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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农业的历史进程是从原始农业神传统农 发展

,

具有综合性
、

整体性
、

适应性
、

集约性
、

高效

业升现代农业过渡
。

我国正处在传统农业准备向 性和持续性的特点
。

现代农业过渡阶段
。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

% &∋ 综合性
。

现代化农业则是从大农业出发
,

这是世界任何国家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

中国经 突破了 以
“

农
”

为本的陈旧 观念
,

继承了传统的耕

济在 (& 世纪中叶或稍后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 作
、

栽培
、

施肥技术
,

嫁接生物
、

微机等现代适用技

水平
,

人均国民总产值达到 ) ∗ ∗ ∗一+ ∗ ∗∗ 美元
。

中国 术
,
结合资源条件

,

通过生物多样
,

立体配置
,

以农

在 (& 世纪实现农业现代化大有希望
。

发展现代化 为主
,

与农牧结合
,

创建和谐的生态系统
,
注重依

农业
,

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

实现 靠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社会文明把长短效益结合

这个转变
,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进一步解放 起来
,
运用市场经济规律

,

促进 自然资源再生产良

和发展农业生 产力
,

继续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性循环
,

从而使现代化农业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

基础地位的需要
,

对于满足城乡居民生活不断增 综合体系
−

长的消费需求
,

为工业提供更多的优质原料
,

缓和 %(∋ 整体 性
。

现代化农业其内涵有周期长的

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

尽快增加农民收入
,

拓宽农 林
、

渔业
,

周期短的农
、

牧业
,

它 们在生态系统 内

村工业市场
,

实现小康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

部
,

有适宜
“
当量

”
比例和功能组成

,

由生物间的互

&
、

现代化农业发展的特点 利共生
,

与环境条件相适应构成 了和谐
、

循环
、

再

现代化农业是在我国生态农业
、

生物农业
、

有 生的整体
,

促进农业生产的良性发展
−

机农业
、

持续农业
、

集约农业和
“

一优二高
”

农业理 %)∋ 适应性
。

我国农业资源地域广阔
,

各地 自

论与技术研究的基础上
,

继续开展研究的新领域
−

然条件
、

资源基础
、

社会经济状况各异
。

现代化农

它的理论思维在于正视当今世界人 口 剧增
、

自然 业将遵循
“

顺天时
、

应地利
、

和人意
”

的法则
,

创造

资源减少
,

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给人类社会带来 出千姿百态
、

内容丰富的多样模式
,

以扬长避短
,

的压力
,
正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我国农业生产的 充分发挥各地优势
,

为振兴农村经济提供经济和

传统观念必须转变
,

要逐步适应市场经济法规
、

规 途径
。

律
,

着眼于农业 自然资源有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 %.∋ 集约化
。

现代化农业
,

彻底改变了我国部

长久支撑能力
−

研究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优化 分地区广种薄收
,

粗放经营的习惯
,

施置于土地利

生产结构
,

增加经济效益和维护生态环境之间的 用集约
、

劳力集约
、

技术集 约
、

投入集约
、

经营集

协调关系
,

实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
,

农业生产持续 约
。

它强调要用现代化工业
、

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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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砖瓦
、

木材和蔬菜
、

瓜果
、

饲 购地主要包括无锡
、

张家港
、

常 年
,

光外出设点销售羊毛衫一项

料
、

谷米等 , 运输则以工业原辅 熟
、

上海
、

福建等地 , 另一方面从 使农 民净得了 ) .( 万元
。

由商

材料
、

能源
、

建材
、

产品以及客运 事羊毛衫的营销
,

外出设点进行 业
、

运输及服务业构成的三产
,

服务为主
,

其中羊毛衫运输占了 批发和零售 %整个羊毛衫销售渠 使全镇农 民净得 ) & & & 万 元
,

占

相当的份额
。

与此同时
,

随着家 道还包括客商看货预订
、

上门收 总所得的 ()
−

+ 0
。

因而
,

三产也

庭羊毛衫生产的发展
,

与之相配 购和 自产 自销等 ∋
,

销售点主 要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有作为
、

套的购销流通服务也快速兴起
,

设在浙江浪院羊毛衫市场
、

常熟 有潜力的途径
−

并展示良好的发展前景
。

一方面 招商场
、

张家港妙桥羊毛 衫市场 %通 联
�

江 苏吴仁 市横扇镇

为羊毛衫 生产组织采购原料
,

采 以及上海
、

无锡等商贸场所
。

去 经 管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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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农业
,

