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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基础理论与模式 

的实证研究 

  

蒋和平  研究员 
  

     编者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基础理论与模式的实证研究》课题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1997年批准立项的管理科学资助项目。研期三年（1998-2000年），

课题编号79770032。由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承担，蒋和平研究员主持。本项

目经北京市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评审，2001年10月10日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经过三年的研究，全面地完成了课题设计书的研究任务，还根据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拓展了研究内容。

其主要内容是：1、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背景和条件；2、对农业高新技术进行科学界定；3、高新技术改

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4、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技术选择理论；5、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组装理论；

6、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科技园区理论；7、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综合评价体系；8、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

业的运行机制；9、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10、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政策建议和对策。 

     本项目的研究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来自于农业技术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创新

学和系统工程科学，主要的理论支点是技术诱导理论、技术创新和扩散理论、农业区

位理论和发展极理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在具体研究中，针对不同的研究层面采取不同的方法。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

合，是本项目研究的特点。在两者的结合中，适当地突出案例研究。理论研究与案例

研究相结合，适当地突出案例研究。案例研究采用定时、定点、定位观察，以广东珠

海市农科中心、上海孙桥现代农业示范区、北京朝来农艺园、广东高明市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区、河南省南阳卧龙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顺德市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河北

三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山东德州市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济南市农业科技园、广

州市明星高科技农业开发基地、哈密市中农科园艺示范区等作为研究的案例，进行实

地调查，作为本课题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二、主要研究成果 

本项目在研究期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5篇，出版著作一本。由于课题主

持人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领域里取得较突出科研成果，被国家人事部评为1998

年中国十佳优秀博士后，获1998年中国优秀博士后奖励基金。以本项目研究成果为

基础，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在本课题主持人后续相应的其它项目研究得到了广

泛应用。其中，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次；有6篇论文获中国农业科技成果优秀论

文奖；有10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全文转载，体现了本项目

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应用情况。特别是《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农业生产力过

程的研究》研究报告，获农业部1999年科技进步二等奖；《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广东

传统农业的发展战略研究》研究报告，获2000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广州市

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思路与对策》研究报告，获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八次社会科学

招标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  

（一）研究基本结论 

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基础理论与模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1、通过查找大量的科技文献和征求农业科技专家的意见，本成果对农业高技

术、新技术、农业高新技术的基本概念加以界定和说明，对农业高新技术的特点和

领域给予系统地归纳。所谓农业高新技术，是指能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的，对农业

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并能形成新型农业产业的

高技术和新技术。包括国家科技部认定的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

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7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关内容。但目前

具体应用于现代农业的，主要指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设施农业技术、节

水农业技术、核技术、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农产品精加工技术、遥感遥测技术、新

能源、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等。  

     2、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的研究，分析了高新技术向传统

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个层次渗透的原理和方式，揭示了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渗

透的实质和核心。即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就是使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领域

的产前、产中、产后阶段迅速地渗透和扩散，使高新技术不断地渗透到传统农业领

域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关联产业，从而造成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业科技产

业不断出现，农业关联产业不断扩大，形成和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农业产业链系

统。  



     3、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选择的研究，分析了农业技术选择的

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农业高新技术选择的临

界点和技术改造目标模式，即高新技术与传统农作技术有机结合，将成为未来我国

传统农业改造的目标模式，即“生态农作制+生物工程（良种技术+转基因技术）+ 

农业工程（设施农业技术+农业机械技术+节水技术）+ 信息技术（因特网+农业专家

系统）+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此同时，还得出了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的技

术路线。  

     4、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组装理论进行研究，论述了农业高新

技术与常规技术、传统技术组装配套的理论依据、原理和基本原则。所谓农业技术

组装就是把传统技术、常规农业技术和高新技术进行有机结合，使农业高新技术向

常规农业技术、传统农业技术渗透和融合，把传统技术与常规技术和高新技术结合

起来，以常规技术和高新技术为依托，运用高新技术来嫁接和改造传统农业。  

     5、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科技园理论进行研究，结合近年我国各地

科技园的实践，对农业科技园区给予科学界定。根据对农业科技园区的界定，运用

农业区位理论和系统分析理论，对农业科技园的基本结构和功能进行详细地分析和

论证，得出农业科技园布局的类型（包括矩形布局类型、园形布局类型、圈层布局

类型、园中园布局类型），农业科技园区的运行系统（经营管理系统、技术支撑系

统、生产系统、生产服务系统、监测评价系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长理论和农

业企业家培植理论，为我国农业科技园建设和实施提供完整的理论依据。  

     6、通过对农业科技园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详细地论证了农业科技园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主要结构和特点。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数学分析的方

法，得出农业科技园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基础指标、

经济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以及对园区所在地农业

经济的综合影响指标和部分评价指标的数学表达式，确定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和参照

标准，并以北京朝来农艺园作为研究案例，运用农业科技园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

北京朝来农艺园进行分析，以验证农业科技园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准确

性。  

     7、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的研究，结合近些年我国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的案例比较和农业科技示范项目的实施的分析，归纳出高新技术改造传

