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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农业是一个历史的与发展的过程，其内在要求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变迁而不断得以更新与充实
的。
从农业生产力角度来考虑，人们常用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时代特征来表述农业发展成就，就农业发展
的主要阶段划分，通常可分为“石器时代农业”、“铁器时代农业”、“工业化时代农业”。
从不同时代审视农业发展，显然其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
实际上，目前的工业化农业不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模式，替代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持续农业、
设施农业等）、未来农业（高科技农业、信息农业、精准农业、知识农业等）正在应运而生，各类新
兴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无疑都将为新时期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就理论意义认识，现代农业就是传统农业通过不断应用现代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过程
中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切实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的专业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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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从实践意义认识，现代农业基本特点应呈现在四个突破上：一是要着力拓展内涵，延伸链接。
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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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内捆得到了拓宽和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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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要着力城乡互助，工农结合。
突破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城乡互助、工农结合，科学地进行资源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
三是要着力统筹安排，深化改革。
突破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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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破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城乡互助、工农结合，科学地进行资源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
三是要着力统筹安排，深化改革。
突破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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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资源利用效率反映了物质、产品之间的转化水平，其中生产技术和工艺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核心。
通过物质流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和掌握物质投入和产品产出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技术、工艺改造和更
新，提高物质、产品之间的转化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达到以尽可能少的物质投入实现预期经济
目标的目的。
　　三是增加物质循环数量。
通过废弃物的再利用和再资源化，可以增加物质的循环使用量，延长资源的使用寿命，减少初始资源
投入，从而最终减少物质的投入总量。
工业代谢、工业生态链、静脉产业等都是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形式。
有关资料表明，2000年日本总的物质循环经济利用率达到10％左右，所循环利用的大都是资源短缺或
价值较高的废旧物质，如废钢、废铝、废塑料等。
但是，大量的物质在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上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或根本无法循环利用。
　　四是减少废弃物排放量。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物质循环量，不但可以减少物质投入的总量，同时
也可实现减少最终废弃物排放的目的。
因此，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生产工艺和技术的进步，生态工业链的发育和静脉产业的发展壮大，
可以通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加物质循环和减少物质总投入，达到减少最终废弃物排放量的目的。
物质流分析与管理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调控手段，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政策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其一，资源利用效率及其政策含义。
随着我国经济长期保护高速增长，物质消耗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进一步恶化
的趋势。
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来看，政策指向应该朝着鼓励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
高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方面发展。
由此，环境保护政策的重心要上移，要从强调末端控制向源头和过程控制发展；同时，国家的产业、
财政、税收、信贷、进出口、政府采购等导向也都应针对鼓励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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