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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注重区域差异化 

张新宁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农业现代化更应体现这一原则和方法论。这

是因为，作为有生命的农业比之工业具有更加突出的地域、气候、耕地质量和作

物品种自身的差异性，既利用共性的东西，更要突出个性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

农业大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当然需要借鉴国外经验教训，但也更应突出自身的特

殊性。与此同时，不同地区又要进一步注重自身的优劣条件，走出多样化的路子。

分层次实现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重点在突出差异化、特色化。这样，有利于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的要

求，有利于推进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一一一一、、、、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路子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路子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路子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路子 

马克思曾经说过：“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

前提。” 

这是一条基本的经济法则。新中国成立 6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我

国的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粮食年产量从 l949

年的 l亿吨增加到 2008 年的 5亿多吨。2008 年全国棉花总产量达到近 750万吨。

比 l949 年增长了 l6 倍，产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09 年遇到历史罕见旱

情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我国粮食产量再获好收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粮食总产量居世界首位，基本解决 13 亿人的吃饭问

题，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到了关键的时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路子

究竟怎样走法，还有不同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是辩证统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毛泽东指出：“有

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

主义的法则。”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既有整个农业经济的普遍性，也有其

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在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现代化经验和教训时，必须把着

重点放在找寻符合自身国情的特殊性上。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个国家根据自身

的国情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大体可归纳为“节约劳动型”模式、“节约

土地型”模式、“中间类型”模式等三种类型。“节约劳动型”模式以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耕地充足，农户经营规模大(户均耕地 l500--3000 亩)、

工业发达、劳动力缺乏，其农业现代化的特点是先实现农业机械化，然后再转向

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及化肥的应用，实现生物化学化和信息化。“节约土地型”模

式以日本、荷兰、韩国为代表，耕地少而散，农户经营规模很小(户均耕地 15-45

亩)，农产品供不应求，其农业现代化的特点是先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实现突破，

然后再发展操作机械化、生产精确化，政府对农业投入较多的“保护”资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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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类型”模式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既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人均耕地又不

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多，农户经营规模中等(户均耕地 225-450 亩)，农业

现代化的特点是把良种化、生物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放在同等重要

的地位。 

西方国家发展农业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

题，突出的一条是它的工业化使得产业结构畸形化和农业边缘化，农业成了一条

短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农业化学化”和“石油农业”。“农业化学化”不仅

导致农民放弃了传统的有机农业措施，他们不再施用有机肥料，而且将土地上生

长出来的作物秸秆也全部当作“废物”烧掉，致使土壤因有机质严重缺乏而加速

变成了不毛之地。“农业化学化”也使广大农民过分依赖化肥和农药，事实上真

正被作物吸收的化肥不足三成，其余部分都被冲进水体，渗入土壤，或挥发进入

大气，严重污染了水土和空气资源。特别是在急速发展的温室蔬菜及其他高价值

农产品的生产区域，化肥及剧毒农药的过度使用。还严重地毒化了土壤及农产品，

直接威胁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西方“石油农业”大量使用以石油产品

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大量使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不

仅加剧了能源危机，而且会破坏所有有利的土壤微生物，频繁改变土壤的酸碱值，

进而污染物会进入地下水和溪流，污染地下水质和大气层，与低碳经济的要求背

道而驰。 

现在整个人类都面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尤其应该先行一步。从认识

的方法论上说，我们不能把大工业的组织形式简单地搬在农业上，必须认真研究

矛盾的特殊性并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沟通。早在 20 世纪伊始，列宁就说过：

“农业有许多绝对不能消除的特点(如果把在实验室制造蛋白质和食物这种过于

遥远和过于不可靠的可能性撇开不谈的话)。由于这些特点，农业中的大机器生

产永远也不会具备工业中大机器生产的全部特点。”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

少、气候地理条件十分复杂的农业大国中，照搬西方主要依赖机械化的固定模式

是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对此，邓小平专门强调：“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

