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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进展评价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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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拓展现代化空间、夯实国家安全基础的重要支撑。本文

在构建中国特色农业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水平的基础上，明确了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研究发现，我国在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农业产业韧性方面具备良好的基础，但存在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仍需加强、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较弱、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提升、农

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强、农民收入和农村建设水平不高等主要问题。为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本文

从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能力、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建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业产业韧性、提升农业竞争能

力、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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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n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larifi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 and propose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hina has a 
good foundation in ensuring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However, 
there remain major problems to be addressed regarding the supply of food and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s,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supply chains,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armer income and rural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1) enhancing the supply capacity of China in terms of 
grain and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2)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3) strengthening 
th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4)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5) boosting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and (6)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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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拓展现代化空间、夯实国家安全基

础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明确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新时期，进一

步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成为

亟待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强国的农业发展水平普遍

位居国际前列，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相

契合、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能满足国民所需

的重要农产品供给、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球

农业竞争中拥有较强话语权[1~4]。具体表现出供给保

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

争能力强的共同特征[5]。就我国而言，我国具备由

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良好现实基础，但与世

界农业强国相比仍有差距，存在农业综合效益低、

规模不经济、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6]。从当前情况

看，受人均资源不足、底子薄、历史欠账多等因素

的限制，我国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业从业人员整

体素质不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较低、农产品国际

竞争能力不强、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大，农业

农村发展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7~11]。

在实现路径方面，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需要立足我

国基本国情和农情，建立现代生产、产业、经营三

大体系，构建政府、市场、行业组织共同参与的农

业统一大市场，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

化、信息化协调发展[12,13]。

我国的农业强国建设，既有世界农业强国的

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14]。为评价我

国农业强国建设的进展情况，本文构建中国特色

农业强国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世界农业强

国发展水平和我国实际情况确定评价标准，选取

科学的测算方法计算各项指标的实现程度和评价

得分，进而明确我国农业强国建设所处的发展阶

段和水平，总结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我

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提供有力支撑。

二、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可比性、可获得

性、连续性、一致性的基本原则，基于世界农业强

国的共同特征并结合中国实际特色，参考借鉴国内

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从供给保障能力、农业科技

装备、农业经营体系、农业产业韧性、农业竞争能

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等维度，构建了包括6个一

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 35个三级指标的农业强

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 供给保障能力

围绕农业强国建设的供给保障强、端牢中国饭

碗的内涵和要求，将粮食供给保障水平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保障水平作为二级指标。在粮食供给保障水

平方面，选取人均谷物占有量、国家谷物自给率和

粮食安全指数作为三级指标，分别反映我国的粮食

供给水平、自主可控能力和国家粮食安全水平；在

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方面，选取人均肉类占有

量、人均蛋白供应量和食品安全指数作为三级指

标，分别反映我国的肉类供给水平、营养供给水平

和国家食物安全水平。

2. 农业科技装备

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较高，重

要的原因在于其具有较强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较

高的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因此，将农业科技创新能

力和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作为二级指标。在农业科技

创新能力方面，选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率、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作为三级指标，

分别反映我国的农业科技支撑作用、科技与农业的

结合程度、国家对于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在

农业机械装备水平方面，选取农业机械化水平、农

业生产信息化水平、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作为三

级指标来测度。

3. 农业经营体系

围绕农业强国建设的经营体系强、依托双层经

营体制发展农业的内涵和要求，选取农业规模化程

度、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程度作为二级指标。在

农业规模化程度方面，选取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

重、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量作为三级指标，分别从

土地利用和经营主体两个方面反映我国的农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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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特色农业强国评价指标体系

