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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万江编写的《稻米产业经济发展研究(2011年)》系统梳理了全球稻米发展历史、美国水稻产业
发展轨迹与日本水稻产业经济状况，应用大量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数据，科学分析了中国水稻产业经
济演变轨迹与动态特征，重点深入地分析了中国水稻区域变迁与新区域成长，水稻生产成本收益，稻
米价格变化及其成因，稻农种植规模，早稻生产与再生稻发展，生物经济时代的转基因水稻发展问题
等，首次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水稻产业经济发展的成就、问题、前景与对策。

　　《稻米产业经济发展研究(2011年)》适合研究农业发展、农产品贸易与产业经济的科研人员参考
，可作为大专院校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辅助教材，也适合我国党政部门涉农领域管
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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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岗位科学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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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切实推进以品种选优为基础、系统配套的新型水稻科技创新体系。
针对早稻育种力量衰退、双季稻技术严重不配套和双季稻技术推广力量严重缺乏等突出的现实问题，
建议改革现行研发与推广体制，创建适合我国发展需要的水稻科技创新体系，争取到“十二五”期末
，建成以早稻和晚稻品种育种力量为基础、组合相关环节的科技力量作为配套、以企业化水稻农场为
对象、以县级水稻技术推广力量为载体的新型水稻科技创新体系。
　　（5）大力完善水稻生产保险制度。
水稻保险制度试点已初步显示出减少自然风险的作用，还需要通过大力完善的措施，加速推进可以化
解自然风险的水稻生产保障制度的常态化。
近期需要着力完善的关键点主要包括将水稻保险仅从田间生产延长到整个水稻生产链，培育提高专业
保险人员的水稻基本技术知识，增强水稻保险机构对投保户的沟通与了解，增强水稻保险机构在实施
理赔过程中的政策意识。
　　（6）改革水稻保护价收购办法。
农户一般根据双季稻用途安排全年水稻种植计划，政府最终目的在于获得商品稻谷，水稻补贴的关键
是早稻，目标则是销售的商品稻谷数量。
为此，建议从两方面加以改革。
一是不管国家补贴政策如何变化，逐年提高我国补贴标准并推动水稻价格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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