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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丛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历时两年多联合开
展研究的重要成果，凝聚着600多位院士、专家的智慧和心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洞悉学科发展规律、
了解前沿领域和重点方向及开展科技创新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我国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
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农业科学》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农业科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客观
分析了学科发展态势，从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研究特点出发，前瞻性地思考了学科的整体布局，提出了
农业科学的重要科学问题、前沿方向及我国发展该学科领域的政策措施等。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农业科学》不仅对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也是科技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了解农业科学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权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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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路甬祥 陈宜瑜)前言摘要Abstract第一章 农业科学总论第一节 战略地位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础二、加强农业科学研究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需求三、发展农业科学是提高我国农业
和农业科技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四、发展农业科学是实施《纲要》的重要内容五、农业科学与其他
学科的交叉日益广泛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一、学科内涵二、学科发展规律和特点三、学科国际
发展状况与趋势第三节 发展现状一、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二、形成了较完整
的农业科学学科体系,对农业的支撑能力和引领作用尚待加强三、农业学科平台、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但尚不能满足农业科技创新的需要四、具有保障学科发展的政策体系,但尚需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第
四节 学科发展布局一、总体发展战略布局二、重点发展方向三、交叉学科发展布局与发展方向四、国
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计划需求分析第五节 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确定优先发展领
域的基本原则二、优先发展领域三、重大交叉领域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一、农业科学领域国际合作
的发展态势二、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基本情况三、我国在该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战略需求分析四、
我国在该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总体布局第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一、进一步提高国家对农业基础研
究经费的投入二、努力改善农业基础研究的支撑条件三、着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队伍建设四、进一步
提高农业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成效参考文献第二章 作物学第一节 战略地位一、作物学科发展是提高
农业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根本措施二、作物学科发展是支撑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三、作物学科发展是突破资源制约,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确保农业区域
均衡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四、作物学科发展是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
重要战略内容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一、作物学的内涵和发展规律二、作物学发展态势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一、研究现状、重要进展和重要成果二、基金资助情况三、平台建设和人才队伍
情况四、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节 学科发展布局一、总体发展布局二、分学科和重点发展方向布局三、
交叉学科发展布局和发展方向四、平台建设计划需求分析第五节 优先领域以及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
遴选优先发展领域的基本原则二、优先发展领域三、重大交叉研究领域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一、作
物学领域国际合作的发展态势和我国基本情况二、我国在该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战略需求和总体
布局第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一、加强作物科学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二、强化学科平台建设,优
化学科网络布局三、加速杰出人才培养,促进学科队伍提升四、拓宽国际合作领域,促进学科全面发展
五、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和资助模式,优化学科发展外部环境参考文献第三章 园艺学第一节 战
略地位一、园艺产业经济和社会地位二、园艺产业发展现状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一、园艺学的
发展规律二、园艺学研究的特点三、园艺产业的发展趋势四、未来园艺产业技术需求第三节 研究现状
和研究动态一、研究现状、重要进展和重要成果二、基金资助现状和人才队伍情况三、学科发展存在
的问题第四节 学科发展布局第五节 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优先发展领域二、与其他
学科重点交叉领域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一、加强园艺植物优异资源的国际合作二、加强基于“组学
”的园艺植物系统生物学国际合作三、园艺植物表观遗传学国际合作四、设施作物专用品种对亚适宜
环境的响应和适应机制国际合作第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参考文献第四章 植物保护学第一节 战略地位
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一、植物保护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二、有害生物致害性变异机制的研究
不断深入三、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植物保护的科学研究四、学科交叉融合催生新的分支学科五、高度
重视环境友好和食品安全植保新技术的研发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一、学科在国际上的地位二、
重要研究进展三、基金资助现状和人才队伍情况四、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第四节 学科领域发展布局一
、总体发展布局二、分支学科重点发展方向布局三、交叉学科发展布局和发展方向四、平台建设计划
需求分析第五节 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优先发展领域二、重大交叉研究领域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总体布局和保障措施二、分支学科布局第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一、杰出人才培养