供给保障能力

农业科技装备

农业经营体系

农业产业韧性

农业竞争能力

粮食供给保障水平

重要农产品供给

保障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农业机械装备水平

农业规模化程度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衔接程度

农业生产可持续

能力

农业生态低碳化

发展水平

世界农产品贸易市

场中的地位

人均谷物占有量

国家谷物自给率

粮食安全指数

人均肉类占有量

人均蛋白供应量

食品安全指数

农业科技投入

强度

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率

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

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生产信息化

水平

劳均固定资产

形成总额

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比重

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数量

农民合作社辐射

带动农户比例

农业社会化服务

对农户覆盖率

农产品增值强度

粮食生产防灾

减灾能力

农业保险深度

化肥投入强度

农药投入强度

农业能耗强度

国际农产品市场

占有率

kg/人

%

—

kg/人

g/人/天

—

%

%

%

%

%

万美元/人

%

个

%

%

%

%

比值

kg/ha

kg/ha

105 J/ha

%

谷物总产量／总人口数

谷物生产量／（谷物生产

量+进口量 – 出口量）

依据反映粮食安全情况的

相关数据测算得出

肉类总产量／总人口数

蛋白质总供应量／总人口数

依据食品数量、食品质量

等数据测算得出

政府农业研发投入／国家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市场

化商业化开发产品的比率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

增长的贡献份额

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依据大田种植信息化率、

设施栽培信息化率、畜禽

养殖信息化率和水产养殖

信息化率计算得出

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农业从业人数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

耕地面积

相关部门公开数据

相关部门公开数据

相关部门公开数据

农业增加值／农业产值

（近10年单产平均值 – 单产

标准差）／单产最大值

农业保费总和／第一产业

增加值

化肥使用量／耕地面积

农药使用量／耕地面积

农业总能耗量／耕地面积

农业出口总值／世界农产品

贸易总值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世界银行数据库

（2021年）

FAO数据库（2021年）

经济学人智库（2021年）

FAO数据库（2021年）

FAO数据库（2021年）

《2021年全球食物安全指数

报告》（2021年）

参考文献[15]（2019年）

参考文献[16]（2019年）

官方统计数据（见表注①，

2023年）

官方统计数据（见表注②，

2021年）

官方统计数据（见表注③，

2022年）

FAO数据库（2021年）

参考文献[17]（2019年）

官方统计数据（见表注④，

2022年）

参考文献[17]（2020年）

参考文献[17]（2018年）

世界银行（2021年）

FAO数据库（2021年）

官方统计数据（见表注⑤，

2018年）

FAO数据库（2020年）

FAO数据库（2020年）

FAO数据库（2020年）

世界贸易组织（WTO）

数据库（2021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度量方法 数据来源及数据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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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

农业生产效率

农民共同富裕水平

农村共同富裕水平

农产品贸易

竞争力指数

农产品显示比较

优势指数

土地产出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

粮食单产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乡居民消费比

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

村容村貌改善

程度

—

—

万美元/ha

万美元/人

kg/ha

元

元

比值

比值

%

%

%

（出口额 – 进口额）/（出口

额+进口额）

（农业出口值／出口商品

总值）/（世界农产品出口

总值／世界商品出口总值）

农业生产总值／耕地面积

农业生产总值／农业从业人员

粮食总产量／耕地面积

统计年鉴数据

统计年鉴数据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依据农村自来水、硬化路、

用电量、燃气、互联网5个

方面测算得到

依据农村教育、医疗、养老、

社会保障4个方面测算得到

依据农村厕所、污水、垃圾、

住房4个方面测算得到

WTO数据库（2021年）

UN Comtrade数据库

（2020年）

FAO数据库（2020年）

FAO数据库（2021年）

FAO数据库（2021年）

《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

《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

《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

《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

官方统计数据（见表注⑥，

2021年）

官方统计数据（见表注⑦，

2021年）

官方统计数据（见表注⑧，

2021年）

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度量方法 数据来源及数据年份

注：① 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xw/zwdt/202312/t20231230_6443790.htm。② 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
cn/xw/shipin/202208/t20220818_6407238.htm。③ 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http://www.scs.moa.gov.cn/gzdt/202407/t20240705_6458429.htm。④ 数据来自农

业农村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ybzzj1/202308/t20230817_6434487.htm。⑤ 数据来自财政部官方网站，https://m.mof.gov.cn/czxw/202405/
t20240527_3935788.htm。⑥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由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用电量、农村燃气普及

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5个指标构成，测算方法如下：首先，分别测算出 5个指标的实现度；其次，将 5个指标分别赋权为 0.2（平均赋权）；最后，将 5个指

