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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若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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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现代化阶段
,

也是我国当今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

我国现代农

业的发展方向是走集约化农业发展的道路
,

即加强集约经营 ; 力争粮食稳产 ; 坚持持续发

展
。

今后在面临人 口与粮食
,

资源与环境严峻挑战的情况下
,

现代农业必须为人类享有充

足与健康的食物和清洁的环境作出贡献
。

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
,

主要是农

业持续发展与生态
,

环境建设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

为解决此问题
,

需要采取建立四大观

点 ; 解决四大矛盾 ; 强化四大对策; 处理好四大关系等对策
,

只有认真落实这些对策
,

我

国现代农业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

并将在促进农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

关键词 现代农业
,

农业持续发展
,

生态与环境

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当今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

也是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 组

成部分
。

当前我国农业正在由过去的传统农业向高产
、

高效
、

优质的现代农业 的方

向转变
。

因此
,

如何从现代农业的观点
,

正确的认识与解决我国当今农业持续发展中面

临的若干问题
,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1 现代农业的发展

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现代化阶段
,

也是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相对的历史阶段
。

世界农业
,

包括中国农业的历史已有几千年
。

最初盛行的是原始农业 (包括农业的游

耕
,

游牧制)
,

进人文明时期后
,

转变为传统农业 (包括休闲农业
,

有机生态农业
,

粗

放雨养农业等)
,

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
,

当时世界谷物单产仅 0
.

94 吨 / 公顷 (125 斤 / 亩)
,

中国 19 49 年单产仅 1 吨 / 公顷 (133 斤 / 亩)
,

本世纪以来
,

随着工业的兴起
,

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

一些发达国家实现 了农业现代化的初步 目标
,

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

业也向现代农业推进
。

19 82 一 19 86 年世界 谷物产量较 19 09 一 19 13 年增加 2
.

3 倍
,

粮

食快于人 口的增长
,

但贫富不均
,

发达国家人均占有粮 7 50 公斤
,

而发展中国家仅 250

公斤
,

世界上还有近 4 亿人处于饥饿之中
。

值得注意的是
,

现代农业在取得成就的同

时
,

带来能源急剧消耗
,

化肥农药污染
,

水土流失
,

草原退化
,

工业对水
、

土
、

气的污

染等资源与环境问题
。

因此
,

70 年代
,

世界上 出现
“

环境至上
”

的热潮
,

相应出现有

机农业
,

生态农业
,

生物农业
,

再生农业
,

自然农业
,

替代农业等
,

80 年代则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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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农业
”

的战略
。

由此可见
,

农业发展的一般阶段是 : 原始农业 一传统农业 (初放农业 ) 一现代农业

(集约农业
、

精细农业 )
。

我国农业发展
,

如以粮食增长过程看
,

自 1949 一 1993 年
,

科 年中
,

大致可分为四

个阶段
,

跨三个半台阶
,

每台阶增长粮食约 20(X) 亿斤
”。

1949一 1958 年为第一台阶
,

9 年共增产粮食 1736 亿斤
,

年增长 193 亿斤
,

单产为

137 一 2 1 8 斤 / 亩
。

1958 一 19 78 年为第二 台阶
,

20 年增粮 2095 亿 斤
,

年增长 10 5 亿斤
,

单产为

2 18 一 336 斤 / 亩
。

19 78 一 19 84 年为第三 台阶
,

6 年
,

增 粮 205 亿 斤
,

年增 长 342 亿斤
,

单 产为

336一 48 1 斤 / 亩
。

19 84 一 199 3 年为第四台阶 (半台阶)
,

9 年增加 9 8 3 亿斤
,

年增 1 09 亿斤
,

单产为

48 1一 5 51 斤 / 亩
。

以上阶段表明
,

19 7 8 一 19 84 年间我国农业有较大推进
,

粮食的增长
,

是与化肥施

用 (由 800 万吨 ~ 1739 万 吨
,

增加 22 倍) 品种
,

灌溉 的提高分不 开 的
。

我 国 自

19 49一 19 93 年
,

44 年间
,

粮食由 1
.

