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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有效克服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资源、生态与环境等问题, 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
步增长, 分析认为, 我国今后农业的发展趋势应为 :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优质化、多样化、综合化、高效化、生态化和国际化 ,
同时还提出了应对这“十化”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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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vercome effectively a series of problems of resource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
as well as to realize the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the ecology and the synchronous growth of economic benefits ,social benefits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trend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houl d be of industri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diversification,as well as inten-
sive ,large-scaled ,qualified ,comprehensive ,efficient ,ecological and interna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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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资源、生态与环

境问题, 为了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与生态效益的同步增长, 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

农业发展之路, 即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农业之路、循环

农业之路。

为此, 笔者认为, 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应是集约化、

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优质化、多样化、综合化、高效化、生

态化和国际化; 同时, 为实现这“十化”, 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

策和措施。

1  我国农业发展趋势的“十化”

1 .1  集约化趋势及对策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 基于中

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 著名农学家卢良恕、刘巽浩等就提

出“集约持续农业———中国式迈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1] 。

之后, 国内许多学者对我国走“集约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给予

了充分肯定。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集约化农业, 或称农业集

约化, 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集约化农业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劳动、

资金和技术 , 以期取得较多的单位面积产量, 同时又能减少

每单位产品劳动耗费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显然, 发展集约

化农业必须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前提。

进入21 世纪,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农业和国际经

济, 我国农业必须根据国家具体实际, 大力发展集约化可持

续农业。一是集约农作。将提高土地利用率放在首位 , 努力

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 力求低产变中产、中产变高产、高

产再高产高效, 并向超高产、超高效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做

到: 大力发展农田多熟、高效、立体种植模式, 实现一年多熟、

一季多产、一田多用、一地多效。二是高效增收。将增加农

民收入、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重要位置,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适当增加园艺作物与养殖业比重, 增加高价值作物与动物 ,

扩大出口创汇比重; 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与其他二、三产

业; 实行劳动力密集、科技密集与适当增加投入的有机结合。

三是持续发展。实行保护性耕作, 节约资源、保护生态、优化

环境, 促进集约化农业的高产、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1 .2 规模化趋势及对策 我国现有农户数量约2 .4 亿人, 户

均农地经营规模仅0 .5 hm2 , 仅相当于日本、韩国的1/ 3 , 欧盟

的1/ 40 及美国的1/ 400[ 2] 。农业生产规模小, 劳动生产率低 ,

生产经营成本高, 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为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 必须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实

行规模化经营。

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可以依据各地的具体情况, 采取不

同的形式。一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相对集中得以实现 , 如将

股份制引入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 实行土地承包权与使

用权的分离 , 具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自愿把土地使用权折

股, 加入和组成新的合作经济组织, 即股份合作制的经济组

织。这样, 通过土地的流转使经营规模得以扩大。二是在不

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 由村组织和中介组织介入, 进行

产前、产中、产后的配套服务。如在不改变土地承包权和使

用权的基础上, 引导农民依据当地优势, 统一规划、连片开

发、联合兴办生产基地; 用办基地的方法调整结构, 推广区域

化种养 , 达到规模经营的目的。

具体来说 , 实行农业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可从以下5

个方面入手 : ①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 , 做大高效优势特色

农业。如南方稻区 , 要在稳定发展水稻生产的基础上, 坚持

“一乡一品、一县一业”, 大力发展蔬菜园艺业、规模畜牧业、

特色水产业 , 突出抓好设施农业、冬季农业开发和丘陵山区

开发, 建成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竞争力强的高效农业规模化

产业基地。②大力培植农业龙头企业集群, 提升农业产业化

经营水平。强化招商引资力度, 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 , 培

育新兴农业龙头企业, 不断增强龙头企业带动能力, 实现优

势区域、优势企业的集聚, 形成高效特色产业龙头企业群。

③强化农业科技创新 , 打响高效特色产品品牌。加大农业科

技研发推广力度, 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入户, 大力实施农民培

训工程, 大力推广优质高效新品种和高效立体种养、设施农

业、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技术。强化质量意识, 大力发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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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打造高效特色农产品品

牌, 提高市场竞争力。④加强市场体系建设 , 促进农产品销

售。加快发展现代物流、连锁经营、配送专卖等农产品现代

营销业态和流通方式。组织举办多种形式的农产品产销洽

谈、展销展示等活动 , 强化企业与市场对接 , 促进农产品销

售。⑤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组织化程度。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 加强指导服务, 加快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 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结市场、企业和农户的作用 ,

提高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1 .3  产业化趋势及对策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农业的一种新型经营机制, 对新