将低效益的传统农业改造成高投入
、

高

产出
、

高效益
、

高品型的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农业
。

%+∋ 高效 性
−

现代化农业
,

是对农业资源的深

层次开发利用
。

资源的高效利用不仅有利于增强

农业承灾能力
,

而且还能改善人们生存环境
,

增强

农民经济收入
,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
,

生产出量多

质好的农产品
,

更好地满足人们增长的消费需求
。

因此
,

现代化农业可以形成较高的生态效益
、

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

%1∋ 特续性
。

现代化农业是建立在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基础上的农业研究与发展
,

保证做到合

理利用水肥资源
,

综合利用再生与非再生能源
,

减

少化肥使用
,

增加绿肥和农家肥的使用 ,发展作物

品种的多样性 , 发展有害动植物管理体系
,

保护天

敌和推广生物杀虫剂
,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 加强

农产品储藏与加工
。

(
、

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荃本途径和模式

发展现代化农业
,

调整农业结构 %包括产品结

构
、

技术结构
、

资源配置结构等 ∋
,

改善传统农业
,

应达到 + 个有利于
,

遵循 2 个原则
,

发展 3 个模式
,

现分述于下
�

+ 个有利于
�

%∃∋ 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基础

的持续
、

稳定
、

协调发展
,

特别是要保持种植业和

粮食生产应有的发展速度
, %(∋ 有利于农村社会

、

经济和 自然资源的综合有效利用
,

提高资源的利

用效率 , %)∋ 有利于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农

产品 日益增长的需求
,
%. ∋有利于不断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
, %+∋ 有利于促进农村现代

化和农民达到小康水平
。

2 个原则
�

%&∋ 以农业 为国 民经济基础的原则
,

不要因为追求经济速度而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

%( ∋坚持
“

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

的

原则
, %)∋ 坚持

“

因地制宜
、

分类指导
、

发挥优势
”

的

原则 , %.∋ 坚持综 合利用全部国土资源的原则 , %+∋

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原则 , %1∋ 坚持市场经济

原则
,

合理地安排品种和产量
,

同时把温饱型产品

和享受型产品
、

初级产品和精制产 品
、

一般产品和

优质产品结合起来
, %2∋ 坚持宏观控制的原则

,

支

持优质产品生产
,

发展现代化农业
。

3 个模式
�

%&∋ 高效种植模式
。

该模式立足于挖

掘现有耕地潜力
,

以提高效益为目标
,

重点发展几

种高效种植作物
,

优化种植业结构
,

实现集约化经

营
,

提高产出
,

增加效益
。

主要是立体农业种植和

保护地栽培
−

%(∋ 农牧结合模式
−

该模式充分利用

种养业相互依赖
、

相互促进的关系
,

通过发展畜牧

业
,

实现粮食转化和桔杆过腹还田
,

依靠畜产品增

值和增加有机肥料
,

达到农牧结合
,

提高效益的目

的
。

%)∋ 种养加结合模式
。

该模式以种植业为基础
,

带动农产品的深加工
,

以加工业带动畜牧业
,

提高

农业初级产品的价值
,

把农产品的生物转化增值

与加工增值结合起来
,

形成农业内部的良性循环
,

提高经济效益
。

%. ∋城郊经济模式
。

该模式 以城市

市场为导向
,

分区域开发农林牧副渔业
,

满足市场

供应
,

在实施中采取高技术
、

高投入
、

高效益
,

实行

集约化的现代化经营方式
,

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

益
。

%+ ∋农工商结合模式
。

该模式是以农业为基础
,

以市场为导向
,

以商业为龙头
,

以工业和加工业为

主体
,

把农业
、

工业与商业有机结合起来
,

通过商

业贸易带动工业和加工业
,

以工补农带动农业生

产
,

实现工农商的多项多次增值
,

推动整个农村经

济的发展
。

%1∋ 林特经济模式
−

该模式是以当地林

特资源和气候资源等为基础
,

通过开发利用经济

林木
,

栽桑养蚕
、

食用菌
、

果树和药材等
,

把资源优

势转变为产业优势
,

形成当地主导产业
,

带动其他

产业的发展
,

实现增值增效
−

%2∋ 庭院经济模式
−

该

模式是充分利用庭院和房前屋后空地
,

开展养殖

业
、

经济作物种植业
、

综合小型加工和编织业等
,

在实施中把传统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

集约经营
,

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综合开发
,

以获得

较高经济效益
,

目前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
−

%4∋ 内外贸经济模式
−

该模式以国内外市场

为依托
,

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足
、

价格便宜
、

生产成

本低的优势
,

开创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出 口 创汇的

新局面
,

将名特优质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

提高在市

场中占有率
,

逐步扩大国内外出 口贸易总额的比

重
−

%3∋ 农科教结合模式
−

该模式以科技为纽带
,

以

提高农民素质为目标
−

在我国农业增产中
,

科技进

步的作用达 +∗ 0 以上
,

通过科技进步提高产量和

质量
,

降低消耗和提高效益
,

发挥人才的作用
,

提

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
,

把农业
、

科技
、

教

育三者结合起来
,

推动农业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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