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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之路,研究其基本特征和实现路径,本研究基于对农业强国的基本内涵、世界

农业强国的类型与共性特征分析,总结了世界农业强国的3大类型和6大共性特征,提出了中国建设农业强国必

须充分认识到的5大独特特征。结果表明:中国是资源不足型农业大国,确保粮食及主要农产品自主可控是核心

要求,家庭小农户经营主体是农业经营基本特征,实现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需求以及区域农业多样性和差异

性是重要特点。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系统规划部署建设中国农业强国的“四梁八柱”战略路径建议,以期为制

定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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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explorethepathforbuildingupChina’sstrengthinagri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tsbasic
characteristics,strategiesandimplementationpathwereinvestigated.Basedontheanalysisofthebasicconnotation
ofagriculturalstrength,thisstudysummarizesthreetypesandsixcommoncharacteristicsofthestrongagriculture
countriesoftheworld.TheresultsshowsthatChinaisalargeagriculturalcountrywithlimitedresources.Itis
necessarytoensuretheself-sufficiencyofgrainandmajoragriculturalproductsforChina.Small-scalefarmwillstillbe
thebasicfeatureofagriculturalmanagementmodelinChina.Therealizationofgreenagriculturalunderthecarbon

peakingandcarbonneutralitygoalsandunderthediversityanddifferenceofregionalagricultureareimportantfeatures
forChinaagriculture.Basedontheunderstandingsabove,thisstudyproposesthesuggestionofthe“fourbeamsand
eightpillars”strategicpathtobuildupChina’sstrengthinagri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estudyis
expectedtoprovidedecision-makingreferenceforformulatingtheconstructionplanofbuildingupChina’sstrengthin
agri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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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

大战略。农业强国已成为各界研究讨论的热点,从
多方面开展了研究论述。叶贞琴[1]认为供给保障能

力强、产业体系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科

技实力强、主体活力强是农业强国的重要标志。魏

后凯等[2]认为农业强国具有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

竞争力强和农业发展水平高等“四强一高”的基本特

征。张红宇[3]认为,农业强国建设要体现中国特色,
包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突出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优

势、释放乡村产业多重功能、充分体现大国小农国

情、构建中国特色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姜长云等[4]

认为全球农业强国普遍具有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的基础支撑强、农业生产率水平高、物质技

术装备基础强、国际竞争力强、科技与产业创新水平

高等12个方面的共性特征。徐志明[5]认为农业强

国应该表现为供给能力强、产业效益强、科技实力

强、经营者素质强、国际竞争力强。乔金亮[6]认为农

业强国不仅要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还要能引领全球

农业发展。唐仁健[7]认为农业强国的基本内涵是供

给保障安全可靠、科技创新自立自强、设施装备配套

完善、资源利用集约高效、国际竞争优势明显。顾益

康等[8]认为建设农业强国农业必须达到“十二强”。
综合来看,相关学者目前主要是从不同角度对农业

强国进行理解性的阐述。但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总要求下,如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

国之路尚未形成共识,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因

此,本研究基于对农业强国基本内涵、世界农业强国

类型与共性特征分析,系统剖析了世界农业强国的

3大类型和6大共性特征,提出中国建设农业强国

的5大独特特征,以期为研究制定我国农业强国建

设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1 关于农业强国基本概念与类型分析

1.1 农业强国的相对性及比较性

所谓农业强国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农业发

展水平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相互比较得出的农业

相对较强的国家。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农业强国必须

基于国际范围的比较,是由一系列综合指标评价判

断出的动态性态势,不是固定不变的。强与弱也是

相对概念,一个国家农业强并不是指所有方面都很

强,而是在主体指标或者关键性竞争能力上比较优

势十分突出。

1.2 农业强国与现代化强国的联系性

从全球范围内强国的发展规律来看,基本上都

是经历了传统农业国—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
农村现代化—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演替进程。农业强

可以成为国家强或者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性基础

支撑之一,特别是对人口大国而言尤其重要,也可理

解为必须强化“农业立国”,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要

农业强就能使国家强起来。没有强大的国家工业化

经济基础,不可能成为农业强国。

1.3 农业强国的国别差异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其实都在实践探索

适合本国特色的农业强国之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

农业强国中,大体可以分为3种类型的农业强国模

式:1)资源大国综合发达型农业强国模式,以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人均土地、水资源等农业资源十

