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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世纪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展望

卢良恕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北 泉 l州 x〕8 1

[摘 要 l 展望 了世纪之交我国社会经济与农村发展约新形势
,

探讨 了 21 世纪农业科学的特

发展趋势
,

阐述 了 21 世纪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

发展重点
、

主要新领域和战略思路

1(补粥J介

点和

〔关键词」 21 世纪
,

知识经济
,

现代农业
,

农业科学技术
,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农业取得 了举世瞩 目的

重大成就
。

展望未来
,

要使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

在下一个世纪全面发展和振兴
,

在 20 30 年能够解决

16 亿人的吃饭问题和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

就必须

花大力气全面实施
“

科教兴农
”

战略
,

切实把科技进

步放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
,

大力推进

我国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

在科研攻关
、

科技成果转

化
、

农民素质提高和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
,

实现农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

用科技的强大动

力把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推向 21 世纪
。

1 21 世纪农业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1
.

1 知识经济 已形成气候
,

人类即将全面进入知识

社会

知识经济 ( k on wl e

dse ec on o

my )
,

就是以知识为基

础
,

以人力资本和技术为重要推动力
,

以高技术产品

生产和服务部门为支柱
,

以强大的科学系统为坚强

后盾的新型经济形态
。

90 年代
,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

指出
,

在计算经济增长时
,

必须把知识直接放到生产

体系中考虑
,

也就是说
,

必须要把知识列人生产函数

中计算
。

根据这种理论
,

对知识生产的投资不仅能

增加知识的积累
,

还能增加其他经济要素的生产能

力
。

知识与劳动力
、

资本
、

材料
、

能源等其他经济要

素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
,

它是真正可 以
“

重复使用
”

的
,

其价值不会削弱
,

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
。

二次大

战后
,

一些资源存量和增量不多的国家
,

其经济能够

持续快速增长
,

正是因为知识
、

技术和人力资本所起

的重要作用
。

在
“

经合组织
”

的主要成员国里
,

知识

经济 已占国内总产值的 50 % 左右
。

知识经济的兴

起与快速发展
,

也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
“

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
”

思想的最好佐证
。

实践证明
,

哪个国家

知识生产的水平高
、

速度和扩散快
、

效益好
、

运用水

平高
、

效果好
、

抢先占领制高点
,

哪个国家的整体实

力就强
,

在国际竞争中就会处 于领先地位
。

知识爆

炸时代的到来也对人们获取和掌握知识的 手段
、

途

径及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1
.

2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将成为 21 世纪的两个支

柱产业

( l) 人类将在 21 世纪全面进人信息时代
。

信息

将成为知识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 和竞争要素
,

信息

产业则无疑将会成为
一

下世纪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
、

最宏大的产业
。

( 2) 生物技术的突破是从 50 年代 DNA 双螺旋

结构的发现开始的
。

21 世纪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

将会导致农业和医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

并在众多相

关领域引发新一轮的革命
。

1
.

3 科学技术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21 世纪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

将会导致农业出现第三次革命
,

其特点和 内涵是在

深人揭示生物生命奥秘的基础上
,

通过农业科学与

生命科学等更多学科的交融
,

从深度与广度上大大

推进农业科学的更新与拓展
,

并以技术创新为先导
,

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

( l )面向 21 世纪农业科学的交融
、

更新
、

拓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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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以研究和掌握植物
、

