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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理论分析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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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7年，我国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作为继原 

始农业、传统农业之后又一个农业发展新阶段，本文阐述了现代农业概念的界定、提出的背景和发展的模式， 

从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角度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基础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五 

个难点，从 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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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 Analysis and Counter M easures for M 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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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bjective to develop modem agriculture，put forward in 2007，is taken as the primary task for New 

Socialist Rural Area Construction．Modem agriculture means a new development phase following the phases of original 

and traditional agriculture．This article firstly expounds the conception of modem agriculture，the background of its 

putting forw ard and the mode for its development；then analyzes the developing basis of modem agricuh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and peasant respectively；points out the five difficulties exist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agriculture，and furtherly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rom fou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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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农业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 

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三农问题一直是党 

和政府极其关注的领域，从 2004年开始 ，连续 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问题。2004年 
“

一 号文件”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是增 

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06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2007年的核心是现代农业。连续 4年的 
“

一 号文件”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体现了党 

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和步骤。 

1 现代农业的概念、背景和发展模式 

1．1 现代农业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般说来，现代农业是 

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之后的又一个农业发展新 

阶段。总体上看，传统农业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人 

力和畜力，生产方式也主要是以手工操作的各种 

铁制工具，耕作方式则主要是建立在农民世代耕 

作的经验积累基础之上；而现代农业则广泛应用 

现代的各种科学技术，比如生物技术、节水灌溉技 

术、机械技术等，用科学技术而不是日常经验指导 

农业生产，用机械力、电力而不是人力、畜力作为 

动力来源，生产主体也由传统的农民变为高素质 

的、高组织化程度的现代农民，通过现代经营理念 

和管理方式来提高农业的标准化、产业化、商品化 

水平。总之，发展现代农业就要用现代物质条件 

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 

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 

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 

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 

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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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效益和竞争力。 

1．2 我国现代农业提出的背景 

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 

市支持乡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 

展，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势。中央在2006年的“一 

号文件”中也适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长期任务，其内容就是建立“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 

的新农村，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弥合城乡之 

问不断拉大的经济、社会差距，实现城乡之间的和 

谐共处和共同富裕。综合起来看，发展现代农业 

这一思路提出的背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①我国农业发展资源禀赋的客观要求。我国 

人均耕地面积是 940 m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3％，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l1 J。 

在这样的资源约束下，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用 

现代要素的投入弥补资源禀赋的不足。 

②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在 

建设新农村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只侧重 

于表面的新农村建设，因此，有必要通过发展现代 

农业将新农村建设拉到集中发展农业和农村生产 

力的正确轨道上来。 

③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发 

展已经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 

工业和城市开始有能力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④党和政府对农村政策连贯性的要求。党和 

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先是免除了农民的各种 

负担，然后对农民进行了各种补贴，接着是提高农 

业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 

业。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是一个 紧密相关 的统 

一 体。 

1．3 国外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式 

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是受到资源禀赋状况影 

响制约的，从世界上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 

家看，根据资源禀赋的不同，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式 

可以大体上分为3种类型，一种是人少地多的国 

家，走的是“节约劳动型”的模式。比如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地多人少，需要机械 

来代替人工。这种发展模式的不足就是从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石油农业”的后果，消耗大量能源， 

而且污染环境。一种是人多地少的国家，走的是 

“节约土地型”的模式，比如 H本、韩国、荷兰等。 

日本在 1960年的时候，每个男性农场工人的平均 

农业土地面积只有美 国的 1／98_2]。这就需要利 

用生物、化学技术来弥补土地的不足，这种发展模 

式在一定程度会导致土地质量的下降、农产品安 

全程度的下降和环境的污染。一种是人地比例中 

等的国家，走的是“中间类型”的模式，比如法国、 

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这些国家既用机械替代劳 

力，也用生化技术弥补土地的不足，尽量既提高土 

地生产率又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必须要在发 

展农业和保护环境之问寻找一种平衡机制，努力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2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转轨阶段，城乡 

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还没有完全被打破，我国现 

代农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基础不是很好，还面 

临着许多困难。 

2．1 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 

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现状呈现出了两个特 

征，一方面，农业的基础地位还比较薄弱，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的难度依然很大，现代农业发展的基 

础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开始不断增加对 

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和投资力度，适应现代 

农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优化。从农业、农 

村、农民的不同角度来看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 

础条件还有待提高。 

从农业角度来看，粮食单产已经达到很高水 

平，但农产品的加工水平还 比较低。2005年，我 

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约是 

1．2：1；到 2010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预计将突 

破7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产值之 

比将超过 1．5：1，而发达国家大约在 2．0—3．7：1 

以上。从农业结构看，2005年，我国畜牧业产值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仅为33．6％，而农业发达国 

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值大都在 50％ 

以上，有的达到 80％。从农业生产的科技贡献率 

看，2005年，我国农业生产的科技贡献率只有 

48％，而发达国家在 70％左右 J。因此，我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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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容乐观。 

