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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简述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内涵的基础上 , 分析我国开展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并提出推进我国新的农业科技革
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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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是在广泛运用农业机械工程、化学技

术成果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基础上, 依靠生物工程、信息技

术等高新技术, 以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环境为主

要内容, 以实现农业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为目标, 逐

步建立起农业科技的创新机制, 推进我国农业新突破及可持

续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重要驱动力。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对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 扎

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  深刻认识农业科技革命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技术支

撑作用

1 .1  历史经验表明科技进步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人类农业发展史, 大致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近代农业

和现代农业等不同发展阶段, 每一个阶段的农业发展无不以

技术变革为动力、以技术进步为标志。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极

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有着发

展农业的悠久历史和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我们

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精耕细作、合理施肥等农业技术。早在

1 500 年前, 就有被公认为世界上第1 部农业百科全书的《齐

民要术》问世。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科

技体系不断完善, 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科技创新能力日益增

强, 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在杂交水稻、

水稻基因组、动物疫病防控、林业生态等农业基础研究和高

新技术研究方面获得重大进展; 在动植物良种选育、节水灌

溉、人工林营造、气象预报、防沙治沙等一大批关键技术和先

进实用技术的开发应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农业先进实用

技术的推广应用,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了农产品质量

和经济效益 , 增加了农民收入, 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2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必将促进农村生产力实现更大发展

 20 世纪末以来, 以生物技术为中心, 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

技术、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蓬勃兴起 ,

这将显著加速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科技进步, 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和食物安全水平的提高, 促进世界农业产生巨大变化。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主要标志: 一是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 农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 成为农业

现代化最重要的内容和标志之一 ; 二是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

大突破, 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是农业设施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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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 农业的装备水平和生产手段不断改进; 四是以农

产品深加工为主体, 食品制造技术迅速发展, 成为农业产业

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五是可持续农业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 ,

农业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利用、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六是材料

科学、遥感技术等在农业中不断应用, 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和能力。农业科技革命促使农业和农村发展呈现出

新的趋势, 高新技术在农业和农村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成

效越来越明显, 农业的领域不断拓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

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农民的致富渠道不断拓宽。新的

农业科技革命必将促进农村生产力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2  积极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 已经成为

我国广泛的社会共识。那么 , 为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以更加

积极的姿态、更加有力的政策, 在三大领域加快推进新的农

业科技革命, 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重点。

2 .1  大力发展生物技术, 积极而慎重地推进“基因革命” 

农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 基本的功能就是对生物的开发和

利用。生物技术是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是现代

农学、现代医学和一切生命科学的技术源头。大量迹象表

明,21 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生物技术作为新的农业科技

革命的推进器, 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功能基因组学不

断取得的新进展, 为农业生物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开辟了道

路, 动物基因组研究的成果为动物分子育种打通了路径。基

因革命, 在把生物技术推向新巅峰的同时, 也为现代农业发

展搭建了全新的科技平台。

进入21 世纪以来,“基因革命”的领域每天都在拓展。

我国已研究成功的转基因烟草和转基因蓝藻, 可分别用于吸

附并排除土壤、水域中重金属镉、汞、铅、镍污染, 尤其是水

稻、人参、中草药、茶叶等多种出口产品的污染和城市工业污

水、矿业污水、电镀污水等, 使其达到国际出口标准。此外 ,

这些转基因作物还可美化城市街道 , 防止环境再度污染, 使

农业科技革命具有了全局意义。我国拥有丰富的基因资源 ,

发展生物技术特别是发展农业基因工程的条件优越。应当

在基因测序、功能基因的识别等高端技术层面 , 鼓励原始创

新, 争夺“基因革命”的主动权。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知识产

权竞争激烈 , 谁占有稀缺的基因资源, 谁首先掌握转基因技

术, 谁就控制了农产品市场的制高点。“基因革命”还是一把

锋利的双刃剑。基因资源是人类可以争夺的最后一种资源 ,

在推进“基因革命”的过程中 , 一定要保护好我国的种质资

源, 绝不能使我国成为国外公司“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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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需要我们清醒面对的一个敏感问题。

2 .2  大力促进农业信息化, 全力以赴推进“信息革命” 信

息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 , 信息资源对物质和能源具

有一定替代作用。总体上说 , 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

加速时期 , 但发展的前端已经迈上信息化的门坎。农业信息

化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 , 正在牵引着农业科技飞速跨越, 并

将彻底改造农业这一最古老的产业。农业信息化是一个全

方位的概念, 是指把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交换、分

配、消费的全过程 , 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手段的信息化、农业科

技创新的信息化、农业管理经营的信息化、农产品市场的信

息化几个大的方面。近年来 , 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

国家, 农业“信息革命”的势头越来越猛 , 已经开始全面拉动

农业整个产业的革命。

农业信息化的革命性在于, 它的渗透力、融合力、支撑力

极强, 不局限某个行业和领域, 信息技术可以全面装备和整

体改造传统农业, 完全有能力改变几千年来传统农业的生产

经营方式。因此, 我们要牢牢抓住农业“信息革命”的历史机

遇, 加快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信息化道路, 使农业产业由粗放

到精细 , 由闭塞到开放, 由弱质到强势。

2 .3  大力扶持生物质产业, 不失时机地推进“能源革命” 

