法和标准值等方面存在诸多问

题，这就决定了计算结果是不准确的。 

此外，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现代农业研究室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国内外农业发展水平对比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正在做农业

现代化的国际比较研究，预计年底通过专家论证会向社会公布。现将本研究室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和《中国与一些

发达国家主要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比较》两个表格附在后面，以供参考。 

 

附表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2011-2020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2011-2020）由物质装备水平、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结构水平、经营管理水平、社会化服务水

平、职工生活水平、持续发展水平7部分组成，共包含23项二级指标。 

用这一指标体系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兵团总体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分为0.56。如果按照农业现代化得分将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分为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完全实现阶段5个阶段，那么兵团现在处于发展阶段。 

由于该指标体系在指标选取上增加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薄弱环节的比重，并适当调高这些指标的权重。因此，该指标体系对兵团当前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得分相对较低。如果排除以上因素的影响，兵团农业总体现代化水平应处在发展阶段后期甚至基本实现阶段初

期。 

附表2   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主要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比较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物质装备水平 

高标准农田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

高新节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

农业科技水平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

农业科技人员占团场职工比重 %

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农业结构水平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

果蔬园艺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

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例 -

经营管理水平 

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农工的比重 %

规模化养殖比重 %

职均耕地面积 亩 

“三品”认证基地面积的比重 %

职均农业增加值 元/人 

土地生产率 元/亩 

社会化服务水平 

大宗农资统一销售比重 %

农业信息平台服务覆盖率 %

农业科技服务满意度 %

集团销售农产品的比重 %

职工生活水平 
农牧工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城镇化率 %

可持续发展水平 
森林覆盖率 %

农业用水比重 %



资料来源：①The World Bank（2005-2010）;②FAO Database（2005-2010） 

从附表2可以看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农业增加值、人均GDP等人均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但每公顷谷物产量、畜牧业产值占

农业总产值比重、科技进步贡献率、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差距相对较小。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这种

差距并没有大到相差100多年的水平。随着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速度的加快，这种差距会不断缩小。根据我们的研究，相信30-50年左右我国将达到

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现代农业研究室 

          蒋和平教授、辛岭副研究员、张忠明博士生 

  美国 日本 法国 荷兰 中国 

每个农业人口经营的耕地面

积（公顷/人，2008） 
62.5 2.5 28.7 6.8 0.2

每公顷谷物产量 

（千克/公顷，2008） 
6444 5807 6876 8036 4984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 
— 

35.09    

(2008)

5.39     

(2005)

10.55 

(2007)

10.15    

(2006)

每100平方公里耕地上拥有的

拖拉机台数 

(2005)

259.26 4382.39 635.32 1301.53 119.17

人均农业增加值 

（以2000年不变价美元） 

49511.92

(2009)

52061.63

(2008)

58070.12 

(2009)

45969.21 

(2009)

525.47   

(2009)

人均GDP 

（美元，2009） 
44872 39864 41226 47889 3769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比重 
50

30.2

（2007） 
﹥70 

32.6

（2006） 

33

（2010） 

农业科技贡献率 

（2010） 
﹥80 ﹥75 ﹥80 ﹥80 51

森林覆盖率（%） 
32.97 

(2005)

68.53    

(2010)

29.13    

(2010)

10.81 

(2010)

22.1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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