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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难题, 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困难。解决“三农”问题 , 除了走城镇化、农业企
业化、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等道路外 , 因地制宜 , 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发展有机农业 ,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 也是传统农业应对
“绿色壁垒”挑战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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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 and farmers in Chi na are so specific and complicated that the ways to solve these questions must be vari-
ous .Developing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is an efficient way for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winthe challenge fromthe greentrade barriers at present ti me
besides the tradrtional wa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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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问题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问题, 具有复杂性、特殊

性和长期性。它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转换问题, 也是一个制

度性的政治问题; 不仅是农民自己的问题, 更是中国政府的

问题。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高涨, 尤其是自加入 WTO 以来, 我

国传统农业受到西方现代农业越来越多的冲击和挑战。大

力发展有机农业, 不失为迎接国际挑战, 解决“三农”问题的

另一条有效途径。

1  “三农”问题的现状

“三农”问题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地域、以农业为

纽带相互交织为一体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总称。主要

表现为: 农村经济十分萧条,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农

村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农产品商品率极其低下 , 产供销体系

没有建立, 资源配置无法优化; 农村人口众多 , 劳动力严重过

剩; 城乡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两极分化严重, 形成

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造成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和根本利

益上的巨大差别; 农村教育水平十分低下, 社会保障制度没

有建立, 干群关系紧张,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1] 。现阶段中国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

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许多人担心我国农业会受到很

大的冲击, 这种冲击固然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我国农业和农

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速度跟不上, 使农民蒙受难以预料

的损失[ 2] 。

2  有机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2 .1 有机农业的概念  有机农业又称自然农业、生态农业

和生物农业等, 其生产的食品称有机食品、生态食品、绿色食

品等。不同的国家对有机农业的定义各不相同。例如 , 美国

农业部的定义是: 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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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对有机农业提出了以下条件 : ①不使用化学合成的除虫

剂、除草剂 , 使用有益天敌或机械除草方法; ②不使用易溶的

化学肥料, 而使用有机肥或长效肥; ③利用腐殖质保持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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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 ④采用轮作或间作等方式种植; ⑤不使用化学合成的

植物生长调节剂; ⑥控制牧场载畜量; ⑦动物饲养采用天然

饲料; ⑧不使用抗生素; ⑨不使用基因技术。尽管各国对有

机农业的叫法不同, 但其实质是一致的, 即 : 在洁净的土地

上, 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 , 提高人们的健康水

平, 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2  有机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选择  中国农业

长期以来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全国

人均耕地、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 3 和

1/ 4 , 人均矿产资源及能源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

先天不足、人口的巨大压力 , 客观上要求我国农业必须走一

条资源节约及合理利用的道路。中国有机农业正适应了这

一国情特点, 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2 .2 .1 有机农业是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

的重要手段。1996 年以来, 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 ,

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 但是出

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 从1 013 元减少到2001 年的637

元[ 3] 。而有机农业适应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发展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合理组织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活动 ,

调整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并结合地区优势和产业特

点, 确定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 培育龙头企业 , 是农业和农村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措施。同时, 通过产业链延长 ,

形成以“种- 养- 加”良性转化增值的“农户+ 公司”的模式

和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的龙头企业,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以加

工业为龙头, 产、加、销、贸一体化的格局, 不断将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

1993 年 , 农业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科技部、

水利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林业局联合组织开展的全

国51 个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 取得显著的经济、环境、社会

效益。其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

长率, 分 别 比 全 国 同 期 平 均 水 平高 出 2 .2 % 、0 .6 % 和

1 .5 % [ 4] 。到2000 年底, 我国大部分省、区、市都成立了无公

害农产品管理机构, 建立健全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我

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面积已达93 .2 万hm2 , 总产量102 .5

亿kg 。这些农产品的大量上市,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受到

消费者的认可。可见, 有机农业有效地促进了我国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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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持续高效发展, 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 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

2 .2 .2 有机农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有机农

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有利于促进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有9 .2 亿农业人口, 现在农

