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国外现代农业发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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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除现代投入要素外, 近 30年来, 农业现代化越来越强调农业

可持续发展,强调农业与环境的关系, 强调现代农业价值观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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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农业生产、投资和农产

品贸易的全球化进程。

根据舒尔茨关于现代农业的定义以及国外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可以将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归

纳为: ( 1)现代生物和化学技术被广泛运用,农业要素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 ( 2)发达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成为促进农业分工协作和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 3)传统农民被

改造成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民; ( 4)农业日益国际化过程中强化农业的宏观管理; ( 5)农产

品消费者的农业知识水平不断提高, 农产品需求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当今农业生物技术的

一个新特点就是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推广和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迅速商业化, 并

且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体系和农产品消费体系中政府、农业生产者、农产品消费者的权益。

这给农业人才培养带来了许多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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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农业科技进步可分三种类型:一是以创造无生命的物为核心的工艺革新型农业技术进

步;二是以对有生命的物种进行内部优化、改良为核心的遗传育种型农业生物技术进步;三是以不同

物种间的基因重组、塑造新生物物种为核心的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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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育种技术虽有助于

解决温饱、增加收入和减轻贫困,但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更低的研发成本、更高的技术异质化程度、更

强的技术私人垄断性及产业化进程更快等多方面优势,使转基因物种 (GMO)取代传统物种的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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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进步来源于两个动因:一是技术供给的推动, 另一个是技术需求的拉动。技术供给

的推动由政府、农业科技研发、农技推广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而技术需求的拉动则由农业生

产、加工、贮运企业和广大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在农产品供给短缺的国家 (或农业较低发展

阶段 ), 技术主导权通常掌握在农产品供给方面。但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 技术本属于引致需求,

源于消费者对某消费品的强烈欲望。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更多、更丰富、更高层次

的农业产品消费需求也将促成技术进步, 此时, 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动机和引领消费时尚的行为将

加速农业技术进步。因此, 农业技术的供给者、需求者、每一个消费者都是农业技术的利益相关

者。由于适应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新趋势、推动农业科技进程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所以,

从改善全体国民农业知识水平出发推动农业发展,必须要求 ( 1)提高政府作为每一个公民切身利

益保障者的农业科技决策水平; ( 2)提高农业技术供给者的研发、推广水平; ( 3)提高农业生产、加

工、贮运、营销环节技术需求者 (生产者和农民 )的技术识别和运用水平; ( 4)为适应我国人均收入

水平快速提高,提高农产品消费者的知识水平以保障农产品消费的安全、卫生和质量。

(三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色

我国农业发展目标是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立足自己的国情, 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为: ( 1)适应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紧缺的矛

盾,农业微观经营组织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 农业技术进步以节约土地的生物技术特别是育种

技术进步为主; ( 2)农业发展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扩大和深化农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推动农业现代化, 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确保粮食安全; ( 3)通过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转移

农业剩余劳动力; ( 4)建设现代农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科学引导;农业生产者切实

推动, 农业消费者理性参与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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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的劳动力占 80. 59%,中部和西部地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分别为 85. 92%和 89.

98%;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为 19. 41%、14. 08%和 10. 01%。

可见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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