标各自的实现度与权重相乘加总，得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实现度。⑦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由乡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乡村医生中职业

（助理）医师比例、乡镇（街道）范围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4个指标构成，测算方法同上。⑧ 村容村貌改善

程度由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或砖混材料结构住房的住户比重 4个指标构成，测

算方法同上。

化经营水平；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程度方面，

选取农民合作社辐射带动农户比例、农业社会化服

务对农户覆盖率作为三级指标，反映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联农带农水平。

4. 农业产业韧性

围绕农业强国建设的产业韧性强、发展生态低

碳农业的内涵和要求，将农业生产可持续能力、农

业生态低碳化发展水平作为反映产业韧性的二级指

标。在农业生产可持续能力方面，选取农产品增值

强度、粮食生产防灾减灾能力、农业保险深度3个

三级指标进行测度。在农业生态低碳化发展水平方

面，选取化肥投入强度、农药投入强度和农业能耗

强度作为三级指标来测度。

5. 农业竞争能力

围绕农业强国建设的竞争能力强的内涵要求，

选取各国在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中的地位、农业生

产效率作为二级指标反映我国的农业竞争能力。在

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中的地位方面，选取国际农产

品市场占有率、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农产品显

示比较优势指数3个常用指标作为三级指标来度量。

在农业生产效率方面，选取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

生产率和粮食单产水平3个常用指标作为三级指标

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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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

“中国特色”，选取农民共同富裕水平和农村共同富

裕水平作为二级指标反映我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

实现情况。在农民共同富裕水平方面，选取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乡

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消费比4个三级指标来测量。

在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方面，选取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村容村貌改善程度3个三

级指标来测量。

三、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进展情况评价

本文参考借鉴相关研究[18,19]的做法和经验，对

标世界农业强国发展水平，选取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以色

列、日本、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相应指标平均值作

为评价标准；结合我国农业强国的建设情况，参考

使用国家及有关部门规划中确定的指标目标值为评

价标准，共形成了 6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

35个三级指标。在评价标准中采用规划指标目标

值，其中来自规划指标目标值的三级评价指标共

11个，包括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比重、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量、农民合作社辐射

带动农户比例、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覆盖率、农

业保险深度、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消费比、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村容村貌

