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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农业与现代化"的主题，对农业与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农业与现代化方法与途径等领域的问
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不仅回顾了整个世界范围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现代化进程，还通过客观事实和相关指标的分
析，清晰勾画了中国农业与现代化的挑战与前景，内容广泛而翔实，为了解中国农业和现代化进程、
预测中国农业现代化趋势提供了理论和数据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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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Ⅰ. 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经验 何传启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
中心 农业是主要生产粮食的部门,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2000～2100 年,世界人口预计将从61 亿人增加到100 亿人左右,粮食需求总量将从21 亿吨增加到50 亿吨左
右,肉食需求总量将从2.3亿吨增加到12 亿吨左右(表1)。
与此同时,世界的人均农业用地面积在减少,人均耕地面积在减少,世界农业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表1 21 世纪世界农业的供求预测值 项目 1960 年 2000 年 2050 年 2100 年 2050 年/2000 年2100 年/2000 年  
人口数/亿人(预测一) 30.2  60.8  88.4  98.4  1.5  1.6   (预测二) 30.2  60.8  95.6  119.6  1.6  2.0   谷物生产总量/亿
吨(预测一) 8.8  20.6  37.4  47.9  1.8  2.3   (预测二) 8.8  20.6  40.5  58.2  2.0  2.8   肉食生产总量/亿吨(预测一)
0.7  2.3  5.8  11.1  2.5  4.8   (预测二) 0.7  2.3  6.3  13.5  2.7  5.8   人均谷物生产量/千克*  285  339  423  486  1.3  1.4
  人均肉食生产量/千克*  23  38  66  113  1.7  2.9   人均农业用地面积/公顷*  1.45  0.81  0.42  0.22  0.5  0.3   人
均可耕地面积/公顷*  0.37  0.23  0.14  0.09  0.6  0.4   *按1980～2008 年的年均增长率计算。
谷物生产总量=人均谷物生产量×人口数,肉食生产总量=人均肉食生产量×人口数。
除人口指标外,其他指标1960 年数据为1961 年值。
1960 年和2000 年数值为实际值,其他为预测值。
预测一,人口增长率按1990～2008 年的年均增长率测算,人口数每10 年滚动预算一次。
预测二,人口增长率按1980～2008 年的年均增长率测算,人口数每10 年滚动测算一次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
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过去300 年里,农业现代化提高了人类的食物供给量,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本文简要介绍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历史经验和基本原理。
 一、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一般而言,农业是通过培育生物体(动物和植物等)生产食品、纤维和其
他经济与生活用品的产业,农业现代化指农业系统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 》对世界农业现代化进行系统分析,时间跨度为400 年(1700～2100 年),分析内容
包括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业要素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等。
 1. 世界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 首先,关于农业资源。
农业资源总量变化较慢,但人均资源变化较快。
人均资源与资源总量成正比,与人口成反比。
20 世纪,世界人均农业资源总体下降,人均资源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农业资源的国别差
异非常大,人均耕地最大相差超过1万倍。
21 世纪人均农业资源会继续减少。
 其次,关于农业投入。
18 世纪以来,农业劳动力总量从上升到下降;农业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例
在1% 左右。
19 世纪以来,农业土地集约化程度提高,但国别差异较大;农业资本投入持续增加,包括机械、化肥、农药
和能源等;农业科技投入在增加,农业良种应用扩大,作物单产持续提高等。
20 世纪以来,农业劳动力比例与农业劳动生产率负相关,土地集约程度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正相关,农业资
本投入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谷物单产正相关。
21 世纪,农业劳动力总量和比例会继续下降;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程度可能继续提高;农业资本投入继续增
加,但结构发生变化,农药和化肥使用密度可能下降。
 最后,关于农业生产效率和结构。
18 世纪以来,农业相对规模缩小,目前,世界农业增加值比例约为3%,发达国家为1% 左右;农业效率不断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差距扩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绝对差距6万多美元,相对差距900 多倍。
19 世纪以来,农场平均规模扩大,规模经营比较普遍。
20 世纪以来,种植和畜牧业比例较大,林业、渔业及农业服务业比例较小;发达国家牲畜产值比例为40%
～80%,作物产值比例为20%～60%;农场多种经营,农民收入多元化等。
21 世纪,农业增加值比例会继续下降,部分国家农业增加值总量下降;发达国家农业的种植业与畜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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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比例在1∶1 左右;农业效率继续提高,农业效率的国际差距继续扩大;农业相对规模与农业效率的关
系,仍将是负相关。
 世界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 首先,关于农业供给。
18 世纪以来,农民人均供应人口缓慢上升,2008 年发达国家农民人均供应61 人,世界平均5人。
20 世纪以来,食物供应能力提高,但国家差别大,人均肉食供应最大相差约40 倍,目前,约有30 多个国家粮
食完全自给;粮食自给率与人均可耕地面积和人均作物面积正相关。
21 世纪,农民人均供应人口会继续上升,食物供应能力会继续提高,国别差异很大;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差别
非常大,只有部分国家能够完全自给。
 其次,关于农业流通。
19 世纪以来,国际农业贸易不断增长,国际农业贸易存在很大国别差异和品种差异,农产品净出口国家都
比较少;农产品关税普遍下降,目前世界平均低于10%;农产品国际贸易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国际农业贸
易摩擦与农业补贴紧密相关,不同国家农业补贴差别很大。
21 世纪,国际农业贸易会继续增长,国别差异会扩大;农产品关税可能会继续下降;国际农业贸易摩擦会继
续存在。
 最后,关于农业需求和消费。
人均消费需求有极限。
目前,发达国家每天人均的蛋白质需求量约为100 克,脂肪需求量约为150 克;每年人均谷物消费量约为110
千克,肉食消费量约为90 千克。
20 世纪以来,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人均营养供应有较大增长;发达国家的人均粮食消费和人均肉食消费数
