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进步与对策·7 月号·2006

收稿日期: 2006- 03- 29
基金项目: 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度科研项目( XHJJ0530)

作者简介: 黄寰( 1977- ) , 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研究员 , 区域经济学博士 , 科学技术哲学硕士。

摘 要 : 近年来 , 我国的区域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 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大发展 , 但目前的区域农业结构

性问题仍较为突出 , 科技水平的落后是这些问题产生的主因。提出要以自主创新为基础 , 构建区域生态循环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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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主创新为基础 构建区域生态循环型农业
———以四川省为例

1 区域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 , 我国区域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1) 区域差距日趋加大。区域农业的差

距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在大的地域空

间上 , 东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农业发展差距是

巨大而明显的。笔者通过对中国统计局有关

资 料 进 行 计 算 发 现 , 从 2000～2004 年 , 四 川

农民收入从 1 903.6 元增加到了 2 518.9 元 ,

增长了 32.32%, 同期西部、东部地区的农民

收入分别增长了 30.84%、30.74%。从增长比

率来看 , 四川及西部的增长高于东部地区。

但也必须认识到 , 由于东部的基数远大于西

部 , 因此西部农民的增收绝对数仍大大小于

东部。另一方面 ,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

不均衡已成为我国当前的一大社会问题。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8∶1,

扩 大 到 90 年 代 的 2.5∶1, 2004 年 更 达 到 了

3.2∶1。我国 1988 年的基尼系数为 0.34, 1995

年为 0.39, 2003 年为 0.45, 已经超过了国际

公认的 0.4 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城乡差距的

扩大带来内需严重不足 , 成为区域经济增长

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巨大障碍。

( 2) 区域农业结构优化形势紧迫。在我

国绝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农产品已由卖方

市场过渡到了买方市场 , 由长期短缺转变为

供求基本平衡 ; 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矛盾已由

以总量矛盾为主转向以结构矛盾为主。区域

农业结构面临着优化升级的紧迫任务。

( 3) 区域农业生产资料锐减。作为粮食

生 产 载 体 的 耕 地 是 人 类 赖 以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基 础 性 自 然 资 源 , 也 是 农 业 赖 以 发 展 的 根

本。为尽可能地增加粮食产量 , 我国长期以

来 对 耕 地 资 源 进 行 了 掠 夺 式 的 开 发 和 粗 放

式的经营 , 给耕地带来了诸多问题。同时 , 由

于我国快速向工业化社会迈进 , 经济生活方

式 急 剧 改 变 , 从 而 使 这 些 问 题 变 得 更 加 严

重。特别是在东部地区 , 耕地面积锐减 , 而在

另外几个区域 , 同样存在着耕地保护不力的

问题。

( 4) 区域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链短。由

于各经济区域的农产品研发能力低 , 新开发

产品少 , 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加工的质量和品

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率一般在 90%以

上 ,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为

3∶1～4∶1, 而 我 国 农 产 品 加 工 率 只 有 40%～

50%, 其中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只占到 20%,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产 值 与 农 业 产 值 的 比 重 仅 为

0.8∶1。

( 5) 区域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区域农业

发 展 必 须 要 有 一 个 有 利 于 发 展 市 场 经 济 的

硬 环 境 , 这 是 目 前 制 约 农 村 地 区 ( 特 别 是 中

西 部 贫 困 地 区 ) 农 业 产 业 化 发 展 的 重 要 瓶

颈。由于运输等问题 , 就曾出现过四川的脐

橙因运不出去而大量积压 , 最后导致几分钱

一斤也卖不出去的现象[1]。

( 6) 区域农业缺乏特色。许多区域农业

在发展时没有立足本地资源 , 缺乏区域专业

化分工与协作 , 没有形成区域农业内部的主

导 产 业 与 主 打 产 品 , 喜 欢 盲 目 地 跟 风 与 模

仿 , 缺乏特色 , 进而造成竞争力的缺失。

( 7) 区域农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区域农

业社会服务体系仍不健全 , 特别是组织程度

不 高 , 使 大 多 数 地 区 农 民 缺 乏 快 速 、准 确 的

市场信息和支持服务。以四川为例 , 不少地

方农业生产仍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 , 规模

小、分散化程度高、投资能力弱、经营手段和

经营方式落后。

( 8) 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受到威胁。由于

片面地追求产量 ,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

题较为突出 , 无节制地使用农药、化肥 , 影响

到了农产品质量 ,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

题。一些地区过度开采地下水 , 土地荒漠化

加 剧 ; 另 外 一 些 地 区 水 土 流 失 严 重 , 农 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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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亟待改善。当前 , 我国约有 1/3 的耕地

