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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新的发展理念为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和农村全面进步指明了方向，也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探索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如何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瞄准方向是当前亟待破解的主要问题。本文全面梳

理我国农业现代化政策沿革、概念演变历程，总结国外农业现代化发展成功经验和模式，分析我国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因素；阐明新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内涵为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现代化、农业经营组织方

式现代化和农业制度管理模式现代化；最后，提出生态文明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应走现代

集约型生态农业、资源低耗型循环农业、产业融合型休闲农业和生态福祉型绿色农业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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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five-in-one” construction. The new de-
velopment concept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to promote the overall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and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rural kinetic energy.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path of agri-
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problem is how to unify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clarify tasks and objectives, and aim a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mbs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olicy and conceptual evolu-
tion,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model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analyzes the ob-
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fterwards, it is stated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period should include: moderniza-
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system, agricultural operation organization mode and 
agricultural system management mode.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 should follow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intensiv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low-consumption circular agriculture, industry-integrated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ecological welfare gree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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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农业现代化突破了传统农业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突破了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

的局限性，依靠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手段和与之相适应的农业制度变革，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升级和生产模

式的转变。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用现代组织管理办法来经营的社会化、商品化和专业

化农业，是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1] [2]。新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基本国策，农业作为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现代化发展应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起点和视角，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以激发农业农村新动能为着力点，走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3] [4]。目前，

国内关于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的学术争鸣较多，特别是对于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以及发展道

路选择问题认识并不统一。鉴于此，本研究在回顾我国农业现代化政策沿革演变历程，分析我国农业现

代化发展的障碍因素和国外成功模式的基础上，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概括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回答

了新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为丰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创新思路。 

2. 农业现代化发展历史阶段特征 

2.1. 历史阶段划分与特征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伴随着土地制度及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以科学技术创新和进步为

推动，经历了一个爬坡式上升、螺旋式推进的过程。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和农业制度改革的特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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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体现了三种不同组织形态。 

2.1.1. 起步发展阶段 
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是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发展阶段。我国农业在全力恢复生产建设和

制度改造的过程中，农业现代化体系在逐步构建和形成[5] [6]。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方式是家

庭个体，牲畜和手工器具为主要生产工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依然较低。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随着化肥等化石能源的使用，农业也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过渡，辅助能的投入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

影响，但生态系统能够消纳废弃物，农业生态环境优良且农产品为优质天然产品[7] [8]。我国农业现代化

已经初步实现了化肥化、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 

2.1.2. 快速发展阶段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本世纪初期，是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政策制度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重要动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起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实施农业资源的优化配

置[7] [9]，完善以农产品市场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阶段，农村

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进入协调发展中；由于农药和化肥的大量施用，以及生产方式落后导致

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农田土地退化、农用水体污染、农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使人类的健康生存受到威

胁。同期，社会各界开始重视生态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开始思考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 

2.1.3. 创新发展阶段 
从本世纪初期(2013 年)开始至今，是农业现代化的创新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我国宏观经济

增长速度由高增长向中等增速的过渡，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步入一个创新转型的跨越式发展阶段[5]。“坚

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十八大做出最新决策；同时，党中央

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战略部署，以崭新的理念和思想，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阶段，农业现代化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效应和环境友好

型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节能、环保、清洁、循环方向转变；通过创新产业化经营方式和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逐步构建起适应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保障

体系。 

2.2. 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演变过程 

随着生产实践的推进和需要，农业现代化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和前进。本研究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和学术观点[10] [11] [12]，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系统梳理我国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历史演变过程，具体内

容见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知：我国农业现代化概念与内涵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的发展历程。农

业现代化发展内涵充分体现了历史性、地域性和继承性的基本特征，与国家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农

业的需求和社会的主要矛盾紧密相关。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及目标取

向，归根到底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农业产业更好发挥支撑作用的任务和要求。 

3. 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经验与启示 

发达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尽管国情不同、特点不同、道路不同，但是各国都重视发展要

素的保护和培养，尊重农业经济发展规律和协调农业发展模式，以适应和推动本国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

[13]。农业发展要素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的总称，主要包括：制度要素、技术

要素、自然资源等三大类。农业发展要素的配置水平、生产潜力和储备数量就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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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本研究系统总结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德国等发达国家农业发展要素的特征，以及各国农业

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见表 1)，以期为探索我国现阶段农业现代化路径提供借鉴经验[14] [15] [16] [17] [18]。 
 

 
Figure 1.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 1. 中国不同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Table 1.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model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表 1. 发达国家农业发展要素特征及农业现代化模式 