村劳动力净剩余1 .2 亿人。而按照生产能力测算, 我国农村

劳动力总数为4 亿人, 目前的耕地仅能容纳1 亿劳动力, 即

有3 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5] 。可见 ,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任务任重道远,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化解, 必须走非农化与

农业、农村内就地转移相结合的道路。而有机农业需要投入

大量的劳动力, 不仅需要传统技艺的劳动力, 还需要掌握先

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劳动力, 这无疑对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

业具有重要意义。

2 .2 .3 有机农业增强了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加入

WTO 后, 我国传统农业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际市场挑

战[ 4] 。传统小农经营分散, 资金欠缺 , 技术落后无法形成规

模效应, 难以应对西方现代化的大规模农场的竞争; 同时, 农

产品出口受到西方国家绿色壁垒的限制, 传统农产品出口贸

易下滑。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 一些国家凭借其科

技优势, 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目的, 通过立法或制订严

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 对国外商品进行准入限制的贸易壁

垒。近年来 , 由于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导致我国传统农产品

污染加剧, 竞争力下降。据对部分地方蔬菜、水果检测发现 ,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农药和重金属污染超标, 少数地区超标现

象严重。如2003 年浙江省台州的蔬菜西兰花, 在日本被检出

农药残留超标, 出口受阻, 台州的西兰花收购价从每个1 .6

元跌至0 .6 元,14 家相关企业和数万农民损失惨重。

有机农业以产业化为龙头, 以环境质量安全全程控制和

标准化为手段 , 通过对农产品生产基地环境质量监测和评

价、生产过程中农药和化肥等的合理使用, 最终生产出安全

农产品。从产前、产中和产后对农产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

生产符合标准的无公害农产品, 与传统农产品相比, 有不可

比拟的竞争优势。例如 , 在第十三届中国哈尔滨经济贸易洽

谈会上, 专门设立了绿色食品展区, 引起了国内外客商的极

大兴趣, 短短几天的“哈洽会”上, 绿色食品成交量高达123

万t , 与外商及外贸出口企业签订合作项目129 个, 引资金额

28 .7 亿元[ 6] 。可见, 发展有机农业对提升我国农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2 .2 .4  有机农业是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有效途径。随着我

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剧增, 农业生态环境

不断恶化, 资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 一些地区农业环境污染

相当严重, 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我国每年生产的农药品种有200 多

种, 加工制剂500 多种, 原药生产40 万t , 居世界第2 位 , 每年

农药使用面积达3 亿hm2[ 7] 。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生态平

衡, 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威胁; 粮食、蔬菜、水果和其他农副

产品中农药残留增加 , 影响食品安全, 危及人体健康。

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

寻求一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体系 , 建立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生

态环境保护为基础的可持续农业生产体系。有机农业对于

保护环境和资源, 消除传统农业的负面影响, 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以全国51 个生态农业试点县为

例, 其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治理率分别达到73 .4 % 和60 .5 % ,

森林覆盖率提高3 .7 % ,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同时良

好的生态环境也增强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21 世纪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

关键历史阶段, 现代化的农业应该是高效的生态农业”,“要

把生态农业建设与农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与改善生产条件

和生态环境结合起来, 与发展无公害农业结合起来, 把我国

生态农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实践经验证明, 生态农

业是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 实现了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我国有机农业建设

的蓬勃发展所显示的无限生命力, 证明它已逐步走向成熟 ,

有机农业必将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又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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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差别 , 与电泳图谱的直观对比是一致的。

3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 不同品种的玉米贮藏蛋白亚基的组成

和分子质量范围大致相同, 但含量差别较大。玉米贮藏蛋

白亚基大多为低分子质量亚基 , 即构成玉米蛋白的亚基主

要是低分子质量亚基。贮藏蛋白亚基的构成对蛋白的功能

性和营养特性影响较大 , 因此, 玉米贮藏蛋白亚基构成的分

析, 在玉米种质资源筛选、加工利用和种子蛋白电泳纯度分

析等方面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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