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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
程中，不断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等发展趋势，农业的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以
农户自我消费为生产目标的小农生产模式，逐步改变为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社会化的运行模
式，这种变革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农业生产在目标、内容、方式、手段和途径上同人们传统观念上的农
业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农业技术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尤其是以政府推广部门为主体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所呈现出的诸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农业技术推
广体系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广泛探索。
如何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相适应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在满足农民对农业生产技术需要
和需求的同时，更需要将农业经营技术的推广放在重要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增产
与增收之间的矛盾，克服农业技术推广效率低的弊端。
　　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特征，中国发展速度为人们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引发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革；农业产业化则
吹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号角，加快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科技特派员制度从实践开始到概念的提出，无不意味着观念、制度和机制上的一系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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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立以农民对农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市场经济和知识
经济条件下不断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形成科研人员、推广人员与农民间以利益为纽带的运行机制
，促进农业技术研究一推广一应用三个体系的有机整合，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本书从农业技术的层次性特征以及农业推广服务的公益性和营利性角度，系统地阐述了构建农业推广
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并以社区主导型农业推广和科技特派员制度为例，分析农业推广服务体系运行
的机制和模式，进一步探讨现代农业与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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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政府——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将粮食安全作为农业的首要目标，并会制定一系列政
策和措施予以有效的保证。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一旦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则会导致社会的动荡，政局也会因此而面
临危机。
在我国，充分保障粮食安全一直是制定农业政策的出发点。
而且粮食除了直接的消费外，更重要的它也是现代养殖业，尤其是养猪业、养鸡业发展的基础。
　　在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府以农业耕地面积扩张的形式保证粮食安全。
我国在以粮为纲的年代，片面强调粮食的重要性，结果导致大面积的围湖造田、大规模的毁林开荒运
动，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无机农业的兴起，政府采取了农业工业化的战略，大力发展与农
业相关的化肥和农药工业，由于化肥、农药施用不当导致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
尽管粮食安全在数量上得到了充分的保证，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国家储备以及粮食进口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调节
或缓解粮食的不安全因素，但从长远来讲，要有效地解决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必须将农业建立
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在我国农业资源有限和农业生产者追求经济效益的双重压力下，政府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依
靠持续的技术进步，而另一方面则需要从政策和制度上予以保证，形成保障粮食安全的有效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种植粮食的比较效益得不到及时的提高，那么当农业生产者种粮的积极
性受到极大的影响时，农业生产者必然会选择比较效益更高的其他种植业，如发展经济作物而减少粮
食的种植面积。
正如我们在陕西省白水县的调查中所看到的，该县50％以上的耕地已经变成了苹果园，而在当地政府
的政策鼓励下，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在全国其他许多地方，发展经济作物的势头不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粮食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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