改善程度，其余 24 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标准均为

11个国家相应指标的平均值。三级指标的实现程

度、二级指标的得分、一级指标的得分以及综合得

分的测算方法如下。

三级指标的实现程度通过计算我国当前水平与

评价标准的比值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Ri =Ci / Wi （1）

式（1）中：i表示各三级指标；Ri表示三级指标实

现程度；Ci表示我国第 i 个指标的当前评估结果；

Wi表示第 i个指标当前世界农业强国评估结果的平

均值或规划指标目标值。

二级指标得分的测算，首先运用专家打分法，

设计各指标的权重因子（见表 2），再以三级指标

实现程度和权重因子为依据，按照式（2）计算

得出：

A =Ri ´ φ i （2）

式（2）中，φi表示第 i个指标的权重因子，A表示

二级指标得分。一级指标得分同样以二级指标得分

和权重因子为依据，按照式（2）的方法计算得出。

综合得分的计算方法同理。

测度结果（见表 2）表明，我国农业强国建设

综合得分为69，距离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差距明显。

从一级指标来看，供给保障能力、农业产业韧

性的得分均在70分以上，表明我国在农产品供给保

障能力、农业产业韧性方面具备良好基础；农业生

产经营体系、农业竞争能力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

得分分别为 56分、67分和 69分，与农业强国建设

的目标要求相比差距明显，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

薄弱环节；农业科技装备得分最低，仅为51分，与

世界农业强国差距较大，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突

出短板。

从二级指标来看，粮食供给保障水平、农业生

产可持续能力、农业生产效率的得分均超过80分，

与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小；重要农产品供

给保障水平、农业生态低碳化发展水平、农村共同

富裕水平的得分在60～80分，与农业强国建设的目

标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业规

模化程度、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程度、世界农产

品贸易市场中的地位、农民共同富裕水平得分在

50~60分，与农业强国建设的目标要求差距较大；

农业机械装备水平指标得分仅为48分，与世界农业

强国差距很大。

从三级指标来看，国家谷物自给率、粮食安

全指数、人均蛋白供应量、农产品增值强度、农

业能耗强度、国际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土地产出

率、粮食单产水平的实现程度达到 90% 以上，反

映了我国在这些方面已经接近或超过世界农业强

国水平；粮食生产防灾减灾能力、化肥投入强度、

城乡居民消费比、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实现度为

80%~90%，反映了我国在这 4 个方面具备良好的

实现基础；人均谷物占有量、食品安全指数、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民合作

社辐射带动农户比例、城乡居民收入比、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村容村貌改善程度等的实现程度在

60%~80%，与农业强国需达到的水平相比存在一

定差距；人均肉类占有量、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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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量、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

覆盖率、农业保险深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的实现程度在 40%~60%，与农业强国建设的目标

要求差距较大；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劳均固定资

产形成额、农药投入强度、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

数、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现程度低于 40%，

是农业强国建设亟需补齐的突出短板。

表2　我国农业强国实现水平

一级指标

供给保障能力（0.25）

农业科技装备（0.15）

农业经营体系（0.15）

农业产业韧性（0.15）

农业竞争能力（0.1）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0.2）

二级指标

粮食供给保障水平

（0.7）

重要农产品供给

保障水平（0.3）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0.6）

农业机械装备水平

（0.4）

农业规模化程度

（0.5）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衔接程度（0.5）

农业生产可持续

能力（0.6）

农业生态低碳化

发展水平（0.4）

世界农产品贸易

市场中的地位

（0.5）

农业生产效率

（0.5）

农民共同富裕水平

（0.4）

农村共同富裕水平

（0.6）

三级指标

人均谷物占有量（0.2）

国家谷物自给率（0.4）

粮食安全指数（0.4）

人均肉类占有量（0.3）

人均蛋白供应量（0.3）

食品安全指数（0.4）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0.5）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0.3）

农业科技投入强度（0.2）

农业机械化水平（0.4）

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0.3）

劳均固定资产形成额（0.3）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0.5）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量（0.5）

农民合作社辐射带动农户比例

（0.5）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覆盖率

（0.5）

农产品增值强度（0.4）

粮食生产防灾减灾能力（0.3）

农业保险深度（0.3）

化肥投入强度（0.3）

农药投入强度（0.3）

农业能耗强度（0.4）

国际农产品市场占有率（0.5）

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0.2）

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0.3）

土地产出率（0.4）

农业劳动生产率（0.3）

粮食单产水平（0.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5）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0.25）

城乡居民收入比（0.25）

城乡居民消费比（0.25）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0.3）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0.4）

村容村貌改善程度（0.3）

单位

kg/人

%

—

kg/人

g/人/天

—

%

%

%

%

%

万美元/人

%

个

%

%

%

%

%

kg/ha

kg/ha

105 J/ha

%

—

—

万美元/ha

万美元/人

kg/ha

元

元

比值

比值

%

%

%

三级指标

实现程度/%

60

91

97

43

98

68

66

50

26

76

55

4

59

49

67

50

100

88

50

88

25

100

100

0

15

100

33

100

27

47

63

83

74

82

76

二级

指标得分

87

69

53

48

54

58

81

74

55

80

55

78

一级

指标得分

82

51

56

78

67

69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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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加快农业强国建设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

（一）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仍需加强

从测度结果看，我国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总体

得分为82分，在6个一级指标中得分最高。从二级

指标来看，我国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得分仅为

69分，与世界农业强国差距较大。尤其是人均肉类

占有水平较低，实现程度仅为43%。肉类产品特别

是猪肉供给保障不稳定，是导致人均肉类占有水平

较低的主要原因。从食品安全指数实现程度来看，

我国的食品安全指数为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的

68%，反映了我国在食品供应能力、质量安全保障

能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较低是突出短板

在 6个一级指标中，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得分最

低，与世界农业强国差距较大。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弱和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低成为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

突出短板。具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较低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不足。我国

