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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进

卢

2 0世纪初
,

自大工业生产开始以来
,

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社会化
,

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
。

据统计
,

发达国家 20 世纪初期
,

在国民经济增长中
,

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作用占 20 多
。

到了 70 年代末
,

不少国家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作用达 到 50 一 7 0并
。

美国在 19 2 9一 1 9 7 2 年间
,

农业生产增长值的 8 1务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7 1多
,

都归功于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技术推广 ;

据美国农业部经济局分析
,

从 1 9 3 9 年到 19夕2 年
,

对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每投资 1 美元
,

可在

13 年内获得 4
.

3 美元的收益
。
苏联经济学家测算

,

农业科研每投资 1 卢布可获得 7一 8 卢布的

收益
。

法国农业科研每花 1 法朗
,

农业部门可增加产值 1 00 法朗
,

工业食品部门为 3 00 法朗
,

.

效益更为显著
。

近 30 年来
,

日本农业恢复发展迅速
,

其原因之一
,

就是他们特别重视农业科

学技术
,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成果对于改造和革新农业生产各部门的作用
。

我国解放后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农业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
,

在农业生
_

产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据估算
, 19 7 2一 19 8 0 年期间

,

我 国农业总产值增长额的 27 沁 是靠科
-

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的 ; 19 7 8一 19 8 4 年期间
,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有了更明显提高
,

农业

总产值增长量的 35 并是靠科学技术进步来实现的
。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
,

农业科学技术是新的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因素
,

随着农业科技事
业的发展和农业科学研究的深人

,

必将成为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

动 力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农业
,

推动农业生产向前发展
。

历史

上一些科学家的理论和发明创造
,

为现代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基础研

究和新技术应用的不断深人和发展
,

又对现代农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一 ) 遗传学理论的发展和育种技术的实践
,

使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
。

良种是农业生产

的物质基础
。

长期以来人类对良种的培育就很重视
,

但重大的突破 尚需来自遗传学理论的指
·

导与应用
。 19 2 0 年美国科学家培育出玉米杂交种

,

20 年代开始推广
,

刊 到 60 年代
,

大致每

10 年以每亩 50 公斤的速度增长
, 1 9 8 2 年种植 4

.

4 亿亩
,

平均亩产达 斗8 0
.

5 公斤
。
据估算

,

在

玉米增产诸要素中
,

杂交种大约占 40 一 50 外
。

继杂交玉米
、

杂交高梁之后
,

我国杂交水稻不仅

在我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

而且正在向世界上一些主要产稻国家推广
。 1 9 8 0 年我国第一个

·

农业方面的专利技术转让给美国
,

分 为五个组进 行 直 播 试 验
,

结果 比 当地 良种 增产 60 关

以上
。

(二 ) 植物生理学和化学的发展导致了化肥的广泛应用
,

极大地提高了农 业 单 位面积产

量
。

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朗
·

斯特鲁特分析
,

世界上 90 个发展中国家在 1% l 年一 19 7 7

年之间化肥施用量迅速上升
。

截止到 19 7 7 年的 15 年间
,

最快的年增长率在近东 (为 12
.

4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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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拉丁美洲
。

在非洲
、

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增长率分别每年为8
.

3 必
、

8
.

9必
、8

.

7 多
。

发

达国家化肥每亩地用量 (有效成分 )也有了较明显增加
:

西德3 1
.

9公斤
、

法国2 7
.

7 公斤
、

美国

74 . 公斤
。

日本在 195 4 一 17 8 9年的2 4 年间
,

水稻单产净增 16 .9 公斤
, 19 7 8 年的单产达到 斗19

公斤
,

以后长期稳定在 43 0公斤以上
。

增产的主要原因
:
一是化肥用量比较高

, 1 97 6 年每亩

耕地达 1 3 7
.

3 公斤 ;二是化肥质量好
,

大部分为高浓度复合化肥 ; 三是在对土壤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
,

实行科学施肥
。

(三 ) 农 田水利学和生物学的发展
,

为节水灌溉和旱农技术的推广
,

实现农业高产稳产创

造了条件
。

合理开发
、

利用水资源
、

不断改进灌概技术
,

是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

6 0 年代以来
,

国外采用喷灌
、

滴灌
、

雾灌技术有了很大发展
。

据 70 年代后期统计
,

英国已全

部采 用喷灌
,

法国和罗马尼亚平均已占灌溉面积的 85 多
,

美国占 2 1务
。

喷灌比地面灌溉省水

5 0外
,

节约渠道 5一 7外
,

还可以起到保水保肥的作用
。

滴灌比喷灌又可节约用水 25 一知 务
,

增 产效益也很明显
。

千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

各国都十分重视旱农技术的研究
。

60 年代以来
,

美国研究提

出少耕或免耕法
,

具有保土节能
、

提高比效的特点
, 19 7 9 年已推广 4

.

