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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
”

项目的成果

应用与组织实施

食物发展研究项 目组
*

(中国农业科学院 )

1
.

概况

食物发展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
、

生活改善
、

社会安定和民族振兴的全局性问题
。

因

此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把这一研究列为重大项 目
。

自 19 88 年起
,

历时 3 年
,

现 已全

面完成预定计划和要求
。

本项 目将食物发展作为一个大系统
,

划分为 5 个课题和 巧 个专题 :

( l) 食物消费— 居民消费
、

居民营养与食物结构 ; ( 2 )食物流通— 食物价格政策与流通

体制
,

食物进出口战略与对策 ; (3) 食物生产与科技进步— 种植业
、

畜牧业
、

水产业的生

产结构与发展前景
,

豆类蛋白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食品工业的发展前景
,

食物生产的物质

投人与环境保护 ; ( 4 )不同区域的食物发展— 六大区域与大中城市的食物发展 ; ( 5) 总体

研究与系统分析
。

在上述研究内容中
,

重点突出了食物需求与消费
,

食物结构
,

科技进步以及 区域食物发

展的研究
。

项目组集中力量抓了食物发展的总体研究及研究报告的完成
。

2
.

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其应用

在总体研究方面
,

提出了
“

我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总体研究报告
”

(详细摘要见本刊

199 2 年第 2 期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对本项目总体研究组织了成果鉴定
。

鉴定委员会认

为 :
“

在食物发展理论上有新的构思
,

方法上有新的发展
,

在国内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
。

经

项目查新报告
,

在国际上 尚未发现国家级总体食物发展报告
,

此项目总体研究在食物发展战

略的综合分析
、

结构优化
、

政策设计等方面处于世界领选地位
。

这项软科学研究成果对我国

中长期食物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在课题研究方面
,

从积累
、

消费与收人等关系上
,

预测了今后三个时期的人均收人
、

消

费水平与食物结构变化趋势
。

从营养科学角度
,

确定我国人均每 日热能需要量 2 400 千卡
、

蛋白质 70 克
,

并以此作为膳食结构的营养标准
。

在食物流通领域
,

提出
“

以批发市场为中心

环节
”

的构思和主要食物种类扩大市场调节的步骤以及食物价格补贴重点
“

应放在农村
”

的目

标
,

同时论述了食物进出口总体设想与对策
。

在大量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基础上
,

对种植业
、

畜牧业
、

水产业
、

食品工业的生产结构和发展前景进行了系统分析与论证
,

将产前
、

产中与

产后联系在一起
,

全面研究了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向
、

内容
、

潜力与政策
。

同时
,

分析论证

了食物生产的投入
、

资金的需求与供给水平
,

提出了六大区域和 55 个大中城市食物发展的方

向
、

目标与对策
。

为配合总体研究的需要
,

建成了食物系统的多 目标优化模型
、

系统动力

项目主持人为卢良恕
、

刘志澄
、

蒋建平
、

梅方权
、

黄佩民
、

牛若峰
、

信通诊
、

刘更另、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2 99年

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及食物供需系统数据库
。

本项目共撰写总体研究报告 I篇
,

课题综合报告与专题研究报告 84 篇
,

以 《 丛书 》 形

式出版了专著(共180万字 )
。

同时
,

在报刊上发表论文与文章2 00余篇
。

在培养人才方面
,

共培养博士研究生 9 人
、

硕士研究生 35 人 ; 目前在读的博士生 7 人
、

硕士生 20 人
。

通过研究工作的实践
,

一批中青年科技人员提高了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
,

推

动了优秀人才的成长
,

有的已晋升为高级技术职务
。

在研究成果应用方面
,

也取得显著效果
。

在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与
“

八 五
”

计

划时
,

本项目组提出的合理调整食物结构的观点和一些指标对于十年规划的拟定
,

起了重要

的咨询作用 ;
“

再论人均 4 00 公斤粮食必不可少
”

的论断
,

受到中央领导部门的重视
,

并采纳

列人规划
。

本项目提出的关于改善居民营养与膳食结构的建议
,

已列人
“

我国中长期农业

科技发展纲要
”

之中
。

所提出的一套食物发展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开始推广应用
。

食物

流通体制改革的研究结果
,

在建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和芜湖大米批发市场过程中也得到了实

际应用
。

其它课题与专题的研究成果也正在推广应用
。

项 目主持人撰写的
“

关于合理调

整我国食物结构的建议
” ,

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

并获得中国科协首届优秀建议一等奖
。

本项目3 位主持人因做出突出成绩而受到奖励
。

3
.