分丰富的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在优先推动国家工

业化的基础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重点,优先发展

农业机械化、生物化、信息化等,以大规模农场经营

为主体,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国际化产业优势明

显;2)资源中等产业协调型农业强国模式,以法国、
德国、意大利等人均土地等资源比较均衡的国家为

代表,这些国家实行国家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

协调发展战略,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

率并举,以机械化技术、生物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等

为核心,以中等规模农场经营为主体,实现了农牧工

协调发展;3)资源小国科技引领型农业强国模式,以
以色列、荷兰、日本等人均土地等资源不足的国家为

代表,这些国家确立了科技兴农优先战略,以科技创

新优势弥补了资源短板,突出某些特色农业产业跻身

世界领先地位,促进农业生物化、设施化、智能化。

2 世界农业强国的共性特征与中国现状比较

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1-11],本研究将世界农业

强国的主要共性特征归纳为以下6大方面:

1)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程度高,为建成农业强

国提供强大经济支撑。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

2021年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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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农业强国

的人均GDP平均达到5.27万美元,中国1.26万美

元,仅相当于农业强国平均值的1/4。历史上美国

在1978年、德国在1979年、日本在1981年就达到

1万美元。2021年世界农业强国平均城镇化率达到

84.8%,中国为62.5%,相差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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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指标对比

Table1 Comparisonof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indicators
betweenChinaandworldpowerfulcountries

国家

Country

人均GDP/(万美元/人)

PercapitaGDP

城镇化率/%
Urbanizationrate

中国China 1.26 62.51

美国theUnitedStates 7.02 82.87

加拿大Canada 5.20 81.65

澳大利亚 Australia 6.04 86.36

法国French 4.37 81.24

德国 Germany 5.12 77.45

意大利Italy 3.57 71.35

荷兰theNetherlands 5.78 92.57

丹麦 Denmark 6.80 88.24

以色列Israel 5.22 92.67

日本Japan 3.93 91.87

新西兰 NewZealand 4.88 86.80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21年数据。

Note:DatasourcefromWorldBankdatabasefor2021.

  2)具有强大的农产品供给能力,能够保障国家

食物安全和居民营养健康需要。世界11个农业强

国的平均人均谷物占有量为747kg,中国448.8kg,
约占60%,仅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大国

平均水平的30%(这3个国家的人均谷物占有量平

均超过1500kg)。从国家谷物自给率来看,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丹麦的自给率均超过

100%,其中美国为128%、法国163%、澳大利亚

345%,中国的谷物自给率目前为91%。以色列、荷
兰等人口小国尽管谷物自给率较低,但依靠发达的

经济实力和国际化能力实现通过国际市场保障农产

品供给。

表2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农产品供给能力对比

Table2 Comparisonofagriculturalsupplycapacitybetween
Chinaandworldpowerfulcountries

国家

Country

人均谷物占有量/
(kg/人)

Cerealspercapita

国家谷物自给率/%
Nationalcereal

self-sufficiencyrate

中国China 448.79 90.99

美国theUnitedStates 1363.78 127.99

加拿大Canada 1222.06 214.06

澳大利亚 Australia 1988.39 344.50

法国French 987.18 162.97

德国 Germany 509.15 102.29

意大利Italy 280.30 56.95

3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表2(续)

国家

Country

人均谷物占有量/
(kg/人)

Cerealspercapita

国家谷物自给率/%
Nationalcereal

self-sufficiencyrate

荷兰theNetherlands 76.20 9.36

丹麦 Denmark 1475.24 116.08

以色列Israel 28.65 7.00

日本Japan 94.67 34.55

新西兰 NewZealand 194.38 56.72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2021年数据,国家谷物自给率按照本国生

产量/(本国生产量+进口量-出口量)计算。

Note:Datasourceformthe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FAO)database

for2021.Nationalcerealself-sufficiencyrateiscalculatedbynational

production/(nationalproduction+imports-exports).

