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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发展过程是把发展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最佳组合起来
,

形成物质
、

能量
、

信息大循环的过程
。

本文阐述了

我国农业的发展进程
、

国外农业发展趋势及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
,

并我根据国当前 农业的现实
,

探索 了一种可供选

择的资源节约型科技农业园的发展模式
。

农业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与自然资源条件下的生物生产
,

它是生物 1司环境进行物质循环

和能量流通的
、

社会与自然交错联系的极其复杂的系统
,

而且也是一个经济— 生态— 技

术的综合体
,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

物质与能量的流通
、

循环与转化
,

使资源的质与量发生定

向变化
,

产生一定的生态效应
。

因此
,

农业发展的过程
,

就是把发展农业生产的诸因素最佳

组合起来
,

形成物质
、

能量
、

信息大循环的过程
。

农业投入体现了人的能动作用
,

农业产出

体现 了系统运转的结果
,

反映了系统功能的高低
,

技术则是调节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手段
。

因

此
,

农业与社会
、

经济
、

技术
、

生态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

并总是处于这些因素变化影响

之下
。

一
、

我国农业的发展过程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

如何把现代科学技术 同我国农业 的优 良传统结合起来
,

探索

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

是当前广大农业工作者共同关心的

问题
。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

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
。

我国农业历史
,

可追到七千年

以前
。

但在春秋战国之后
,

我国古农业开始进入科学的积累时期
,

封建社会的农业技术
,

使

我国进入高度文明
,

创造了世界上丰富灿烂的封建文化
,

产生 了 《齐民要术》
、

《王祯农书》
、

《农政全书》
、

《天工开物》等闻名于世的农学和农业技术巨著
,

当时
,

以劳动集约为特点的我

国传统农业的生产率高于西方
,

农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只是近二百年来
,

西方在工业

革命的推动下
,

农业率先由传统农业进入现代农业阶段
,

我国农业才开始落后
。

在三千多年

的封建社会里
,

我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以手工为主
、

分散经营
、

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

建国以来
,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

科学技术的发展
,

使得以精耕细作
,

间作套种为主要

形式的多层次种植
、

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的多层次利用
,

伴随着人 口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而

走上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崭新阶段
,

这个阶段就是以生产的集约性
,

技术的综合性
,

结构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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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为特征的生态农业 (有人称立体农业 )阶段
。

这个阶段
,

农业生产的多来道
,

多层次的横

向联系大大加强
,

使我国农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转变时期
,

也就是从 自然经济开始进入 J’

商品生产的时期
,

在我国东南部发达地区
,

人们对外向型
、

创汇型
、

特 区性
、

边贸型
、

城郊

型
、

劳动输出塑等农业的重视和探索
.

就是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

二
、

国外近代农业发展概况和趋势

本世纪20 年代以后
,

随着世界人 口和经济的增长
,

粮食市场供应的增加
,

以 及 科 技 学

术的突破和发明
,

使许多发达国家的农业走上了依赖化肥
、

农药和大型机械化的道路
,

即所

谓
“
石油农业

” ,

亦称
“ “
能源集约式农业

” 。

这种农业
,

J }
:

实质是川高矿物能源换取农业的高产

量
,

也就是加强农业对矿物能源的利用和消耗
。

但从 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角度看
,

这

种农业的高生产水平和效率
,

是以消耗能源
,

牺牲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

从而带来 了一

些生态经济问题
:

( 1) 加剧
一

J’ 能源危机 ; ( 2) 破坏 了农 田生态环境 ; ( 3) 危害人体健康
; ( 4)

无机化肥投入增加
,

产投比下降等
。

石油农业把农业生产极其复杂的生物过程变成了简单的

机械过程和化学过程
,

因而大大削弱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产潜力
。

自60 年代以 米
,

改革现行的常规农业
,

建立新型持续性农业生产体系
,

逐渐 受 到 西 方

各国的关注
。

科学家们对未来农业发展的道路
,

作 了种种的试验和探索
。

为了摆脱石油农业

所带来的能源危机
,

先后提出了肥力农业
、

腐植质农业
、

有机农业
、

生物农业
、

生物动力农

业
、

生态农业
、

综合农业
、

可持续农业
、

科学生态农业等等
,

这些有人统称为替代农业
。

这

说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正经历着一场革命
。

但是
,

在建设现代化农业 中
,

既要看 到石油农业带来的问题
,

更要正视石油农业在我国

及发达国家农业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及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被完全