世纪新阶段农业的战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积极鼓

励和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因地制宜地探索农业产业化组织

形式, 提高农业产出效益 , 是我国新阶段实现农业现代化、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业产业化经营一般包含6 个要素: 一是生产的产品面

向国际、国内2 个市场; 二是主要依托当地自然优势、产品优

势和经济优势发展和生成农业产业, 三是生产过程实行专业

化分工; 四是产业经营和发展要有一定规模: 五是在生产环

节上采取农、工、商、产、供、销密切结合的方式; 六是在经营

管理上尽可能地采取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农业产

业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经营体制。显然, 与传统封闭的农

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相比, 农业产业化具有产业一体化、

生产专业化、产品商品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等重要

特征。

与国外发达的农业产业化相比,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尚处

于初级阶段 , 差距还很大[ 3] 。首先, 农业的专业化和集中化

水平低。其次, 农工商相互独立, 工业企业处于困难时期, 经

营不景气, 农产品深加工增值环节十分薄弱, 多数农产品处

于原料出售状况, 缺乏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名优产品。

其三,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由于体制等多种原因 ,

农技人员流失严重。在美国, 为农业服务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6 % , 而我国仅为5 % , 而且服务功能又由于资金不足等因素

难以正常发挥。其四, 现有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利益分配机制

不合理 , 农民利益难得到有效保障。

从长远来说, 我国农业产业化将朝着以下方向不断向前

发展: ①农业专业化和集中化。农业专业化包括农业企业专

业化、农艺过程专业化和农业地区专业化3 个方面。所谓农

业企业专业化是指农业企业之间实行明显的社会分工 , 各企

业逐步摆脱“小而全”的生产结构, 主产项目由多到少, 由分

散到集中, 由自给自足转变到专门为市场生产某种农产品 ,

其他生产项目或降为次要的地位, 或成为从属的、辅助的生

产部门, 甚至完全消失。农艺过程专业化又叫农业作业过程

专业化 , 即把生产某一种农产品的全部作业过程分解为若干

个阶段, 分别由不同的专业化的企业来完成。如美国畜牧业

生产, 从育雏、饲养、蛋奶生产等工作都由专门的企业来完

成。农业地区专业化又称农业生产区域化, 是指农业生产在

较大的地区之间实行日益明显的分工, 各地区逐步由“千篇

一律”、“万物俱全”、“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转变为比较集中

地为市场生产某些农产品的专业化地区。②农工商一体化 ,

产供销一条龙。这是农业产业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它是

指农业企业集团内部、农业企业之间以及农业企业与非农业

企业之间, 通过某种经济约束或协议, 把农业生产过程的各

个环节纳入同一个经营体内, 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占、互惠

互利、共同发展的经济利益共同体。③服务社会化。这是农

业产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基本内容包括产前、产中、产

后各个环节上“一条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④利益分配机

制合理化。这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本质所在。由于农户处

于出卖原料的地位, 作为价格的消极接受者, 一般难以得到

正常的利润, 而农业产业化则可以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

配机制, 通过农工商一体化经营, 使农户也分享到农产品在

加工、流通过程中增值的平均利润。同时, 发达国家还十分

重视对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控, 除给农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外, 还突出表现在农产品价格措施方面。如欧共体通过制定

干预价格( 最低价格) 与门槛价格( 最低进口价格) 等措施, 保

护农民利益, 以防谷贱伤民。

同时, 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 ,

还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 一是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工商企业应从

长远利益考虑, 自觉让利于农; 二是积极推行股份合作制, 各

方以资金、技术、土地、设施等资产折价入股, 实行资产联结 ,

凭借自身股份参与管理与决策, 并通过按劳分配与按股份分

红相结合的原则得到合理利润, 同时也按比例承担风险, 真

正形成风险共担, 利益均占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 三是农民要

自觉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并通过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 , 从而提高自身的谈判地位, 获得合

理的利益分配; 四是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经济合同或契约 ,

逐步完善农业产业化运行约束机制, 以保证利益机制的

实现。

1 .4  标准化趋势及对策  2007 年4 月23 日, 中共中央总书

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 ,

实施农业标准化, 保障食品安全 , 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务; 解决13 亿

人口的吃饭问题, 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必须加快实施农

业标准化; 实施农业标准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 是

增强我国农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

础条件 ; 没有农业标准化, 就没有农业现代化。

目前, 国内外农业标准化已有较大发展。世界发达国家

农业标准化已出现3 方面的明显进展与趋势 : 一是普遍实行

农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标准化, 特别注重农产品生产环境和农

业生产过程与工艺的标准化; 二是采用严格的农产品质量标

准, 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农业质量标准保障体系和强大的执法

体系; 三是通过提高农产品质量标准, 构筑农业“技术壁垒”。

我国在农业标准化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效, 具体表现在: 一是

农业标准体系已初步形成, 全国已制定农业方面的国家标准

1 911 项, 行业标准3 144 项, 地方标准5 463 项 , 标准的范围

基本上涵盖了农业的各个领域, 贯穿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

全过程。二是农业标准化的推广实施已初见成效 , 如江西省

赣州市围绕地方的特色农产品, 通过实施《信丰脐橙》和《南

康甜柚》各8 个系列农业标准, 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 培植了

农业支柱产业。三是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成绩显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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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底, 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已超过1 000 个, 其中国家

