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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和平：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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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3亿多中国人民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总体上达到小康并向更高水平迈进。近些年

来，粮食生产连获丰收，粮食总产单产再创新高；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来源渠道不断拓宽；农村改革逐步深化，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面貌得到明显改变；农村公共事业快速发展，农村民生得到显著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日趋协

调。农业农村的持续稳定发展，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改革发展各项事业的平稳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国现代农业，使我国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必须扎扎实实从基础工作入

手，明确其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通过较长时间（20-30年）的建设，才能实现。 

 

    一、总体目标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是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保障。只

有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农业发展后劲才会不断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由农业生产诸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的农

业综合产出水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小，既取决于土地、生产资料、机械和人力投入的多少，也取决于农业科技水平的高低和农业抗灾能力

的强弱。在建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多种途径和手段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并且最终要靠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来检验，只有在国际国内市

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表明一个国家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达到较高水平。 

    2、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土地和劳动生产率高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使用同样的生产

要素投入会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或者使用较少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出同样数量的农产品。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和自然资源困乏等问题，继续靠投入这些生产要素来增加农业产值已经受到很大制约，因此，不断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是发展农业和增加农民

收入的必然选择，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率更应当成为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着眼点。 

    3、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明显改善 

    相对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是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农机、灌溉、道路、电力、农资等物质条件的现代

化，也需要相应组织、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的现代化，同时还需要政府的宏观引导和对农业支持保护、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化。必须将几个方面有

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生产条件和强有力的支撑。 

    4、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工农城乡发展更加协调 

    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仅从农村角度来入手是不够的，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针，加快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提高

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引导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健康协调发

展，这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农业现代化及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 

    5、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升 

    农业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而且还具有生态功能，肩负着保护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使命。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农业多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推进生态农业建设，通过发展生态农

业，带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循环农业不断发展，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有效

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二、阶段性目标 

 

    1、近期目标（2011－2015） 

    到2015年，建设中国现代农业要努力实现以下发展目标： 

    ——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加强，主要农产品供给保持平稳增长。保持1.2亿公顷的耕地面积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达到5.39亿吨以上，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棉花、油料和糖料产量分别达到1041万吨、3543万吨左右和14789万吨；蔬

菜、水果等农产品稳中求升；肉、蛋、奶总产量分别达到11213万吨、4109万吨和8688万吨；水产品总产量达到6919万吨。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

24959元/人；土地每公顷产出达到20483元。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更加合理，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达比重达到43%；农产品区域布局更加合理，优势农产品

产业带初步建成；农村产业结构更加协调，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要降到35.12%以下；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

2.62∶1；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1%。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和转化应用能力进一步提升。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应达到55%；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量达到6人以上；灌溉用

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化肥、农药利用效率提高到40%；全国每公顷农机总动力要达到7千瓦以上；有效灌溉率达66%以上；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到58%。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标准化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逐步健全，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生产，全面

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食用农产品无公害生产；农产品商品化和深加工程度进一步提高，初步改变农业经济效益低、农民增收困难的状况。 

    ——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要大于8.4年；恩格尔系数下降为38%；基尼系数保持在33%－

36%之间；农村居住质量指数进一步提高到66%。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960万公顷，粮食主产区排灌标准提高到5－8年一遇；解决1.2亿农村人口饮水

安全问题，农村集中式饮水受益人口比例达到65%；适宜农户沼气普及率达到35%；新建改建农村道路140万公里；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

网，农村信息化程度达到55%；积极治理农村垃圾和污染源，使农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普及和巩固九年制农村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条件明显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部覆盖到农民居民，形成

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实现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和农村书屋；全面建立农村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65%和98%；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高。 

    ——农村收入持续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603元，年均增长7%以上，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要达到45%以上。 

    ——农业资源利用水平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建设取得良好进展。农业成灾率减少为41%，森林覆盖率达到20.47%，农业面源污染区域综合治

理率达到60%。 

做好这一时期的各项工作，要努力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2、中期目标（2016－2020） 

    到2020年，建设中国现代农业要努力实现以下发展目标： 

    ——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加强，主要农产品供给保持平稳增长。粮食供给能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耕地面积保持在1.2亿公顷的水平，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65亿吨，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棉花、油料和糖料产量分别达到1245万吨、

3796万吨和16912万吨；蔬菜、水果等农产品需求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肉、蛋、奶总产量分别达到12980万吨、4739万吨和11490万吨；水产品总产

量达到7829万吨。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25349元/人；土地每公顷产出达到21528元。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更加协调。农业内部结构更加合理，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农产品区域布局更

加合理，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基本建成；农村产业结构更加协调，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要降到30.38%以下；力争农产品加

工水平、产业化经营带动能力有较大提升，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超过3.51:1；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5%。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建立。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大于60%；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量达到12人以上；全国每公顷农机总动力

要达到9千瓦；有效灌溉率达85%以上；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5%。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粮食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要进一步提高，农业标准化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形成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体系，基本实现绿色农业生产；农产品商品化和深加工程度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达到85%以上，农产品加工增值率超过60%，更大程度地改

变农业经济效益低、农民增收困难的状况。 

    ——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要大于9年，既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恩格尔系数下降为

35%；基尼系数保持在30%－35%之间；农村居住质量指数进一步提高到80%。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6850万公顷；粮食主产区排灌标准提高到8－10年一遇；基本解决全国农村人口

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集中式饮水受益人口比例达到80%；适宜农户沼气普及率达到50%左右；新建改建农村道路200万公里；加大农村通讯网络覆盖

面积，农村信息化程度达到60%；加大农村垃圾和污染源的治理力度，农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普及和巩固九年制农村义务教育，提高农村教学质量，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村教育水平明显提高。

实现村村有综合文化站、文化活动室和农村书屋，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提高。全面建立农村生活保障制度，继续加大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的覆盖范围，提高农村医疗水平，形成更加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农民养老保险全面覆盖；继续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

系，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高。 

    ——农村收入持续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569元，年均增长7%以上，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要达到55%以上。 

    ——农业资源利用水平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建设取得良好进展。力争使农业成灾率降低到35%；森林覆盖率达到21.69%；耕地面积损失明显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区域综合治理率达到70%，农村化肥、农药、地膜等得到合理使用，生活垃圾和污水得到有效处理，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明显

改观。 

    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作，继续为下一阶段农业现代化建设准备必要的条件。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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