从农村角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基础设 

施的供给采取了不同的两种方式，城市的基础设 

施大多是由政府供应，农村的基础设施基本上由 

农村社区自己提供。因此，我国农村 目前的基础 

设施状况比如道路、水、通信等设施都比较落后， 

不能很好地满足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 

从农民角度来看，我国广大农民的素质和组 

织化程度一直都比较低。中国科协最近开展的公 

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全国城市人口中具备基本 

科学素养的人口比例为 4．2％，而农村居民中具 

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 El比例仅为 0．7％L41。美国 

每 6个农场主就有 5个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 

社，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全国从业人 

口总数的比例为 2％，而为农业配套服务的人员 

则占到 l5％ 。 

虽然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不容乐观，但中央 

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2006年，中央用于 

“三农”的支出达 3 397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 

422亿元，2007年用于三农的资金将达 3 917亿 

元，又比2006年增加 520亿元。 

2．2 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难点 

由于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不容乐观，所 

以在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上必定要面对各种各样 

的困难。一是小规模分散的农户如何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采纳各种先进的生产要素，如何提高自身 

的组织化程度以有效的维护自身的权益；二是各 

种农业科研机构如何根据农户的需求进行研发， 

如何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将适合农户需求 

的技术快速地传递给农户；三是如何在发展现代 

农业的过程中既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还能保护农 

村优美的生态环境，真正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 

平；四是如何采取措施保障政府对农村的各种财 

政投资和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以实实在在的 

提高农民的福利，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五是如何 

改善农户的观念意识和经营方式，以塑造农民的 

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改变农民长久以来的传统经 

营方式。 

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系统的改造 

农业 、改变农村、改造农民的过程。由于农业、农 

村、农民的问题是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的，变动其 

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其余的也发生相应的变动， 

这样，现代农业的建设过程也就不单纯是农业的 

问题了，可想而知，从系统上改变农业、农村和农 

民的现状是何等的困难 ，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何等 

的多。但总体上可以说，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 

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现 

代农业的目标总是可以实现的。 

3 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对策措施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本年度现代农 

业的发展作出了部署，即加大政府财政对“三农” 

的投入力度，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 

科技创新 ，根据农户的需求研发、推广农业技术； 

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生活、生 

态的多功能性；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各种农资 

超市和农家店等现代流通组织 ；培养新型农民，造 

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提高农村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加强 

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现代农业建设的各项 

措施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综合起来看，要重点抓 

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1 改善现代农业发展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 

改善现代农业发展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投入问题， 

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投入，当然还要发动社会和民 

间的力量 ，尤其是农民的投资积极性 ；同时还要采 

取措施提高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完善政府对农业 

的各种支持补贴，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增加农民的 

收入。另一个是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提高现代 

农业政策的贯彻效率，主要包括农村的乡镇机构 

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同时，还 

要积极化解乡村两级的债务，根据债务的形成原 

因及类型采取不同的对策。此外，还要鼓励发展 

各种专业合作组织，以有效地维护农民的权益。 

3．2 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 

组织化程度 

农民是现代农业建设的主体，现代农业的发 

展理应需要现代的农 民，首先要提高的就是农民 

的素质 ，主要是科学文化素质，改变农民传统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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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竞 

争意识，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管理能力；同时， 

还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无论是对外出转移的农 

民还是对留守在农村的农民，都应该加强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为了有效地提高农民的素质，还必 

须要利用政府财政的力量完善农村的各项社会事 

业，为提高农民素质创造一个 良好的社区环境。 

为了有效地保护农民的权益，政府应该鼓励农村 

各种组织的发展，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3．3 打造现代化农村，完善现代农业发展的区域 

环境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现代化的农村，因此，必 

须要完善农村各项基础设施。考虑到我国农村目 

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的支付能力及支付意 

愿，政府应该用财政拨款的方式完善农村的各项 

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为各种现代生产要素的有 

效采纳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为了适应和促 

进农村的市场化程度，还应该健全农村的市场体 

系。现代农业是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和广泛参与 

市场交换的农业，这就要提高农村的信息化程度， 

积极培育各种市场参与主体，加强对农产品质量 

的安全监管，以便给城乡消费者提供有机、无公 

害、安全的绿色食品。 

3．4 发展现代化农业，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提 

高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全面考虑现代农业生 

产、生活、生态等多项功能，在保障粮食产量的基 

础上，应该大力发展养殖业和畜牧业，以更好地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现代农业还是广泛采纳各 

种现代科技的高科技农业，这就要完善我国农村 

的科技推广、转化体系，在增加农业科研投人的同 

时，提高我国农业技术由科研机构向农户的传递 

速度，在自愿的基础上，引导农户采纳各种先进适 

用的技术，提高信息在农村的传递速度，让农民在 

生产过程中有一定的科技意识。 

总之，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从总体上系统推 

进，既要发展现代的农业 ，还要建设现代的农村、 

培育现代的农民。为了有效地促进现代农业的发 

展，除了要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还必须要尊 

重农民的意愿，防止地方政府打着发展现代农业 

的旗帜采取一些违背农民意愿的措施，同时还要 

防止基层政府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采取一些 

劳民伤财、急功近利的表面措施。发展现代农业 

的目的是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的生产 

能力，因此，必须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在紧紧抓住现代农业这一核心的基 

础上扎实有效地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业的综 

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的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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