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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广泛应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要素和科学

经营管理方法进行社会化生产的农业形态。从分析我国传统农业包含的哲学思想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的一般规律入手,阐述了发展现代农业不能丢掉传统农业的精华。在探讨制约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因素的基础

上,以柑橘为例,提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3点重要启示:政治家、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结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秘诀;

不懂经济抓不出现代农业;要处理好品质与价格以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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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的产生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在农业发展的

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融合“天、地、人”的
东方哲学精神于传统农业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我国

特有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农耕文化。我

国的农耕文化传承了几千年,它崇尚的是天、地、人、
物的和谐与统一,强调的是时宜观、可持续发展观、
和谐观和多样性。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
以其技术先导性、要素集约性、功能多元性、效益综

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使其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必

由出路,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

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口。发展现

代农业,特别是面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

模式,我们不能丢掉传统农业的精华,要注重现代农

业与传统农业的有机结合。

  一、传统农业与中国的社会发展

  1.两种传统农业文化

传统的农业文明包含两种文化:狩猎(游牧)文
化和农耕(定居)文化。狩猎(游牧)文化是一种扩张

式文化,其特点是空间观念强,时间观念不强,对人

不熟悉但先信任;其处世哲学中更多的是力量、霸权

和征服。农耕(定居)文化是一种防御性文化(如修

长城,修院子、搞圈子),其特点是时间观念比较强,

对人不熟悉则不信任;其处世哲学是和谐、多样和耕

读。我国是世界上几个农业文明古国中仍然保留农

耕文化传统精华的国家之一。农耕文化传承了几千

年,其中关于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
农事节日习俗和饮食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多仍值得借

鉴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短视,更不能忘记。

2.传统农业包含的哲学思想

我国传统农业哲学中的自然观,崇尚天人合一,
是天、地、人、宇宙的系统论,是天、地、人、物的和谐

与统一。其时宜观指人与天的关系,强调顺应天时,
把握时节,遵守时间,把握机遇。其可持续发展观指

人与地等环境要素的关系,强调利用与培养相结合,
从土中生长出来的东西,人们收获有用的部分后,剩
下的部分(如秸秆)要返回土壤,以培育地力,达到可

持续发展的目的。传统农业中,地是越种越肥。其

和谐观指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我国

农耕文明讲究的“应时”(人与天的关系,人在时间坐

标的位置)、“取宜”(人与地的关系,人在空间坐标的

位置)、“守则”(人与人的关系,人在社会坐标的位

置)、“和谐”(人与环境的关系,人在环境坐标的位

置),是我国传统农业哲学自然观的集中体现。

3.农业在古代盛世中的作用

农业在我国历代盛世中的作用不可磨灭。从汉

朝的文景之治到唐朝的贞观之治再到清朝康乾盛

世,农业的发展无不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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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汉朝(文景)兴旺的主要原因,除有前朝的政

策后效应(标准的统一与一批水利工程)外,离不开

汉朝的一些好政策 ,如无为而治,解放生产力;离不

开开疆拓土,大量拓展发展空间;更离不开农业科技

的进步,如犁壁的发明,铁器的广泛应用等。唐朝

(贞观)的兴旺,也离不开好的农业政策(如均田制)
和农业耕地的增加(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人均耕地最

多的朝代),还有大量西域物种引进。清朝康乾盛世

的出现,一靠政策驱动,如添丁不添税,人口快速增

加,从约1亿人口经过150年增加到3亿,人口快速

增长后一段时间,往往出现人口红利;二靠疆域扩

大,耕地拓展;三靠农业技术的应用,如引进推广南

美起源的高产作物薯类和玉米等。

  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1.现代农业的内涵与特征

(1)现代农业的内涵。习惯上,农业的发展可分

为3个阶段,即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原

始农业是刀耕火种,对应于自然状态下的农业;传统

农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高,容易受灾,基本上属于自

给自足的农业;现代农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相对较

低,工业技术的进步和设施栽培的发展突破了传统

农业的时空局限,属于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农业。
现代农业是指广泛应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提

供的生产要素和科学经营管理方法进行的社会化农

业生产。其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

约化,目标是产业化。现代农业可以表述为:生产要

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操作专业化、手段

机械化、过程标准化;产销一体化;产品品牌化、类型

多元化;服务社会化。
(2)现代农业的特征。一是农业生产的公益性。

农业生产的公益性是由农业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
社会的稳定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的。在我

国,政府总理、省长管米袋子,市长管菜篮子,充分说

明粮食的重要,农业的重要。加上中国人口多,依赖

进口不现实。众所周知,全世界粮食的可贸易量全

给中国也只够吃半年。由此可见农业对中国的重要

程度。正因为这样,农业的事业意义也就越来越大。
所谓事业,就是不挣钱,也得做而且还要做好。这里

说农业的事业性越来越强,就是农业越来越不挣钱,
而我国又必须把它做好。如果光是一般的产业,不
挣钱政府可以不管或少管。也正因为是这样,从
2004—2013年,中央连续10年发布了以“三农”为