动物和微生物生长发育规

律为主体的农业科学
,

通过与现代生物学尤其是生

物技术的交融
,

在人工塑造新物种
、

构建栽培与养殖

环境
、

开辟食品和资源利用新领域等方面
,

将取得重

大突破
,

并形成一批新的生物技术产业群
,

从而带来

一场新的农业产业革命
。

生物技术的新发展表明
,

农业通过运用生命科学的新成就
,

定向设计构建具

有特定性状的新物种
,

打破生物的种
、

属
、

科
、

目
、

纲
,

乃至动植物与微生物之间不可交配的界限
,

已经不

是人类的一种空想
,

按照人们意愿塑造更多的新物

种和新品种将成为现实
。

也就是说
,

实现生物之间

的
“

大跨度交融
” ,

引起新的产业革命
,

产生新的领

域
,

导致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向更高更合理的

层次方向发展
。

农业是现代生物技术应用最广阔
、

最活跃
、

最富

有挑战性的领域
。

农业科学通过与生物科学的交

融
、

更新和拓展
,

从理论
、

方法
、

技术手段上加速更新

我国传统的农业科学及基础学科 (如遗传学
、

育种

学
、

土壤肥料学
、

作物栽培学
、

畜禽饲养等 ) ;发展已

经形成的交叉学科 (如农业生物学
、

农业物理学
、

农

业气象学
、

农业工程学等 ) ;促进农业新的分支边缘

学科体系的构建 (如农业生物工程学
、

农业能源学
、

农业环境学
、

农业信息学
、

核农学
、

太空农学等 )
,

从

而在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基础上
,

从整体水平
、

学科结

构
、

应用领域方面把我国农业科学推向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

发展生物技术产业
,

除合理开发和利用现有农

业生物资源外
,

还可以利用生物技术开辟新的生物

资源
,

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

近年来
,

以高科技开发微

生物资源及其产业化发展迅速
,

这将促使以动
、

植物
“

二维结构
”

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动物
、

植物
、

微生物三

者并重的
“

三维结构
”

的现代农业转变
。

从发展前景

看
,

这不仅可以有效地实现
“

人畜分粮
” ,

推动畜牧业

的大发展
,

为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和改善居 民的膳

食结构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和对策
,

还可在利用微生

物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

通过工厂化

微生物工程的发展
,

将形成非绿色植物的
、

不污染环

境的新型农业及其产业
,

研究开发可更新纤维素
、

工

农业废气
、

废液
、

废渣
,

建立单细胞蛋白工业及海藻

生物技术产业等
。

生命科学
、

农业科学与众多的现

代科学交融
,

在深度与广度上拓展农业科学
、

创新农

业科学
,

使农业科学出现崭新的面貌— 新的学科

基础
、

新的内涵
、

新的知识体系
、

新的管理形式和新

的产业化目标
。

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创新
,

将促进农业由传统的

资源依附型向现代智能依附型 的发达产业转变
,

将

加速陆地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发展
,

并在 21 世纪加速

向海洋领域拓展
,

出现大规模的海洋农 (牧 )场
,

实现
“

海洋农牧化
” ,

并相应发展海洋农业科学
,

使
“

绿色

革命
”

与
“

蓝色革命
”

互相交融
。

同时
,

伴随着航天事

业的发展
,

具有一定规模的太空农业和太空农业科

学可望诞生
。

陆地
、

海洋
、

太空三大农业系统互相交

融和促进
,

将构成 21 世纪农业和农业科技进步的系

统格局
。

( 2) 21 世纪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
( ! )农

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

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将使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产生质的飞跃
,

出现革命

性变化
。

21 世纪农业科技将在探索作物
、

畜禽
、

鱼

虾等动植物和微生物生命活动奥秘
,

挖掘生产潜力

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

从而使高产
、

优质
、

高效 目标

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

( ij )现代农业科学在学科分

化
、

分工与更新的同时
,

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
。

现

代农业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相 比
,

具有智

能化
、

物化
、

产业化和企业化等 4 个显著的特征
。

农

业科技在形成自己完整体系的同时
,

其他众多门类

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

技术科学与经济科学不断

向农业科学渗透
、

交融
,

从而形成许多新的学科交叉

点和生长点
,

拓宽了农业的领域
,

大大推动了农业科

学技术的发展
,

这一技术在 21 世纪将会进一步强

化
。

( 川)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研究的更大进展和更

新
、

更广泛的应用
,

不仅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
一

飞速发

展
,

而且使农业成为生物技术最有应用价值和前景

的产业
。

( Iv)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

技术科学与经

济科学联系更为紧密
,

农业管理科学必将得到进一

步发展
,

使人们在 21 世纪更好地掌握农业自然规律

和经济规律
,

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战略决策
、

体制
、

机制和政策完善
,

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

推

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

( 3 ) 21 世纪世界农业科技发展 的重点
:
( ! )充

分利用生物的遗传潜力
,

重视资源与环境问题
。

种

质资源是农业的物质基础
,

目前各国都在重视生物

多样性
,

强化种质资源的搜索
、

保存
、

评价和利用工

作
。

( ii )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
。

重点是通过土壤培

肥和科学施肥
,

改善土壤物理化学性质
,

创造作物生

产的最佳条件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 }!} )保护和有效

利用水资源
。

水资源不足和农业需水量增加的双重

压力
,

使如何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工作倍受重视
,

灌

溉农业
、

节水农业和雨养农业
、

旱地农业目前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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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研究内容
。