生物质产业是指利用可再生或循环的有机质, 包括农作物、

树木和其他植物及其残体, 还有畜禽粪便、有机废弃物以及

利用边缘性土地种植能源植物为原料, 用它们进行生物产

品、生物燃料和生物能源生产的产业。在化石能源渐趋枯竭

和对保护环境、可持续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追求中, 人们将目

光聚焦到了可以再生的清洁能源及能源的多元化上, 生物质

能源应运而生。为促进生物质产业的发展, 我国已把生物质

能源的研发和产业化计划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可再

生能源法》已于2006 年1 月1 日施行。以这两大举措为标

志, 我国的生物质产业正式拉开了序幕。目前, 国内生物质

产业的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吉林、河北、安徽等地取得

了成功的经验。不但可以用玉米生产乙醇汽油, 而且还可以

用农作物秸秆、南方的木薯、北方的甜高粱生产乙醇。海南、

四川、福建等地已先后建立起年产万吨级规模的装置。还有

一些地方大力发展木本油料植物, 利用荒山、沙地种植麻风

树、黄连木、油茶等生物柴油树种, 栽种1 次, 收获多年。微

生物油脂研究开发, 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一些微生物比如酵

母、霉菌、藻类等 , 在一定条件下能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油脂

贮存在菌体内, 油脂发酵周期短, 不受场地、季节、气候变化

的影响, 基本不与粮食争地, 易于工业化生产。所有这些, 都

使生物质能源开发的空间十分广阔。

3  结语

从我国农业发展经验看, 依靠自主创新, 为实现主要农

产品由严重短缺, 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国际经验看, 农业的竞争在表面上是价

格、品种、质量和服务的竞争, 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 是

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 已逐步成

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发展农业的普遍作法。因此在我

国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战略的过程中, 必须积

极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以加强关键技术开发和把科技要

素植入农村作为现阶段农村科技工作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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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 组织各有关乡镇的负责人、有威望的放牧员共同组

成, 负责各片草原管理工作 , 其职责是草原使用费的收取,

草场纠纷的调解处理, 督促放牧员适时搬圈 , 定期召开草原

会议 , 向放牧员和群众讲解有关法律法规, 提高农牧民依法

利用、保护草原的意识。草原监理部门定期测定草原产草

量, 发布草原理论载畜量 , 规定乡村放牧家畜数量 , 督查放

牧情况, 处罚违规放牧者, 制定草原保护, 利用和建设计划,

努力做到合理放牧 , 杜绝超载放牧, 实行以草定畜。

3 .3  建立放牧申报制度 实行以草定畜 , 是保护和合理利

用草原的有效措施。实行以草定畜, 必须掌握草原产草量

和放牧家畜数量。目前 , 在一家一户分散饲养牲畜的情况

下, 草原主管部门能够掌握草原产草量, 但无法准确地掌握

所有农户的放牧家畜数量。因此建立农户放牧申报制度是

很有必要的。每年春季 , 所有需要放牧的农户, 将全家人

口, 当年放牧牲畜品种、数量、放牧地点等向村委会如实申

报, 再由各村委会核实无误后, 统一向乡( 镇) 草原主管部门

申报 , 乡( 镇) 草原主管部门 , 将村和户申报的家畜数量作为

实行以草定畜的重要依据。

3 .4  规定放牧家畜数量  乡( 镇) 草原主管部门, 为了公平

放牧 , 将放牧农户的人口、草地、产草量等作为核定村和户

草原理论载畜量的主要指标 , 不能以放牧户申报的家畜数

量做为每户核定的草原理论载畜量。根据全乡草原理论载

畜量和当年实际放牧农户的总人口, 分别计算出人均、各

户、各村和全乡的草原理论载畜量, 实行以草定畜。

3 .5  落实乡( 镇) 草原使用范围  县人民政府可以以乡

( 镇) 行政界线为依据 , 明确各乡( 镇) 的草原使用范围 , 使乡

( 镇) 之间的草原界线清楚, 权属明确。乡( 镇) 草原界线明

确后 , 县人民政府就可以把管理乡( 镇) 草原的职责落实到

乡( 镇) 人民政府 , 充分地调动乡( 镇) 人民政府管理和建设

草原的积极性 , 使乡( 镇) 草原管理工作逐步规范起来 , 避免

目前因乡( 镇) 草原使用范围不清楚 , 权属不明确, 乡( 镇) 人

民政府不敢大胆地开展草原管理工作 , 无法制止其他乡

( 镇) 的放牧户在本乡镇草原上随意放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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