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

地位。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也越来越大,自2006年开

始,全面取消农业税,国家实现了对农业由获取到给

予再到大量补的历史性转变,仅2011年,国家主要

用于粮食的农业“四补贴”规模就达到1406亿元。
二是农业功能的多样性。现代农业的功能已发生了

由满足人类“嘴”的需求向满足人类“嘴、眼、脑”全方

位需求的转变,由满足人类能量和健康的需求向满

足人类能源需求的扩展,由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需

求向满足人类的生存安全需求的拓展。现代农业的

目标要求保障食物安全、食品安全,使农业劳动者体

面地生活,在劳动之余,感受自然之美。三是农业环

节的可延伸性。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环节被打

通,现代农业由过去的种和收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

伸。四是农业影响面的复杂性。现代农业对人类的

影响,已由单一的食品向健康、环境、政治(粮食安

全)和社会(就业)等多方面拓展。如我国消耗的淡

水70%用于了农业,而农业生产过程使用的农药、
化肥以及产生的牲畜粪便引起了严重的环境和社会

问题。

2.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欧盟、日本、以色

列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全面的改

造,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些新兴

工业国家,如韩国,现代农业的建设也取得了不菲的

成绩。尽管发达国家国情各不相同,所选择的现代

农业道路各异,但留下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工

业化提供大量的物质、技术、信息和资金支持。工业

化国家农业的共同特点是:工业技术支持农业,包括

信息、物流、贮藏技术等,生产过程机械化;国家财政

扶持农业,多数农产品生产要靠补贴;生产要素资本

化、农事操作专业化,服务社会化;此外,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的转变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金融保险等

行业的支持。通过金融手段(期货、政府保险等)分
担自然灾害的风险。政府的政策支持包括国际贸易

的技术壁垒(标准)、合作组织的保护、物流体系———
绿色通道、科技投入、绿箱和黄箱政策的应用等。

(2)各国不同的国情采取了适合的现代农业模

式。可以简单分为:美式———农场主按工业模式进

行生产,规模化生产,其特点是低成本、低价格,竞争

力强;日式———精耕细作,其特点是高补贴、高成本、
高价格。现在越来越难以为继;欧式———介于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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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之间,中等规模,园艺类产品精耕细作,谷物类

大规模生产。
(3)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方式有共性。由

种植、养殖延伸到加工贸易,由第一产业延伸到第

二、三产业,产业链条延长;由以物质投入增加产出

转变为技术投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业技术等)
增加产出。

3.传统农业文化的丢失及产生的后果

现代农业的发展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丢失

传统农业的文化精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现在人

们可以看得到的几件事情,值得思考。一是反季节

生产导致的环境和农产品品质下降问题。包括设施

栽培、反季节栽培等,与时宜观相悖,成本高,能源消

耗量大,病虫害严重,温室农产品干物质少,弱光条

件下容易产生较多亚硝酸。一般的人都能感觉大棚

蔬菜与大田蔬菜在口感、营养等方面有差别。二是

为省事,没有把秸秆等农作物废弃物循环利用,与可

持续观相悖。如作物秸秆一把火烧掉,不还田,导致

环境污染,碳不能回到土壤,地越种越薄。三是品种

单一,与多样性相悖。农作物标准化要求栽培品种

统一、栽培模式统一,品种单一可能会导致病虫害

多。四是食物过于精细和单一化,也与多样性相悖。
植物果皮种皮含有许多功能性成分,但由于口感不

好,食用时往往被丢弃,今天人们食用的部分越来越

精细,只有淀粉、脂肪、氨基酸和蛋白质等与生存生

长联系更紧密的物质,而与健康联系较紧密的次生

代谢物摄取越来越少。长此以往,人体摄取的营养

会慢慢失去平衡,对抗疾病的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各

种疾病特别是所谓的富贵病提早出现。

  三、制约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因素

  我国是农业古国,由于国情的影响,在发展现代

农业过程中将遇到一些困难。

1.长期的小农经济向规模化经营转变的制度

障碍

现代农业要求土地适度规模。我国土地承包经

营权几十年不变,而且土地流转不畅。土地碎片化

严重,不利于规模化经营和连片生产。我国粮食补

贴政策给予种粮人各种补贴,但有些补贴不能落实

到种植户,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地流转的

进程。

2.农业地位高与农民素质低的矛盾

对于一个拥有全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人均耕

地不足一亩三分,用占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全

世界20%的人口的国家而言,农业在整个中国的基

础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

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

规以保障农民收入快速健康发展,但农民依靠农业

的收入依然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

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未来谁愿意种田? 人有多种

选择,现在的状况是有知识的、有资金的人进了城,
留在农村的是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等。农村成了

国民素质的洼地和短板,特别是南方丘陵山区,高效

率农业设施难以利用,高水平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

化。农民素质下降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化进程的瓶颈。

3.农业服务方式与现代农业要求存在差距

传统农业服务提供商大多是在原有农资销售或

村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技术人员比较缺乏,针对

性不够,服务水平较低。对专业化服务提供商而言,
由于农户生产规模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兼业化、
缺乏资金、过于分散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加大了农业