( }v )食物安全
、

人类营养和健康
〕

为确保人类粮食与食物的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

衡
,

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的粮食与食物保

障体系
,

改善人们的膳食结构
,

提高营养水平
,

以利

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

( v )提高科学种植与养殖水

平
,

加强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规范化
、

标准化
,

由粗

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

增强防御自然灾害能力
,

提高动

植物综合生产力
。

( vI )改进农产品加 工
、

贮运技术
,

大力发展农产品保鲜
、

加
_ _

五
、

贮运
、

包装
、

销售和综合

利用 等技术
,

为农 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技 术保证

( vll )积极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在农业

上的应用
,

开辟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高效的新途径 和

新技术
。

(训 )发展现代农业宏观经济学和管理科

学
,

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
、

改善
,

促进农业生产

力的进步
。

( 4 ) 21 世纪农业科学技术 的主要新领域
: ( } )

新物种塑造
。

主要运用生物技术
、

核技术
、

光电技术

和农业常规育种技术结合
,

综合不同的优良性状
,

按

人类需要有选择地定向塑造新的物种和类型
,

丰富

生物多样性
,

提高生物抗逆性
,

并充分利用 固氮微生

物和藻类
,

丰富和充实作物营 养综合体系 内涵

( ! l )新快速繁育技术应用
。

即利用植物细胞的全能

性
,

通过无性繁殖途径
,

发展人工种子制造产业 ;利

用胚胎移植和分割技术
,

发展动物胚胎生产
、

贮存
、

运输与利用的新兴产业 ;利用动物的生长激素基因

转移技术
,

加快畜禽性别鉴定技术
,

进行定向繁育和

饲养等
,

21 世纪都将进一步实现产业化
。

( 川 )新农

业工厂构建
。

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
、

计算机技 术

和材料科学等的发展和综合运用
,

21 世纪农业
一

工厂

化生产将有长足发展
,

将实现人工创造环境
、

全过程

自动化养殖
,

建立起技术高度密集的工厂化
、

自动化

生产体系
。

( 内 )新人造食品和饲料生产
。

开发单细

胞蛋白资源
,

生产高蛋白饲料与食品
,

利用微生物发

酵处理秸杆生产饲料
,

开发植物叶片资源
,

生产可用

作饲料和食品添加剂的营养价值高
、

可消化率高的

叶蛋白
,

利用生物技术培育新菌种
,

加快氨基酸发酵

的利用
,

大规模生产不同用途的氨基酸等
,

将成为

21 世纪的农业新产业
。

( v )新能源开发
。

面对能

源短缺与危机
,

21 世纪利用生物量发展新能源产业

将成为可能
。

种植开发
“

绿色能源
” ,

除薪炭林外
,

重

点利用多年生和一年生植物及藻类
,

生产酒精和石

油代用品
。

( Vl )新的空间领域拓展
。

像对待地力一

样提高
“

海力
” ,

促进水产养殖
、

增殖向集约化
、

农牧

化方向发展
,

营造
“

海洋农场
” 、 “

海洋牧场
” 、 “

海洋林

场
” ,

实现蓝 色革命
。

而航天科学 与农业科技相结

合
,

将促进太空农业的发展
。

近年来
,

我国把水稻
、

番茄的种子送 人太空
,

出现了显著变异
,

如稻穗变

长
、

籽粒变大
、

抗逆性增强等
,

这有助于加速品种选

育进程
,

丰富资源
)

在 21 世纪将形成新的产业和新

的增长点
。

( 5) 面向 21 世纪我国农业科技发展 的战略思路
“

九五
”