级示范区项目已累计达525 个, 省级示范区687 个, 合计1 212

个, 形成了以点带面、层层示范的局面。

但是, 也应该看到 , 我国农业标准化由于起步较晚 , 尚存

在诸多问题, 还不能适应当前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愈演愈

烈的农产品全球竞争新形势。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标准化

知识尚未普及。二是缺乏统一规划, 制定和实施标准还处于

自发和分散状态, 针对性不强, 重点不突出, 不能适应农业产

业化的要求。三是制定的标准中, 产中技术规范多, 产后标

准和系列标准少; 考虑国内因素多, 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少。

四是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推广严重脱节 , 存在着重制定、轻实

施的现象。五是标准的运用缺乏必要的监督, 作用尚未得到

很好地发挥。六是农业检测手段落后, 许多农产品的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以及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质量问题缺乏

有效监测等。

今后, 我国农业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和应采取的对策是 :

①夯实农业标准化的工作基础, 构筑农业标准化信息平台 ;

②加快标准的制定和清理工作, 建立科学规范的农业标准化

标准体系; ③完善流通领域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 实行农产

品生产全过程标准化管理; ④推进质量安全标准的实施, 强

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⑤加强农业标准化技术推广队伍建

设, 广泛开展农业标准宣传与培训; ⑥完善农业标准化示范

推广体系 , 加强农业标准化示范推广工作。我国农业标准化

最终目标是要形成科学、统一、权威的农业标准化体系, 努力

使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 全面提

高我国农业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

1 .5  优质化趋势及对策  农业的发展早已从单纯追求数量

增长的“单一目标”向追求质量、品种、效益并重的“多重目

标”方向迈进。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不仅

要有“营养”价值, 还要有“保健”功能。

今后, 推进农产品优质化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 依靠科学

进步, 大力推广科技成果和适用技术。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不

高、品种少、质量差、成本高、价格贵的状况不彻底改变, 不仅

难以在国际市场占据有利地位, 而且连国内消费者也不欢

迎, 农产品市场就有被“洋货”挤占的危险。生产者和经营者

都应正视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潜在威胁。第二, 严格实行“按

质论价”的原则, 改进对农产品评级检测的办法, 切实做到

“优质优价”、“质价相符”。这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尽

快确立评价农产品质量的标准体系。要尽快组织有关专家

从生物学、化学等方面对农产品内在品质作出定量的规定 ,

以明确划分等级。这是实现农产品“品牌化”的前提, 也是对

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实现有效监督的基础。二是增加现代化

的检测设施和手段, 商业、科技、标准计量和工业等有关部

门、单位 , 要通力协作 , 研制、生产各类农产品检测设施。三

是实行按质论价, 充分发挥价格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重要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 目前为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应把

握以下几个基本点: ①认真实行优质优价政策 , 拉开品质差

价, 扩大品种差价和等级差价。优质农产品生产投入多, 产

量一般较低, 如果没有适当差价 , 生产者得不偿失, 调整品种

和品质结构便难以起步。优质农产品的优价幅度不仅应足

以抵偿因产量下降而造成的收入减少的损失, 而且还要使种

植优质农产品的农民比种其他农产品获得更丰厚的收益, 以

保持足够的经济刺激力度。②调整和完善保护价制度。按

照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求, 对粮食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

购”的政策。实行此项政策, 对稳定粮食生产、稳定农村大局

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一项正确的政策。但在新的条件下 , 有

必要对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保护价

只能保护和扶持有竞争力的粮食产品, 而不应保护无竞争力

的、应予淘汰的产品。要坚决把已在市场上严重滞销的粮食

产品排除在“保护”之外。目前, 可适当缩小按保护价敞开收

购的范围。按照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要求, 现在国家对棉花

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不再作统一规定, 棉花价格主要由市

场形成。各地政府和经销部门要正确运用供求信息和价格

信号引导棉农调整种植, 优化结构, 增加优质棉比重。供销

社仍应切实实行优质优价政策, 积极收购, 保护棉农种植优

质棉的积极性。③实行合理的季节差价、地区差价。为扩大

消费, 保证市场均衡供应 , 提早或推迟上市的优质产品, 应在

价格上得到保护。④积极支持外销。其总的原则是扶优

抑劣。

1 .6 多样化趋势及对策 “多样化”是新世纪中国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又一重要特点。首先, 我国幅员辽阔, 自然和社会