农业科技发展受研发投入不足、创新人才短缺、创

新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近年来虽然取得了较

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上处于“少数领

跑、多数并跑和跟跑”的格局，基础研究薄弱、原

创性创新能力不强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转变。据

第六次国家技术预测结果，目前我国农业农村领域

仅有 10%的技术处于“领跑”阶段，处于“并跑”

“跟跑”阶段的技术分别占39%、51%[20]。

二是科技成果与生产应用衔接不紧密。在创新

链与产业链融合方面，尽管我国每年经国家和省级

部门鉴定的农业科技成果数量众多，但受“产学研

用”衔接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等因素

制约，农业科技成果实际转化率远低于世界农业强

国水平。智慧农机在林果、蔬菜种植等方面尚未实

现大规模应用，山区的智慧农机使用水平偏低。

（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较弱是关键卡点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

薄弱环节。农业规模化程度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

接程度的得分处于低位，这表明我国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发展不强，导致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不高、农业

竞争能力较弱和农民增收乏力，成为农业强国建设

的关键卡点。

一是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对标世界平

均水平，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普遍较小是我国农业发

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户经营的土地面

积有限，且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其中的主要

原因在于，土地流转速度放缓与融资渠道不畅通、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投资和扩

大经营。

二是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不高。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但受规章制度不完善、组织结构不

合理、分配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不规范的问题，

阻碍了其高质量发展。

（四）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提升

对标世界农业强国的平均水平，我国农业发展

已具备较强的产业韧性，得分达到78分。当前，制

约我国农业产业韧性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是农业

保险水平和农药投入水平。在农业保险复杂性和农

业生产多目标掣肘的约束下，我国农业产业韧性进

一步提高的空间有限。

一是农业保险水平较低。我国农业保险深度为

20%，仅为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的1/5。从供给角

度看，由于历史数据收集不全、风险模型构建困

难，准确的农业风险评估和合理定价面临较大挑

战。部分农业保险公司或合作组织资金规模有限、

风险管理经验不足，难以应对大规模灾害带来的赔

付压力。从需求角度看，许多农民因收入较低难以

承担额外的保险费用，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和信任

度不高，导致农业保险的参与程度较低。此外，部

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尚不成熟、专门的农

业保险法律法规较为缺乏、农业保险市场的规范化

程度较低、保险公司的责任与义务不够明确等问

题，也限制了农业保险水平的提高。

二是农药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我国是农药生产

和使用大国，每年使用的农药量达到5×105~6×105 t，

其中约有80%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导致土壤中农

药残留量及衍生物含量增加，农田土壤污染问题较

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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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强是主要问题

农产品贸易市场地位低是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

能力弱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我国农产品市场竞

争能力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玉米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 2010—

2022年，我国玉米生产者价格从 273美元/t增长至

378美元/t。同期，美国玉米生产者价格从204美元/t

增长至264美元/t，巴西玉米生产者价格从170美元/t

增长至244美元/t[21]。我国的玉米生产者价格连年高

于美国、巴西，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不

明显。

二是大豆国内价格高位运行。2010—2022年，

我国大豆生产者价格从739美元/t增长至918美元/t。

同期，美国大豆生产者价格从 415 美元/t 增长至

525美元/t，巴西大豆生产者价格从 360美元/t增长

至554美元/t[21]，与国际市场相比，近年来，大豆的

国内价格保持高位运行，国际市场竞争力偏弱。

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主要农业强国。

2019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0.56万美元，加拿

大、以色列、美国等分别为11.31万美元、10.22万

美元、10.01 万美元。与主要世界农业强国相比，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

（六）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薄弱环节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我国农业强国建设需重点

关注的薄弱环节。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1 万元，对标农业强国建设目标，实现度仅为

27%，这是造成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主要

因素。从农村富裕水平来看，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村容村貌改善程度实

现度分别为 74%、82%、76%，与农业强国的目标

要求仍有不少差距。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23年，农民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 691元，是2010年的3.46倍，

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增速出现放缓趋势[22]。具体

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年均增速为 8.4%（名义增速），低于“十二五”