13亿吨增至 4
.

56 亿吨 (增加四倍)
,

前 35 年粮食增

长 7. 42 %
,

人 口增长 2. 64 %
,

后 9 年粮食增长 1
.

34 %
,

人 口增长 1
.

51 2 %
,

所有这些均

说明
,

我国农业发展正不断由传统转向现代农业推进
。

2 现代农业的内涵

对现代农业的内涵
,

国内外有不 同认识
,

70 年代前强调
“

石油农业
” 、 “

工业化农

业
” ,

认为现代化农业就是机械化
,

化学化
,

水利化与电气化
,

70 年代后
,

发达 国家实

现了
“

四化
” ,

出现了资源与环境问题
,

于是将重点放在环境保护上
,

又提出
“

有机农

业
” 、 “

生态农业
” 。

总结这些经验
,

针对我国的实际
,

我们认为
,

现代农业应包括13]:

第一
,

现代的物质装备 : 包括
“

四化
”

及农村交通通讯网络化
,

必需增加农业投

入
,

提高综合生产力
。

第二
,

现代的科学技术 : 现代农业的标志是现代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水平
,

科技进

步在农业的增长成分应超过 50 一 60 % 以上
,

包括土地集约
,

品种改良
,

二高一优技术

及农民知识水平的提高
。

第三
,

现代的经营管理体制 : 用现代社会经济科学武装农业
,

实现开放型的商品市

场经济
,

实现农业的商品化
,

市场化
,

规模化
,

社会化
,

包括社会服务流通体系
,

不断

提高劳动生产率
,

促进农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

第四
,

现代的优化资源与环境 : 用现代环境保护意识武装农业
,

力争在人 口增加与

农业发展的同时
,

不断改善资源与环境的状态
,

实现资源的合理与永续利用
,

生态与环

境改善及净化
,

以保持农业的不断持续发展
。

l) 中国科学院主编
,

1如 5
:

我国农业生产的问题
、

潜力与对策
。

中国科学院印
,

l一 巧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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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
,

不能只强调
一

个方面
,

这是由粗放
、

低效
,

封闭的传

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
,

即走向现代工业
,

现代科技
,

现代经营体制与优化资源环境的高

效持续发展的开放式商品农业的必需具备的条件
.

需要强调的是
,

现代农业必需以现代工业为支撑前提
,

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农业的

现代化
,

中国的特点是
,

需要建立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工业化 (乡镇工业化 ) 组成的现代

农业模式
。

3 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总的应该走
“

集约持续农业
”

的道路
。

这是因为
,

我国农业具有
“

四少一低
“

的

特点
。

第一
,

人 口多 (剩余劳力多 )
,

人均资源少 : 由于人 口增加
,

50 年代到 80 年代人均

耕地由 2. 8 亩减到 1
.

4 亩
,

下世纪中叶
,

人 口达 16 亿
,

人均耕地将不足一亩
,

中国人均

耕地
,

草地
,

林地
,

水资源分别不到世界的 l / 3
,

1 / 3
,

1 / 8
,

l / 4
,

农村 4 亿劳力
,

有

1亿待转移
。

第二
,

产量高 (总单产)
,

人均产品少 : 中国粮食肉类总量
,

虽居世界首位
,

但 19 %

年人均粮食
,

肉类
,

奶类
,

分别仅约为发达国家平均的 l / 2
,

1 / 3
,

1 / 5o

第三
,

物质投入多
,

人均相对量少 : 虽然灌溉总面积占耕地 47 %
,

化肥用量达 3 千

万吨
,

均比美国多
,

但人均灌溉面积仅 0. 6 亩
,

人均化肥用量 22 公斤
,

仅为美国 1 /2

及 1 / 3
,

全国农业劳力年产值仅为工业的 l / 巧
,

农业的比较效益甚低
,

农业商品率只

有 35一 60 %
。

第四
,

农业的贡献多
,

但工业对农业的反馈少 : 19 52 年工农消费水平应为 2. 4 : 1
,

到 1990 年为 2
.