期间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要坚持经济建设必

须依靠科技进步
,

科
一

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
,

努

力攀登农业科学技术高峰方针
; 坚持基础

、

应用
、

推

)
’ 一

等科技工
_

作相 互衔接
、

协调发展的方针 ; 坚持继续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促进农业科技与农村经济

密切结合的方针 ; 坚持联合国家和部门的 专业技术

匀鼠
一

允分发挥各 自优势的方针 ;坚持
“

有所为
,

有所

不 为
”

的原则和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办大事的方针
。

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突出重点
,

突

出应用
,

突出技术创新
,

突出力量集成
,

突出经济和

社会效益
,

突 出发展与改革的结合
。

主要任务 有
:

( } 功日速成果转化
,

综合配套推广成熟的先进适用

技术
,

努力提高普及率
、

覆盖面和规模效益
,

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力
; ( “ )集中力量

,

突出重点
,

攻 克一批

已有一 定基础
、

近期即可见成效的关键性生产技术
;

( 川 )大力发展高产优质低耗高效农业
,

针对农业
、

农

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难题和发展战略研究组织重点

科技攻关 ; ( VI )加强基础性研究
,

为发展现代农业提

供技术储备 ;( V 功口强高新技术研究及其应用和加

快产业化进程 ; 不V } )加强农副产品综合加工技术研

究
,

提高农副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 ( vII )提高乡镇

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

提高其经济效益 ; (VllI )统筹

规划
、

合理布局
,

在加速农村经济技术进步的同时
,

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

促进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
; ( ! X )积极引进消化吸收 国外先进农

业科学技术
,

尽快提高我国农业技术水平
,

增强消化

吸收能力
。

今后儿年
,

科技体制改革要重点围绕加速农业

科技进步
、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加强基础研究三

大主题
,

优化资源配置
,

有效集成科技力量
。

共

2 21 世纪必将迎来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2
.

1 以
“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 为契机

,

迎接跨世纪的

历史机遇

江泽 民主席高瞻远瞩地指 出要
“

进行一次新的

农业科技革命
” ,

从科技角度来看
,

就是以现代技术
,

特别是高新技术改造或替代传统的农业技术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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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展望 3 0 5

可以预言
,

21 世纪农业将出现第 3 次革命
,

其特点

和内涵是
:
在深入揭示生物生命奥秘的基础上

,

通过

农业科学与生命科学等多学科的交融
,

从深度与广

度上大大推进农业科学的更新与拓展
,

并以技术创

新为先导
,

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 “

将来

农业问题的出路
,

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
,

要靠尖

端技术
” 。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是一个巨大的
、

复杂的
、

开放

的系统工程
,

其总 目标是在 2以X) 年以前使科技对我

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50 % ;要为未来养活好 16

亿人 口和工业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和农产品保障 ;要

为中国的可持续农业发展做好科技储备
。

在具体实

施时
,

要注意处理好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关系 ;单

项关键技术的突破与多项高新技术的组合集成的关

系 ;农业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的关系
。

人才是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推行的关键
,

要在不断提高劳动

者素质的基础上建立一支门类比较齐全
、

高水平
、

高

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
,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支业务

精
、

肯奉献的学科带头人
、

科技管理专家和农技推广

的人才队伍
,

使各种新技术
、

新方法
、

新成果能尽快

落到实处
。

同时
,

要为科研单位进入经济建设主战

场
、

科技人员发挥才干和有用武之地提供条件
,

为农

业单位开展科技革命创造 良好的条件
。

2
.

