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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市场农业、创汇农业、工厂化农业等发展模式 , 探讨了新形势下制约科技兴农发展的
经营主体与服务客体建设的若干问题 , 提出了今后科技兴农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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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经历了20 世纪50 年

代的土地改革、60 年代的公社化运动、70 年代的经营体制改

革、80 年代的科技兴农与农业结构调整、90 年代的农业产业

化与市场农业的兴起和20 世纪初的税费改革。这些改革为

我国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致富创造了条件, 也为科技兴

农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虽然在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有时

也出现了局部地区、某些时段的反复与倒退, 但与农村改革、

发展相配套而来的科技兴农的浪潮沉淀了一批创造性的农

业发展模式。

1  科技兴农发展模式

1 .1 市场农业  科技含量决定了农业发展的市场价值, 而

大市场的引力又为科技兴农增添了活力。市场农业已取得

了良好的市场效应。云南烟草集团与数十万烟农的长期合作,

创造了玉溪等一大批国际知名品牌; 湖北新建成的十万公顷双

低油菜基地, 远销国内十多个省市, 致富240 多万农民。

1 .2  优质农业  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资本积累、劳

动力增加, 而以知识技术开发为核心的模式鼓励创新。知

识经济的目标是研究与应用新技术。我国甲鱼、黄鳝、黄

姜、富硒茶、生物农药、中草药业等新兴产业已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 这都是知识经济在农业方面的经典之作。

1 .3  特色农业  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季节性与非闭合性

等特点。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 我国各地与时俱进 , 因地制

宜, 建立了一大批特色农业基地。新疆长绒棉、湖北瘦肉

猪、上海珍珠、江浙乌龙茶等都是特色农业的样板。

1 .4  生态农业  风靡全球的无公害农业、有机农业、绿色

食品开发、生态耕作法、生物防治法、以虫治草、电流除草、

各种物理肥料、立体农业开发等都属于20 世纪80 年代以

来生态农业模式发展的“杰作”。山东禹城以2 .67 万hm2 玉

米、26 万头黄牛为主体形成了循环经济模式。它开拓了“玉

米→黄牛”、“玉米蕊→木糖醇开发”、“木糖醇废渣 →蘑

菇”、“蘑菇→改良盐碱地”的4 大循环经济模式 , 建成了世

界最大的木糖醇出口基地, 形成了农业增值、农民增收的新

增长点, 成为生态农业发展的典范。

1 .5  农工商一体化农业 随着资本和技术集约化, 全国各

地纷纷建立起农工商或产供销一体化体系, 垂直进行产品

与生产资料的交易。在高科技管理条件下 , 杨树、大米、仔

鸡、蔬菜、养猪、大豆、烟草等行业相继出现了“垂直合并”的

产业化发展趋势。华英鸭集团年加工肉鸭2 400 万只 , 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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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鸭产业综合开发企业; 双汇集团年加工2 000 万

头生猪, 致富100 多万农民 , 获得双百亿元的经济效益。

1 .6  专业化、工厂化农业  农业生产是自然与经济再生产

的非闭合性的综合体, 它受土地、气候和市场的影响。随着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 农业生产走上了工厂化、专业化的发

展道路。20 世纪80 年代, 工厂化农业解决了“设施、供养、

高管”三大技术难关后 ,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截止2005 年,

我国各类工厂化生产面积已近2 万hm2 , 示范区比露地产量

提高40 % ～50 % , 商品率提高20 % , 劳动生产率提高35 % ,

用药量减少40 % 。

1 .7  观光农业  该模式是伴随国内外科技兴农大潮发展

起来的时尚农业, 西欧称之为都市农业, 美国称之为旅游农

业, 日本称之为农业公园 , 我国台湾称之为休闲农业, 我国

大陆称之为观光农业。它主要是应用生态经济学、景观生

态学的原理 , 在城市近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农业发展

模式。如, 南京秦淮河湿地农业公园、湖北洪湖湿地生态

园、石首湿地生物多样化自然保护区等, 其发展速度之快、

景观效应之好、经济效益之高均展示了该模式的发展前景。

1 .8  创汇农业 我国与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以色列、澳

大利亚等农业进出口贸易大国开展了广泛地贸易、科技、农

业交流 , 建立了一大批创汇农业基地, 开拓了新的市场资

源。如, 我国江浙的茶叶、山东的大蒜、湖北的香菇、洪湖的

鳝鱼、小港的蔺草、恩施的中草药等都相继建立了一批出口

创汇的农业发展基地。

1 .9  高科技农业  主要指的是以生物农业、物理农业与3S

农业为代表的高科技成果在农业上的应用, 特别是花粉培

养、种苗快速技术、克隆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物理技

术在农业上的应用。这将导致21 世纪农业技术上重大的、

革命性的突破。目前虽然在生产上大范围推广研究成果尚

待时日 , 但是带头学科的发展具有广谱性、多方向性, 其从

科研到技术开发、到大面积生产的应用速度将是惊人的。

2  科技兴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小农经济体制  当前, 我国农村的小生产与大科技、

大农业、大市场间的矛盾突出。我国人均耕地少且分散, 极

大地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而发达国家人

均耕地水平都较高, 而且这些国家经营规模大 , 机械化、现

代化、经营化程度高, 社会化服务水平高。

2 .2  运作机制  市场农业使得计划体制下亿万干群表现

出种种的不适应症。这些不适应市场机制的种种负面效应

干扰着科技兴农的正常运行。

2 .3 文化、教育、卫生体系  医疗、土地、教育是农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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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三座大山”。曾经轰动一时的赤脚医生制度被取消;

