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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芝俊：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53.5%的解析、思考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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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新世纪以来指导 “三农”工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于2月1日发布以来，有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一指标引起了学

界、政界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本文作者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的确切含义、计算方法、结构特征、政策含义等角度作了一个全面梳理和

分析，最后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促进我国科技进步的政策建议。现将其主要研究内容的摘录如下。 

    作者系统阐述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基本含义，并在简要回顾和分析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理论方法及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讨论并

构建了相关分析框架，给出了201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3.5%的理论与方法依据。 

    关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53.5%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它至少代表了三层含义：其一，在目前情况下，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已经超过

全部要素投入（资本、劳动、土地等）带来的增长之和，成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其二，它也标志着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开始由

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为标志的粗放型增长开始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为支撑的集约型增长转变；其三，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较高水平相比，

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加速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任重而道远。 

    为了科学分析和准确计量农业科技进步的内部构成，并从中归纳出这一结构特征中隐含的政策含义，本研究利用1985-2010年26年间全国31个

省（区、市）数据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定模型相关参数进行了估计。其主要发现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由生产要素弹性估计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物质投入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已经处于下行通道，表明物质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报酬已经

存在递减趋势，继续加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规模，只会从总体上降低全部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土地的产出弹性虽然存在缓慢上升趋势，但增加

土地面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二是由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估算结果表明，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绝对量）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说明农业科技进步已

经和正在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发挥着稳定支持的作用。依靠科技进步加速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应该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三是由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结构特征分析表明：狭义技术进步，也就是由自然科学的创新应用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是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

的绝对主体；技术效率和规模报酬效益也都对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创新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

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在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政策上，首要的任务是要不断加强农业科技的创新，以便为农业科技进步提供

不懈的技术支撑，此外，还要注重不断提高技术效率和促进规模报酬的实现，只有如此，才能全方位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步伐。 

    四是由各技术要素对科技进步作用大小估计结果表明：目前，由良种、良法等为代表的狭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33%，这表

明，其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着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另外，结构调整技术和农业机械技术在现阶段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

了除了良种良法外，加速结构调整和加强农业机械化技术研究与应用也是目前促进科技进步的有效方式。 

    研究得出了四点主要结论： 

    一是中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不断提高，已经不能建立在依靠要素不断投入的基础上，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已成成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

选择；二是历史数据分析表明，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依靠科技进步是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明智选择；三是自然科学的

不断创新与广泛应用始终是推动科技进步的主体，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及其推广的力度应该成为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主线；四是良种、良法仍

然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的同时，结构调整和农业机械技术已经上升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 

    研究最后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 

    一是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加速我国农业的科技进步提供政策保障。具体包括要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为契机，把各级政府发

展农业的思路统一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轨道上来。特别是要通过法律法规与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不断提高各级政府增加

农业科技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紧迫性。 

    二是建议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为加速技术进步提供科技支撑。具体包括：一要超前部署农业前沿及高新技术和农业基础研究，为重大关键性

技术创新提供战略储备；二要面向产业需求，着力突破农业行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为促进科技进步提供

不懈的技术支撑。 

    三是建议要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促进由科技创新到科技进步的转换。重点包括:一是着力健全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不断稳定

农技人员队伍，不断创新农技服务机制和模式，为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创造条件； 二是积极引导各类机构开展农技服务，加大先进适用

技术的推广力度，提高科技长入经济的能力，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四是建议加大对农民的技术培训，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要着力解决好留农人口的科技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问题，不断提

高农业技术的应有效率，充分发挥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的应有作用。   

    五是建议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通过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获得规模效益，最终提高技术进步贡献

率。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赵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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