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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广泛和巨大的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上，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历史性变迁；在经济上，由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被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再由计划经济逐步迈
向市场经济，从一个纯粹的农业国逐渐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原
来的90％下降到13％，农业就业由清末的90％下降到今天的不足49％；在社会结构方面，由原来的农
业社会逐步迈向城镇社会，城市化的比重由清末的不到10％攀升到44％。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迁无疑对农业和农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认真探讨过去的这一百年间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我
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加深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而且对我
们加深关于目前农业与农村存在问题的理解及制定今后进一步的改革方略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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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之一，全书共分6个章节，主要对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的科技发展知
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的发展历程、近代重要水稻育种机构与育种学家、
近代水稻育种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近代水稻育种成就与良种推广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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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如兵，江苏如东人。
1988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2009年获南京农业大学科技史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
学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史、生物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先后参与“中国农业通史·近代卷”、“清史·典志·农业志”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研究，主
持科研课题三项。
出版《二十世纪中国的昆虫学》(第三作者)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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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咸金山《我国近代稻作育种事业述评》（中国农史，1988.1）将近代稻作育种的历程划分为孕育
时期（十九世纪末至1919年）、创始时期（1919-1925年）、奠基时期（1925-1933年）、发展时期
（1933－1949年），论述了近代稻作育种方法的改进、育种成就及良种推广，并对我国早期育种工作
者的作用及育种工作的经验与展望作了分析与探讨。
　　桑润生《近代江南地区水稻选育工作概况》（中国农史，1989.3）以中国水稻的主产区江南地区
为中心，考察近代水稻选种、育种工作，认为江南地区近代水稻育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第
一阶段自1840－1919年，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阶段自1919－1949年，以引进西方近代育种新技术和推广良种为主，其中又可分为三小段：一是
开始试验阶段，二是扩大试验和良种局部推广阶段，三是育种工作进一步开展阶段。
　　此外，章楷《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作物育种事业概述》（中国农史，1984.3）分析了
从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这50多年中稻、麦、棉三种作物育种概况，对近代水稻育种的发展有较为简
明的概括和分析。
孙义伟《我国最早的改良稻种》（种子世界，1988.1）介绍了采用近代科技育成的最早改良稻种：改
良江宁洋籼和改良东莞白是我国稻作改进史上最早产生的两个改良稻种；中大帽子头是我国第一个大
面积推广的改良稻种；中山1号是我国第一个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所育成的水稻良种。
洪锡钧《四川省解放前的遗传育种研究》不仅总结了1930－1940年代四川省在作物育种方面的成就，
而且回顾了遗传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过程，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四川成了当时我国遗传育种研究的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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