发展 
要素 

制度要素 技术要素 
自然资源要素 发展模式选择 

土地制度 价格制度 购销制度 机械化 良种化 化学化 

美国 
农民拥有所有

权、经营权、

管理权 

政府间接干预

或采取市场支

持政策 

以私营企业和

销售合作社为

主形式 

20 世纪 50 年

代实现了农业

机械化 

农业基本实现

良种化，畜禽

良种程度高 

化肥和农药广

泛应用的农业

化学化 

自然资源丰

富，重视水土

资源管理保护 

农业机械化和

土地大规模经

营的模式 

日本 
农民自由种植

土地和自由买

卖及出租 

实施最低保护

价格、稳定价

格基金 

私营企业垄断

销售农协集配

模式 

20 世界 80 年

代全面机械化

阶段 

新兴生物技术

应用广泛实现

良种化 

农业化学化程

度高且精耕细

作生产 

土地规模小、

资源匮乏但使

用合理 

小型精细化、

高投入创新型

发展模式 

英国 
永久土地产权

和租赁土地产

权 

共同农业政策

的价格补贴及

保护政策 

完善的合作社

制度及私营企

业加入 

20 世纪 40 年

代全面实现了

机械化 

生物基因工程

培育高产作物

良种等 

化肥农药高效

低毒使用及病

虫害防治 

土地面积不

大，地貌类型

丰富适宜农业 

政府引导和科

技成果转化型

模式 

法国 
土地私人占有

为主以市场配

置调节 

实行目标、门

槛、干预价格

为主制度 

成立各种各样

的农产品销售

合作社 

20 世纪 50 年

代基本实现了

机械化 

生物技术发展

迅速种子改良

成效显著 

化肥农药普遍

使用并逐步替

代化学化 

农业有效用地

比例高，气候

资源独特 

农业机械化和

农业专业化生

产的模式 

德国 
利用经济手段

引导农民土地

自由流动 

欧盟共同农业

政策的价格补

贴政策 

农业合作社市

场化和专业化

程度较高 

20 世纪 70 年

代基本实现了

机械化 

数字技术和生

物技术使良种

化程度高 

大力发展有机

农业化肥农药

用量很少 

土地不丰富，

但管理和保护

措施有效 

家庭农场为主

导的有机农业

发展模式 

 
纵观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要素及模式类型，其经验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有以下重要启示： 
首先，农业现代化是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由制度、技术、资源、市场等各

种发展要素相互融合、协调、配置及重组的技术经济过程。农业现代化表现出历史性、动态性、时空性、

技术性及可持续性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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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四力合一”的重要作用。一是以市场为动力，构建统一、

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引入竞争机制激励创新动能。二是以

技术为支撑，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技术，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改变，而信息技

术、智能化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

使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和农民行为再次发生重大变革。三是以服务为举措，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农业现代

化实现的重要载体，发达国家经验证明社会化服务组织积极参与，有利于农业要素的有机整合及减少生

产过程投入，是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器[13]。四是以政策为保障，充分发挥农业政策的促进和保障

作用，推动农业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创新发展内在要求；农业政策制度体系包括法

律制度、经营制度、产权制度、补贴制度、金融制度和管理制度等。 

4.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因素 

4.1. 农业资源环境问题依然严峻 

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依然突出。一是农业面源污染依然严重。一方面，

我国农村秸秆露天焚烧比例依然较高，对大气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另一方面，畜禽粪便排放以及加工

业大量废弃物的不合理处置，成为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据统计，2015 年全国畜禽养殖排放的粪污产

生量为 5.687 × 109 t，巨大排放量对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19]。二是水土资源数量减少且质量下降。东

北地区黑土地由于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致使黑土土壤有机质含量急剧下降、黑土层厚度减少

且生态功能退化。全国耕地质量水平总体偏低，低产田约占耕地总量的 1/3。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

严重，造成河流枯竭、地面沉降和地下水污染。北方地区农业灌溉用水紧张，由于水资源南北差异较

大，每年农业灌溉缺水量约 300 亿 m3 [20]。三是产地环境问题突出。目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已经由总量供给问题转变为部分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向有机、绿色和健

康方向转化。当前，重视并进行农业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是破解农业现代化发展障碍

的首要问题。 

4.2.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亟待完善 

技术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突破生产方式转化瓶颈的重要手段[21]。我国农业在从

传统粗放生产向现代化集约生产转变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农业科技领域新的革命性突破，要提升我国

农业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亟待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的生态化转型。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的生态振兴。为保证安全生态产品的充足供应，打好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在技术层面上应推进农业技术的生态化转型，推广绿色环保、节本高效的共性技

术。我国现阶段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初步构建、技术推广保障体系仍不完善、专业技术员和农民素质不高，

技术的规模化发展陷入困境。二是产学研用紧密衔接问题。我国现已形成从国家到地方的农业科研机构

体系，但是科研单位对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重视不够，责任感淡泊，导致科研成果的实际使用效率不高，