抄西方国家和苏联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适合中国国情的道

路。”大致上说，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当突出应用综合技术，走精细化、集约化、

高产化、生态化的路子，也就是中央提出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五项高标准，着力克服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矛盾，还要特别注重区域间的差

异化，因地因时制宜。这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逻辑顺序和层次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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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从实际出发把握不同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特殊性从实际出发把握不同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特殊性从实际出发把握不同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特殊性从实际出发把握不同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特殊性 

进一步研究还会发现，偌大的中国，各个地区在地形地貌、气候、人口分布、

资源禀赋、耕作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在中国的统一性下面又有差异性。具体

到各个区域来说，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有的地区气候温暖，而有的地区气候寒冷；

有的地区以平原为主，而有的地区以山区、丘陵为主；有的地区水资源丰富，而

有的地区水资源匮乏；有的地区适合种植小麦、玉米，而有的地区适合种植水稻；

有的地区适合发展畜牧业，而有的地区适合发展水产业。因而，我国搞农业现代

化建设，不可能按照一个模式去运行。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以“底子

薄”和“人口多，耕地少”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积极探索适合各地区实际情况

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子。根据我们的考察。全国农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

型。 

(一)黄淮海平原农业类型：该地区主要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主要包括河

南、山东、河北等省区。这一地区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变化明显，日照充分；

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便于耕作，但人均耕地较少(现有耕地面积 3．26 亿亩，

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l7．9％；人均耕地 1．26 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作

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农作物大多为两年三熟，南部一年两熟。主要粮食作物有

小麦、水稻、玉米、高粱、谷子和甘薯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花生、芝麻、

大豆和烟草等)。因此，该地区是我国的主要产粮区，适合发展精细农业。种植

结构方面以小麦、玉米为主，其它经济作物为辅。2008 年粮食产量 12531 万吨，

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3．7％，河南、山东、河北的粮食总产量分别为 5365．5

万吨、4260．5 万吨、2905．8 万吨．分别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l0．1％、8．1

％、5．5％，分别居全国第 1 位、第 2 位和第 7 位。稻谷产量为 609 万吨，占全

国稻谷总产量的 3．2％：小麦产量为 6307 万吨，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 56．1％；

玉米产量为 4944．6 万吨，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29．8％。 

(二)东北平原农业类型：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东北地区气候

类型多样，一般是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耕地资源丰富(共有耕地面积

3．21 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l7．63％；人口共 1．09 亿人。人均耕地面积

为 2．96 亩，其中，辽宁人均耕地面积为 1．42 亩，吉林为 3．04 亩，黑龙江为

4．64 亩。远远高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该地区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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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了一种独特的道路：在耕种方式上，以大面积耕作为主，大力推广农业机械

化；在种植结构上，以稻谷和玉米为主，大力发展畜牧业，使这一地区成为我国

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畜牧业生产基地。2008 年粮食产量共 8925．3 万吨，占

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16．88％。其中，稻谷产量 2602．6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13．56％；玉米产量 5094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30．7％。 

(三)江南农业类型：该地区以长江中下游为主，主要包括江西、安徽、湖南、

湖北等省区。该地区气候潮湿，水资源丰富，人均耕地面积少。基于此，该地区

在发展农业方面以集约经营为主，农作物以稻谷为主，大力发展淡水水产品，使

这一地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鱼米之乡。以湖南为例。该省现有耕地

0．57 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5．3％；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总体水平，仅

为 0．89 亩。2008 年粮食产量为 2805 万吨。居全国第 9 位，其中，稻谷产量为

2528 万吨，占全国稻谷总产量的 13．2％，居全国第 l 位。此外，该省油料居全

国第 6 位，淡水水产品居全国第 4 位：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出口额占全省的

40％以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纺总产值占其总产值的 70％左右，农业成为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四)沿海农业类型：这一地区主要包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