3 亿亩
。

苏联在半干旱地

区推广无壁犁耕作
,

带状种植为主要内容的土壤保护耕作制
,

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我国农民

有丰富的旱农耕作经验
。

在农业生产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

推广
。

(四 ) 植物保护科学和农业化学的发展
,

有效地控制病虫草害
,

减少了损失
。
据估计

,

每年

病虫草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

轻者减产 10 一 巧务
,

重者达 40 一 60 多
,

甚至绝收
。
随着植

保科学和农业化学的发展
,

各种有效地防治技术的应用
,

控制和减轻了病虫危害
。
例如我国提

出一套
“
改治并举

”
的治蝗策略和方法

,

使原有蝗区 6 0 0 0 多万亩
,

压低到 14 0 0 多万亩
。 1 9 5 6一

19 6 5 年共挽回粮食 3 00 多亿斤
。
目前我国蝗虫在局部地区虽有回升

,

但没有出现大量蝗群起

飞为害的现象
,

同非洲
、

澳洲
、

亚洲其他地区美洲一些国家的蝗灾比较
,

已显示出我 国蝗虫研究

与防治工作的成就
。

又如我 国小麦生产上锈病危害
, 19 5 0 年全国大 流 行

,

减产 120 多亿斤
,

1 9 64 年北方麦区再度流行为害
,

仅河北
、

山东
、

江苏
、

陕西
、

山西
、

甘肃等就减产 20 多亿斤
。

19 6 5年提出
“

抗病品种为主
,

药剂防治和栽培措施为辅
”
的综合治理策略

,

近 20 多年来基本上

控制了小麦锈病 的危害
。

70 年代以来
,

采用生物防治病虫草害有了新的发展
,

并且取得了初

步成效
。
如利用赤眼蜂防治稻纵卷叶螟

、

玉米螟
、

棉铃虫等害虫
,

效果很好
。

(五 ) 农业机械科学和物理学的发展
,

实现农机与农艺结合
,

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

劳动生产率
。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机械技术措施
,

提高了现代农业的水平
。

目前种植 1 亩小麦

只需 .0 48 个工时
,

玉米只需 .0 97 个工时
,

棉花需要 5
.

5 个工时
。
生产 50 公斤猪肉只需 1

.

65 个

工时
,

10 0 个鸡蛋只需 .0 5 个工时
。

美国 19 4 0 年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

目前主要作物生产

过程全部实现机械化
,

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
日本 19 4 6 年开始使用农业机械

, 19 6 7 年基本

实现农业机械化
,

全国平均每台手扶拖拉机耕地 32
.

6 亩
,

每台中小型拖拉机耕地 2 3 3 5 亩
,

大

大解放了劳动力
,

有效地提高了农业产量
。
我国农业和机械化发展很快

,

动力拥有量为 3
.

2 亿

马力
,

大中小型拖拉机 30 0 万台
,

机耕面积已达 42 多
,

机播 14 外
、

机收 3
.

1并
,

对农业增产和

改善劳动条件发挥了作用
。

发达国家在畜牧业方面已实现机械化
、

工厂化饲养
。

有年产 50 万头的肉牛的育肥场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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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1 0 0万个蛋的鸡场
。

一二个人能养 1 0多万只肉鸡
,

十几个人能管理上万头牛
。

在工厂化饲

养条件下
,

肉鸡 8 周龄体重可达 2 公斤
,

肥猪 6 月龄体重可达 90 一 1 00 公斤
,

高产奶牛群年平

均产奶量达到 8 0 0。一 9 0 0 0公斤
。
总之

,

没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机械科学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

要

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完全不可能的
。

趋 势

7 0 年代以来
,

世界上许多国家十分关注未来的农业
。
国际粮农组织出版了 《 20 世纪的世

界农业》
,

美国提出了
“
全球 2 0 0 0 年研究

”
的报告

,

日本制定了 21 世纪的农业发展方案
,

苏联
、

西德等也对未来农业进行了科学预测
。

尽管他们的结论和主要发现不同
,

但是所提出的问题

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

现在
,

许多国家都在增加农业的物质投人
,

用现代工业和先进的科学

技术武装农业
,

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
同时

,

加强常规技术
,

特别是先进的适用技术的研

究
,

使农业生产能够高效率
、

高效益地持续增产
。

目前
,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
,

农业正在酝酿着新的变革
,

各国目前集中关注的现代

农业科学领域主要有
:

(一 ) 探索生物工程育种新技术
。

生物工程自 70 年代崛起以来发展非常迅速
,

现 已成为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国外学者预测

,

21 世纪将是生物工程的时代
,

它将在农业

上导致一场新的绿色革命
。
为此

,

各国竟相投资加强生物工程研究
,

并取得重要成果
。

全世界

通过细胞组织培养再生成植物已达 60 0 多种
,

其中由花药培养的有 20 。 多种 ;利用大肠杆菌作

工程菌已生产多种珍贵药品
,

如胰岛素
、

人生长激素
、

牛生长激素
、

肝炎疫苗和口 蹄疫苗等 ; 利

用发酵工程和酶工程
,

生产酒精
、

丙酮
、

丁醇
、

人畜用的多种 氨基 酸
、

维生素 等
,

有的已

投产
。

(二 ) 加强生物固氮新途径研究
。
为改变靠化肥增产的巨大能源消耗

,

目前许多国家都在

加强生物固氮的研究
,

增植非豆科作物的固氮能力
。

美国每年耗资 8 00 万美元从事生物根瘤

研究
。

日本通过遗传工程手段
,

将一种固氮基因产物接到水稻根际微生物中
,

使之能够固氮
。

新西兰
、

美国利用细胞工程
,

将一种 自生固氮菌融合到松树的外生菌根中
,

经培养 2 00 多天仍

具有固氮活性
。

这些研究表明
,

人类对生物固氮研究前景是乐观的
,

将对缓和能源危机
,

降低

农业成本
、

减轻环境污染等做出积极贡献
。

(三 ) 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

据科学家估算
,

绿色植物每天提供的能源是当今世 界能源消耗

总量的 17 倍
。

因此
,

提高作物光合作用效率的研究是农业科学的重要课题
。

目前
,

作物生长对太阳能的利用率很低 (水稻为 0
.

93 一 1
.

43 并
、

玉米为 0
.

95 一 2
.

18 外
、

大豆

为 0
.

58 一 0
.

86 多 )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因此
,

许多国家都在开展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研究
。
日

本制定
“ 绿色能源计划

” ,

作为国家大型协作项目开展协作研究
,

其途径是
:
改善作物光合作用

的环境条件
,

筛选推广低光呼吸或低补偿点的作用
,

提高作物本身的光合作用能力等
。

(四 ) 电子计算机农业应用研究
。

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杂交育种
、

合理施肥
、

饲料配方
、

药

剂筛选
、

病虫预测预报
、

生态环境调控等计算
。

日本
、

英国对作物光合作用进行模拟计算
。

美

国用计算机管理着 32 万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
。
日本用计算机管理着 1 7 0 种作物

、
3

.

2万份品

种或品系
,

贮存有 30 万条作物品种信息
。

利用计算机进行农业图书
、

情报信息处理
,

具有准

确
、

快速的特点
,

美国
、

日本
、

法国等都建立了全国性的图书情报网
,

联合国粮农组织也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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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理着 10 7个成员国的农业信息资料
,

并提供咨询服务
。

(五 ) 遥感技术农业应用研究
。

70 年代美国
、

苏联发射了地球资源卫星
,

法国
、

日本
、

加拿

大和印度等国相继发射了地球资源卫星
,

基本实现了全球覆盖
。

英国 19 7 , 年利用卫星测得了

乔木
、

灌木资源的种类
、

分布
、

生长状况和木材积蓄量
,

编绘了森林 图
。

此外
,

利用地球资源卫

星还可以监测土壤水分
、

肥力变化
,

以及探测鱼群活动规律等
。

对 策

为了保障我国农业持续稳定的大幅度增长
,

实现
“
七五

”

计划提出的农牧渔业各项生产指

标
,

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的方针
,

大

力推进农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

使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
,

逐步达到 50 多左右
,

同时
,

加强必要的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的发展
,

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

做好科

学和技术的储备
,

以确保生产发展的后劲
。

为此
,

在
“

七五
”

期间
,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是
:

(一 ) 组织推广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适用技术
,

加速商品化
。

各级农业科研单位
、

农业技

术推广部门
,

要结合本地区生产实际
,

选择一批投资少
、

见效快
,

并与现有技术水平相适应的科

技成果和先进的适用技术
,

通过技术成果转让
,

技术承包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技

术贸易活动
,

加速技术商品化
。

有条件的科研单位
,

还要结合商品基地建设和为振兴农村经济

的 “ 星火计划
”
综合运用科技成果和先进的适用技术

,

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
。

(二 ) 紧密围绕农业生产关键性科技问题
,

联合攻关
。

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发展商品

生产的需要
,

必须抓住农业生产中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性科技问题
,

即农作物
、

畜禽
、

鱼新

品种选育技术
、

病虫草鼠害和疫病防治技术
、

产后贮藏保鲜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
,

以及黄淮海

地区
、

三江平原
、

黄土高原
,

北方旱地农业增产技术体系和南方红黄壤综合治理等
,

组织多学

科
、

跨部门
、

跨地区的科技力量
,

联合攻关
,

以取得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

(三 ) 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
,

不断开拓新的产业和新的生产力
。
当今世界蓬勃兴起的高技

术
,

正在对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

有重点地发展生物技术和微电子

技术等一些领域
,

跟踪世界水平对实现农业翻番具有重要意义
。

为此
,

从
“

七五
”
开始

,

要在生

物技术领域
,

重点建立农业自然资源
、

农业经济和农业图书情报信息系统
,

以及各种大数据存

贮
、

检索和模拟试验研究
,

建立开发农业系列软件和若千通用支撑软件等
。
此外

,

还要加强同

位素和射线核技术
、

遥感技术等领域的应用研究
,

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

(四 ) 加强基础研究
,

为农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储备
。

当代农业科学研究依赖于社会生产

发展和新兴技术的运用
,

同时又是整个农业科学的前沿
。
积极开展农业科学的基础研究

,

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
。
为此

,

在
“

七五
”
期间

,

要继续组织好农作物
、

畜禽种质资源研究
,

加强生物遗

传
、

生理生化
、

生态系统的研究
。
对农业科学有深远影响的基础研究

,

如遗传工程
、

光合作 用
、

生物固氮
`

抗性机制
、

免疫学等
,

也需要作出安排
。
即使有些基础研究

,

对它的应用前景难以

预见
,

也应有计划
、

有重点地适当安排一些力量去研究和探索
。

这方面研究抓好了
,

就能推动

整个农业科学的发展
,

带动重大的技术革新乃至新的技术革命
。

(五 ) 开展农业宏观发展研究
,

为各级领导部门决策服务
。

这方面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若干领域
,

是一种多学科
、

多层次的知识处理和再生的创造活动
。 “
七五

”

期间
,

要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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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主要任务
,

特别是对农业全局性和区域性开发
,

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

布局
,

对农业技术改造
,

以及农业科学与生产
、

经济发展的关系
,

进行系统研究
,

作出评价
,

为农

业发展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现代农业科学是探索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一门应用科学
,

涉及生物科学
、

技术科学

和经济科学
,

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
。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特别是数
、

理
、

化
、

天
、

地
、

生基础科学的渗透
,

农业科学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
,

蕴藏着新的突破
。

在这种形势下
,

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目前和长远
、

面向和储备
、

应用和基础的关系
,

合理部署

农业科学研究和纵深配置
,

在大力加强应用研究
、

试验发展的同时
,

要重视必要的基础研究
,

也

就是要集中主要力量加强常规技术
,

特别是先进适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

还要安排好超前一步的

研究
,

解决生产和科技发展的后劲
。

为此
,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

1
.

选择有重要科学意义和重要应用前景的研究工作
,

尤其是结合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 的

几个领域
,

跟踪世界先进水平
,

力求在某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
。

2
.

建立一支精千的基础研究队伍
,

特别注意发现和起用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人才
,

委以重

任
,

以形成人才优势
。

3
.

集中在国家级重点研究机构
,

建立一批重点实验室
、

试验基地
,

逐步实现研究手段和研

究条件的现代化
。

4
.

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
,

应采取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标准
,

鼓励他们专心致志从事研

究工作
,

以创造良好的环境
,

使之在不断积累中有新进展
。

,
.

对农业科研单位的事业费实行与任务挂钩的经费包干
,

并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的特

点
,

实行分类管理
。

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

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应对跨学科
、

跨部门的合作研究给予优先支持
。

总之
,

我们要认真贯彻十三大和《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
,

使农业

科技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和服从于农业全面发展的需要
,

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

为本世

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做出新的贡献
。

K E Y T O T H E P R O G R E S S O F R U R A L

O N T H E S O C IE N C E A N D

( L
u L i a n g s h u

)

CO M M O D I T Y E C O N M Y I S

T E C H N O L O G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