8 : l
,

农业综合生产力与发展均受影响
。

第五
,

农民仅初步温饱
,

生活水平低
。

95 年全国农业人 口人均收人仅 780 元
,

全 国

有 8 千万农民尚处于贫困之 中
。

从此可见
,

中国农业虽正朝向现代农业方向推进
,

但从全局来看
,

尚处于半 自给半

商品
,

半经验半科学
,

半人畜半机械的状况
,

并未完全脱离传统农业的范围
。

因此
,

必须加快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进程
,

走集约化农业发展的道路 l3j
。

第一
,

加强集约经营: 将保护土地与提高土地利用率放在首位
,

保护耕地
,

集约与

合理用地
,

精耕细作
,

间套复种
,

发展大农业
,

提高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
。

第二
,

力争
“

二高一优
”
: 将提高粮食产量与农业的综合效益放在首位

。

通过改良

中低产田与提高丰产田单产水平
,

使粮食不断稳产高产
。

在力争
“

二高一优
”

的基础

上
,

走
“

种
、

养
、

加
”

一条龙
, “

贸
、

工
、

农
”

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道路
,

不断促进农

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

第三
,

坚持
“

持续发展
” ,

将合理利用资源
,

保护生态环境放在首位
。

在发展
“

二

高一优
”

农业的同时
,

应对资源利用与生态
、

环境有所改善
,

并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
,

提高农民收人
,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

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

同时应特别注意作物产

量
、

社会经济与生态
,

环境三者的相互协调与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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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代农业面临的挑战

从当前社会与经济发展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看
,

我国现代农业正在面临着以下的

严峻的挑战川
。

4. 1 人口与粮食

到本世纪末
,

世界人 口总数将达到 6 2
.

引 亿
,

粮食的需求量为 21
.

3一 22 亿吨
,

比

1990 年的粮食总量要净增 3
.

5亿吨
。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
,

生产条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将承受巨大的粮食生产压力
。

我国人 口到本世纪末
,

预计可达 13 亿左右
。

以人均 粼X)

公斤的年消费水平计算
,

需要粮食 5. 2 亿吨
,

然而要在仅占世界耕地面积 6
.

8% 土地

上
,

获得世界粮食生产总量的 23
.

6 %
,

任务是极为艰巨的
。

4. 2 资源与环境

当前
,

全世界拥有耕地 7
.

3 亿公顷
,

预计到本世纪末可再扩大耕地 1
.

8 亿公顷
,

总

共为 9
.

1 亿公顷
。

但是
,

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垦土地
,

近年来土壤退化不断加剧
。

全球

范围内的水土流失面积已发展到总土地面积的 16
.

8% ;
沼泽化

、

沙漠化的面积也分别达

到总面积的 10 % 和 33 % ;
次生盐渍化面积约 12 亿公顷 ; 耕地被侵占近 2 亿公顷; 20 %

耕地存在着养分亏缺 ; 在 76 个发展中国家中
,

森林以每年 1130 万公顷的速度砍伐
,

而

造林仅为 110 万公顷
。

世界上仅有 0
.

27 % 的水资源可为农业
、

工业和城市利用
,

有人预

测
,

不出二十年
,

淡水的供给将不能满足需要
。

我国的水土及森林资源按其绝对量来说名列前矛
,

但人均占有量很低
。

人均耕地
、

林地和草地分别仅占世界人均量的 1 / 3
、

1 / 5 和 1 / 4; 水资源总量虽居世界前列
,

但

只占世界人均的 l / 4
;
森林资源居世界第 7 位

,

但人均量是第 130 位
。

目前全国中低

产田已占总耕地面积的 2 / 3
,

目前约有 20(卫)万公顷的耕地受到干旱威胁
。

水土 流失面

积 占国土总面积的 1 / 5; 沙漠化的土地达到 33 30 万公顷
,

并且平均每年以 巧 万公顷的

速度扩展 ; 草原退化面积 8700 万公顷
,

并且每年以 12 0 万公顷左右速度增加
。

随着工

业的发展
,

污染 日益严重
,

每年废水排放量为 368 亿吨
,

烟尘排放量为 144 5 万吨
,

受

污染的耕地面积约 670 万公顷
,

酸雨对江南农业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

仅 5 0 :
的危

害
,

每年可达 270 万公顷
。

面对上述挑战
,

现代农业今后的发展必须为人类享有充足与健康的食物和清洁的环

境作出贡献
。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

稳定粮食增产是主要任务
。

5 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主要是农业持续发展与生态
,

环境的建设及

其相互关系问题
,

这也是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建设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叭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 :
“