  3)农业科技水平发达,农业从业人员素质高,农
业生产效率高,农民富裕程度高。根据世界银行数

据,2021年澳大利亚、荷兰、丹麦、新西兰每个农业

劳动力创造的农业产值均超过1万美元,美国、加拿

大、法国、以色列、日本均超过5000美元,中国仅为

2900美元。根据有关数据分析,农业强国的政府

科技投入强度(政府科技投入占农业GDP比例)一
般在2%~3%,中国为0.7%左右。世界农业强国

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80%以上,农业机械化率

在95%以上,我国则分别为62%和72%。农业强

国还表现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高,根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数据分析,2021年澳大利亚、荷兰和以色

列的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皆高于3万美元/人,
美国、加拿大、德国、丹麦皆高于2.2万美元/人,法
国1.92、新西兰1.50、意大利1.17、日本0.51,而中

国仅0.10万美元/人。此外,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

平均约10.75年,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平均约

7年(美国平均为13年、欧盟平均为11年左右)。
世界农业强国的城乡收入比值一般低于1.5,而我

国为2.6,城乡发展差距较大。

表3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的劳动生产率、物质装备水平和城乡收入对比

Table3 Comparisonsoflaborproductivity,grossfixedcapitalformationinagricultureand
urban-ruralgapbetweenChinaandtheworldpowerfulcountries

国家

Country

劳动生产率/

(万美元/人)1

Laborproductivity

农业劳均固定资产

形成总额/(万美元/人)2

Grossfixedcapital
formationinagriulture

城乡收入比值2

Urban-rural
incomeratio

中国China 0.29 0.10 2.64

美国theUnitedStates 0.60 2.40 1.39

加拿大Canada 0.50 2.27 1.16

澳大利亚 Australia 1.41 3.37

法国French 0.64 1.92 1.08

德国 Germany 0.27 2.55 1.00

意大利Italy 0.25 1.1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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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国家

Country

劳动生产率/

(万美元/人)1

Laborproductivity

农业劳均固定资产

形成总额/(万美元/人)2

Grossfixedcapital
formationinagriulture

城乡收入比值2

Urban-rural
incomeratio

荷兰theNetherlands 1.02 3.07 1.00

丹麦 Denmark 1.44 2.65 1.04

以色列Israel 0.93 3.11

日本Japan 0.62 0.51 1.15

新西兰 NewZealand 1.92 1.50

  注:1劳动生产率为2021年各国农业生产总值与农村人口的比值,相关数据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2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源于201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

日本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源于郭燕等[12],其中,加拿大和日本数据分别为2006年和2018年数据,其

他各国数据皆为2019年数据。

Note:Laborproductivityistheratioofgrossagriculturalproducttoruralpopulationforeachcountryin

2021,andtherelevantmetadataisobtainedfromtheFAO.Thedataonurban-ruralincomedisparity

isfrom 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Dataonurban-ruralincomedisparityintheUnitedStates,

Canada,France,Germany,Italy,theNetherlands,Denmark,andJapanarefromGuoYanetal[12],

wherethedataofCanadaandJapanarefor2006and2018,respectively,andthedataofallother

countriesarefor2019.

  4)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达,产业链完备,产业服

务组织完善,农业国际竞争实力强。农业强国都具

有农业产业链长、附加值高的共同特征。中国农业

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比重为8.9%,而其他农业强

国平均仅为2.1%。世界农业强国具有强大的农业

产业服务体系,一批经营效率水平高的涉农产业服

务组织协同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健康发展。例如,

2020年美国的农业仅占GDP的0.6%,但关联农业

和食物及其相关行业产值却占GDP的5%,农业劳

动力仅占劳动力总量的1.4%,但农业和食物及相

关产业的就业却占比高达10.3%[9]。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数据统计,2020年农产品出口额比重(农产

品出口额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荷兰高达8.72,新西

兰3.69,丹麦1.81,德国1.71,加拿大1.68,意大利

1.39,美国、澳大利亚、法国都在0.5以上,而中国仅

0.04。农业强国普遍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农

业企业,对全球农产品市场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
全球170家领先的跨国涉农企业,主要还是分布在

