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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和平：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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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末，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52%。农业科技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2012年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的开局

之年，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增强

农业科技支撑能力。2012年一号文件重点强化“三大支撑”，重点突出科技兴农，指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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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业发展已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通过科技进步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最根本的出路和措施。 

    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建设，要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步伐，选择符合中国特色、低成本、高效益、高辐射、带动面广

的技术路径，在推进现代科技与我国农业经济结合进程中，我们要努力保持和发扬我国的生态农作制、再生能源、有机肥料等传统农业的精华。

探索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逐步建立“一业为主、多业互促、多级利用、良性循环”的生态经营模式，进一步的使生态经营模式在技术上同转基因

工程、良种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等生物技术相结合，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工程设施相结合，在管理上同信息技术相结合。加快推进“生态农

作制+生物工程（良种技术和转基因技术）+农业工程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农业专家系统）+农业产业化经

营”的农业技术改造模式的试验和示范，以此来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快速地发展。 

    一、提高农作物产量，生物育种勇当先 

    一号文件的“科技兴农，良种先行”，体现了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要在生物育种上有突

破，加强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抓好生物技术特别是优良品种培育，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生长点，抢占未来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要继

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和良种技术培育的生物工程重大专项，促进各类科技计划向农业领域倾斜。着力突破良种良法配套重大关键技术、使我

国农业的生态经营模式在技术上与遗传工程、良种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等生物技术相结合，提升种业高新技术创新水平。鼓励引进国际优良

种质资源、先进育种制种技术和农作物种业物质装备制造技术，加大农业生物基因资源的引进，强化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研究。加大动植物良种

工程实施力度，培育一批适合中国种养的优良品种，加强农产品优势区域优势种子繁育基地建设，加快种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基地和科技园区的

实验和示范。 

    二、保障农产品供给，设施农业寻突破 

    提升“菜篮子”产品整体供给保障能力和质量安全水平，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增加农民钱袋子。要继续开展园艺作物标准园、畜禽水产示

范场的创建，加强设施农业装备与技术示范基地建设，把创新目标从提高土地产出率为主导，转向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并

重，加快我国农业标准化整体推进进程。要把适合当地生态类型、投入成本低、技术成熟、高效益的技术在当地农村和农民之间进行辐射和推

广，重点要突破农机农艺融合重大关键技术，开展设施农业保费试点，努力使农业生态经营模式与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相结合，加快设施农业高新

技术的应用于推广。 

    三、夯实农业的基础，农业机械化创新高 

    传统农业耕作虽然有效率，但是产出较低，难以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保障粮食安全，必须使劳动过程机械

化。在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要用现代物质装备条件改造农业，改善设施装备条件，不断夯实农业发展物质基础。

加快农业机械化技术创新和推广上的突破，有助于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依靠科技充分发挥农业机械

集成技术、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突破节本增效关键技术、推动规模经营的重要作用，对节水灌溉、精量播种、测土施肥、保护性耕作等先进适

宜技术在农业科技园区进行大面积推广、示范，要加大农机具补贴力度，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大户、专业户、合作社购置大中型农机具，不

断拓展农机作业领域，深化农机服务市场化和产业化，提高农机服务水平，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转向生物技术与机械化技术相结合，设施农业工程

与农业机械化相结合，探索农业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发挥现代机械装备改造传统人工分散经营、耕作，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四、科技兴农和富农，信息技术促发展 

    随着农业信息网络系统在全国的迅猛发展，突破农业信息技术，全面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质量安全控制、市场流

通的信息服务水平，全面实现生产经营信息化，将使得农民获得更多的实惠。利用农业推广信息网络服务作为提高推广效率的重要手段，加快基

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加快推进农业信息技术自主创新成果，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构建支持县（市）和农村社区科

技信息服务平台、现代农业物流和经营信息平台、城乡统筹信息平台，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快建立农产品流通网络，进一步推进农产

品物联网的发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现代流通方式，重点支持交易场所、电子结算、信息处理、检验检测等

设施建设，提高市场流通效率，切实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进一步加大农产品信息追溯体系的创建和推广，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保障。开展农村商务信息服务，举办多形式、多层次的农产品展销活动，进一步发展农产品会展经济，培育具有全国性和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展会品牌。 

    五、构建各种推广平台，加快科技推广应用 

    充分调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民营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和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的积极性，逐步建立国家

扶持与市场引导机制相结合、公益性服务与市场性经营相结合、主体多元化、组织网络化、功能社会化、运作市场化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发展多种形式的技术推广方式，充分发挥多元技术推广主体的积极性，政府为多元技术推广主体提供各种方便的推广平台，包括科技市场、专家



大院、科技特派员、科技示范基地以及专家大院和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做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结合，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生产

技术的结合，为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蒋和平研究员）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版权所有：(C)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联系方式: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82109801  传真:(010)62187545   邮箱：iae@mail.caas.net.cn 

技术支持：清华紫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