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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迈向现代农业的路径探寻》从2005年10月开始酝酿，到2006年10月完稿，历时一年。
编纂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酝酿筹备阶段。
齐城同志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农业专家和有关学者的意见，经过深入思考和反
复论证，拟定出编写大纲。
同时，召集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成立了编纂委员会。
二是资料收集阶段。
各编写人员广泛召开了座谈会，深入基层调研，并到有关大专院校和图书馆查阅和摘录了大量文献资
料。
三是撰稿阶段。
编委会集中力量和时间，采取倒计时的办法，分头撰写。
广大编写人员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有的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形成初稿，有的甚至数易其稿，以
确保质量。
四是评审阶段。
按照质量把关、文字润色、技术纠错的原则，专家会审书稿，主编全面通稿，最终定稿。
　　《迈向现代农业的路径探寻》共分六篇三十二章。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姚鹏（第一、二章）、张永胜（第三章）、鲁忠耀（第四章）、崔怀德（第五章
）、胡明阁（第六章）、李建新（第七章）、段昊（第八章）、陈红（第九章）、马世民（第十章）
、周春雷（第十一章）、刘诗富（第十二章）、邓艳军（第十三章）、李哲中（第十四、十五章）、
徐庆猛（第十六章）、陈红（小）（第十七章）、程超（第十八章）、景文清（第十九章）、余国宾
（第二十章）、杨宏宪（第二十一章）、赵剑平（第二十二章）、黄士华（第二十三章）、王军（第
二十四章）、王西成（第二十五章）、韩冬梅（第二十六）、黄豫涛（第二十七、二十八章）、周应
传（第二十九章）、胡克光（第三十章）、韩延汝（第三十一章）、罗明（第三十二章）。
参加《迈向现代农业的路径探寻》初审的有秦大平、鲁中耀，齐城同志对全书进行了最后修改和审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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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城，男，河南息县人。
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班结业，特约研究员，兼职教授。
发表过30余篇学术论文，参与过6部著作的编写。
先后任信阳地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信阳地委办公室秘书、二秘科科长；信阳地（市）委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信阳市委副秘书长；现任信阳市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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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利用第三节 农用水资源的高效利用第四节 生物资源利用第五节 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第六章 农产品市场开发与信息体系建设第一节 信阳农产品市场的现状第二节 农产品市场开发的对策
与措施第三节 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第二篇 科技创新与支持体系第七章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
应用第一节 世界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应用所取得的成效第二节 信阳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应用的现状
评价第三节 信阳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应用的战略重点和措施选择第八章 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推广体
系第一节 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意义第二节 农作物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现状第三节 如何建
立健全农作物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第九章 建立有害生物预警与植物保护体系第一节 建立有害生物预警
体系的必要性和原则第二节 有害生物预警与植物保护体系现状与问题第三节 建立信阳有害生物预警
与植保体系第十章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第一节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般问题第二节 农产品质量安
全体系现状和存在问题第三节 建立健全信阳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第十一章 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第
一节 农机化与现代农业第二节 信阳农机化发展历程及现状第三节 信阳农机化发展布局第四节 信阳农
机化发展措施第十二章 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第一节 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第二
节 农业技术服务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节 创建适应信阳农业发展的社会化服务管理
体系第三篇 产业结构与组织形式第十三章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第一节 农业结构调整的背景第二节 农业
结构调整的原则、方向、目标第三节 农业结构调整的现状第四节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措施第十四章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第四篇 发展路径与主要模式第五篇 农民素质
与劳务经济第六篇 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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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分析　　中国由东到西、由南而北，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
、社会需求等差异较大，甚至中国许多省的面积和人口都达到或超过了欧洲一些国家的规模，因此，
如何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需要在农业比较优势原则下根据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地推进。
　　沿海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比，除农耕业外，还有独特的海洋资源，根据资源禀赋决定农业结
构的原则，水产业就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部地区由于仅靠淡水资源发展水产业就远不如沿海地区
；西部内陆地区虽然有丰富的水资源，但由于地势较高且起伏大，河流水域利用率低，只能利用库、
塘、渠等水体资源发展淡水养殖，水产业比例就很低。
最主要的是，东部地区在热量、淡永和土壤资源条件方面配合较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人口稠密，
是中国农耕业、农区畜牧业和渔业的集中产区；而西部地区气候比较干旱，热量、水利、土质等资源
条件的配合上有较大缺陷，加上交通不便，人口稀少，耕地小而分散，农业发展相对粗放，没有东部
那样精耕细作，但以放牧为主的畜牧业潜力超过了东部地区。
　　中国南北方地区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自然条件差异，如降水、温度、土壤、日照等，淮河以北的东部北方地区，旱地为耕地的基本形
态，发展了一整套旱地农业生产制度，是中国旱粮作物和棉花、花生、大豆、甜菜和温带水果的主产
区；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以水田作为耕地的基本形态，发展了一整套水田农业生产制度，是水稻以
及油菜和甘蔗、桑、茶、柑橘等各种亚热带、热带经济作物的主产区。
在北方地区西部，又以祁连山为界，在祁连山以北的甘新地区，是广大的干旱气候区，荒漠化严重，
种植业完全依赖于灌溉，畜牧业以山地放牧业为主且相对发达；在祁连山以南的青藏高寒地区，是以
放牧业为主的地区，除少数河谷地带外，牲畜、农作物都带有高寒地区的特点。
二是经济社会条件，与北方地区相比，南方地区人口较多、城市和农村工业较为发达、农业技术扩散
速度较快、农民敢冒风险勇于闯市场等，这就决定了南方地区应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
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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