替代的事实
,

也要看到口前发达国家替代农业模式的发展还远不足以与石油农业相匹争 的现

状
。

因此
,

我们应对各种农业发展模式的优点加以吸收和发展
,

使其符合生态经济学 原 理
,

又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的要求
。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猛
,

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学的向度分 化和尚度综合
。

现代科

学
、

技术和产业的综合趋势反映到农业上来
。

就是通过对农业生产中所有的物质
、

能虽和信

息要素的综合设计和系统控制
,

在生态
,

技术和经济 及其组成的结构层次上
,

形成物质和能

量的整体良性循环
,

来对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和利用
。

农业上正在进行的这场新的技术命革
,

将通过新技术
、

新材料
、

新产品的发明和推广应用
,

为 农业的高速发展开辟更加的广阔的前

景
。

目前我国的农业也墓本上是石油农业 ( 闻大中
,

19 86 )
,

只是机械化程度低一 些
。

但与西

方石油农业相比
,

我国农业的现状更为杂
。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

由自给半 自

给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过渡时期
,

农业经济基础薄弱
,

物质投入水平较低
,

生态环境恶化
。

除

此之外
,

我国农业还潜在着人 口增长
、

食物供求
、

土地退化
、

农业结构
、

技术 水 平
、

以 及

劳动者文化索质等一系列社会
、

经济问题
。

因此
,

简单地重蹈西方石油农业的道 路 是 不 可

取的
,

也是行不通的
,

而应根据我国人多地少
、

农业基础薄弱
、

资金短缺等长期性限制因素

的特点
,

探索中国式的农业发展道路及其技术体系
。



三
、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

世界农业的发展
,

大致经 历了原始农业
、

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历史阶段
。

原始农业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原始人类以狩猎和采集天然现成的动
、

植物为

食
,

靠大 自然的恩赐来维持生存
。

但在长期采集活动 中
,

逐步掌握了植物生长的规律并进行

人工栽培的尝试
,

以刀耕火种为其主要形式
,

生产工具以石铁
、

骨粕为主
,

农业动力以人力

为标志
,

农业是一 种全封闭式系统
,

因而劳动生产率低
,

农业生产力发展较慢
。

第一次技术草命打破
一

r 原始农业的平衡
,

随着铁制工具
、

特别是用畜役牵引的铁制耕犁

的出现与应用
,

农业生产进入
一

r 传统农业阶段
。

它的开始在西方是希腊
、

罗 马的奴隶社会时

期
,

在我国则是春秋战国 l才期
。

传统农业以手工工具
、

人畜 力和 自然肥力为基础生产技术是

靠传统经验
。

其 J志本特征是使全封闭式的农业系统改造成了物质
、

能量低消耗
、

低投入
、

低

产出的半封闭农业系统
。

由于系统 的半封闭式循环
,

导致了系统内物质
、

能量低层次
、

低水

平循环
,

最终得到的只能是低产出
。

自给 自足是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
。

我国传统农业采用的

主要技术措施是中耕
、

施肥
、

灌溉
、

条播
、

复种
、

轮作等
,

并逐步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

统
,

同时也使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得到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
。