东等沿海省区。沿海发达地区的农业有鲜明的特征：从经济实力上看，该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强，农业外向度高。农产品市场体系已初

步形成，人民生活正由小康向富裕迈进；从科技水平上看，该地区的农业科技水

平较高，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普遍已达到

50％以上，并且农民受教育程度高，素质也较好，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强。但是，

沿海一些地方由于工业发达，农业的地位被边缘化，工业的发展大量占用农田，

甚至出现农田撂荒的现象。如广东省现有耕地 3900 万亩，人均耕地只有 0．46

亩，按照亩产 0．35 吨粮食、人均消耗 0．4 吨计，广东省耕地只能养活不到 4000

万人。基于沿海农业的特点，沿海各地区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利用经济

实力强、工业化程度高的优势，种植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发展高效农业；利用

海洋优势，发展海洋农业；利用自然优势，发展观光农业。如天津提出发展沿海

都市型现代农业，发挥区位优越性、产业融合性、功能多样性、要素集约性、发

展可持续性、高度开放性、生态保护性等特点，强化经济功能、完善安全环保生

态功能、突出辐射带动功能、拓展社会文化服务功能。 

(五)黄土高原农业类型：主要包括山西、陕西二省区。该地区具有丰富的耕

地资源和光热资源，广泛分布的深厚疏松的黄土和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是我国

小麦、玉米、苹果、烤烟的优良适生区，具有发展现代集约持续农业和实施粮食

规模经营的潜在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制约这些优势发挥的劣势因素，主要表现在

土壤侵蚀严重，水土流失剧烈；地表破碎，土壤贫瘠，气候干旱，水资源匮乏；

垦殖率高，植被破坏严重：土地沙漠化，盐渍化势头大，致使黄土高原农业增产

的潜力尚未发挥出来。因此，该地区在发展农业方面应发挥优势、抑制劣势发展

旱作物农业，挖掘潜力发展经济作物。例如，陕西山地总面积 1．11 亿亩，占全

省土地总面积的 36％；高原总面积 1．4 亿亩，占总面积的 45％：平原 0．6 亿

亩，仅占总面积的 19％；耕地总面积 0．6 亿亩，仅占总面积的 23．3％。陕西

省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扬长避短，加强对不利因素的研究，力争将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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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优势，着手组建富有地域特色与市场竞争能力的新型产业等，按照“稳粮、

优果、兴牧、扩菜”和“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发展思路，加快推进农业产业

化。2008 年全省完成农业增加值 750 亿元：粮食总产 1111 万吨，连续五年获得

丰收。 

(六)牧区农业类型：主要包括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省区。总

体来说，该地区兼有农区和牧区的特点，既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又有相当可观的

天然草原，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农业发展模式。如果从牧区农业资源利用

结构来看，畜牧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牧区资源利用的主导方向，牧区面积比耕地面

积大。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即使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畜牧业产

值也占农业总产值的 20％一 30％。可以说，畜牧业是牧区农业生产的主体，资

源利用的牧业化始终是农业资源利用的主线。因此，该地区在发展农业方面：利

用辽阔的草原和独特的气候、地理条件发展高效农牧业，同时利用科学技术保持

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内蒙古为例，其总面积居全国第 3 位，仅次于新疆和西藏，

其中耕地占 7．32％．林地占 16．40％。草地占 59．86％。在牧业资源方面，

天然草场辽阔而宽广，总面积达 l3 亿亩(可利用草场面积达 l0．2 亿亩，占全国

草场总面积的 1／4)，位居全国五大草原之首，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

内蒙古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现代农牧业，实施特色、绿色、高效农牧

业战略，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使内蒙古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优质粮食生产和加

工基地、绿色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以及北方重要生态屏障。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种粗线条类型是依据全国整体情况来划分的，在气候、