欧美发达国家(欧洲64家、北美洲61家,其中56家

总部设在美国),世界500强企业中涉农企业有22
家,中国仅有2家。

5)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欧美国

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带

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十
分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21世纪议程,积极调整过

度依赖化石能源的常规现代农业模式,推进绿色农

业发展战略。如美国欧洲制定了各种轮作休耕制

度,鼓励农民采用绿色技术,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发
挥农业的多重功能,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价值。欧

盟在2019年发布了《欧洲绿色新政》,制定了“从农

场到餐桌”的战略,设计公平、健康、环保的食品体

系,大幅减少和降低化学农药、抗生素的使用及其

风险,同时保护与修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我国的农业绿色发展于近年才上升为国家战略。
根据国际有关数据分析,单位农业产值能耗(每

1000美元农业GDP的能量消耗)世界11个农业

强国平 均 为41.80×108J/1000美元产值,中国为

11.51×108J/1000美元,明显好于世界农业强国;
但在化肥投入强度(每1000美元的化肥用量)上,
世界11个农业强国平均为44.40kg/1000美元,
中国为50.22kg/1000美元,还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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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产值占比和农产品出口额比重对比

Table4 Comparisonoftheproportionofagriculturaloutputvalueandtheproportionof
agriculturalexportsbetweenChinaandtheworldpowerfulcountries

国家

Country

农业产值占比/%
Percentageof
agricultural
outputvalue

农业总产值/

亿美元

Totalagricultural
outputvalue

农产品出口额/

亿美元

Agricultural

productexport
value

农产品出口额与

农业总产值比值

Ratioofagricultural

productexports
tototalagricultural

output

中国China 8.87 15738.07 614.43 0.04
美国theUnitedStates 1.47 3418.81 1737.03 0.51
加拿大Canada 1.76 350.67 589.97 1.68
澳大利亚 Australia 3.19 495.06 429.36 0.87
法国French 2.69 796.06 765.08 0.96
德国 Germany 1.19 508.96 870.89 1.71
意大利Italy 2.03 428.64 593.73 1.39
荷兰theNetherlands 1.29 130.74 1140.03 8.72
丹麦 Denmark 2.47 98.35 178.45 1.81
以色列Israel 1.23 60.13 22.78 0.38
日本Japan 1.30 640.79 71.29 0.11
新西兰 NewZealand 4.94 123.56 456.51 3.69

  注:农业产值占比为各国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家GDP的比值,农产品出口额比重为各国农产品出口额与农业生产总值的比

值,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数据库2021年数据。

Note:Theshareofagriculturaloutputistheratioofeachcountry’sgrossagriculturalproducttonationalGDP,andthe

shareofagriculturalexportsistheratioofeachcountry’sagriculturalexportstogrossagriculturalproduct,andthe

relevantdataareobtainedfromtheFAOandWorldBankdatabasefor2021.

表5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能耗和化肥投入强度对比

Table5 Comparisonofagriculturalenergyconsumptionandfertilizerinput
intensitybetweenChinaandworldpowerfulcountries

国家

Country

农业能耗强度

(108J/1000美元)

Energyintensityinagriculture

化肥投入强度/
(kg/1000美元)

Fertilizerinputintensity

中国China 11.51 50.22
美国theUnitedStates 25.09 52.65
加拿大Canada 89.49 97.72
澳大利亚 Australia 23.41 71.59
法国French 22.17 54.53
德国 Germany 25.35 37.69
意大利Italy 29.68 23.75
荷兰theNetherlands 120.02 15.15
丹麦 Denmark 26.40 35.05
以色列Israel 43.75 12.27
日本Japan 34.43 36.78
新西兰 NewZealand 20.02 51.46

  注: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2020年数据。

Note:DatasourcefromFAOdatabasefo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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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政府对农业政策支持保障力度大,重视农业