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
,

我们都必须加强农业
,

重视对农业

的保护与扶持
,

确保农业逐步实现现代化
” , “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
,

我

国的农业
,

尤其是粮食生产
、

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绝不能削弱
,

而且必须加强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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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粮食的稳定增长
” ,

由此可 见
,

我国农业持续发展
,

必须以 农业现代化为

基础
,

而在农业持续发展中
,

粮食的稳定增长是关键
。

此外
,

生态
、

环境的建设与保护

也是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

必须处理好人口
、

资源
、

环

境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基本国策
。

为了正确认识与解决我国

现代农业发展中面临的若干问题
,

初步提出如下 四个方面的对策
。

5. 1 建立四个观点

(l)
“

产业化
”

观
,

即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

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
,

这是当前夜生向

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

农业的产业化
,

就是农业的工业化与农业的企业化
,

它与工业的发

展及其对农业的支撑是分不开的
,

从发展看
,

今后我国农业的产业化方向应该是农业的

产前
、

产中
、

产后相联系; 贸
、

工
、

农相结合 ; 产
、

加
、

销一体化
。

在此情况下
,

农业

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而是具有高产值
、

高效率
、

高效益的现代基础产业
,

只有这

样
,

我国农业现代化才能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l’]
。

(2)
“

持续发展
”

观
,

即走农业持续的道路
。

农业的持续发展
,

应包括农业产量
,

经济与环境三者的持续发展
,

其中环境与农业的协调与持续发展是关键
,

这是因为
,

现

代农业的发展
,

绝不能以浪费资源与牺牲环境为代价
,

而应以建立生态
、

环境良性循环

为农业发展的基础
,

只有这样
,

农业发展才能
“

功在当代
,

利在千秋
” ,

可见现代农业中的

持续发展观点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
,

同时
,

必将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

(3) 全局观
,

即走农业全面发展的道路
。

首先
,

现代农业发展在战略上必需考虑治

理开发 ; 综合持续 ; 城乡一体化三个方面的全面结合
。

其次在土地开发战略上
,

除面向

现有 巧 亿亩耕地外
,

应该更加开阔视野
,

面向山丘
,

面 向草原
,

面向海洋
,

面 向空

间
,

向
“

山
、

草
、

水
、

空
”

开发
,

向
“

山
、

草
、

水
、

空
”

要食物
。

江西省提出
“

在山地

上再建一个江西
,

江苏省提出
“

海上苏东
” ,

说明从全局考虑农业发展是现代农业的一

个新的内容
。

(4) 务实观
,

即务实地对待我国今后粮食的需求问题
,

到 2030 年
“

谁养活中国的

问题
”

(美国布朗 19 95 年提出)
,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
“

必须
,

能够而且有办法养活
” ,

关

键是采取切实有力的技术与政策措施
,

严格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农业发展 8 大措施与 16

个项目 (见科技日报
,

19 % 年 9 月 16 日)
,

明确农业与农村发展战略
,

加强农田基本建

设保护
,

进行国土全面治理与开发等
,

在此情况下
,

到本世纪末
,

我国粮食总产达到 5

亿吨
,

2030 年达到 7
.

6亿吨
,

是有可能的
,

我们应对此付出努力并充满信心
。

5. 2 解决四大矛盾

(l) 人地矛盾
。

据统计
,

19 57 年
,

全 国耕地 为 17 .6 亿亩
,

人 均为 2. 7 亩
,

从

1978一 199 4 年
,

16 年间
,

全国耕地净减 6880 万亩
,

人 口增加 2
·

3 亿
,

人均耕地由 1
.