统农业的运行机制。  

     8、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研究。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

业的运行模式的概念界定、模式的特性和影响因素，以及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进行

界定。结合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实践，按照不同的农业科技示范类型和农业产业化经

营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这十三种模式

分别是：（1）农业高新技术走廊模式（潍坊模式）；（2）院地联营型模式（唐河



模式）；（3）“公司 + 农户”运行模式（温氏模式）；（4）高效农业开发区运行

模式（许昌模式）；（5）工厂化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孙桥模式）；（6）农业企

业开发型运行模式（蓝田模式）；（7）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模式（张掖模

式）；（8）龙头企业带动型运行模式（新兴模式）；（9）外向型高科技农业模式

（珠海模式）；（10）、工商企业带动型模式（野力模式）；（11）“政府+企业”

的农业示范区运行模式（顺义模式）；（12）“以工补农”运行模式（龙口模

式）；（13）“农业企业集团”运行模式（湘潭模式）。这些模式是各地运用高新

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成功实践，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先进经验的集中反映和

高度概括。  

     9、通过对加快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对策与措施的研究，结合我国的国情

和农业发展实际，针对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存在的一些问

题，以及制定全国农业科技园和农业科技示范项目规划、明确农业科技示范项目的

建设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利用高新技术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发展

农业科技产业，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加强对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宏观管理

和调控，提出了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二）本项目研究的创新点 

1、该项目的领先性在于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基础理论的研究，国内外大多

数研究文献均未涉及，缺乏系统地研究。本项目首次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基

础理论进行深入而又系统地研究，对农业高新技术给予了科学的界定，提出了高新

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技术改造理论、技术组装理论和农业科技园区理

论，形成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丰富了农业经济学

和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发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对推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

要的作用和参考价值。  

2、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分析了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渗透机

理和方式，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产前、产

中、产后渗透原理。揭示了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实质和核心。提出了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渗透理论基本要点和特征。  

3、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组装理论。分析了农业高新技术与常规技

术和传统技术组装原则，并用数学的方法来描述三个技术集（高新技术集、常规技

术集、传统技术集）的组装过程。归纳总结出农业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传统技术

组装的方法和模式，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组装理论。  

4、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科技园理论进行研究。提出农业科技园布局

理论、系统理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理论和农业企业培植理论，归纳出农业科

技园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为我国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和实施提供完整的理论依据。  



5、通过对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的研究，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

统农业的运行机制由资金投入机制、技术依托机制、运行机制、项目监测机制和风

险保障机制五部分组成，设计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的基本结构和运

作系统，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给予了系统归类，可供我国农业科技

园和高科技农业企业运作时参考。  

6、通过对农业科技园的综合评价体系的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分析农业科

技园综合评价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首次设计了农业科技园从立项到投入使用全过

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和参照标准。  

     7、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运行模式的研究，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

运行模式的概念给予科学界定，结合各地实践，归纳出十三种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

统农业的运行模式。  

三、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应用领域和前景 

本项目全面地、系统地深入研究了我国农业发展依靠高新技术的理论依据及原则、途径和方法。在主要研究内

容上提出设想和方案，切合我国农村的实际，符合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际

应用价值，因而该成果应用前景很好。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具有多种用途：  

（1）为各级政府制定农业科技发展政策、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进行宏观指

导，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2）为制定农业科技园和示范项目建设规划提供依据，为农业科研院所、农业

企业、外资企业及其它涉农企业投资高科技农业，建立农业高新技术园和示范项目

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方案；  

（3）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农业科技企业提供决策指导，可供农业高

等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进行科技开发作为依据和参考；  

（4）可以作为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和农业企业家培训教材，以及农业大学的农业

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本科生作为专业理论教材；  

（5）可以作为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相关应用专题研究的理论基础，还可以作为

深入进行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研究的基础材料。  

本成果已引起农业部领导的重视，1998年9月农业部副部长路明专门主持召开部

长办公会议，听取课题组研究人员的汇报，研究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问题。本研究

成果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高新技术园”的重要观点和思路已被农业部所采纳，

写进了《农业部部长办公会议纪要》的文件中。  



  

  

  

本成果还被科技部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所采用。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

司在制订《全国农业科技园发展规划》文件中，曾应用本项目中部分研究成果的内

容。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在制订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项目时，在1999年

专门设立了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应用研究的软科学课题，委托中国农科院农

业经济研究所承担这个研究任务。本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委托的软科学课题《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应用研究》得到了应用。  

本研究成果已被北京市、天津市、广州市、珠海市、汕头市、沈阳市、乐山

市、高明市、南阳市、哈密市、中国热带农科院等农业部门和农业企业所采用。为

制定“科教兴农”的战略和建设农业科技园区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本研究成果中关于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的基础理论、技术选择、运行机

制和运行模式切实可行，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全国各地农业部门制定农业现代化

规划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起到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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