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协同推进。在世界农业强国建

设中,各国都认识到农业的公益性强和风险性大等

特殊性,把大力保护农业作为基本政策安排,持续加

大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及乡村生活条件设施建设等

政策支持,推进城乡共生一体化发展。例如,20世

纪70年代末,欧洲共同体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一系列

补充性的反贫行动,并制定了三轮反贫困计划。无

论是美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还是欧盟的“乡村发

展计划”“共同农业政策”等,都再次提出了进一步强

化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部署。目前,中国政府在

农业领域支持力度总体上较高,中央政府的农业开

支强度为1.43%,略高于美国,远高于其它欧美农

业强国。中国的农业支持强度为1.84%,低于欧

盟,但高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

等国。

表6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政策支持指标对比

Table5 Comparisonofagriculturalpolicysupportindicatorsbetween
Chinaandworldagriculturalpowerfulcountries

国家

Country

政府农业开支比例/%
Governmentexpenditure

农业支持强度

Totalsupportestimate
densityforagriculture

中国China 1.43 1.84

美国theUnitedStates 1.42 0.55

加拿大Canada 0.96 0.49

澳大利亚 Australia 0.40 0.21

法国French 0.52 3.82

德国 Germany 3.82

意大利Italy 0.49 3.82

荷兰theNetherlands 0.53 3.82

丹麦 Denmark 0.66 3.82

以色列Israel 0.35 0.36

日本Japan 0.86

新西兰 NewZealand 0.26

  注:1政府农业开支比例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2020年数据;2 农业支持强度为农业

支持总量和农业生产总值的比值,其中,农业支持总量数据源于OECD数据库2021年

数据,农业生产总值数据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2021年数据。

Note:1Theproportionofgovernmentexpenditureonagricultureisfromthe2020dataof

theFAOdatabase;2TotalSupportEstimatedensityforagricultureistheratioof

totalsupportestimateforagriculturetothegrossproductionvalueofagricultural

products,inwhichthedataoftotalsupportestimateforagricultureisfromOECD

databaseandthedataongrossproductionvalueofagriculturalproductsisfromthe

FAOdatabase.

  以上分析初步表明,对标世界农业强国共性水

平,目前我国总体上表现为“农业大而不强、农村广

而不富”,与世界农业强国的差距较大,“到2035年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

的目标仍面临艰巨任务,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爬坡

过坎”的关键阶段,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农业强国建

设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要脚踏实地有序推进,切忌盲

目冒进。

7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3 关于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独特性分析

建设中国农业强国,不能照搬、模仿、赶超美欧

等国家的做法,要在充分借鉴世界农业强国共性规

律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不动摇。中国特色农业

强国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农业强国之路。具体特点表

现在:
一是,我国必须走确保粮食及主要农产品自主

安全底线目标下的农业强国之路。我国是世界人口

大国,要始终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确
保14亿人粮食供给长期稳定、主要农产品供给自主

可控。
二是,我国必须走资源不足型的大国强农之路。

必须在推进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走以提高

农业土地生产率为先导兼顾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现代

化基本路径,坚持国家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

展,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化发展的大国强农

战略。
三是,我国必须走家庭小农户经营主体制度下

的农业强国之路。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

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

占总耕地面积的70%。《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①指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

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

方式。
四是,我国必须走实现“双碳目标”下的农业强

国之路。我国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实现碳达峰目

标、碳中和承诺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也是全球典型

的季风气候和自然灾害频繁国家之一,干旱半干旱

地区面积占国土的50%,平原面积仅 占 国 土 的

12%。要建成农业强国,必须要大规模投资改善农

业生产基本条件,还要在全球最大农业种养业规模、
最大农业减排压力背景下建立强大的农业可持续发

展体系。
五是,我国必须走区域差异极大格局下的农业

强国之路。我国疆域辽阔,区域多样化、差异大是我

国的显著国情。在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

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梯次有序协同战略,与我国东

中西部区域差异明显、区域农业类型多样特点相协

调,建立形成区域梯次推进、优势互补的多元化农业

农村现代化格局。

4 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总体目标与战

略路径

  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系统

谋划,锚定人民健康、农村富裕、生态和谐、国际引领

“四大战略目标”,贯彻创新驱动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加快建设农业产业强国和农业科技强国“两大