二、科研平台建设三、重大科研项目设计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五、科研成果评价参考文献第五
章 植物营养学第一节 战略地位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一、植物营养学科的定义与内涵二、植物
营养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特点三、植物营养学科的发展态势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一、学科总体发
展特色二、优势学科、薄弱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状况三、总体经费投入与平台建设四、人才队伍建
设五、推动学科发展、促进人才培养、营造创新环境等方面的举措和存在的问题第四节 学科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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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发展战略布局二、学科发展战略布局和重点发展方向三、交叉学科发展布局与发展方向四、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计划需求分析第五节 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土壤养分水分
生物有效性二、土壤生产力及其调控三、养分高效利用的分子生理基础及遗传改良四、作物高产优质
的营养基础五、根际互作的过程与调控六、高产高效施肥原理与方法七、养分资源利用与养分循环八
、养分和污染物的环境效应与控制九、土壤—植物系统过程定量化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植物营
养学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发展态势二、我国在植物营养学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基本情况三、
我国在植物营养学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战略需求分析与总体布局第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参考文献
第六章 林学第一节 战略地位一、生态建设和生态文明对林学的战略需求二、林产品产业发展对林学
的战略需求的科学第二节 发展规律和发展态势一、基础林学发展迅速二、种质资源创新成为森林资源
培育的前提三、森林资源培育成为林学的核心四、可持续发展作为森林经营管理的理念五、林业生态
工程地位明显提升六、林业生物质材料科学蓬勃发展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一、抗逆生理和发育
生理引领森林植物学发展二、不同尺度的森林生态学研究全面展开三、林木良种化进程加快四、人工
林营造继续保持世界首位五、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六、林业生态工程理论研究得到加强七
、林业生物质材料研究发展迅猛八、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节 学科发展布局一、加强林学基础学科的研
究和高新技术的应用二、加强重点林业工程和产业关键科学技术研究三、加强符合林业特点的平台建
设和条件建设四、加强学科队伍建设第五节 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优先发展领域二、
重大交叉研究领域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第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参考文献第七章 畜牧学第一节 战略
地位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一、对种质资源基因的高度重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是新品种
培育和产业化的核心二、农业动物育种、繁殖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畜牧学科的快速发展
三、从动物营养、遗传和环境的结合处着手研究营养素的消化吸收、生理代谢机制及其生物学功能,已
成为动物营养学发展的新方向四、畜禽养殖对环境的破坏、环境对畜牧和草地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畜
牧和草地的可持续发展对畜牧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五、从系统生物学的角度阐述农业动物和牧草重要
经济性状形成的分子机制已成为畜牧学科的前沿领域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一、畜牧学科领域的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二、畜牧学科研究资助现状和取得的成就与差距三、我国畜牧学科人才队伍发展
、建设现状与不足之处第四节 学科发展布局一、总体发展战略布局二、学科发展战略布局和重点发展
方向第五节 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畜牧学优先发展领域二、畜牧学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一、全球框架下动物、草地植物遗传资源评价与利用二、农业动物基因组计划
三、新兴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畜牧科学中的应用四、包括畜禽在内的国家大型生物数据中心合作计
划五、畜禽环境生物学六、牧草/作物—家畜综合系统管理七、全球气候变化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第
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一、加强畜牧学研究人才队伍的建设二、加大向畜牧学科的政策倾斜和基础研究
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资助额度,稳定支持一些能参与国际竞争的研究队伍三、以重大科学工程带动畜牧
学科发展四、加强科研条件的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五、改进评审机制,加强专家队伍建设
和成果管理,建立共享机制六、加强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参考文献第八章 兽医学
第一节 战略地位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对兽医学科的需求二、加强人兽共患病的防控、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对兽医学科的需求三、拒外来病于国门之外对兽医学科的需求四、保障食品安全对兽医学科
的需求五、宠物与野生动物疾病的控制对兽医学科的需求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一、兽医学的研
究对象不断扩大二、兽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三、高新技术在兽医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四、学科
交叉、联合攻关、重点突破是兽医学发展的趋势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一、人才队伍建设二、资
助现状三、兽医学基础研究的现状与重要成果四、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节 学科发展布局第五节 优先
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优先发展领域二、重大交叉研究领域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一、动
物基础免疫学研究二、病原糖组学研究三、病原与宿主的互作及其信号转导与调控网络四、外来病防
控基础研究五、动物生长代谢调控的分子机制六、动物系统生物学研究七、动物重要群发普通病的信
号转导与网络调控机制八、动物骨代谢疾病的基础研究第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一、科学认识兽医学科
的战略地位二、加强兽医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三、发展兽医学科研究的支撑体系四、培育创新团队五、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参考文献第九章 水产学第一节 战略地位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一、蓝
色生物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的需求成为水产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各分支
学科综合、交叉成为水产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三、水产基础学科和前沿技术的发展合力并进,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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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得益彰第三节 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一、水产学科在国际上的发展二、我国水产学科发展现状三、