研究项目的组织实施经验

本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首次在我国食物发展领域资助的重大项 目
,

也是中国农业

科学院承担科学基金会的第一个软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

从立项开始
,

项 目主持人就提出高

度负责
、

加强组织
、

认真实施的严格要求
,

并在项 目内部管理上采取了以下措施
。

( l) 认真设计
,

明确目标
,

突出重点
针对这一复杂的重大间题

,

在研究开始阶段的半年中
,

围绕总体设计
,

研究 目标
,

研究

重点
,

各子课题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分工
,

总体研究
,

以及整个项目的组织实施等问题
,

项 目

组先后座谈研究了 12 次
,

以统一思想
、

明确要求
、

协调配合
、

突出重点
。

事实说明
,

从提

出申请书
、

建议书
、

任务书到组织实施
,

项 目主持人反复讨论
,

明确指导思想
、

完善设计内

容
、

确定方法和步骤
,

是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和协调配合的关键环节和首要步骤
,

对于顺利完

成研究任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 2 )总体研究与各课题专题研究同步进行

本项目的 5 个子课题和 15 个专题各有其特定的研究内容和要求
。

各专题分别进行深人

研究固然是十分必要的
,

但作为一个重大项目
,

还必须研究全国食物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全局

性问题
,

并在项 目组总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食物大系统的综合和提炼
,

上升到战略观点和理

论的高度
,

而这些全局性问题
,

不是各项子课题或专题所能概括的
。

因此
,

本项目的总体

报告不是各专题研究报告的简单归纳和拼盘
,

也不是等待各课题完成后再进行总体研究
。

考虑到这一点
,

研究项目组从立项开始
,

就建立了由 8 位项目主持人和 7 位项目办公室研究

人员组成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总体研究班子
,

在对各课题和专题进行组织协调和指导的同时
,

集中力量研究食物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

并设计和撰写项 目总体报告
。

经大量调查研究
、

座谈

讨论
、

数据整理与分析综合
,

最后形成了
“

我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总体报告
” 。

三

年来的工作实践表明
,

这种总体研究与专题研究平行作业
、

同步运行是必要的
、

可行的
。

( 3 ) 加强项 目内部的廿常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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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项目研究的共 1 48人
,

包括中央 or 个有关部委所属科研
,

院校和管理部门的科

技人员以及 10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专题研究的主持人
。

为了加强项目的组织管理
,

重点

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

一是设立项 目办公室
,

其任务之一是参加整个项目的全面研究和总体报告的撰写
,

同时

有 3 名高级研究人员分别参加 3 个课题与专题的主持
,

5 人参加部分研究工作
。

任务之二

是在项目主持人的领导和安排下
,

负责日常的组织协调工作
。

三年来
,

项目办公室做了大

量的管理工作
,

对于本项目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是制定了项 目管理办法和相应制度
,

对项目主持人
、

项目办公室
、

各专题主持人及全

体参加人员的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
,

对研究计划的实施
、

研究成果的申报以及研究经费的安

排等问题
,

作了有关规定
。

项目主持人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
,

分别指导有关课题与专

题研究
。

三是编印 《 食物发展研究简报 》 (共46 期 )
,

及时报道研究工作进展情况
,

沟通项 目组

同科学基金会
、

有关部门以及各课题组之间的联系
。

四是对跨课题的相关问题与数据
,

组织座谈讨论与分析研究
。

( 4 )积极组织和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

项目主持人十分重视国内外学术交流
,

并积极组织和参加国内与国际食物发展讨论会
。

先后共有 4 位项 目主持人
、

19 位专题参加人向
“

全国食物发展学术讨论会
”

( 19 88 年 10 月于

合肥 )和
“

全国分区食物发展学术讨论会
”

( 19 90 年 11 月于厦门 )提交 18 篇论文
,

其中 6 人应

邀做大会学术报告
。

此外
,

还多次参加了有关部门召开的食物与营养讨论会
。

为了及时介

绍本项目的研究成果
,

在全国性理论刊物 《 农业经济问题 》 199 0 年第 7一 12 期
,

对各专

题研究结果连续作了全面报道
。

《 市场报 》 19 90 年 8 月 3 日
,

《 光明日报 》 19 91 年 7 月 22

日和 《 中国教育报 》 19 91 年 H 月 26 日都以记者采访形式
,

大篇幅介绍了本项目提出的食

物结构调整战略
。

项目组还倡议中国农业科学院
、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联合召开了
“

国际食物
、

营养与社会经济发展讨论会
”

( 1990 年 6 月于北京 )
,

有 1位项 目主持人在大会

做中国食物发展战略的基调报告
,

30 位研究人员提交了 22 篇论文
,

其中 4 位在大会上宣

读
。

大会还通过了由项 目主持人执笔起草的
“

关于建立中国国家食物与营养委员会的呼吁
” 。

此外
,

还有 1 位项目主持人参加了
“

亚太地区食物营养专家咨询会
”

( 199 1年 7 月于泰国曼谷 )
。

上述学术交流活动
,

对于丰富本项研究
、

扩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影响与作用
,

均产生了

良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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