现代农业是用工 业技术装备
,

以实现科学为指导的商品生产的农业
。

现代农 业 的 基 木

特征是一种高投入
、

高产出的开放式农业系统
。

它 以机械为主要生产工具
,

以机械和电力为

动力
,

以化肥为主要肥料
,

在生产技术上采用现代科学技术
,

因而生产力水平较高
。

其经济

特点是农业生产区域化
、

社会化
、

事业化不断发展
,

土地利用率
、

劳动生生率和商品率都较

高
。

在生产结构上
,

畜牧业比重增加
,

种植业比重减少
。

在食物结构上
,

发达国家 肉食量增

加
,

粮食消耗量减少
。

现代农业虽是 18 世纪产业革命的产物
,

但严格地说
,

它是在第 2 次世界大战 后 发 展 起

来的
。

英国的农业机械化略早 一 些
,

其他发达国家如美
、

苏
、

法
、

德
、

儿乎同时在 1 9 5 5年才

实现机械化
,

至此形成了以农业机械化
、

化学化
、

水利化
、

区域化和 良种化为主要标志的现

代农业技术体系
。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仍处于传统农业阶段
,

但又不同程度的采用机

械
、

化肥
、

农药
、

良种等现代农业技术
。

因此
、

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基本上可以从本世纪 5 。

年代算起
,

就全球规模来说
,

当代世界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历史时期
。

综观国内外农业的发展
,

现代农业生产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途径主要有 3 个方面
,

即
:

1环境控制 变不利的自然条件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

增加投入以改善环境素质
,

提高生

物对环境的物质
、

能量的吸收利用率 ;

2
.

生物控制 通过物种遗传性的改造与选择
,

改善物种种性
,

增加生物的生产力
;

3
.

种群结构控制 进行生物与环境综合控制
,

运用系统工程原理
,

根据生物遗传性和

对环境因子的要求
,

以及资源的特点
,

组成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
。

四
、

对我国当前农业的审视

党的 11 届 3 中全会后
,

我国农村的经济改革
,

虽己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

但只 占世界总

耕地面积8
.

5%的土地
,

养活了占世界总人 口 22 %的人 口
,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

但现在我

国农业的形势是复杂而艰难的
,

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

表现在
:



1
.

人 口急剧增多
,

耕地逐年减少
,

水资源短缺
,

构成 了我国农业生产矛盾的基本格局
。

而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特点是
:

山多地少
,

幅员辽阔
,

资源有限
,

人均占有量少
,

资源分布

不平衡
,

东
、

西
、

南
、

北差异显著
。

要想通过外延性开拓
,

扩大种植和养殖面积来发展我国

农业可能性不大
。

2
。

在
“
改革

、

开放
”

方针指导下
,

由于发展商品经济
,

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
,

粮
一

食作

物的播种面积将减少到本世纪末的人均 1
.

14 亩
,

如果粮食 占有量要达到人均 4 00 公斤的 水 平
,

单产必须从 1 9 8 7年的 24 3公斤 /亩提高到 3 50 公斤 /亩以上
。

但我国耕地量少质差
,

中低产田面

积占7 8%
,

有相当大的地区
,

土壤肥力正在下降
,

水土流失危及三分之一的耕地
,

风沙化也

有扩展之势
。

因此
,

要在短期内较大幅度地提高单产也是相当困难的
。

3
.

传统农业在大部分农村仍 占主导地位
,

基本还是用手工劳动
,

农民文化索质低
,

物质

基础薄弱
,

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
,

自给半 自给的消费模式基本没有改变
,

农户的生产和消费

行为对市场无法起着充分的刺激作用
,

面广量大的小农经济格局 尚未根本改观
。

4
二六五

”

期间
,

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少于
“
五五

”

时期
, “
七五

”

期间对农业的投

入又增加有限 , 与此 同时
,

农民对农业的投资也在减少
。

由于粮价低
,

粮食生产成本持续
_

卜

升
,

种田收益不多
,

农户种粮积极性下降
,

对土地的各项投入量也逐年减少
。

农民个人投资

大部分用于非生产积 累占70 % 以上
,

其中个人住宅投资 占65 %左右
。

5
.

人均相对资源 占有量不足
,

单产水平低
,

农产品的有限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每年

增长的千余万人 口所抵消
,

使我国许多农产品的人均产量低于世界水平
,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
,

我国农产 品的供应仍将处于紧张状态
。

6
.