受水土流失之困 , 每年流失的土壤高达 50

亿 t, 大大缩短了耕地的使用年限。土地沙漠

化、盐渍化现象严重[2]。

( 9) 区域农业科技水平较低。在区域农

业结构的诸多问题中 , 科技水平是制约其发

展的关键性因素。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应

用的程度是农业发展的关键一环。从我国各

大区 域 来 看 , 普 遍 存 在 着 技 术 落 后 、人 才 缺

乏、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率 低 、农 业 科 技 信 息 渠 道

闭塞和创新力不足等问题 , 由此导致产品质

量差、缺乏竞争力、市场占有率低、经济发展

后劲不足 , 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目前我国农业企业的技

术装备水平 80%还处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

的 世 界 平 均 水 平 , 15%左 右 处 于 90 年 代 水

平 , 只有 5%左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各区域

对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 , 使得农业技术转

化率低 , 技术落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率目前在 30%左右 , 而农业发达国家成果转

化率在 70%～80%, 这意味着我国有 2/3 的农

业科技成果没有转化推广 , 大量科技成果浪

费、失效。经费投入不足 , 使得农业科技人员

大量流失 , 部分地区农技推广体系“网破、线

断、人散”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 这一现象

在西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农业科技的发

展 已 经 不 能 适 应 农 业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和 农 业

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 [3]。

2 以自主创新推动区域农业优化升

级

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科技进步 , 有利于

区域农业的优化升级 , 这主要体现在对区域

农业 生 产 者 、劳 动 对 象 、劳 动 工 具 及 区 域 特

征、区域布局、区域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上。

( 1) 以自主创新促进区域内农民素质的

提高。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科技进步对农业

生 产 的 作 用 是 以 农 业 劳 动 者 素 质 提 高 为 着

力点加以实现的。这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

一 是 把 最 新 的 技 术 创 新 理 念 灌 输 到 农 民 的

知识体系中去 , 使其能用最新的科技成果获

取沉甸甸的丰收果实 ; 二是对原有的农业生

产技 术 进 行 创 新 , 使 其 简 易 可 行 , 便 于 农 民

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 ; 三是通过对学习、传

授方式的创新 , 让农民更方便地掌握农业知

识。

( 2) 以 自 主 创 新 强 化 农 业 的 区 域 化 特

征。对于区域农业来说 , 土地是根本。土壤是

由矿物质、有机质和水组成的可变混合物 ,

能为植物提供赖以生长的水和营养物质。要

想对土壤有足够的了解 , 就必须用一系列先

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探测分析。这些仪器包

括土样采集器 , 盐碱化、水分监测器 , 传感器

等 , 还 包 括 对 数 据 信 息 进 行 综 合 、分 析 的 测

算器、计算机等。为更好地掌握有关土壤信

息 , 仪器应向程序化、智能化、精确化发展 [2]。

通过自主创新 , 掌握适于本区域内农业发展

的生态环境特点 , 构建不同经济区域具有比

较优势的农业结构。

( 3) 以自主创新提升区域农业机械化水

平。科技进步对区域农业优化的一个重要方

面 体 现 在 农 业 工 具 的 机 械 化 水 平 提 高 上 。

“十五 ”期 间 , 我 国 农 机 装 备 总 量 快 速 增 长 ,

装备结构进一步优化 ; 农机作业水平持续提

高 , 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应用规模扩大。2005

年 全 国 机 耕 、 机 播 、 机 收 水 平 分 别 达 到

50.7%、31.2%、22.7%, 比 “九 五 ”期 末 分 别 提

高了 3、5.5 和 4.4 个百分点 , 全国耕种收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到 36.5% , 其 中 10 个 省