地域、农业资源、农作物品种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点。进一步分析，各个区域内

部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应依照自身的实际条件有重点地发挥自己的优

势，实施差异化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分区域、分阶段推进，着力促进本地区农业

又好又快的发展，强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农业。  

三三三三、、、、东北类型中的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特色及其内部的地区差异性东北类型中的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特色及其内部的地区差异性东北类型中的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特色及其内部的地区差异性东北类型中的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特色及其内部的地区差异性 

2009 年秋季，我们专门到吉林省调研。吉林在东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作为一个差异化的典型案例进行两个层次的分析。 

(一)第一个层次，全省的特点。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核心产区和农业大省，

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土地肥沃，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是中国

传统的大粮仓。吉林现有耕地 8301 万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4．55％；人均

耕地面积 3．04 亩，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 1．37 亩的 2．22 倍。2008 年粮食产

量为 2840 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5．4％，居全国第 8 位，其中。稻谷产量

为 579 万吨，占全国稻谷总产量的 3．0％；玉米产量为 2083 万吨，占全国玉米

总产量的 l2．6％。近年来，吉林省把实现本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放在突出位置。

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做了有益尝试。总体上说。吉林省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自身的资源

优势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机械化为抓手、以信息化为保障，构建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农业现

代化的新路子。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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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工农协调互动的方针。吉林既是农业大省，

又是工业大省，在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工农协调互动，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积

极构建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近年来，吉林紧紧围绕龙头企业建设，充分利用市

场调节和政策扶持，加快建立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多元投入机制、资源整合机

制、技术创新机制和企业家成长机制，实现资本、资源、技术、人才各种要素向

优势区域、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快速集聚，推动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加

工业走上区域联合、集群发展、多极增长、科技主导的路子。 

第二，以自身的资源优势为基础，发挥和开拓资源优势。吉林位于我国东北

地区，耕地资源、饲料资源、草原资源、畜禽品种资源、地域和气候资源丰富，

为吉林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吉林并不满足自身的资源优势，对建

设用地占农田实行耕作层土壤剥离，施工结束对泥浆坑“无害化”处理后再把剥

离的表土回填。当年就能耕种，这样就不以坏地代好地、不搞假造地，再造了 3

万多亩优质耕地。 

第三，以科学技术为支撑，推进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吉林省始终把加

快农业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支撑，把促进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如以蜂治虫的生

物防治技术。玉米螟是玉米生长过程中的主要害虫(每年因玉米螟危害可使玉米

减产 10％-20％左右)，赤眼蜂是玉米螟的天敌，吉林利用人工繁育赤眼蜂防治

玉米螟(公主岭市 2009 年 7 月份共向 l70 万亩玉米田放飞 255 亿头赤眼蜂。可从

虫口夺回粮食 6．8 万吨：20 年来该地防治面积已经累计达到 2652 万亩，挽回

粮食损失折合人民币 10 亿元)。此外，吉林省发展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业发展