时期（12.8%）和“十一五”时期（13.3%）。

二是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与工资性

收入、经营净收入与转移净收入相比，农村居民的

财产净收入明显低于城镇居民。2023年，农村居民

的财产净收入为 540 元，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

2.5%；而城镇居民的财产净收入为 5392元，占其

可支配收入的10.4%[23]。

三是乡村建设水平不高。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使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供给、村容村貌改善等缺乏足够的资

金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从向村覆盖到住户延伸

任务艰巨，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与维护机制仍不

健全[24]；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差距较大。

五、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能力，夯实农业

强国建设根基

巩固粮食供给保障能力。一是强化耕地用途管

制。针对农地利用“非粮化”带来的保障粮食安全

压力，要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年耕地

保有量约束性指标，探索开展耕地“进出平衡”。

明确耕地保护和利用不同主体的职责权利，细化耕

地“转进”“转出”的管控规则，提升耕地保护的

法治化水平。二是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

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主

要粮食品种临时收储政策，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

机制，鼓励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采取保底收

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粮食生产者分

享加工销售的收益；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

加大粮食生产功能区政策支持力度，推动相关农

业资金向粮食生产功能区倾斜，探索建立粮食产

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三是着力提升高标

准农田建设质量。加快研究和制定分区域、分类

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提高高标准农田的建

设投资标准，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管理维

护运营机制。着力提升土壤地力，加强灌溉排水储

水工程、生产道路建设，推动耕地质量保护提升、

生态涵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田园生态改善有机

融合，探索建设高效节水农田、数字智慧农田、绿

色低碳农田。

增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一是提升人均

肉类尤其是猪肉的占有量。针对生猪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周期波动、疫病多发等突出问题，要强化以能

繁母猪为主的生猪产能调控，及时发布市场预警信

息，帮助生产者和经营者准确判断市场趋势，减少

008



中国工程科学 2024 年 第 26 卷 第 5 期

生产盲目性。支持生猪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智

能化方向发展，提高养殖效率和管理水平，减少疾

病传播风险，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二是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

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分区域、分品种制

定实施方案；深入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发展

大水面生态渔业，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培育壮大食

用菌和藻类产业。加大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力度，健全追溯管理制度。

（二）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补齐农业强国建设

突出短板

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应用能力。一是加大农业科

技投入强度。切实发挥公共财政在农业科技投入中

的主导作用，研究制定农业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提

高“绿箱”政策总体支出强度和创新补贴的支出比

例。加大农业科技金融支持力度，鼓励政策性银行

逐步提高农业科技贷款总体规模及其占比，商业银

行加大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二是强化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设备研发。重点突破高压共

轨、动力换挡、无级变速、新能源动力、农机自动

驾驶与自主作业、数字化设计等共性关键技术；支

持大型智能高端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

和园艺机械研发制造，扶持一批有实力的农业机

械、设施、装备生产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现代农

业深度融合，推进农业机械装备高端化、智能化发

展。三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强化政府、

科研院所、企业、农户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模式，保障科技创新与现实生产技术需求

信息的有效对接。设立产业研究院、综合试验站、

专家工作站、科技特派员、科技小院等成果转化推

广平台，实现网格式、全方位农业科技服务供给。

提升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一是健全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适当提高智慧农机补贴标准。以农业生产

经营需求为导向，广泛征求专业机构、农业经营主

体和农民的意见，对补贴农机目录进行动态管理和

更新，确定科学合理的补贴范围。适当提高智慧农

机等先进农机装备的补贴标准，优化审批流程、减

少审批环节。二是健全农机装备服务体系。加强服

务站点建设，健全农机装备售后服务网络体系，提

高维修人员的技能水平，提供技术支持，培训用户

正确使用和维护农机装备，减少设备故障率、延长

使用寿命。实施大规模开展设备更新行动，着力推

进农业机械装备改造升级。

（三）建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打通农业强国建设

关键卡点

提升农业规模化水平。深入开展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工作，针对当前存

在的农地细碎化问题，探索适合区位条件、资源禀

赋、产业优势、人口构成的农地规模经营方式，总

结推广湖北省荆州市实行的“三块田”（流转田、

待转田、自种田）制、集中流转、服务托管、连片

互换等“小田并大田”的做法和经验。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一是培育壮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对农业企业、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信

