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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与农村发展——第五届“ 湖湘三农论 坛”在 株洲举 行 ( 2 0 1 2 - 0 9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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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力峰主持，黄建国致辞，张红宇  温铁军  李周作主题报告 
 

为深入学习贯彻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农村，第五届“湖湘三农论坛”于2012年8月25日在

湖南株洲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基层工作者共260余人，就“农业科技与农村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
届论坛由湖南省新农村建设促进会发起，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湖南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湖南省科技厅、湖南省
农业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省乡镇企业局、湖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株洲市人民政府、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承办。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力峰主持开幕式。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致开幕辞，株洲市市委书记陈君文致欢迎词，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主持主题报告会，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明华出席了会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张红宇司长、中国人

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研究员作主题报告。此次论坛共收到659篇参会论
文，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参赛论文进行了评奖，评选出特别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论文奖若干名，大会对获奖作者进行了颁
奖。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湖湘三农论坛”。他指出，作为国内大型的三农学术研讨会，开办五
年来，论坛围绕“用基层视角反映真实问题，用专家智慧解读三农难点，用决策声音描绘政策走向，用民众呼声促进科学发展”的宗旨，
着力打造三农理论研究、学术交流、经验推介的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赢得了广泛的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推动三农的理论繁
荣与实践发展作出了贡献，已经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品牌三农论坛。 

他指出，本届论坛以“农业科技与农村发展”为主题，紧扣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切合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农业科技是推进农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创新决定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近年来，
湖南在推进“四化两型”战略、建设创新型湖南过程中，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加大，科研与推广体系不断健全，科技服务能力不断增

强，一些重大技术和关键领域的研究长期保持全国领先地位，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水平大幅提高，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利用率已达70%。科技

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5个百分点。当前，农村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的严峻现实，决定了湖南现代农业
进入了依托现代科技促进发展的历史新阶段。抓住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农村信息化示范省”等重大
政策机遇，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以新型农民培育实现内生增长，以科技支撑体系完成创新驱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农业，既是湖南现代农业发展最关键、最基本的出路和措施，也是湖南实施“四化两型”战略的必然选择。 

第五届“湖湘三农论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农业科技与农村发展的相关问题，通过主题报告会、高峰论坛和分论坛讨论
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达成以下共识： 

1.农业科技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源泉，当代全球农业竞争的本质是农业科技竞争。历史实践表明，农业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推动了
农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当前，欧美等农业科技强国的农业科技贡献超过了土地、劳动力、资金投入的贡献份额，已经成为推动
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长期以来，这些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与“组织集中”等制度创新，成功地界定了农业科技活动的产权边界，实现
了农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内部化，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激励机制，从而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由专利权武装起来的先进科技成
果，成为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农业科技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和农业生产工具的自动化程度，增强了农业的生产能力和农
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凭借科技水平和技术标准，把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挤出竞争市场，从而强化在世界农
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因此，发展我国农业的科学技术，提高中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但要增加科技投入，而且要进一步改革科技体
制。 

2.农业科技创新是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传统农业赖以生存的生产要素结构
发生了改变。劳动力外流、土地抛荒、农药化肥过渡使用等问题，使得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通过注入现代农业科技，促使农业
结构发生变化，改变农业的收入来源，以此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使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在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围绕提高
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以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从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的目标出发，要促进
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构建。 

3.农业科技服务是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种植业、养殖业、农业机械、水利、农产品质
量监管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为发展农村科
技，强化公益性科技推广，加快农村基层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必须以农户需求为中心，拓宽科技服务内容和渠道；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
情况出发，密切结合产业链开展科技服务，以提升农业产业链的竞争能力，从而实现农业由企业的竞争向产业链的竞争的转移，并快速融
入农业发展的全球化洪流；完善农业科技特派员的选派机制，从多个地域、行业选派人员，把真正有能力、有技术、有经验的科技人员选
入科技特派员队伍，将科技特派员与其服务主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带动农户参与科技活动并提高其科技水平与能力。 

4.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农民是农村科技的主体，培育和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是发展农村科技最本质、最核心、最关键的目标。现代农业是科技创新驱动下的知识化农业，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
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加快农村科技发展，重点在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关键在加强农业科技培训，让广大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学会
使用现代技术装备。要创新培训方式，注重农民个性化的需求，拓展培训渠道，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主体科技能力。 



 

5.农业信息化是推进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核心技术，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和标志。没有农业信息化，农业科技就缺少腾飞的翅膀，也就没有了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农业科技面临信息化带来的历史机遇，要以
农业信息化为突破口，以信息人才、政策法规环境为依托，大力发展农业信息服务，将农业信息技术研究、公众信息意识和信息市场培
育、农业信息人才建设等相结合，全面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整个农业领域的渗透和应用，促进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实
现。 

6.休闲农业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休闲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瓦罗在其《论农
业》一书中指出“农业是一种技艺。农业的两个目标是效用和乐趣。即农业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农产品来满足人类生存赖以需要的食
物，二是体现生产过程中的快乐。”休闲农业是利用农业景观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
态。休闲农业要深度开发农业资源潜力，调整农业结构，改善农业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休闲农业借助现代工
业技术渗透三次产业，是沟通工业技术与农业技术融合的桥梁，因而，休闲农业需要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休闲农业是发展现
代科技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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