总体经费投入情况四、人才队伍情况第四节 水产学科发展布局一、水产学科发展布局和重点发展方向
二、交叉学科发展布局与发展方向三、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计划需求分析第五节 优先发展领域
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遴选优先发展领域的基本原则二、水产学科优先发展领域三、重大交叉研究
领域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第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一、着力源头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二、坚持以
人为本,奠定未来竞争力基础三、加强条件支撑,优化发展环境四、完善学科布局,促进学科协调发展参
考文献第十章 食品科学第一节 战略地位一、食品科学的进步推进食品工业快速、高效发展,满足人类
营养新要求二、食品科学的进步是农业发展的需要三、食品科学的进步是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需要四、食品科学的进步为食品产业技术提升提供保障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
发展态势一、我国食品科学的研究特点二、我国食品科学的发展规律三、国际食品科学的发展状况四
、国际食品科学的发展趋势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一、人才队伍建设二、资助现状三、食品学科
研究的现状与重要成果四、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节 食品科学学科发展布局一、总体发展战略布局和重
点发展方向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计划需求分析第五节 优先领域以及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
、遴选优先发展领域的基本原则二、食品学科优先发展领域三、重大交叉研究领域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
交流一、食品学科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趋势和现状二、食品学科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战略需求分析
与总体布局第七节 保障措施和建议一、加大对食品学科的投入,增强发展动力二、向基础研究,尤其是
利用最新生物学研究成果和技术的前沿研究倾斜三、加强学科交叉,对利用多学科手段的创新性研究给
予优先资助四、促进国际交流和合作,对拥有良好国际合作背景的前沿研究项目倾斜资助五、保证研究
经费合理落实、充分使用六、培养优秀的人才梯队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农业生物组学第一节 战略地位
第二节 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一、研究的高通量、高产出二、整体化及多学科交叉三、新技术不断涌现
四、基础研究的先进性和应用研究的普及性相结合五、经费高投入、研究集约化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研
究动态一、国际农业生物组学研究现状二、我国农业生物组学研究现状三、我国农业生物组学研究人
才队伍发展和建设现状第四节 学科发展布局一、总体发展布局二、重要动植物、农业微生物组学研究
方向布局第五节 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一、优先发展领域二、重大交叉研究领域第六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一、优先组织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二、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原则,强化实质性合作,提升合作层次和规模第七节 保障措施与建议一、继续加强生物组学研究的高素
质人才队伍的建设二、设置重大专项课题、加大对生物组学研究的资助三、加强项目间的沟通和互补
四、加强和完善高水平的农业生物组学研究中心的建设五、加强生物信息平台和种质资源平台建设六
、课题研究项目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实行优胜劣汰七、鼓励和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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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林业战略地位必须有林学学科的支撑与保障。
林学学科发展所产生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材料是推动林业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原动力；林学
学科发展程度是衡量国家林业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林学学科科技积累和产生的基础数据是国家宏观
决策的重要科学依据；林学学科人才建设是提高林业行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
因此，林学学科在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生态建设和牛态文明对林学的战略需求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行业。
林业承担着建设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改善荒漠生态系统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职责
，肩负着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重任。
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随着气候变暖、土地沙化、湿地缩减、水土流失、干旱缺水和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国际社
会对林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特别关注，林业问题受到空前重视.成为全球政治议程的重大主题。
生态危机既是人类文明延续和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也给林业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
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威胁，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延续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由于人类对森林破坏而导致国家衰亡和文明转移的例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就我国而言，生态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紧迫
任务。
据最新统计（国家林业局资源司，2010.1.28），全国森林面积19545.2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0.36％。
活立木总蓄积149.13亿立方米，森林蓄积137.21亿立方米。
全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78.11亿吨。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涵养水源量4947.66亿立方米，年固土量70.35亿吨，年保肥量3.64亿吨，年吸收
大气污染物量0.32亿吨，年滞尘量50.01亿吨。
仅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大气环境、积累营养物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6项生态服务功
能年价值达10.01万亿元。
由于历史原因、人口众多和资源依赖型的经济高增长，我国森林稀少、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湿地破
坏、干旱缺水和物种濒危等生态问题十分突出。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生态负荷日益加重。
森林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在生态防护、物种多样性保护、固定二氧化碳等方面具有巨大效能。
所以推进现代林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生态安全、木材安全、物种安全、能源安全
、淡水安全和粮食安全，改善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条件。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