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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1号文件均明确指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
要任务”，并提出了现代农业的建设路径和目标，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
方向。
广东现代农业建设起步早、基础好，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在全省各地已经形成了你追我赶、亮点纷
呈的大好局面。
在200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欧广源同志代表广东省作了发展现代农业的
专题大会发言（也是大会发言中唯一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题的发言），已经对广东发展现代农业作了
很好的概括。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关键性的发展阶段，有必要对广东过去多年来的现代农业建设实践，进行
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凝练出若干成功的经验和发展模式，剖析问题、提出对策，这不仅是提高
广东现代农业理论研究水平的需要，更是下一步加速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力争2020年全省率先基本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对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以现代农业示范区为重心的现代农
业建设实践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对广东现代农业建设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发
展战略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为广东农业如何加速向“设施装备发达、生产技术先进、组织经营高效
、服务体系完善”的现代农业转变，实现“珠江三角洲2010年、全省2020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宏伟目标，这个关乎全局的问题做出初步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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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合篇　　第一章　现代农业的理论内涵　　一、现代农业的基本涵义　　现代农业是相对传统
农业而言的，它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范畴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
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随着人类认识程度的加深和
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赋予新的内容。
　　现代农业作为一个具体的实现过程有其深刻的历史性。
首先它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出现而开始的，如果没有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农业的现代化。
其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现
代农业的内容和标准也在不断变化。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在以农业化学和育种为主导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形成了化肥工业
和种子产业，打破了传统农业封闭的物质能量循环，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
展。
20世纪20至30年代，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带动下，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器
和钢铁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化浪潮，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电气化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微电子工程、海洋工程等为代表的第三次新科技革命
浪潮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正在改变以“石油农业”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生产力
大发展时期，从而加速了包括现代农业在内的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是传统农业通过不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技
术装备水平，不断调整农业结构和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分工，以实现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不断
提高和农业持续发展的过程。
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农业，用现代工业产品来装备农业和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管理
体系来管理农业。
具体来讲，就是用现代物质技术装备农业，用现代手段管理农业，实现“五高六化”（“五高”即劳
动生产率高、土地生产率高、投入产出率高、科技进步贡献率高、农业收入水平高；“六化”即农田
标准化、操作机械化、管理科学化、服务社会化、生态良性化、城乡一体化），把农业建设成为具有
显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社会文明、环
境优美的新农村。
　　二、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　　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
产业化。
它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与传统农业相对而言的。
现代农业是传统农业发展的必然，是一次全方位的变革。
从国内外实践看，现代农业是持续、广泛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和现代工业装备的专业化、
社会化、集约化产业，是生产、加工和销售相结合，产前、产后和产中相结合，生产、生活和生态相
结合的一体化的高效率与高效益的综合性产业。
　　1．农业资源领域实现突破。
现代农业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
工农一体化生产，并十分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的内涵得到了拓宽和延伸，农业
的链条通过延伸更加完整，农业的领域通过拓宽，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
　　2．农业生产状态实现突破。
现代农业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了农产品
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国内外贸易流通，有利于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先进科学技
术的推广应用、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现代管理手段的运用。
　　3．农业生产部门实现突破。
现代农业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实现了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
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农业管理和服务体系。
　　4．城乡联系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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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城市
发展有赖于农村的支撑，农村发展有赖于城市的支持，城乡统筹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
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
　　一、现代农业的表现形式　　现代农业是一种既能使农业高效发展，又能永续利用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的现代化农业模式，世界各国对现代农业的发展进行了多种探索。
　　1．持续农业。
持续农业是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有代表性的农业经营新模式。
关于它的概念和定义，由于国情不一，所持的观点和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表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总的看来有三种主要论点：一是长远的、协调发展的论点，就是将环境、资源、技术、经济、社会诸
多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农业和农村的协调持续发展问题，以满足世世代代的需要；二是一体化、综合
农业的论点，主要是以西欧正在试验的综合农业为代表，它是一种在经济上、生态上都能持续的农业
，既保持农民收人，又保护环境；三是可持续发展的论点，认为农业的可持续性不仅涉及物质生产领
域，而且还包括精神生活，特别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文化教育对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是一个自我维持的系统。
该系统要使能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并且一切副产物都要通过再循环，提倡使用固氮植物，通过施用
腐殖质肥料、实行作物轮作以及施用农家肥等技术来保持土壤肥力。
它必须是多种经营的，使农业生态系统增加稳定性，并保证最大生物量的生产。
动物（包括人）与植物的构成比例也必须适当。
生态农业在经济上必须是可行的，不能把效益增加到最大而破坏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
尽可能保证农村的各种景观并生产出需要的产品，使农业生态体系变得更稳定，并使乡村特有的美丽
景观给人以愉快之感。
　　3．有机农业。
有机农业是在研究土壤流失与土壤肥力等问题时兴起的。
有机农业的着重点放在土壤与人类健康上，认为食物的营养价值取决于土壤及其运动、食物贮存与制
备等，没有肥沃的土壤，就没有营养丰富的农产品，改善食物的营养与人类身体健康，其根本在于维
护土壤健康，改善土壤肥力。
一般情况下，有机农业不用化肥、农药及其他合成的化学制品，在需要时施用一定限量的化肥或农药
作为应急手段。
有机农业，由于其较高的成本和较低的产出率，目前还局限在一定区域、一定范围内存在。
　　4．都市农业。
都市农业是依托都市、服务都市、并为都市提供优质农副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的区域性农
业。
它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现代农业的代表性形态，是现代都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内容可以表现为：农业高新科技园（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工厂化农业（设施农业、精细农业）
、庄园农业（都市农庄）、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等。
都市农业主要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示范带动功能等四大功能。
都市农业总体上可归为集约持续型和休闲观光型两种基本类型。
　　第二章　广东现代农业建设相关理论　　一、农业发展阶段理论　　对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受到
了农业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农业发展阶段理论。
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W?Mellor）根据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具体做
法特点，于1966年提出“梅勒农业发展阶段论”，该理论把农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
统农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业技术处于停滞状态，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传统投入；第二阶段为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较大比重和工业扩张对资本的占用，在这一阶段，
劳动节约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受到限制，农业发展主要依赖提高土地产出率为重点的劳动实用型的生物
化学技术创新；第三阶段是农业现代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大
下降，人地比例下降使农场规模趋于扩大，资本供给越来越充裕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昂，因此，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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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替代劳动不仅具有经济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可行性，劳动节约型的大型机械和其他资本密集型技术
被发明出来，并被运用到农业生产中。
　　美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韦茨根据美国农业发展的经历，于1971年提出了“韦茨农业发展阶段论”
，该理论也把农业划分为三个阶段：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维持生存农业阶段；以多种经营和增加收入
为特征的混合农业阶段；以专业化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化商品农业阶段。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国的弗农?拉坦在1971年提出了以农业技术和制度变迁理论为基
础的农业发展理论，1985年他们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农业发展模型，即在任何一个经济中，农
业的发展都要依赖于四个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这四个基本要素包括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
度。
速水佑次郎还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的实践，于1988年提出了“速水农业发展阶段论”，该理论同样把农
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增加生产和市场粮食供给为特征的发展阶段，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政策在该阶
段居于主要地位；以着重解决农村贫困为特征的发展阶段，通过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
水平是这个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政策；以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农业结构调整是这
一阶段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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