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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问题因积累深重且不易解决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

焦点，国家与地区发展的战略需求及政策渴望性都很高。有关农业与农

村地理的系统性、国际性的比较研究不多，这方面的会议也比较少，我

感觉这次国际会议是一个好的开端，希望能唤起更多人对学科发展的关

注！”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法国农村建设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研

究员对《科学时报》记者这样表示。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法国国家地理学会农村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农

业地理与农村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此次会议筹备了一年多时间，主办

方试图通过这次会议，围绕农业、农民与农村发展，梳理回答相关的科

学问题。 

 

借鉴法国的先进经验 

 

    1967年开始，法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振兴计划的举措，在

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法国坚持以小市

镇为中心，布局垃圾收集和处理中心；增加农业劳动力收入是其农村振

兴计划的重点内容，通过农业补贴等各种措施使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收

入达到平均收入水平；为了扩大农场规模，实行农场主提前退休等措

施；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专业化、科学化和商品化生产的人才要求，对

农场主提出职业技能资格标准；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为农场主提供大

量贷款和利息补贴用于农场装备的更新；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人口回到农

村，尽可能改变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法国农村社区在上世纪70年

代末达到了城市生活消费水平；在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实现以

后，农村发展计划坚持鼓励农村社区经济多元化……据与会专家介绍，

法国的农村地理学者共同参与、研究和推动了这一农村振兴计划的出

台。而现在的法国已经走过了曾经的典型传统农业发展阶段，正在走向



 

市场化、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新型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尽管他们农村人口少，我们农村人口多，但如何进行农村发展的

制度改革与规划创新？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是不是能够从他们这个农业大

国的发展中借鉴一些什么？”刘彦随想了很多。他认为，法国的农村振

兴计划，与后来日本、韩国的新农村运动等一脉相承。“我们要学习借

鉴法国农村振兴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针对不同问题、不同区域、

不同阶段的一系列政策及科学规划都得跟上去。目前国内实施新农村建

设战略，大家热衷于搞试点推进，一两年内，一个样板就出来了，实在

是太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了。” 

 

应率先推进沿海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就在农村。过去50年的发展，在中国日益出现

农业劳动力主体弱化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农村环

境问题，加之农村地区本身存在的制度上的弱势等等。“要解决这些问

题，我们的理念就是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分类指导、分区推进。能

使不同地区在特定阶段，针对几个关键的问题，一个个去突破。”刘彦

随表示。 

 

    刘彦随认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文明化这 “三化”是

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条件。“应该率先推进

沿海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刘彦随说。沿海地区人均GDP远超过1000

美元，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

乡村的基础和能力。区域发展战略上，沿海地区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前沿。温家宝总理曾指出，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优势，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意

义。现代化的过程也包括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以前在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类型

转换与优化配置”研究时，刘彦随就感到沿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

农村“空心化”、耕地撂荒以及居民点用地“大、散、乱”的问题。

“在国内，农业和农村地理对此涉及的深度还不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是国家地理科学、资源科学和

地球信息科学的重要知识创新与人才培养基地，具有推动全国农业和农

村地理学的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与科学决策的义务和责任。我们既是

一个研究者、又希望成为组织者，科学界包括学术界应该对‘三农’问

题的战略部署、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决策形成一些很好的意见。” 

 

    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曾反复强调，地理学要为国民

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老一辈

地理学家周立三、黄秉维、吴传钧院士的带领下，我国地理学者承担完

成了中国农业资源综合调查、全国农业综合区划与土地利用等方面的重

点项目，曾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作出过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重要贡

献。后来由于社会变化及学科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资源环境保护及旅

游业快速兴起等原因，不少地理研究单位和高校地理系转向研究这些热

门课题，而忽略了对农业地理和农村发展的研究。很多研究者分化到不

同领域，关注不同产业和不同部门，农业地理研究因而相对弱化了。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和农村的学科不振兴，农业、农村发展问题

   



就解决不了。“这不能完全靠政策制定与管理者振臂一呼，我们要学习

国外的成功经验，以科学发展的视角，在专业理论、区域规划和科学决

策方面去支撑，既要推进学科发展，又要推进科学命题，这样才能发挥

应有作用。” 

 

    2006年刘彦随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新农村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他领导的项目组已初步梳理

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赴沿海地区的10个省、市开展了典型

调研，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乡村转型发展

的特征，特别是整个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以及

所存在的农村生态环境、农村社会问题等。 

 

    “由于发展阶段及区域差异性，农民光靠示范解决不了问题，所以

我们提出要分类指导、分区推进，重视农村发展区域化主导模式的提炼

和可持续发展途径的探索。我们计划用3到5年时间对沿海地区‘三农’

问题的解决作出一个成果来。”刘彦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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