核心”;贯彻绿色发展和大食物观战略,强化粮食安

全和生态安全“两大根基”;贯彻人才强国和教育强

国战略,突出农业教育和农业人才“两大支撑”;贯彻

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完善农

业农村政策体系和农业国际化政策“两个保障”,系
统规划部署建设中国农业强国的“四梁八柱”战略路

径(图1)。

4.1 总体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系统

谋划,锚定人民健康、农村富裕、生态和谐、国际引领

“四大战略目标”。

1)人民健康。要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确
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坚持大食物观,充分发挥农

业的多功能性,满足人民对全面营养、优质健康美好

生活的需要。

2)农村富裕。农业强必须农村强,必须实现城

乡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提升

农业产业效益,加快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村经济

繁荣。

3)生态和谐。农业强国必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

的发展理念,大幅度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肥料利

用率以及废弃资源循环利用率等,走绿色低碳、集约

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4)国际引领。要着眼于国内国外双循环,着力

构建合理稳定的农业供应链,提升中国农业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在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贡献中国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2019-02-21)https:∥www.gov.cn/

zhengce/2019-02/21/content_53674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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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的总体战略路径思路

Fig.1 StrategygoalsandpathsforbuildingupChina’sstrengthinagri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智慧和中国方案。

4.2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强
固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两大核心”

1)农业强必须产业强。世界农业强国的核心经

验就是只有产业强才能农业强。而产业强不仅仅是

数量多与规模大,关键是要构建产业体系完善、产业

链完备、产业韧性宽广、产业竞争力强大、产业监管

规范等全方位的系统化工程,统筹规划,久久为功。

2)产业强必先科技强。世界农业强国的另一个

显著特征就是农业强国都是当今世界科技强国,只
有实现科技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才能支

撑引领形成强大产业。要树立起“强国必强农,强农

先强技”的新理念,全面深化改革,重构新时期农业

科技创新体系,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4.3 贯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绿色发展战略,夯实

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两大根基”

1)确保粮食及重要农产品长期稳定安全供给。
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最大的中国特色。联合国

有关预测2040年我国人口保持在约14亿,未来要

确保粮食产能至少达到7亿t以上,人均粮食突破

500kg大关。同时,实施大食物安全战略,保障主

要农产品均衡供给。

2)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我国人多

农业资源少,人均耕地仅0.08hm2,人均水资源仅

1998m3,农业生态基础较差,季风气候变化多变,
未来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压力必然加

大。中国的农业强国建设必须抛弃传统思维,避免

美国欧洲等工业化国家20世纪70年代走过的以牺

牲生态环境和大量传统能源消耗为特点的常规农业

现代化之路,把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安全建设摆在

更加突出的地位。

4.4 贯彻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战

略,完善“两个保障”

1)完善农业农村高保护支持政策体系。建设农

业强国必须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落实到位,树
立现代农业就是高保护农业的政策基点,持续加大

农业总体支持强度,加大国家财政向“三农”大力倾

斜,提高农业补贴标准,推动农业金融改革,大幅度

增加对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建设的投资力度。

2)构建农业国际化政策保障体系。建设农业强

国必须实行全面开放战略,进一步扩大农业开放力

度,研判新的农业国际合作与竞争格局趋势,不断优

化完善针对性更强、吸引力更大的中国农业国际化

政策体系,加快农业走出去战略进程,特别是农业一

带一路政策支持。

5 结 语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基于世界农业强国的

类型与共性特征分析,中国建设世界农业强国必须

在充分借鉴世界农业强国共性规律的基础上,充分

认识中国是资源不足型农业大国、必须确保粮食及

主要农产品自主可控、家庭小农户经营主体的农业

经营特征、实现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需求以及

区域农业多样性和差异性等独特特征,走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之路。需要系统规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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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农业强国的战略路径,构筑中国特色农业

强国建设的“四梁八柱”:锚定人民健康、农村富裕、
生态和谐、国际引领“四大战略目标”;贯彻创新驱动

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农业产业强国和

农业科技强国“两大核心”;贯彻绿色发展和大食物

观战略,强化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两大根基”;贯彻

人才强国和教育强国战略,突出农业教育和农业人

才“两大支撑”;贯彻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和国际国内

双循环战略,完善农业农村政策体系和农业国际化

政策“两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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