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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非常明确地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因而“发展
现代农业”自然成为今年农业工作的主题。
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决定。
现代农业是与传统农业相对应的农业形态，是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普遍使用现代生产工具、全
面实行现代经营管理为本质特征和主要标志的发达农业。
发达的现代农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所必须追求的目标。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不仅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
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
要的产业基础。
　　总的来看，我国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阶段，基础脆弱、装备落后、主要靠天吃
饭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发展现代农业不仅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制约，而且面临国际和国内
市场的双重挑战，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任务繁重。
　　为此，要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必须从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
，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按照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
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
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可见，建设现代农业的方向和思路已经明确。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
市场化、国际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的发展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农业的内涵在不断地调整和深
化，全国各地的条件千差万别，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始终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积
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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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建议 黄祖辉 张冬平　　2007年7月21—23日，“新
农村建设中的现代农业发展”高层论坛在黄河迎宾馆举行，来自中央科研机构、高校和实践部门的14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针对新农村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问题，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以下七点建议。
　　一、重视核心农户发展，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核心农户是那些具有一定农业生产经营规模
，农产品生产科技含量较高，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有丰富农业生产和经营经验，对周围农户生产具有
一定影响和带动作用，并以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
现代农业的主体应该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不是政府单位，也不是从事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
。
目前分散的小农经营方式，生产规模小，对现代农业建设力不从心，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农业的投资，
缺乏市场竞争力。
要通过市场选择，培育一批核心农户，使核心农户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营水平，在此基础上加
快现代农业的发展。
政府应对这些核心农户在农资信贷、技术和市场信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提高其产品竞争能力，
由此形成当地农户的生产核心，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这样不仅可以形成生产规模经营，而且可以成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要基础。
　　培育现代农业核心农户，教育培训是重要途径。
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技术培训和技能培训，以提高农业劳动力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从事
现代农业生产的能力，增强农村劳动力在非农行业的就业技能，提高农村劳动力创业能力、兼业能力
和转移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相对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流出农业领域，我国农业人力资本短缺现象比较严
重，因此，政府在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投入，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同时，尤其应加大对
农业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改变农业人力资本数量富裕、质量不高的状况。
此外，应对中高等院校涉农专业的学生实行免收学费的制度与政策，鼓励他们在现代农业中创业创新
，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和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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