贷支持力度，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依

法依规盘活现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新产业、新

业态。二是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服

务模式，发展订单式、菜单式服务；拓展服务领

域，从产中向产前、产后等环节及金融保险等配套

服务延伸，逐步实现社会化服务覆盖农业全产业

链。三是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水平。支

持培育壮大联农带农主体，积极构建关系稳定、联

结紧密、权责一致、利益共享、风险可控的联农带

农机制。总结推广山东省德州市以农户为主体，联

合国有企业、农民合作社、种植能手探索形成的利

益联结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带

动农民共享增值收益。

（四）提升农业产业韧性，强化农业强国建设主要

弱项

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

制，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

大规模赔付。支持企业引入科技手段，利用大数

据、物联网、遥感等技术精确评估农业风险，提高

保险定价的准确性。增加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

例，降低农户参保成本。规范农业保险市场，加强

行业监管，完善保险条款和费率拟定机制，加强农

业保险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提高理赔效率和服务

质量。

巩固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统筹发展农产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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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推动农产品及加

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乡村特色

产业的附加值；加快补齐农村冷链物流设施短板，

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完善农产

品产地批发市场，降低物流成本和损耗率，提高农

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保护生态资源和乡土文化，发

掘生态涵养产品，培育乡村文化产品，打造乡村休

闲体验产品，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

推进农业生态低碳化发展。加快扭转我国农业

生产方式粗放、农业资源消耗高的局面，科学高效

使用农业投入品。着力推进化肥减量增效，集成应

用科学施肥技术，推广机械施肥、种肥同播等措

施，示范推广缓释肥、水溶肥等新型肥料，积极推

动有机肥替代、粪肥还田利用。推进农药减量增

效，开展统防统治，扶持一批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

组织，带动群防群治，提高防治效果；强化绿色防

控，集成推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

术，支持研制推广新型高效植保机械，提高农业利

用效率。

（五）提升农业竞争能力，破解农业强国建设重要

难题

提升我国农产品贸易市场地位。一是降低玉

米、大豆的国内生产成本。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加

快推进生物育种技术应用，推广耐密植、抗倒伏、

宜机收的高产品种，普及单粒精量播种、分层施肥

等关键技术，综合应用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

防治和科学用药等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加

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社会化服务，引导土地

有序有效流转，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降低成本。

二是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积极与更多国家和地区

开展农业贸易合作，拓宽大豆、玉米进口渠道。在

进口来源多元化中提高我国在国际大豆、玉米市场

上的话语权。鼓励企业通过购买或者租赁的形式，

利用其他国家丰富的耕地资源建立海外玉米、大豆

生产基地，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影响力，进一步保

障国内玉米、大豆供给。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针对当前我国农业从业劳

动力规模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劳动力素质

不高等问题，要加大各类人才支持计划对农业高层

次人才的差别化倾斜支持力度，大力培养农业领域

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围绕农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深化涉农高等院校的农业科技人才教育培养制度改

革，加快发展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造就高素质

经营者队伍和乡村建设人才队伍；鼓励科研人员、

农技推广人员、产业技术人员到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农业企业等组织中兼职任职。

（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攻克农业强国建设

薄弱环节

在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方面，要挖掘农业增收潜力，

以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稳定增长；拓宽农民就业渠

道，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水平，完善城乡劳动力

平等就业制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到农业农

村，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强化政策支

持，综合运用奖励、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

建立农业补贴、涉农信贷、农产品期货、农业保险

联动机制，促进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深化农村改

革，探索农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的权利分置形式和价值实现方式，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实力，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

增长。

在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方面，要大幅增加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进一步完善农村水、电、路、气

供给设施；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

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公共服务设

施差距，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强农村

厕所、粪污处理、垃圾处置、污水处理等专用标准

的制定或修订，系统推进农村水系、村庄节水、村

庄绿化、村庄公共照明、农村公共空间、村庄保洁

等标准制定，引导村容村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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