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不能真正发挥科研技术的作用[22] [23]。因此，从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体系创新两个

方面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源泉。 

4.3. 农业制度短板阻碍现代化进程 

生产技术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并且以制度创新为前

提条件。纵观我国农业现代化历程，制度的创新和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制度变迁滞后

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对发展起阻碍作用[24]。目前，制度性短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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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主要制约因素。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造成土地权属不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流转中

责任主体的责、权、利关系不明；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缺陷，征地补偿标准过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

此，农民对土地态度淡漠，并不愿意投入资金去经营管理土地[25]。二是社会化服务制度成为重要障碍。

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联结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是帮扶小农户融入农业现代化大环境的重要平台

[26]，更是提高农业和农民整体素质的有力阵地。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取得长足发展，然而随着农业

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科技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供需对接不畅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学习借鉴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培育多元化农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经营主体，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

化服务体系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5.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 

5.1. 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 

农业现代化演进历程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缩影，更是农业科学技术时代变革的历史指征。如何在

国际社会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共性特征中，突出“中国特色”和“中国个性”，是农业现代化新内涵要考

虑的问题[11]。本研究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现代化，创新发展并推广绿色农业机械化、生态化、信息化、清洁化生产技

术，以资源节约利用、污染防控治理和产品质量提升为主攻方向，构建完善的农业现代化技术体系。二

是农业经营组织方式现代化，建立高度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组织和生产服务中心，

形成以农户为基本元素、合作社为基础单元对接现代化大市场的生产格局和产业体系。三是农业制度管

理模式现代化，现代化的技术范式和生产模式运行离不开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模式，要尽快建立社

会化投入、金融服务、绿色评价、生态补偿、有偿使用等为主体的农业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现代农

业生产管理运作模式，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基。 

5.2. 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进入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创新阶段，农业产业生态化已经成为新时期农业

发展的全新模式和重要途径。因此，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培育的角度，应在产业系统内部、资

源利用方式、产业功能拓展、技术生态转型等四个方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升级，走现代集约型生态农业、

资源低耗型循环农业、产业融合型休闲农业和生态福祉型绿色农业发展道路。 

5.2.1. 走现代集约型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生态农业改变了石油农业过分依赖化肥农药而导致环境破坏和资源短缺问题，其通过合理布局、工

程设计和资源整合，构建多元素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的共赢目标。生态农业模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以庭院为主的家庭作坊式生产经营规模的局限性，使得

生产效率不高、生产能力有限；以沼气为纽带的农户节能型生产模式对废弃物资源利用范围太窄，使得

农业加工业副产品开发利用途径不明；生态农业模式设计过于理想化，产业链增值效果不明显[27]。 
我国今后生态农业的发展应该走现代集约型发展的道路。一是着力打造以庭院生产为基本单元、以

规范化生产操作为主要特征、以合作社组织管理为特色的乡村生态园区模式。实际是将原来小规模的家

庭作坊式生产模式进行产业化提升，突出生产技术规范化和管理方式的集中化，从而扩大了原来庭院式

生态农业的规模，逐步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转变。二是重点发展以生物质能开发利用为特色的生态农

业模式，充分利用种、养、加各产业在生产环节产生的能源资源，如：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加工副

产品等，实现其肥料化、燃料化、饲料化和基料化利用。同时，建立促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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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社会化服务体系、人力资源培训体系、农产品安全监测预警体系等[28]。 

5.2.2. 走资源低耗型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循环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经济活动按照“投入品→产出品→废弃物→再生产→新产出品”的反馈

式流程组织运行；使上一环节的废弃物作为下一环节的投入品，在实现产品深加工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的过程中，延伸产业链条并拓展农业产业空间和增值路径[29]；树立环境友好型新农村新理念，构建清洁

田园、清洁家园、清洁社区相结合的良性循环、和谐发展的健康文明社会。今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应继续走资源低耗型的循环农业发展路径。 
循环农业模式的选择应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为带动、以产业链耦合设计为手

段、以资源综合利用为核心、以循环型社会建设为目标，探索特色模式路径。一是从主导产业空间分布

出发，基于微观、中观、宏观等不同层面，分别实践以个体经营、园区经营和社区经营为主体的循环农

业模式。二是从主导产业定位方向出发，重点实践四种模式类型：① 生态农业改进型模式，改进生产组

织形式及资源利用方式，建立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②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模式，由各产业配合组成

链环，以某一主导产业为链核，其他辅助产业为链环的循环农业产业体系；③ 资源多级转化利用型模式，

重视农业废弃物资源、二次资源与能源的多级循环利用，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和生产潜力；④ 产业高