服务的成本,降低了农业服务的效率,导致其提供服

务的积极性不高,往往出现有需求无服务的现象。
龙头企业由于综合服务体系不足,规范化、专业化程

度低,自身发展面临瓶颈,无法有效带动农户。

  四、现代农业发展案例与启示(以柑
橘为例)

  1.两个案例

(1)赣南脐橙。经过多年发展,赣南(赣州市)曾
经连片的荒山坡地、低效林地,如今已变成了生机勃

勃、潜藏无限商机的脐橙果园。通过扩大生产面积、
拓宽产业发展方式,赣南脐橙已成为赣州市的龙头

产品,种植规模达11万hm2,实行了产供销一条龙

和订单生产,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外出口

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30多个。赣州已成为种植面

积世界第一、年产量世界第三、全国最大的脐橙主产

区,被誉为“世界橙乡”,赣南品牌已作为一扇展示赣

州形象的亮丽窗口。
(2)秭归脐橙。长久以来,湖北秭归与“柑橘之

王”脐橙并无多大联系。20世纪70年代前,秭归橘

农主要种植的都是普通的柑橘,1978年,华中农业

大学章文才教授为秭归一次引进了12个优良脐橙

品种,秭归建成种植面积达10000余hm2 的脐橙出

口基地。1995年,秭归被命名为“脐橙之乡”,实现

了柑橘产业的第一次跨越。进入新世纪,秭归脐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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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赣南脐橙和洋脐橙的两面夹击,应对挑战,秭归

脐橙扬己之长,避锋销售,走“发展晚熟品种、推广中

晚熟品种晚熟采技术、精心运作品牌”的特色之路。
从此秭归脐橙产业唱响了品种、品质、品牌协奏曲。
他们充分利用秭归在三峡大坝修建后一定海拔区

域无霜冻的气候条件,进行结构调整,更新果园,
把现有的老品种改成早熟或晚熟品种和适宜晚熟

采的优良品种,采用晚熟采技术,延长脐橙上市的

时间,拉开成熟期,使鲜果期由过去的3个月延长

到了至少9个月,与赣南脐橙错开上市,大大提高

了竞争力。目前,秭归脐橙产业已成为峡江橘农的

“金饭碗”。

2.启 示

通过对赣南脐橙产业以及秭归脐橙产业的发展

过程分析,得出几点启示。
(1)3个“家”的结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秘诀。

3个“家”即政治家、科学家和企业家。政治家,即政

府的扶持,我国农业已进入靠工业支持的阶段,现代

农业要解决规模化、标准化的问题,离开政府的协调

很难开展;科学家,即科技的支撑,农业的每一环节

都离不开技术;企业家,即要有精明的人做产品营

销。3个方面少了哪一个方面都难发展好。

(2)不懂经济抓不出现代农业。搞好现代农业

一定要有经济学知识。一是农业各个环节的利润率

不同。农业各环节的利润规律符合经济学上的微笑

曲线,即两端(品种与种苗和销售)利润高,中间(生
产)利润低。抓现代农业要抓两头,即抓好上游和下

游,既要有科技支撑,生产高端产品,又要有自己的

企业,把利润和税收留在当地。二是农业各要素利

润率有差异。不同地域、不同条件下优势不同。有

的具有资源优势,如土地、气象条件,宜昌、赣南的柑

橘生产具有气候优势;有的具有技术优势,可生产高

端产品;有的具备资本优势;有的具备文化优势,如
品牌、商标等。

(3)注意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品质与价格的

关系。同一品牌,品质增一成,价格可能高一倍,因
此,要通过技术提升来提高农产品品质,以获得高回

报。二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适度短缺可以获得好

的价格。鲜活农产品过剩10%可能导致价格跌

50%。在产品的质、量和价三者的关系上,要利用好

山峰效益,即当产品出现品质和价格平面化后,应该

通过技术投入,使部分产品的品质明显提升,与一般

产品形成明显差异,在高处形成短缺,从而获得高价

格,带动一般产品的销售和价格提升。

ModernAgricultureandAgriculturalDevelopment

DENGXiu-xin
(CollegeofHorticultureandForestrySciences,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Modernagriculture,developedfromtraditionalagriculture,isanagriculturalformwhich
widelyusesproductiveelementsandscientificmanagementmethodsprovidedbymodernS&Tandmod-
ernindustrytocarryoutsocializationofproduction.Fromthepointofphilosophicalthoughtsintradi-
tionalagricultureandgeneralruleoftransformationfromtraditionalagriculturetomodernagriculture,

thispaperpointsoutthattheessenceoftraditionalagriculturecannotbediscardedinthedevelopmentof
modernagriculture.BasedonconstraintsindevelopingChina’smodernagriculture,thispapertakescit-
rusforexampleandproposesthreeimportantinspirationsindevelopingmodernagriculture:first,inte-
grationofpoliticians,scientistsandentrepreneursisthekeytodevelopmodernagriclture;second,mod-
ernagriculturecannotbedevelopedwithoutknowingeconomyandthirdly,therelationshipbetween
qualityandpriceaswellas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plyanddemandshouldbeproperlydealtwith.

Keywords modernagriculture;traditionalagriculture;agriculturalphilosophy;agriculturaltrans-
formation

(责任编辑:金会平)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