( 市、区) 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了

50%; 农 机 经 营 服 务 领 域 不 断 拓 展 , 农 机 作

业领域进一步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由大

田向设施农业、由种植业向养殖业和农产品

加工业全面发展 , 由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

( 4) 以自主创新转变区域农产品供求格

局。区域农业的发展日益受到区内外市场需

求 的 约 束 , 通 过 自 主 创 新 的 融 入 , 使 区 域 内

农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能与区内、区外市

场需求相吻合 , 甚至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 ,

从 而 使 区 域 内 农 民 的 人 均 收 入 来 源 和 结 构

发生改变 , 增强区域农业自身的后劲。

( 5) 以自主创新提高农产品产出。通过

自主创新 , 可以实现农、林、牧、副、渔的总产

量稳定增长 , 提高单产 , 改善品质 , 壮大区域

农业生产的规模优势 , 增强区域农业的竞争

力。这一点 , 充分体现在高校自主创新成果

在区域农业的应用上。譬如 , 四川农业大学

培育成功并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的冈- d 型杂

交水稻 , “八 五 计 划 ”末 期 , 其 推 广 面 积 就 已

达到 1.4 亿亩 , 累计增产稻谷 45.8 亿 kg, 增

加社会经济效益 50 亿元以上 ; 四川大学的

磷 复 肥 制 造 技 术 也 为 西 部 农 业 和 相 关 产 业

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 6) 以自主创新扩宽区域农业生产的边

际条件。在传统的思维中 , 农业的生产是有

边际条件的 , 这主要是指区域农业强烈地受

到区域气候、地理地貌等地域性自然条件的

局限。而自主创新却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区

域 自 然 条 件 对 农 业 生 产 的 限 制 。 以 沙 漠 为

例 , 改造沙漠的关键在于用自主创新成果解

决水的问题 , 而且要在成本———效益合理的

条件下解决 , 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性的

难题。20 世纪 60 年代 , 以色列发明了滴灌技

术 , 终于找到了较大面积地开发干旱少雨地

区的金钥匙。采用滴灌技术可以节水 40%～

50%, 并带来作物 300%的增产 , 使人均耕地

面 积 极 少 的 以 色 列 从 一 个 橄 榄 油 进 口 国 变

为出口国。

( 7) 以自主创新实现对区域龙头企业的

改造提升。区域产业的发展不是“假大空”,

而是切切实实地落脚在企业上。在区域农业

的发展过程中 , 特别需要发挥龙头企业的作

用。通过自主创新 , 可以提升现代农业企业

的技术含量 , 提高其规模效益和经济效益 ,

从 而 充 分 发 挥 各 经 济 区 域 农 业 龙 头 企 业 对

农业发展的拉动作用 , 并直接地为农民增收

服好务。区域农业龙头企业要在引进、消化、

吸收高新技术的基础上 , 自建研发机构 , 或

与 高 等 院 校 、科 研 院 所 开 展 联 合 攻 关 , 重 点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新产品、

新技术 ,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 8) 以 自 主 创 新 发 展 区 域 节 约 型 农 业 。

通过适合于区域生产条件的自主创新 , 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 实现节地、节水、节肥、节药、

节种、节能以及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按照

国家对建设节约型农业的总体要求 , 提高生

物、工 程 、农 艺 、农 机 、材 料 技 术 的 集 成 应 用

水平 , 大力推广应用节约型的耕作、播种、施

肥、施 药 、灌 溉 与 旱 作 农 业 、集 约 生 态 养 殖 、

沼 气 综 合 利 用 、户 用 高 效 炉 灶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农 机 与 渔 船 节 能 等 “十 大 节 约 型 技 术 ”,

节 约 能 耗 , 节 约 资 源 , 同 时 发 展 区 域 生 态 农

业 , 改 善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 实 现 区 域 农 业 的 可

持续发展。

3 以自主创新为基础构建区域生态

循环型农业

区 域 的 农 业 优 化 升 级 要 以 自 主 创 新 为

基 础 , 兼 顾 环 境 与 发 展 的 关 系 , 充 分 发 挥 地

区比较优势 , 调整优化布局 , 打破“大而全”、

“小而 全 ”的 格 局 , 促 进 区 域 农 业 向 特 色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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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 , 要突出抓好品种