教育乱收费积重难返; 在打工经济的利诱下 ,1 亿农民到全

国各地打工、经商。农村成为了一个文盲、科盲、法盲及老

人多的社会。我国农村总体文化水平在下降 , 初中以下文

化程度约占总人口的91 % 。而发达国家农民受教育情况相

反,5 % ～8 % 农民受过大学教育 ,75 % 农民受过职业教育。

2 .4  技术推广系统  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风险产业、微

利产业、迟效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推广体系都是由国家

财政强力支持的, 农业推广、培训体系的人员工资均由财政

负担。而我国辛苦建起的农技队伍总是改革冲击对象。所

以, 将农业科技推广系统推上市场的做法值得慎重考虑。

2 .5  工作环境 “多收”是指税、费一事。目前虽已免了税

费, 但仍不全面, 不彻底, 而且由于生产、生活资料涨价, 农

民利益抵消了。“少予”是指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

少。同时 , 由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脆弱, 无力对农业进行直

接投入, 农民私人收入的40 % ～60 % 来自打工 , 导致农民种

田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丧失。“贫困、贫乏”是指村级集体

负债量大、面广、不良债务多、高息借贷多 , 根本不可能有资

金用于农业扩大再生产。

2 .6  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都有着

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农民协会, 农业合作组织 ; 另一方面, 产

前、产中、产后都有一批高度专业化、机械化、现代化的服务

公司。而我国的广大农村 , 社会化科技兴农服务机构少, 且

组织化程度低, 服务质量差 , 甚至出现了“社会化”误农、坑

农的现象。

3  对策

3 .1  完善农业合作组织  为了弥补我国经营主体组织化

程度低、集体经济薄弱、经营风险大、承载科技成果能力低

等不足, 应尽快成立多类型、多层次的农业合作组织。纵观

各发达国家甚至次发达国家, 农业合作化、组织化程度都非

常高 , 而且多层次合作组织均吸收农户参与。在欧、美、日

等国, 一般有77 % ～100 % 农户参加了合作组织, 有的一个

农户甚至参加几个合作组织。合作组织的功能可以是综合

的, 也可以是专业的 , 如采购、技术服务、销售、加工、信贷、

国际贸易等。

3 .2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技术协会  农业技术协会

应成为广大农民政治、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民办公助组

织。这是当前我国发展最快、最有活力、最具中国特色的运

行模式, 但其普及率、活动效率不高, 组织结构松散。所以,

应提高专业技术协会的活动质量 , 促使其向各类互助合作

社的高级形式过渡。

3 .3  建立农业生产中各种专业化服务公司  这是直接服

务于农民的社会化组织。目前的主要任务 : ①提高种子、化

肥、农药公司的服务水平; ②尽快建立田间作业、干燥、销售

等多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公司。

3 .4  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应尽快将松散的“公司

+ 农户”模式提高到“公司 + 基地 + 农户”、“公司 + 基地

+ 农户+ 银行”的模式 , 最后发展成农工商联合体。

3 .5  加强建设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网络  我国技术推广

体系建设缓慢, 所以应加强主管部门的垂直作用 , 建立“行

政+ 大学+ 公司”联合的、财政支撑的、公益为主体的农业

技术推广、农业人才培训体系。

3 .6  制定、执行农业保护政策 为了将我国农业演变成全

球农业强国的强势产业, 必须出台一系列保护政策。保护

政策的主要手段是补贴。总体上看 , 在目前费改税、减免税

的基础上 , 还必须尽早出台对生产过程、交换过程、消费过

程等的保护政策。同时 , 还应出台一些有利于农业长期发

展的特殊补贴 , 如限产、休耕、灾害补贴、科技开发等。

3 .7  提高双层经营主体的科技承载力与综合生产力  提

高各类专业户水平, 并加快农业水利化、农田大块化、农户

集中化、田块联片化、经营合作化的进程。

4  小结

科技兴农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 , 是彻底解决三农问

题的百年大计。马克思说过, 农业最终的发展, 不是土地扩

大, 不是劳力增加, 不是资本积累, 而是靠科学的发达。所

以, 只要明确改革的方向 , 摸清发展的路子 , 积累丰富的经

验, 一个农村繁荣、农业发达、农民富裕的新面貌将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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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亮点开发模式, 形成强有力的甘肃特色的优势品牌。

二是要寻求切入点 , 积极探索新品旅游。甘肃省的旅游产

品在满足游客参与性的需求方面比较薄弱, 使游客停留天

数相对较短, 对旅游收益的贡献率也相对较低。从这一劣

势出发, 可针对性地开发一些旅游产品, 诸如可在河西走廊

开发沙漠驾车探险旅游、沙漠求生旅游、坐直升机鸟瞰走廊

的立体旅游等。对陇东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可在

“穷”上作文章, 开发黄土高原百姓生活游, 如果把握机会,

则有可能建成全国性的国情教育基地 , 是一个值得开发的

旅游潜在卖点。针对兰州市黄河穿城这一特色 , 及其现有

的黄河20 km 风情线, 可考虑建设黄河文化风情园, 增加更

多的可参与性的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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