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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经济时代正在到来。
本书从农业问题入手，探讨农业与生物的关系，构建农与“非农”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概念框架，
即与生物经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农业体系。
　　本书内容包括：生物经济的概念、特点及时代特征，生物经济时代农业的拓展，农业易相发展理
论，新型农业体系的结构与技术系统，建设新型农业体系的对策。
创新点在于：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农业易相发展理论，构建以现代生
物技术及其产业为核心的新型农业体系。
贯穿全书的主线是：现代生物技术系统思想和“非农”发展理念。
　　本书可供科技政策与战略研究人员、生物科技企业家、农业政策研究人员及对生物经济与农业发
展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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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心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科技管理与政策研究及教学工作。
曾任中国科学院综考会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综合计划局规划处处长。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部分被《新华文摘》、SCI、SSCI等转载、收录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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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生物经济与生物经济时代 　第一节 生物经济时代悄然来临 　　一、生物经济概念的由来
与发展 　　二、生物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的关系 　第二节 经济时代的发展阶段与标志 　　一、经济
时代的演进 　　二、经济时代的发展阶段及其划分标志 　　三、生物经济时代的关联 　第三节 生物
经济的特点及其时代特征 　　一、生物经济的特点 　　二、生物经济时代的特征 第二章 农业的时代
特征与新的使命 　第一节 农业概念的演进 　　一、农业的时代特征 　　二、农业形态及其“人本化
”演进 　第二节 生物经济时代农业新的功能与使命 　　一、生物经济时代农业领域的拓展 　　二、
农与“非农”的辩证统一 第三章 农业易相发展理论 　第一节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一、发展经济学
理论 　　二、农业生态理论 　　三、农业区域开发与布局理论 　　四、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第二
节 “易”之含义与事物转化规律 　　一、“易”之含义：变易为本 　　二、“易相”与现代农业发
展观渊源 　　三、太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四、阴阳与五行：相互对立与联系 　第三节 “易
”与农业的渊源关系 　　一、中国古代农业“三才”思想 　　二、中国古代农业“三宜”思想 　　
三、气与农业 　　四、阴阳与天气 　第四节 农业易相发展理论及其内涵 　　一、农业发展“范式”
转变 　　二、农业易相发展理论的提出 　　三、农业易相发展理论的概念与内涵 　第五节 农业易相
发展理论对于解决农业问题的意涵 　　一、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二、农业易相发展理论对
于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意涵 第四章 新型农业体系结构与内容 　第一节 生物技术与现代农业的交融 　
　一、现代农业与生物技术结合：农业生物技术的形成与发展 　　二、农业院校演变趋势：农业领域
拓展的一个侧面 　第二节 新型农业体系的结构 　　一、新型农业体系的结构框架 　　二、常规农业
系统与新型农业体系其他子系统的关系 　　三、新型农业体系其他子系统与“非农”领域相应系统的
关系 　第三节 新型农业体系的内容 　　一、食品系统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 　　二、营养系统的内容
及其发展方向 　　三、健康医疗系统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 　　四、资源环境系统的内容及其发展方
向 　　五、生态系统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 第五章 新型农业体系技术系统 　第一节 新型农业体系的技
术系统性 　　一、对现代技术的反思 　　二、现代生物技术在新型农业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三、
新型农业体系技术系统的演进与整合 　第二节 通用性技术在新型农业体系中的作用 　　一、重塑自
然的艺术家：转基因技术 　　二、揭示生物信息的快速预言家：生物芯片 　　三、生物识别与信号
传导的观察员：生物传感器 　　四、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晶：生物信息学 　　五、生物超级复
印机：克隆技术 　第三节 综合性技术在新型农业体系中的作用 　　一、遗传性状的优化大师：基因
工程及DNA重组技术 　　二、纳米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纳米生物技术 　　三、环境健康护理师
：环境生物修复技术 　　四、基因功能的解码器：基因打靶技术 　　五、再生医学新模式：组织工
程 　第四节 专项性技术在新型农业体系中的作用 　　一、组织与器官的裁剪制作：干细胞技术 　　
二、蛋白工厂：生物反应器 　　三、基因功能的系统解译：农业基因组学? 　　四、新药开发的技术
平台：蛋白质组学 　　五、育种新模式：染色体工程技术 　第五节 新型农业体系的生物技术伦理问
题 　　一、遗传污染与异种器官移植 　　二、人工生命与超常长寿 　　三、遗传专利 　　四、优生
与遗传歧视 　　五、转基因动植物及食品 　　六、新型农业体系技术系统其他“超常”问题 第六章 
构建新型农业体系的对策 　第一节 从生物经济时代视角采看农业发展问题的本质 　　一、对农业发
展问题的再认识 　　二、乡村与城镇的差别及融合 　　三、农业发展问题的本质 　　四、解决农业
发展问题与城乡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非农” 　第二节 构建新型农业体系的策略 　　一、倡导生物
经济时代的发展理念与思维方式 　　二、加强新型农业体系与常规农业系统的融合 　　三、现代生
物技术与产业化环境建设相结合 　第三节 构建新型农业体系的战略措施 　　一、与新型农业体系相
配套的制度建设 　　二、激活城乡就业服务市场 　　三、完善“技术—教育—市场”体系 　　四、
加大农业科研投资力度，建立新型农业推广制度 　　五、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与能源战略转移 　　
六、抗性生物与优良品种的开发利用 　　七、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八、利用生物性能辅
助改造城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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