2 以“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
为导向

,

建设粮食安全

与食物保障体系

中国的粮食安全与食物保障体系和优质蛋白质

供给状况
,

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生存发

展的重大问题
,

由于我国的粮食与食物的供给与需

求压力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难以缓解
,

同时在较短时

期内还要基本解决人民食物中优质蛋白质的供给问

题
,

因此
,

当前迫切需要建立粮食与食物有效保障体

系
,

以支持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

目前
,

世界主要产粮国都在调整粮食和农业政策
,

国际粮

食市场趋紧
,

粮价有可能继续上扬
,

这就要求中国必

须进一步抓好粮食生产
,

保持本国粮食的持续发展
。

目前看来
,

今后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与食物保障的

主要问题有
:
( 门粮食与食物的需求压力持续增加

,

供给能力难以适应
。

一方面人 口继续增加
,

人民购

买力不断提高
,

对食物的消费需求 日益增长 ;另一方

面
,

耕地和其他主要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不断减少
,

提高单位资源生产力的难度增加
。

( ij )受国家经济

实力和市场发育不完善所限
,

保障粮食和食物稳定

增长有较大难度
。

粮食和食物的持续增长需要更加

有效的投人和保护
,

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

境建设任务十分繁重
,

还要加速建设和完善市场体

系
,

这一切的实现也非易事
。

( iij )我国人民的温饱

问题已经解决
,

人均热量已可满足需要
。

今后一段

时期内
,

膳食结构改善重点是解决优质蛋白质供给

问题
,

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优质蛋白质的摄人问题
。

据 199 2 年全国第三次营养调查
,

我国农村每个标准

人的每日摄人蛋白质仅 64
.

3克
,

比城市少 or
.

8 克
,

只占营养供给量标准的 86 %
,

在农村居民摄入的蛋

白质中
,

来 自豆类和动物性食物的优质蛋白质比重

仅占 17
.

2%
,

而城市居民则达到 37
.

3%
。

由于热量

和蛋白质摄人量不足
,

农村儿童的身高和体重显著

低于城市儿童
,

这势必影响城乡协调发展和整个民

族素质的提高
。

因此
,

为确保粮食与食物的总量平衡和结构优

化
,

尽快改善优质蛋白质供给状况
,

迫切需要建立和

完善一套有效的粮食与食物保障体系
,

制定和完善

国家的粮食与食物保障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
。

2
.

3 以
“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
为动力

,

加快建设现代

农业

( l) 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主线
,

加快农业现代化

建设步伐
。

今后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期内
,

解决庞大

人 口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日益增长的需求同落后的

农业生产力矛盾 的根本出路在于紧紧依靠科技进

步
,

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率
、

资源产出率和农业劳动

生产率
,

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

最终实现

农业现代化
。

为此
,

应把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

一个总体战略来考虑农业发展的全局
,

要尽快制定

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长远规划
。

同时
,

应把

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纳人到农业现代化体系之中
,

使

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

以利于资源
、

环境和现代生产要

素的配置和优化
。

( 2 )以农民为主体
,

建设发达的现代农业基础产

业
。

农业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
,

要振兴农业和农

村经济
,

首先必须处理好农民问题
。

因此要制定利

农
、

护农政策
,

近期内要从调整国民经济布局和工农

关系着手
,

把工农发展速度调整至 2 :l 或 3 : 1
,

把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降下来
,

把城乡居 民收人差距

拉大的局面扭转过来
,

并加强工业反哺农业
、

工农互

助和城乡结合
,

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有利的市

场和宏观环境
,

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

从世界农业

发展进程来看
,

农业已经成为广泛应用现代科学和

管理技术的专业化
、

社会化
、

集约化产业
,

实现了高

产值
、

高效率
、

高效益
。

因此
,

我们要从
“

现代基础产

业
”

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农业并改造传统农业
,

按
“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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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基础产业
”

的要求大力发展支柱产业
,

带动农民实

现
“

产加销
、

贸工农
”

一体化
,

把农业建设成为科学化

农业
、

工业化农业
、

集约化农业
、

市场化农业和社会

化农业
。

在
“

九五
”

期间至 20 10 年
,

首先要 以商品粮基地

为重点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依托
,

建设专业化
、

一体

化
、

现代化的粮食产业体系
,

确保粮食和食物安全
,

要确立现代食物的新观念
,

实施种植业
“

三元结构
”