的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农业信息化，强化科技成果和科技信息的运用。 

第四，发展循环农业，推进低碳农业建设。循环农业是对农业资源进行深度

开发和利用，将农业副产品、剩余物、废弃物变废为宝的新型产业。低碳农业是

发展循环农业的重点，是以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核心是

能源和资源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吉林省在实

践中探索了适合吉林省不同地区循环农业和低碳农业发展的不同模式，积极发展

农村沼气项目，充分转化利用农村各类作物秸秆资源，通过秸秆全量还田、高温

积肥、青贮氨化、种植食用菌等不同形式和方法处理秸秆问题，取得了实实在在

的成效。如榆树市将日光温室与沼气池相结合，重点推广了沼气池建造、温室养

猪、日光温室建造及管理、反季节蔬菜种植等技术，实现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净

化养殖环境、生产新型能源的有机结合，促进生物链良性循环。 

(二)第二个层次，省内小区域的特点。从省内的具体地区来说，也有各自的

差异性：(1)地貌特征：大致是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由东南向西北沉降，形成

了山地一丘陵一平原三大地貌类型。分为四个区域：东部长白山区，东部低山丘

陵区。中部冲积、洪积台地平原，西部沙丘覆盖的冲积平原。(2)资源分布：有

的地区耕地资源丰富，如中部的平原地带，是我国玉米和水稻的重要生产基地：

有的地区草原资源丰富。如西部是松嫩草原的腹地，有草原草场 2815 万亩，中、

东部草山、草坡 l622 万亩，林间林下草地 4325 万亩，合计草场资源面积达到

8762 万亩。(3)畜禽品种资源：延边黄牛、东北民猪等是具有突出特色的优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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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品种，西门达尔牛、萨福克肉羊、宽胸系肉鸡是生产水平比较高的现代良种，

吉林白鹅、梅花鹿等是适应地方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的培育品种。(4)牧业资源：

中部玉米带牧业经济区是玉米主产区，西部草原牧业经济区是传统的畜牧业发展

区域，东部山区半山区牧业经济区是特色养殖业的集中地域，环城畜牧业经济区

是城镇居民菜篮子中肉蛋奶供应的重要基地。因此，吉林省内各个区域地实现中

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采取了不同的方略：有的地区以种植玉米、稻谷为主，

大面积耕作，推广机械化；有的地区大力发展畜牧业，以生猪、肉牛、肉鸡为主，

扩大饲养规模。提高加工层次，提升肉类基地建设的总体水平：有的地区以草食

动物为主要目标，重点发展肉牛特别是草原红牛、奶牛、优质细毛羊等草食性动

物；有的地区重点发展肉牛特别是延边黄牛、奶牛、吉林梅花鹿、肉食犬和獭兔

等特色养殖业：有的地区利用环城的优势，紧紧围绕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变

化，有针对性地发展市场适应型高效牧业，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有条件的城郊地

区要先后向科技园区式牧业、旅游观光式牧业、生态循环式牧业的特色领域发展。

这样，就从整体上推进了吉林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 

从高标准看，吉林的农业现化化的进程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生态环境渐成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土地盐碱化、草原退

化和土地沙化。二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已经

具备了一定规模，形成了一批优势产业，但与农产品加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总量依然偏小，规模化水平低；加工层次较低，产业链条较短；

资金严重匮乏，融资渠道狭窄；特色不够突出，缺乏知名品牌等。三是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薄弱，抗击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多年来。吉林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人

一直不足，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也有弱化的趋势。由于投入不足，农

业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老化陈旧，很难对农业生产提供持续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大幅下降。四是农产品流通体制不顺畅。虽然商品市

场体系已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但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商业资本积累不够，市场

流通规模偏小，现代化、组织化程度较低。五是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流转合同不规范：农户间流转比重大。适度规模化经营不够，向外部

经济组织流转数量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产业化龙头数量少，

带动土地流转力量不足。六是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境。吉林的农业投入不足、基

础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仍

未根本解决。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农民增收的形势依然严

峻。 

200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 2010 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是

“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农业现

代化道路，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涉农补贴规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扩大农村需求，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为

此，吉林在今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可考虑：一要注重发展农业产业化经

营。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指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

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有效途径。二要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

要途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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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

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三要高度重视科技在

服务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尤其重

要。应当将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提上重要日程，靠科技创新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提高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四要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提高农业经济

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达到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五要利用科学

技术改造中低产田和劣质土地。一方面选种适宜性作物，另一方面改良土质；特

别是大农业，包括利用种草、植树和其他方式，改变劣质土地，克服草原退化、

土地沙化，进而向山地、沙漠、戈壁进军。至于西部广袤的高原，更有长远的开

发利用空间。这都需要高新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利用。 

总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当分层次注重区域差异化，创造多样化的现代

特色农业，尤其是重要产粮区(像河南、吉林、黑龙江、江西、安徽等)应当率先

实现各有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