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以来，中国采用规划模式促进和引导科学

技术发展，从1949—1985年期间制定与实施的三次重

大科技规划可以看出，农业技术进步均被列为研发重

点，中国农业技术逐步告别了完全依靠人力、畜力的传

统模式，进入大量使用机械化、半机械化农具并在许多

领域内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崭新阶段。但是

这个过程是曲折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因此，对建国后 36年间农业技术发展加以历史考察，

不仅有助于认识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也对

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科学地制定农业技术发展

战略有所裨益。

1“十二年规划”与农业技术现代化起步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十二

年规划”）是建国以来最为成功而且影响深远的一次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规划的总体要求是“十二年后，中

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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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国”[1]。规划提出了 57项任务，其中 12项重点任

务。农业技术的进步与提高成为12项重点任务之一，

排在第10位。“研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面积（如

垦荒等）的办法来发挥劳动力和土地的增产潜力。同

时，必须在十二年内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好农、林、牧、

水产等机具的选型与改进工作，并制订出整套的机械

化耕作，栽培及森林采伐、运材、家畜饲养管理、渔捞等

技术”[2]。

这个时期的农业技术现代化主要表现在：①国营

农场机械化快速起步。在“十二年规划”的引领下，到

1957年，全国各地的机械化农场达到700多个，拖拉机

4500 台，联合收割机 1400 台，农用汽车 1300 辆 [3]。

②农作物良种选育和推广。这一时期国内品种有水

稻“胜利灿”、玉米“金皇后”、“金顶子”等[4]。③农业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十二年规划”实施

后，中共中央发出“大规模地开展兴修水利和秋肥运动

的决定”，全国兴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5]。

④农业技术人员培训。“十二年规划”实施期间，中国农

业技术现代化在管理体制、人员培训、科学研究、机具

制造以及推广使用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业务系

统。成立于 1957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农业技术现

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十二年规划”期间，重工业获得了中心的战略位

置。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

85%，占工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72.9%[6]。另一方

面，1958 年，“全国大办科学事业，全民学习科学技

术”，提倡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

方针，对农业技术现代化造成严重挫折。比如中国农

业科学院就抽调2/3的研究人员，组成6个农业工作队

下乡上山。全国各地大办农机厂和农机研究所。1957

年，全国农机厂仅276家，1958年为1040家，1959年达

2000 家，1960 年更达 2674 家 [7]。轰轰烈烈的技术运

动，也没有产生可以大规模应用的现代农业技术，只是

在修复和创造旧式农具以恢复农业生产方面起到一定

作用。

2“十年规划”与农业技术现代化的挫折和调整

五十年代末，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

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回专家造成的困难。《十年科

学规划》强调“要着重抓两头，即农业及有关解决吃穿

用的科技问题和尖端技术”。农业技术进步成为国家

重点研究课题。“十年规划”列出的七项总目标中，“为

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科学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排在首位，重点对北京

郊区、太湖地区、松辽平原、海南岛、江西等几个关键地

区和关键农业生产技术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十年规划”和《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实施以后，一大批农业科研机构开始恢复，农业

技术体系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时间。在农业机械方

面，拖拉机手扶化、农业机械小型化是“十年规划”制定

的农机发展战略重点[8]。在生物技术方面，60年代中

期，优质矮杆水稻和棉花、杂交玉米新品种开始推广。

70年代初成功推广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对世

界农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肥料方面，

1962年11月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氮肥厂

——上海吴泾化工厂试制出第一批氮肥，标志着中国

大化肥工业的开端[9]。自此，以小型农机和大化肥事

业的起步为标志，中国农业技术进入了现代化因素迅

速增长的新时期。

3“八年规划”与农业技术现代化发展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等领导人清醒地认识

到中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指出：“现在

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

后了二十年”[10]。1978年中国科技战线吹响向科学技

术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其标志性事件是全国科学技术

大会召开和制定《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八年规划”）。108个重点项目中，农业领域

有17项，占总数的16%。八年规划为中国农业技术现

代化开列的重点技术清单既包括现代化的机械耕作技

术，也有现代化的生物和化学技术，以及综合科学实验

基地。1982年八年规划调整为“六五”攻关计划，规划

期由 8年缩短为 5年，重点项目则由 108项锐减为 38

项。农业项目虽然数量减少，但所占比例保持不变，显

示了政府对农业技术现代化的重视。

八年规划实施和调整以后，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

的确立，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以及“星火计划”、“丰收

计划”全面的开展，现代化的农业高新技术不断得到应

用和推广。①栽种、种植技术持续进步。70年代籼型

杂交水稻等农作物良种的繁育成功并大面积推广。它

是中国在农业科技上的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项技

术仅至1994年，就已使中国的稻谷累计增产达2400亿

kg。籼型杂交水稻专利于 1980年以中国第一项农业

输出技术转让美国[11]。②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1983

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文规定，允许农民个人拥有农业

机械和运输车辆等生产资料。到1986年，农民个体或联

户拥有的拖拉机474.3万台，占全国总量的87.8%[12]。中

国自行研制的“运—11”等型号飞机投入农业航空事

业。③土壤肥料和水利灌溉。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

国化肥工业迅速发展。1984年，全国化肥企业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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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13]。④现代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20世纪 80

