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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富增长的本质是知识的增长，但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的中间转化环节才能得以有效实现，技术创
新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强大驱动力，知识创造财富，技术创新农业。
 劳动与技术双重密集的知识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技术创新是知识农业的核心。
　　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中间部门共同参与的“三元主体”的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既可突破传
统的以政府技术供体为导向的一元行为主体的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局限，又可避免只将农业企业
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片面观点，还可纠正理论与实践上均将农户视为农业技术的被动接受者和简单应
用者的做法。
　　知识进化、生产转化、需求采购三大系统的“双环模型”是农业企业经营的基本模型，能将“市
场驱动”与“驱动市场”有机结合。
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质是市场需求、知识技术与各种物质要素复合的“双螺旋”过程，市场需求是
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决策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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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论　　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无可争辩地告诉我们：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只是表明财富的潜在
有用性，自然资源的丰歉并不能直接代表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富有或贫穷；人类的一切财富都是人们将
知识按照需要并通过劳动而物化的结果，知识增量决定财富增量。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脑力劳动者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就达到49％（隋映辉，2002）。
日本、韩国的崛起，以色列、荷兰的农业发展都是明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人口大增的同时实
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世人有目共睹。
知识改变命运，创新成就未来。
　　“从国家角度看，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各种生产
要素比较优势的背后是因为有技术的存在”（Porter，1990）。
自然资源十分有限的中国农业也必将走上知识农业发展之路。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迅猛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建成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国家农业技术创
新体系的局限性正日益显现。
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
这个体系应由哪些要素构成？
这些要素的运行机制、相互关系又该如何？
体系运行需要什么样的外部条件相支撑⋯⋯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及时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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