经济条件多种多样、各不相同, 因此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途径和技术体系等均各不相同, 具有多样性。其次, 为了实

现农业的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必然要求各地采取多样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和生产技术 , 并使

之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协调发展、日趋完善。第三, 现代社

会, 人们对农产品的数量、种类、质量、品种、花色、包装等要

求各不相同, 且越来越高。这些, 正好说明了多样化是现代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4] 。

为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趋向“多样化”的需要 , 必须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术, 用多样化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去促

进、指导农业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

转化率和普及率; 同时, 尽早制定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标准, 因

地制宜,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优势农业, 生产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 从而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1 .7  综合化趋势及对策  综合化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

要求。农业可持续发展强调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基

本原理, 充分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 在全面、科学规

划下, 动态地调整和优化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 , 促进区域间

农、林、牧、副、渔“五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间相互依存、相

互支持、相得益彰, 有效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经

济的综合功能, 有力地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综合效益, 即

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8  高效化趋势及对策  高效化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

目标和本质要求。实现农业高效化的方法和途径是: 第一 ,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及农产品综合利用, 实现废

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 , 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多级循环和能

量多次利用 , 从而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大幅度降低生产

成本和节约流转费用, 最终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化。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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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和应用最新科学技术成果, 将现代信息技术、生物

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精准农业技术等应用到农

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 以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第三, 千方百计扩大劳动力就业,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

序流动和有效利用, 实现劳动力资源效率的最大化。所有这

些, 必然会促进农业资源利用节约化、农业与农村经济效益

高效化。

1 .9  生态化趋势及对策  生态化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必

然趋势, 这也是可持续农业与传统农业、石油农业的根本区

别之所在[ 5] 。生态化应包括3 层含义 : 一是在农业发展的思

路和理念上 , 农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突破了生态与经济“两

张皮”的农业生产方式, 强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能以牺

牲农业生态环境为代价, 而应十分注重防治污染、改善环境 ,

维护生态平衡。其实质是把农业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

与环境可承受能力的基础之上。这样, 就能在最大限度地满

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 促进农业生态系统

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农业生产的具体模式和技

术上, 农业可持续发展强调采用资源节约技术、“废物”循环

利用和资源再生技术等, 强调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三

是在农产品生产方面, 要求生产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和有

机产品, 从而确保人类健康、环境友好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1 .10  国际化趋势及对策 新世纪,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将

趋向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 农产品的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日益融合, 资源配置日益扩大到国际范围。另

外, 虽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是各不相同和多种多样的, 采取的政策措施与实施步骤也

不可能是唯一不变的 , 但是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总模式及其公

平化原则是共同的, 是全球共同遵守和服从的。在这一总目

标指引下, 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必然趋向国际化。

2  结语

针对目前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上述一系列问题 ,

提出了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以上10 种趋势与相应对

策, 对于我国农业今后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 注:《中国农业发展研究Ⅰ———成就与代价》与《中国农

业发展研究Ⅱ———现状与问题》分别刊发在《安徽农业科学》

2008 年第22、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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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修道院为周边的俗人树立了农业经营的榜样, 为此周边

的俗人经常采纳修士们的建议和见解”[ 2] 。修道院作为独立

的经济实体 , 其管理显得仔细而精明, 修士曾是经营有方的

地主或农业家,“教会在这方面曾发生过影响, 因为它们认为

要在当时村庄田地中实行可能影响收成的任何调整, 除非有

某种强有力的而且眼光远大的督导者, 否则就很难实行, 那

就是教会[ 19] 。”西多会是经济业绩最显著的修会, 西多会的经

济成功归因于其管理庄园的能力 , 西多会的庄园同周边世俗

邻居的庄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15] 。

10 ～13 世纪扩大土地面积是修道院农业发展的第一因

素, 而修道院保留、推广古典时代的农业技术并进行技术革

新是修道院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修道院对农业技术的重

视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和繁荣 , 它在技术上的示范和影响

也推动了整个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 可以这样认为是修道院

将西欧从粗放经营的阶段逐步带到精耕细作的阶段。14 世

纪以后, 修道院经济日益衰落, 修道院的经济地位随之下降 ,

但修道院对中世纪西欧经济所作出的生产技术上的贡献却

是持久的, 不会因其经济的没落和理想的沉沦而被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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