年代农业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是，遗传工程、生物工

程、空间技术、遥感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得

到日益广泛的应用[14]。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技术现代化也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①地区发展不平衡。黑龙江、新疆垦区、长江、

珠江三角洲等地，农业技术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而广

大中西部地区，多数山区和丘陵地带，农业技术现代化

水平较低。②劳动密集性。以人力、畜力为动力的手

工操作的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一直在农业生产中

占有极重要地位。③技术运行的粗放性。农业机具使

用效率不高，闲置时间长，农用动力机械耗油大，科学

平衡施肥水平低，农业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4 规划体制下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反思

从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科技规划的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规划体制下中国农业技术

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也存在诸如农业技术现代化的路

径选择、农业制度不配套、投资力度不够等问题。

4.1 农业技术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应符合中国资源禀赋

状况

研究诱导性技术进步理论的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

(Yujiro Hayami)与美国学者弗农·拉坦(Vernon Ruttan)

认为，农业技术现代化集中体现为两种：①美国式的机

械化技术，通过机械设备的发展，提高人均耕地的使用

面积，使人均农产品的产量不断提高。②日本式的生

物化学技术，化肥、农药、良种等现代投入品是农业产

出增加的主要来源。

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建立了一种“政

府主导的技术进步模式”。政府成为技术选择的主体

而不是农民。农业技术现代化经历了由过于偏重农业

机械化到多种技术平衡发展的过程。建国后，毛泽东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其主要内容是“集体

化加机械化”的模式；到1959年就又被概括为“农业的

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5]。《十年规划》中的农业技术重

点，借鉴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以及法国、荷兰等

西方国家的农业技术发展状况，开始重视水利、化肥、

小型机器化、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水土保持、绿化等

技术。周恩来还把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内容概括为

实行“四化”：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电气化。这一提

法是建国后中国对农业技术现代化目标体系第一次较

为完整的表述。“文革”期间，再次出现过于重视农业机

械化的倾向。当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墨西哥、菲律

宾、泰国、哥伦比亚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发动了一场以种

子改良与推广运动为标志的、范围广泛的“绿色革命”

时，中国正热衷于大搞农业机械化运动，它使中国农业

技术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邓小平指出：“农业现

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

“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

端技术”。农业问题，“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16]，因此，

只有选择适合本国资源禀赋要求的农业技术路线，走

以生物技术为主、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的道路，并寻求

传统精耕细作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在保持生态良性循

环下的有机结合，才能提高农业的产出水平。

4.2 农业技术现代化需要制度创新的支持

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作为变量研究经济问题，揭

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度分析也被广泛地

运用于农业技术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这里的制度主

要包括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工业技术与农

业技术的关系等。毛泽东经过长期的开拓和探索，在

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践证明，这种

形式不适应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以后，

农村生产关系形式的选择呈多样化，既有保持生产队

基本核算单位的形式，主要搞分组作业、小段包工、定

额计酬；也有突破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形式，主要搞

联系产量，“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等。当

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生

产关系也在进行积极的调整和完善，允许农村土地适

当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在农业技术现代化过

程中，制度创新(尤其是产权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4.3 农业技术现代化需要加大投资力度

由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具有社会公共产品的

某些属性，非政府部门在农业科技许多领域缺乏投资

积极性。虽然历次重大科技规划都制定了农业技术发

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但资金投入相对较低。首

先，应主动加强农业科技投入的力度。由于农业现代

化技术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般公共产品属性，需要政

府给予更大的支持。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

验，用法令和制度保障农业科技资金的刚性供给，建立

政府农业科技资金持续供给的长效机制。鼓励非政府

部门对农业技术的投资。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力推行生态农业，把

发展生产、建设环境、培植资源结合起来，彻底与掠夺

性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决裂，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的

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农村教育投入。

农业技术现代化需要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相比日韩

等国，中国的农村基础教育至今仍然相当落后，农村人

口中，文盲占14%，小学程度占42%，初中占38%，严重

妨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7]。文化水平低下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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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业科技的普及和推广。同时对农村富余劳动力

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出外就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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