55

亩降至 1
.

19 亩
,

相当世界人均水平的 1 / 4
,

全国 1 / 3 的省 (区) 人均耕地不足一亩
,

从 19 57 年到 19 86 年 29 年间平均每年净减耕地 807 万亩
,

如果今后按年净减耕地 500 万

亩计
,

50 年后
,

我国人均耕地将降至 0
.

6 亩
,

届时人 口增加与耕地减少的矛盾将更为尖

锐
。

为此
,

必需严格控制人 口
,

保护耕地
,

提高耕地的数量与质量
,

解缓人地矛盾 : 第

一
,

必须控制人 口
,

加强土地管理
,

强化国家土地法的执法力度
。

第二
,

严格控制用地

总量
,

规定每年全国非农用地占耕地数量的极限
,

通过适度开发与复垦
,

不断增加耕



土 壤 学 报 34 卷

地
,

努力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
,

确保耕地与播种面积的稳定
。

第三
,

划分基本农田

保护区
,

改造中低产田
,

建设吨粮田
,

不断提高耕地的利用率
。

第四
,

在保护耕地数量

的基础上
,

通过平衡施肥
,

治水改土
,

合理耕作
,

建立耕地质量监测网络系统等措施
,

不断提高耕地质量
,

达到农业的稳定增产l’]
。

(2) 人粮矛盾
。

我国粮食总产 1949 年为 1
.

132 亿吨
,

1995 年为 4
.

66 亿吨
,

增加了 4

倍
,

人均为 388 公斤
,

到本世纪末
,

人 口为 13 亿
,

按人均 4以〕公斤粮食计算
,

总产需

5. 2 亿吨
,

尚需增加 0
.

5 亿吨
。

从历史上看
,

我国粮食产量变幅较大
,

区域发展不平衡
,

近十年来
,

我国粮食增长

较缓慢
,

19 84 年后
,

南方粮食较北方增产少
,

过去
“

南粮北调
” ,

现变为
“

北粮南

调
” 。

产生原因
,

一是由于耕地面积减少
,

1984 一 1993 年全国耕地共减少 《洲叉) 多万

亩
,

其中我国东南地区 (包括沪
、

苏
、

皖
、

鄂
、

湘
、

广
、

浙
、

闽
、

粤) 耕地减少 1800

万吨
。

二是粮食播种面积下降
,

十年间全国减少 3500 万亩
,

而东南地区减少 53 00 万

亩
。

三是粮食单产降低
,

全国近 10 年较前 6 年 (19 78 一 1984 年) 减少 67 斤 / 亩
,

东

南地区减少 124 斤 / 亩
,

总产减少 79
·

7 斤 / 亩
。

为此
,

今后需要取如下对策 :

第一
,

稳定耕地及粮食播种面积
。

通过提高复种
、

综合开发
、

荒地开垦
、

保护耕地

等措施
。

今后 巧 年内
,

即到 20 ro 年
,

虽然耕地将净减 6以X) 万亩
,

但耕地应保持在 18

亿亩左右
。

第二
,

加强中低产治理与平衡施肥
,

全国有近 2 / 3 的耕地为中低产农田
,

19 89 一

19 85 年
,

黄淮海与东北地区共治理中低产田 75 00 多万亩
,

新增粮食 2 00 亿斤
,

说明中

低产田治理有很大潜力
。

此外
,

在化肥施用水平较高地区
,

应尽快调整 N
、

P
、

K 的施

肥比例
,

推广平衡施肥技术
,

这是防止土壤退化
,

提高耕地肥力的重要措施
。

第三
,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与品种培育
,

通过各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不断提高耕地

的实际灌溉面积
,

同时应通过改良作物品种
,

防治病虫害
,

加强田间管理
,

不断提高粮

食增产水平
。

第四
,

建造粮食增产的外部环境
,

加强区域性粮食生产基地建设
,

包括建立粮食生

产的保护与投人制度
,

加强市场体制与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等
。

(3) 水资源矛盾

当前水资源矛盾在农业发展上的表现是
,

第一
,

供水不足
,

全国耕地的实际灌溉面

积仅 40 %
,

每年有 60 % 的耕地无水灌溉 ; 第二
,

洪涝旱灾频繁
,

每年农业遭受水旱灾

的损失
,

约占自然灾害损失的 60 % ;
第三是水质污染

,

不少地 区 由于水质污染
,

直接

影响耕地的肥力水平与作物产量
,

仁述矛盾主要是人
、

水与环境之间协调的矛盾
,

为此提出

如下对策 :

