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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农业科技发展战略专家座谈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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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22日，由农业部科教司组织的“‘十二五’农业科技发展战略专家务虚座谈会”在北京河南大厦举

行，会议目的是为国家“十二五”农业科技发展和科技规划建言献策。来自农业科学院、农业大学、技术推广系统

以及部分省农业厅局的36名专家、领导参加了会议，农业部科教司政策体系处严冬权处长、张振华副处长出席会

议。 

  与会专家踊跃发言，纷纷献言献策，就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座谈。 

  一、分析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巨大成

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当前农业科技工作实践中，在新旧科研体制交替背景条件下，“十一五”期间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研究与开发领域进一步拓宽，科技计划项目大幅度增加，

促进了农业科技持续稳定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标志着我国农业科技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新

阶段。尽管如此，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实际问题。如科研体制条块分割，科研机构分工不明，科

技资源的整体效率不高；科研缺乏顶层设计，宏观管理失控，科研评价和科技人员评价指标不科学，管理权力过度

集中于政府部门，现代院所制度难以建立；科研工作战线过长、领域过细碎，课题多、小而全、分散化的现象日趋

严重；科研机构部门行政化趋势严重，过度竞争，不利于联合攻关；科研重SCI论文，轻转化和生产应用；农业基

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跨领域、学科、行业的复合型战略人才和把握科学前沿的领

军人才；科技投入结构、比例、方式和程序不合理，缺乏对农业科技平台的高效整合与共享机制等。专家们认为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农民持续增收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依然是“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

题，农业科技的战略需求应重点体现在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等主要

方面。 

  二、提出了“十二五”农业科技优先发展的若干建议。专家们建议“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

技的投入，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紧紧围绕调整农业结构、改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效益、改善农业生

态环境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选择和突破一批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方向性、关键性的重大科学与技

术问题，为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效益提供持续支撑；二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前沿高技术，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

色的农业机械化技术，引领现代农业发展；三是大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农业科学技术发

展的持续动力；四是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资源的共享和集成，发挥技术集成对农业生产的综合作用；五是做好包括资

源收集保存与评价、数据资源挖掘与共享等农业科技基础性工作；六是实施包括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残留检测、

产品朔源、质量评价、风险评估在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工程，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和农业生物

安全监测系统；七是继续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科研协作机制；八是加强技

术推广体系和农民培训体系建设，发挥国家队、省队和基层单位科技资源的整体作用，积极推广农业技术成果和先

进适用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九是推进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从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 

  三、对“十二五”农业科技发展规划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专家们建议，规划要注意与《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十一五”农业科技发展规划》等相衔接，

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科技提出的新要求，要把握好规划定位、核心思想和前期工作基础三个问题。规划定位方

面，建议农业部制定一个相对稍大的科技规划，不仅包括农业部内可以调控的资源，而且要与科技部、发改委等相

关计划相衔接；核心思想方面，建议规划应明确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等三大核心思想，分别

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基础和方向；规划前期工作方面，建议要做好农业产业发展的经济分析、农业产业增长的科



技需求分析和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分析等。 

  受科教司委托，座谈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承办，戴小枫副局长主持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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