农村改革的成功
,

虽使农村经济有了重大改变和改善
,

但在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多种形

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由于经济分散
,

规模小
,

基础薄弱
,

技术装备有限
,

扩大再生产困

难
,

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

总之
,

无论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约束条件
,

还是农业生产环境
,

都给农业生产带来种

种困难
,

这就是我国当前农业的基本现实
。

五
、

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探索

在中国要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
,

必须有一条适合国情的可行道路
。

所有成功的

经验都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投入
、

相当规模的科技投入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

而以科技投入为指

导的农业 占很大比例
,

泰国
、

印度
、

菲律宾
、

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发展
,

都是受益

于 60 年代于「始的以
“
绿色革命

”
为代表的农业科技投入

。

相反
,

仅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高强度

机械化开发
,

忽视 自然规律和农业技术投入
,

只能适得其反
,

美国中西部农业开发和苏联中

亚地区大规模垦荒
,

都有沉痛的教训
。

近十几年来
,

我国生态农业的兴起
,

己在各地因地制宜建立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生态

模式
,

一般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

社会
、

生态效益
,

这种模式实质是对
“

单一粮食
”

模式的否

定
,

它只能称是一种雏型
。

现有各种模式一般经营规模都较小
,

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

它

可能从规模经济转向不经济
;
单纯追求物质和能量低层次循环和延长营养链

,

在转化中大部

分生物能和营养元素没有转化为产品而 以热态
、

气态形式损失掉了
,

转化层次愈多
,

损失也

愈大
。

因此
,

应对现有模式进行改革和改善
,

对其优点加以吸收和发展
,

进而探索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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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

必须走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 和 农
、

工
、

商综合经营的道路
,

要把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
,

提高资源利用率
,

保持 良好的生态环境
,

以及

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

作为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出发点
,

力争在本世纪末实现
“
农业翻番

”

和人 民

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 目标
。

审视我国当前农业的基本现实
,

借鉴国外的经验
,

我们认为
,

我

国农业的发展
,

必须走
“

资源节约型
”
生态农业的道路

,

而
“

科技农业园
”

则是一种可供选择
、

但

需进一步探索的模式
。

所谓
“

资源节约型
” ,

就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

如何挖掘现有的资源潜力
,

考虑各种资

源间的平衡
,

提高资源的综合生产率
,

降低农业成本
,

增加单位的农业产出
,

减少资源的浪

费和破坏
,

既获取近期的农业高产
,

又保持农业的持续
、

稳定
、

协调发展
。

科技农业园就是在节约资源的前提下
,

在一个适度规模的区域范围内 ( 例如一个乡或一

个农场 )
,

以科学技术的集约投入为特征
,

以企业化管理为手段
,

适应当地 自然
、

经济
、

社会

条件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
,

进行生产
、

经营
、

研究
、

试验
、

示范
、

培训和推广等多种经济与

社会活动的新型农业综合发展基地
。

遵循社会一经济一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

科技农业园就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

由社会

的
、

经济的
、

自然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

彼此交织而构成的通过调控达到 以人们需要和人们

活动为核心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

该系统将是一个高产
、

优质
、

低耗
、

无污染的农业生产系

统和复合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
。

其结构 由三个子系统组成
,

即
:

( 1) 自然资源和环境构成的

自然子系统— 系统的输入部分 , ( 2) 以第一性生产
、

第二性生产
、

农产品加工与贸易为主

体的经济子系统— 系统的输出部分 , ( 3) 以农村社 区社会生产与活动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子