工程
,

促进食物供需的基本平衡 ;其次
,

要 以农产品

加工业为突破 口
,

向农业产后领域拓展和延伸
,

发展

高质量
、

高档次
、

高附加值的农产品
,

以大幅度提高

比较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 ;第三
,

要因地制宜地积极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

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大市

场连接起来
,

把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
,

形成

生产
、

加工
、

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
,

推进

农业向专业化
、

商品化和现代化转变
,

形成上规模
、

上水平的产业群
、

产业链
,

实现农产品的深度开发和

多次增值
,

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

增加农民的收

人
。

( 3 )以乡镇企业为强大支柱
,

以小城镇为城乡经

济联系的重要桥梁
,

走农村工业化
、

城市化带动农业

现代化的路子
。

实践证明
:
小城镇是城乡经济联系

的重要桥梁
,

乡镇企业的有效载体
,

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的巨大
“

蓄水池
” ,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

设的新型社区和中心
,

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坚

实基础
。

针对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新问

题
、

新情况
,

在乡镇企业发展和县
、

镇
、

村建设过程

中
,

要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提倡科学规划
,

合理

规范住宅建设
,

实事求是
,

量力而行
,

防止和克服虚

夸
、

不讲效益
、

缺乏长远规划和 占用耕地较多等问

题
。

( 4) 以保护农业 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
,

加强林

业建设
,

建立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支撑体系
。

要

把经济
、

社会
、

技术发展同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

密切结合起来
,

确立农业持续发展的战略概念
,

使农

业的发展走上优化结构
、

资源节约型
、

生产集约化经

营
、

控制人 口
、

保护生态环境
、

发展现代集约持续农

业的道路
,

这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

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
,

尤其要注意林业

建设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
。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

整个社会
、

经济
,

尤其是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林业的依赖己 日趋强

烈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林业的持续发展已成为国民经

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

( 5) 以改进政府宏观管理为依托
,

为农业现代化

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

国家应改

进宏观调控措施
,

抓紧制定《国家农业资金投人法 》
,

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

使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

农用工业的投资比重尽快恢复到原有水平
,

并要不

断有新的提高
。

近期内应把农业科技投资占农业总

产值的比重由目前的 0
.

2% 提高至 0
.

5%
,

下世纪初

汗卜达到 1% 以上
,

同时实行让利于 民的政策
,

让农民

尽快富裕起来
,

逐步成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资主

体
。

要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
,

加强农村经

营管理
,

把管理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放在战略

高度来考虑
,

管理是一 门科学
,

管理出水平
,

管理出

效益
。

T H E D E V E L O P ME N T AL T RE N D AN D P R O S P E C T S O F A G F J C U L T U R A L

歇 1卜N门嘿 A N D T E C HN O L O G Y 】N 2 1S T C E N T UR Y

I刀 L ian 邵 h u

〔乃
凌了“ 二兜 月。

诚m ) of
J

魂g
r ` 翻2扭耐 &

~
,

Be iij gn l仪幻8 1 )

A加 t邝 c t 111 〔
, p a pe r

loo k s l b l节 ar d ot ht e n
ew

s iaut
tio n s of Ch ian

’ s s o e ial e e o

omn
ie an d 乏卿 I c u l tu alr de v e lo p l l l e

snt at ht e

ut m of het
n ex t e e n ut 叮

,

d is e u s se s e h
~

t ier
s ti e s an d dve el o l〕m e n

alt etr dn
s of a g l

k

l c ul t u alr
s e ie n e e s i n ht e Z l s t e e n ut 叮

.

hT
e au th o r 卯 in st o u t ht a t 父i e n t iif e tec h n 0 10 g》 15 het mo t i v e fo 代 e fo r ht e e on s

utr
e t io n o f a g n e ul ut 耐 m记 e m iazt io n i n het

e

om i n g k n o w led g e

、 i e yt
,

ht e
忱

n d
, e m p h as i s

,

~
n 配w a er 出 an d s tar t笔ie al ht o u

hg t fo r

het d e

Vel
o pme

n t o f a g , c lu ut r -

al s e i e cn e s an d cet h on 10爵 i n ht e

xne
t e e n t l奸 ,

a ls
o s t u d i e d an d de cs ir be d

.

旋 y w o r ds Z l s t e e n ut叮
,

k n o w le d g e
ce

o n o n ly
,

m以 l e m a g l l c u l tu er
, a g l l c u lt u alr

s e ie i cl e 之u dl t e e
hn

o lo群
, a n e w er vo l u

-

it on in a g ll c u lt u r a ! s e ien e e an d t ec h n 0 1o g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