量逐步接近;发展中国家仍然以粮食消费为主,但肉食消费在增加;世界人均粮食消费下降,人均蔬菜、水
果、肉食和奶类消费增加。
21 世纪,人均食物需求和消费会有极限,但食物需求和消费总量会不断增加;世界人均粮食消费将趋向合
理水平,世界人均 蔬菜、水果、肉食和奶类消费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供应将面临重大挑战。
 3. 世界农业要素的发展趋势 其一,关于农民。
19 世纪以来,农民素质提高,农民识字率提高,受教育年数增长;农民收入增长。
20 世纪以来,农民收入多元化,收入来自农场的多种经营、对外务工和国家农业补贴等。
21 世纪,农民素质会继续提高,发达国家农民将普及高等教育;农民收入会继续提高,农民收入仍将是多元
的。
 其二,关于农村。
18 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农村人口比例下降。
19 世纪以来,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如饮水、卫生、交通、电力、文化和通信设施改善等。
20 世纪以来,农村农业人口比例下降,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也有一些例外;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比例下降。
21 世纪,世界农村人口比例和农村农业人口比例会继续下降;农村基础设施会继续发展和完善。
 其三,关于农业环境。
18 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
19 世纪以来,农业人口比例下降。
由于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持续下降,农业经济的相对地位下降。
虽然农业经济的相对地位下降,但绝对地位没有变化,它仍是国民经济的一块基石。
20 世纪以来,农业生态环境、水土流失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受到普遍关注;农民人均补贴收入增加,国家农
业补贴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农业政策需要协调一致。
21 世纪,世界农业总需求持续增长,农业补贴、农业贸易和生态环境问题仍将存在。
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尽管人均消费需求有极限,但世界农业总需求仍然会持续增长。
在世界农业自然资源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如果世界人口继续增长,世界农业的需求压力会持续增长,爆发
世界性农业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四,关于农业科技。
农业科技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农业科技(18 世纪以前)、现代农业科技(18 世纪至20 世纪70 
年代)和后现代农业科技(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它们分别对应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和路径>>

济时代。
 其五,关于农业制度和农业观念。
农业制度和农业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的演变:农业经济时代的农业制度和农业观念、工业经济时代
的农业制度和农业观念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农业制度和农业观念。
 目前,在发达国家,农业日益成为一个政治和环境议题;在发展中国家,农业更多是一个经济和社会议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差异比较明显。
 4. 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1)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8～21 世纪,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前沿过程
包括两大阶段和六次浪潮。
 第一次农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向初级现代农业的转型,时间是1763～1970  年,主要特点包括农业的市
场化、工业化、机械化和化学化,农业比例下降等。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是从初级现代农业向高级现代农业的转型,时间是1970～ 2100 年,主要特点包括农业
的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多样化和国际化等。
 1960～2008 年:①完成第一次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数量从7个上升到30 个,完成第一次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比
例从6% 上升到23%;②农业发达国家的比例为15%～19%,农业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为81%～89%;③农业发
达国家降级为发展中国家的概率为10% 左右,农业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概率为2% 左右; ④农业
现代化国家分组的变化,7个国家地位上升,27 个国家地位下降。
2)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客观现实2008 年,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前沿已进入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期;世界平
均水平大约处于第一次农业现代化的成熟期;低收入国家平均处于第一次农业现 代化的起步期;世界农
业现代化处于两次农业现代化并存的阶段。
 目前,欧洲农业现代化水平是比较高的;其次是美洲和亚洲;非洲农业现代化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
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平均水平约为世界农业先进水平的1/3。
 2008 年,30 个国家已经完成第一次农业现代化,28 个国家进入第二次农业现 代化;94 个国家处于第一次
农业现代化,9个国家属于传统农业国家;美国等20  个国家是农业发达国家,葡萄牙等28 个国家是农业中
等发达国家,中国等28 个国 家是农业初等发达国家,印度等55 个国家是农业欠发达国家。
 2008 年,农业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荷兰、比利时、法国、美国、瑞
士、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西班牙、爱尔兰和新加坡;传统农业国家包
括塞拉利昂、马拉维、坦桑尼亚、尼日尔、中非、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布隆迪和卢旺达。
 3)世界农业现代化的未来前景 其一,世界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
大体而言,2050 年第二次农业现代化指数的世界先进水平会比2008 年提高约3倍,2100 年会比2050 年提高
约5倍。
目前,农业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16∶22∶22∶ 40 。
如果没有发生重大改变,21 世纪国际农业体系将大致维持这种比例结构。
 其二,世界农业三大方面现代化的水平。
世界农业三大方面的世界先进水平会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的世界平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比例指标水平大约落
后100 年,农业机械化程度大约落后50 年。
21 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90 亿～120 亿人,世界农业将面临巨大需求和压力。
 其三,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水平。
2050 年完成第一次农业现代化和进入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将达到80 个左右;2100 年完成第一次农
业现代化和进入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将超过100 个。
 如果参照历史经验,21 世纪有2～4个农业发达国家有可能降级为农业发展中 国家,大约有2个农业发展中