系统— 系统的管理
、

调控部分
。

其发展目标是高效持续
。

即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

以改善生态环境为 目的
,

着眼于资

源开发
、

环境整治与社会经济发展
,

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
,

合理调整农业结构
,

以种植业

为基础
,

养殖业为重点
,

加工业为支柱
,

贸易为手段
,

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功能
,

促 进 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和农
、

工
、

商综合经营
。

同时根据生态系统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原

理
,

不断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
,

生物能的转化率
,

废弃物的再循环率
,

建立农业资源的多层

次生产
、

多循环利用
、

多能级输出
、

全方位流通的结构
,

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物流与能流的数

量与质量
,

使系统的投入与产出在数量上相适应
,

求得结构与功能的相对平衡
,

增强系统的

自我调节能力
,

从而获取高效持续的社会
、

经济和生态效益
。

其技术体系是以先进实用技术为先导
,

以知识
、

智力密集为依托
,

实行传统技术
、

新技

术与高技术并举
。

一方面注重硬件的配套
,

如基因工程
、

细胞工程
、

生物固氮
、

光合作用等

生物工程技术和化肥增效剂
、

生长调节剂
、

保鲜剂
、

特种肥料
、

新型农药
、

多功能薄膜等化

学技术与材料
,

在资源平衡的前提下
,

提高土地资源的时空利用率
,

增加生物产量 ; 另一方

面
,

注意信息资源开发
,

对引进的 良种
、

生态技术
、

微电子技术
、

激光技术等迅速应用和推

广
。

从战略的角度上
,

以信息开发和区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标志 ; 从战术的角度上
,

以现

有的配套技术的大规模推广为标志
; 从发展的角度上

,

以新技术的应用和基础研究倾斜为标

志
。

在这三个支撑点上
,

建立资源节约型生态农业科技体系
,

使之成为我国今后农业发展的

基本方向
。

同时必须强调
,

我国农业的发展
,

在人 口众多
、

劳力充裕
、

资源紧缺
、

资金不足

的状况下
,

需要科学技术大规模
、

全面集约投入
。

根据我国的国情
,

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

科学技术上
,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在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要素中
,

科学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

替代和强化其他要素
,

同时也许是更重要的
,

它可以优化各生产要素的组合
,

从而对农业产



量的提高有重要的影响
。

资源节约型科技农业园在生产上将按照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
,

以规模性的集约经营为手

段
,

应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
,

对其进行企业化管理
.

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

为

此
,

必须以相应的优惠政策为外部保障
,

像兴办教技工业园 (或经济特区 )那样给予支持
.

实

施科技
、

资金和先进管理方法的集聚投入
,

形成一定规模的开发整体结构
,

促进我国农村经

济的发展
.

以展示资源节约型生态农业的超前模式
。

因此
,

它的建设与开发作为一种超前模

式
,

赋有试验示范
、

生产推广
、

教育培训
、

销售经营等作用
,

目的是使科学技术 山潜在的
产

!几

产力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
,

探索在改革
、

开放的环境条件下
,

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
:

并按照农业 区域特征
,

把科技农业园建设的成功经验逐步向外辐射
.

以捉进农村产业妙体 协

调地向现代化农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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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约有 6 9 0 0万亩宜农荒地
,

可重点发展热带
、

亚热带果树和经济

作物
。

总之
,

招个亚热带和热带山区有条件建成国家大农业的战略后备基地
。

近期开发的重点

应放在东部地区
。

( 四 )防治土地退化
.

总结推广综合治理经验 建立生态农业
,

改善生态与环境
,

是我

国防治 !: 地退化的币要途径
。

目前全国各地 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
。

例如
.

毛乌索沙地南部经

过 5 年治理
,

沙化面积减少 12 % 产草量每亩增加 4
.

5倍 ; 黄土高原 12 个试区经过治理
,

人均粮

食产量达 40 0一 50 0公斤
.

人均收入增加 1 30 %
,

土壤流失量减少 50 % ; 河南封丘盐碱土区经过

7 年治理
,

粮食亩产由 1 85 公斤提高到5 38 公斤
,

人均收入由 1 53 元增加到 6 28 元 ; 江西省鹰潭

红壤生态实验站
,

3 年来通过发展立体农业
,

粮食亩产增加 2
.

6倍
,

茶叶产量 翻一翻 ; 下江 平

原沼泽地
,

采用稻
、

节
、

渔综合利用
,

水稻亩产 50 0公斤
,

芦苇亩产 2 0 0 0公斤
,

渔产量提高 1

倍
。 一

与此 同时
,

结合持续农业发展
,

开展土地集约经营综合试验示范
, :上地资源信息系统等

方面的研究
,

也是防治我 国土地退化在战略上必不可少的内容
。

(五 )加强国土观念教育
,

完善土地法制建设 针对我国土地资源紧缺和土地 退 化 的 特

点
,

应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出发
,

增强
“

珍惜每寸土地
,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
的意识

,

建

立土地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联系的整体观念
,

不断提高对我国土地资源发展趋势与全

球土地变化的认识
。

为此
,

首先要从小学教育抓起
,

其次
,

应将保护土地资源
,

防治土地退

化列入各级政府的长期经济发 展战略目标
;
第三

,

建立土地资源管理的法律及相应的专业法

规 , 保证我国 卜地资源沿着永续利用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

(参考文献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