第一
,

扩大灌溉面积
,

发展节水农业
。

首先
,

通过兴修农田水利
,

加强农田水利开

发
,

不断扩大耕地灌溉面积
。

其次
,

通过管道输水
,

平整土地
,

农田覆盖
、

灌溉技术
、

改善耕作等措施发展节水农业
。

实践证明
,

在井灌区
,

采用管道灌溉
。

可 节水 30 %
,

喷管可节水 30 一 50 %
,

在水源不足地区
,

采用湿润灌溉法
,

水田可节水 65 %
,

初步估

计
,

仅节水一项可增产粮食 200 亿斤以上
。

第二
,

加强水资源的管理与保护
。

水资源的管理
,

包括政策
,

法规 (水法)
、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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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组织结构
、

水价体系
、

调度运行
、

污水排放及处理等诸方面均需加强
,

其中节水是

管理的核心
。

第三
,

搞好开源及水源调配
,

兴建一批新的水资源工程
,

以丰补缺
,

进行水资源的

合理调配
,

其中开展
“

南水北调
”

为主体的全国与流域和跨地区水资源 的总体布局
,

也

是重要措施之一
。

(4) 环境恶化矛盾
。

随着工业的发展
,

我国每年废水排放量为 368 亿吨
,

烟尘排放

量 144 5 万吨
,

受污染的耕地面积约 570 万公顷
,

酸雨对江南农业的影响日益加重
,

仅

50 :
的危害

,

每年可达 270 万公顷
。

由于旱
、

涝
、

盐
、

碱
、

风
、

砂等导致土壤的肥力下

降
,

有 20 00 万公顷耕地受到威胁
,

此外
,

由于城乡企业的
“

三废
”

与生活垃圾与污水

排放及农药所产生的污染
,

也直接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与农业发展
。

因此
,

应采取如下对

策
。

第一
,

实施环境保护的三大战略
,

综合治理污染
。

首先对污染的排放总量加以控

制
,

城市工业污染防治与农村环境保护并重
,

以科技为先导
,

提高环境建设和管理水

平
。

在此基础上
,

通过速度与效益的有机结合
,

将国民生产总产值的污染排放和资源损

失量降下来
。

第二
,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

减少面源污染
,

倡导增强有机肥
、

推广配方施肥
,

提高

肥料利用率
,

推广高效
、

经济
、

安全的农药
,

加速废膜资源化
。

第三
,

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

优化产业结构
,

控制污染源头
。

在优化乡镇

企业结构与调整布局的基础上
,

严格控制高污染产业的新建
,

鼓励与支持清洁生产的产

业
,

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的扩大
。

第四
,

加强法制建设
,

加大环保投入
,

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
。

5. 3 强化四大对策

(l) 提高科技份额
。

我国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份额
, “

六五
”

期间为 35 %
, “

七

五
”

期间减少到 28 %
,

近些年在 35 一 40 % 之间
,

按照中央的要求
,

本世纪末
,

科技在

农业中的贡献份额应提高到 50 % 以 上
。

事实表明
,

我国科技份额的提高
,

除用现代科

技不断充实与推动农业发展外
,

更重要的是要抓好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

使大批的农业

科技成果
,

真正在农业生产中变成推动农业的生产力
。

这就要在农业技术推广与提高农

民科技文化素质上下功夫
,

这是现代农业发展中
,

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方

面
。

(2) 建立新的农村经营体制
。

当前我国的分户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
,

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

对解放农业生产力起到积极作用
,

但在农村经

济较发达的地 区
,

往往导致粗放经营
,

土地利用率低等弊端
,

有碍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与

农业现代化发展
。

为此
,

在现代农业发展条件下
,

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经营体制
,

处理

好农民土地经营权
,

改革农产品与生产资料流通体制
,

逐步建立农业规模化与产业化模

式
,

使农村经济适应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3) 加强农业投人l’]
。

为了加速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

必须大幅度地增加农业投人
,

第一
,

农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

由
“

六五
”

期间的 5 .4 %
,

降

至
“

七五
”

期间的 1
.