国家有可能晋级为农业发达国家。
 二、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世界农业现代化已经有大约300 年历史,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其一,农业现代化是相对可以预期的。
在一般情况下,20 世纪世界农业变化是相对连续的和有规律可循的,大约67% 的农业指标与国家经济水
平显著相关。
例如,农业效率上升,资源使用效率上升,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业比例和农业就业比例下降,农业从“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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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向“补贴产业”转变等。
 其二,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农业现代化包括从生存农业向商品农业、从工业化农业向知识化农业的转变。
其中,第二个转变尚未完成。
 其三,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效率的提高,也包括农业结构、农业制度和农业观念的变化。
其中,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结构、农业制度和农业形态的转变和更替,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其四,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
在过去300 年里,农业现代化是不同步的,表现为农业效率增长的不同步、农业结构变化的不同步、农业
制度和观念变化的不同步和农业形态转变的不同步等;农业现代化成就的空间分布不均衡。
 其五,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农业现代化不仅内涵是变化的,而且不同国家的表现也是变化的。
农业现代化是一场国际竞争,犹如一场国际农业马拉松比赛,输家和赢家不是一成不变的。
世界农业中心是可变的,世界农业前沿是变化的,国际农业差距是变化的,国家农业地位是可变的。
 其六,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可以出现停滞、中断或倒退现象等。
整个世界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连续的和不可逆的,但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就有多种表
现形式,它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出现停滞或中断,也可以出现暂时的倒退,甚至长期的倒
退。
 其七,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全球的过程。
在过去300 年里,所有农业发达国家都是国际竞争的参与者,农业现代化逐步波及全球的绝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
在未来100 年里,所有国家或者参与农业国际化,或者受到农业国际化的影响。
 其八,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国际差距扩大的过程(农业效率趋异的过程)。
在 趋势和路径 1970～2008 年,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平均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按2000 年价格 美元计
算)的相对差距从26 倍扩大到92 倍,绝对差距从约7000 美元扩大到25000 多美元。
可以预计,21 世纪农业效率的国际差距还会扩大。
 其九,农业现代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过去300 年的农业现代化过程,既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也是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的过程,同时更是
农民福利和生活质量改善的过程。
在未来100 年,没有理由怀疑这种趋势会中断或逆转。
所以,农业现代化是进步的,尽管在前进过程中会发生种种问题,甚至是灾难性问题。
 其十,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
农业现代化不是免费的,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随着产业转型和技术更替,老技术将失去其原有的农业价值,有些人群将受到损失
。
另外,科学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风险始终存在,而且有扩大的可能。
农业现代化过程要求风险控制和危机管理。
 其十一,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从农业税收向农业补贴的转变过程。
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
其十二,科技和教育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技知识普及,是农业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基础。
 三、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原理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客观现象和世界潮流。
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
农业现代化理论包括经典农业现代化理论、两次农业现代化理论和广义农业现代化理论等。
后者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在农业系统的应用。
 农业现代化的操作性定义 在现代化科学里,农业现代化没有统一定义,但有多种操作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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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一:农业现代化是18 世纪以来世界农业的一种前沿变化和国际竞争,是 现代农业的形成、发展、转
型和国际互动的前沿过程,是农业要素的创新、选择、 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复合过程,是追赶、达到
和保持世界农业先进水平的国际 竞争和国际分化等;达到和保持世界农业先进水平的国家是农业发达
国家,其他 国家是农业发展中国家,两类国家之间可以转换,地位转移有一定概率。
 定义二: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农业的世界前沿,以及达到世界前沿的行为和 过程。
 定义三:农业现代化是18 世纪以来农业发展、农业转型和国际农业互动的 交集。
 简而言之,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农业的世界先进水平,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农业先进水平的行为和
过程。
它包括从传统农业(自给型农业)向初级现代农业(市场化农业)、从初级现代农业向高级现代农业(知识
型农业)的两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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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写的《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和路径》简要讨论了世界农业现代化的趋
势和经验，农业现代化的原理和方法，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路径和未来，以及农业与现代化的关
系等。
本书适用于从事现代化相关研究的学界同仁、关注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政务人员、研修相关学科的莘
莘学子以及企盼民族复兴的社会大众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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