和 品 质 结 构 调 整 , 发 展 节 约 型 农 业 , 实 现 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 , 就必须

构建起生态循环型农业。

生 态 农 业 是 当 代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兴 起 的

一种新兴农业模式。自美国学者威廉姆·阿

尔 伯 卫 奇 于 1970 年 提 出 的 这 一 概 念 后 , 各

国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美国农业部的

定义 , 生态农业是一种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

人 工 合 成 的 化 肥 、农 药 、动 植 物 生 长 调 节 剂

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体系。生态农业在可行

范围内尽量依靠作物轮作、秸秆、牲畜粪肥、

豆科作物、绿肥、场外有机废料、含有矿物养

份的矿石补偿养份 , 利用生物和人工技术防

治病虫草害[4]。

从本质上讲 , 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

生 态 经 济 学 原 理 , 利 用 人 、生 物 与 环 境 之 间

的能量转换定律和生物之间的共生、互养规

律 , 把 系 统 工 程 方 法 、当 代 科 学 技 术 成 果 与

农业技术相结合 , 使之成为具有生态合理性

功能的、良性循环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区域

农业改造升级的过程中 , 应该从毁林开荒转

变 为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率 、扩 大 森 林 面 积 , 自 觉

地应用生态学原理来设计和安排农业生产。

发 展 生 态 农 业 已 成 为 当 代 农 业 生 产 中 具 有

现实性、普遍性的发展方向。有效利用水陆

边缘效应和山地平原边缘效应 , 发展区域生

态 农 业 , 建 立 地 带 性 生 产 , 必 将 加 速 区 域 农

业 生 产 商 品 化 的 进

程。目前 , 四川省洪

雅 县 已 进 行 了 效 益

型 生 态 农 业 的 成 功

实践 , 四川省米易县

等 地 也 已 形 成 了 独

特的立体农业模式。

笔者认为 , 生 态

农业的根本在于“循

环”, 即通过 对 资 源

的最大化利用 , 实现

农 业 生 产 污 染 排 放

最小化 , 建立起清洁

生 产 、 资 源 综 合 利

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为一体的系统循

环。以 3R 原则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 , 即

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减量化 ( Reduce) 、废旧

产品回收再利用( Reuse) 、资源再循环( Recy-

cle) , 力图在不增加甚至减少初始资源消耗

和污染排放、不破坏甚至恢复生态环境的基

础上 , 在保护生态的过程中实现区域农业的

持续增长。

结合区域优势特色 , 区域生态循环型农

业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以四川省农业产业

化 重 点 龙 头 企 业 ———南 充 绿 宝 菌 业 科 技 有

限公司为例 , 该公司已带动 5 000 多户农民

栽 培 食 用 菌 , 年 产 值 达 5 000 多 万 元 , 种 菇

农户每年户均增收 2 000 元以上。几年来 ,

在区政府支持下 , 该公司充分利用大量农作

物 秸 秆 和 养 殖 业 产 生 的 粪 便 ( 牛 粪 ) 发 展 优

质 食 用 菌 , 建 成 了 四 川 首 家 “牛 粪 加 工 厂 ”,

既解决了大量农作物秸秆污染问题 , 又使广

大菇农降低了种菇成本 , 取得了很好的经济

效 益 , 做 长 了 产 业 链 。 同 时 , 食 用 菌 下 脚 料

———菌渣还用于农户养猪和作为有机肥、沼

气基料 , 真 正 实 现 了 “变 废 为 宝 ”( 见 附 图 ) 。

该公司的做法 , 在发展农业生态循环经济、

实 现 农 业 资 源 再 利 用 的 农 业 产 业 化 道 路 上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为推动区域生态循环型农业的发展 , 各

经济区域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 , 要依托

具 有 明 显 优 势 的 省 级 农 业 科 研 单 位 和 高 等

学 校 , 建 设 区 域 性 的 农 业 科 研 中 心 , 负 责 推

进区域农业科技创新 , 开展重大应用技术攻

关和试验研究。通过自主创新 , 大力提高区

域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科技含量 , 提高龙头企

业 的 科 技 开 发 能 力 , 增 强 市 场 竞 争 力 , 带 动

区域农业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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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南充市顺庆区农业资源循环利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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