3%
,

建议恢复到 5%
。

第二
,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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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
,

在
“

六五
”

期间为 6
.

3%
,

到 1994 年降至 2
.

5 %
,

建议在
“

九五
”

期间恢复

到 6 %
,

到 201 0 年提高到 ro %
。

第三
,

全国的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 “

六五
”

期间为 9. 6%
, “

七五
”

期间为 8. 28 %
, “

八五
”

期间为 6 一 9%
,

建议
“

九五
”

期间保持

到 10 % 的水平
,

并将农业科研的政府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

提高到 1% 以上
。

(4) 制定与实施农业政策
。

包括农业的基本建设
,

科技投人
、

环境保护
、

水土资源

治理
,

农产品价格
,

其中包括粮食
、

土壤与水资源价格
,

农产品收购
,

出售的市场与国

家价格的平衡政策等的制定与贯彻实施
,

都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要保证
。

5. 4 处理好四大关系

(l) 现代农业与现代工业发展的关系

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农业的产业化
,

也就是
“

农业的工业化
” 。

因此
,

现代农业

是离不开现代工业发展的
,

没有现代工业对农业的扶持与推动
,

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不可

能的
。

我国当前的实践表明
,

随着农村工业的提高
,

以工补农
,

以工建农的水平才能提

高
,

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才能实现
。

由此可见
,

坚持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协调发展
,

走工

业化
、

城市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

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途径
。

因此
,

在现代化发

展中
,

必须处理好现代工业与现代农业协调发展的关系
。

(2) 农业
、

农民与农村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
“

三农
”

关系
,

是推进农村经济和整个社会全面发展 的关键
。

当前我国农业

发展
,

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
,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

将农业现代化作为总体战

略统帅农业发展的全局
。

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
,

必需以农民为主体
,

因为农民是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主力军
,

要把维护农民利益
、

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

作为各项农业政策

的出发点
。

此外
,

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 口在农村
,

因此
,

农村建设
,

其中包括农村经济

建设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民主法制和基层组织建设是农村全面建设的组成部分
。

只有以农村为基础
,

农民为主体
,

推动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

才能促进农村经济与整个

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3) 政策
、

投人与技术的关系

政策
,

投人与技术是国民经济
,

特别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

从现代农业发展看
,

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与相互结合是不容忽视的
,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

没有现代科技武装

农业
,

则农业现代化不可设想
,

但另一方面
,

没有充分的资金与物质对农业的投人
,

特

别是没有坚强的政策的保证
,

现代科技也无法介人农业或被农业所武装
。

因此
,

可以这样认

为
,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
,

科技是动力
,

投人是基础
,

政策是保证
,

三者共同结合
,

共同

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

(4) 人 口
、

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这三者的关系是统一的
,

并是现代农业发展中必须重视与处理好的问题
。

我国当今

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

如前所述
,

是
“

人口增加
,

资源贫乏
,

环境恶化
” ,

因此
,

在现

代农业发展中
,

必须
“

控制人 口
,

合理利用资源
,

加强环境保护
” ,

总的方向是
,

绝不

能以牺牲资源及环境为代价
,

来换取农业的发展
。

当前不少经济发达地区
,

经济发展

了
,

但资源与环境遭到破坏
,

反之
,

资源环境保护良好的地区
,

往往是经济处于贫乏落

后的地区
。

因此
,

如何在人 口增长条件下
,

注意资源与环境的相互协调
,

从而促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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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的持续发展
,

是我国当前与今后农业发展中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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