效复合型模式，在生态农业模式建设的基础上，将资源要素重新组合和工程开发，建立高效能的立体农

林–农牧–农渔复合型生态系统[30]。 

5.2.3. 走产业融合型休闲农业发展之路 
休闲农业是现代农业除商品功能以外的多功能产品体现形式，其实质是在实现商品价值产前、产中

和产后的全过程中，增加、开辟、挖掘、创造农业生态产品的生态服务价值和休憩娱乐价值，进而与农

业资源的文化价值有机融合，并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充分彰显和体现，形成多产业并存、多元化发展、多

目标共赢的产业新业态[31]。休闲农业依托的产业形态包括：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渔业、加工业。

休闲农业的主要特征是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其将农业一、二、三产业相结合，并把农产品加工业、乡

村旅游业、服务业等融合成相互关联的整体[32]。 
当前应重点推广以下四类休闲农业模式，做出区域的特色和品质。一是休闲农业园区，以特色农产

品生产基地为依托，根据不同地域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打造“特而精”

的农业产业类型。二是休闲旅游牧场，以现有特色畜禽养殖基地为依托，完善与养殖生产相配套的娱乐、

教育、休憩、餐饮等服务设施，建设以多功能开发、多元素体验、多场景转换为特色的休闲旅游牧场。

三是休闲观光渔业，以现有的农业垂钓园、水生养殖场为基础，发挥渔业生产在观赏、观光、旅游、科

普、体育、养生等服务功能，开发特色休闲渔业新模式。四是生态旅游村落，挖掘古村落独具特色的旅

游文化价值，依托资源优势确立不同的开发思路，打造精品、优品和名品村落[33]。 

5.2.4. 走生态福祉型绿色农业发展之路 
绿色农业实质上是一场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革命，是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重要发

展模式，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主导方向。农业绿色发展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生产技术为依托，技术的推

广和应用将改善环境质量、增加生态产品供给、保护自然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美丽乡村和清洁家园建设带来生态福利，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4]。绿色农业是农业产业形态的再次升级，

是生态文明建设在农业现代化领域实践的重要任务。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要建设“全民意识绿色

化、制度体系绿色化、生产方式绿色化和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社会新风尚。具体发展要求如下： 
一是提升全民意识绿色化，意识引领行动、意识改变态度、意识强化责任，要使绿色、低碳、环保、

节约的观念深入人心，养成公民自觉参与、自觉遵守的习惯，必须从思想意识方面加强引导和教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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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全民环保素质和环保理念的宣传教育[35]。二是完善制度体系绿色化，健全生态法律法规体系，制定相

应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建立农业绿色生态补偿制度，搭建绿色化的农业支

持和保护制度体系。三是转变生产方式绿色化，加大绿色科技创新，构建以生态资源节约型技术、生态

环境保护性技术、生态破坏修复型技术及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为主体架构的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加大

科技人才培养力度，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促进绿色农业科技的发展。四是倡导生活方式绿色化，鼓

励低碳生活方式，引领广大群众节约资源；培养绿色消费方式，反对过度消费及一切不合理消费行为。

通过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生产，为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绿色化贡献力量[36]。 

6. 结论 

总之，“十四五”时期随着国际社会发展格局的变化，我国的现代农业发展阶段、环境、条件也发

生着深刻变革。立足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党中央积极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战

略举措。农业现代化发展要适应“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强化自身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

基于中国国情、农情及资源环境约束走“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和绿色农业”的中国特色发展

道路。其次，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为新目标，激发农业自身潜力和发展新动能，以政

策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可行途径，带动技术创新突破瓶颈、补齐短板，推进农业现代化迈入创新发展高级

阶段。 

基金项目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1610132020035)资助。 

参考文献 
[1] 蒋永穆, 卢洋, 张晓磊.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演进特征探析[J]. 当代经济研究, 2019, 

288(8): 9-18.  

[2] 张晓山.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J]. 农村工作通讯, 2007(12): 17-24.  

[3] 王冠文, 王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选择[J]. 社会科学家, 2018(3): 48-53.  

[4] 黄勤. 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的特殊功能[EB/O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01/c40531-24272856.html, 2014-02-01. 

[5] 本刊编辑部. 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70 年回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程郁一席谈[J]. 农业工程技术, 2019(33): 30-31.  

[6] 冯献, 崔凯.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与同步发展的现实选择和作用机理[J]. 农业现代

化研究, 2013, 34(3): 269-273.  

[7] 毛飞, 孔祥智. 中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态势和未来取向[J]. 改革, 2012(10): 9-21.  

[8] 何传启. 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策略[J]. 中国科学基金, 2012(4): 223-229.  

[9] 王守光. 如何把握农业现代化的“中国特色”[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23(3): 47-49.  

[10] 顾益康. 关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内涵、特征与思路的新思考[J]. 世界农业, 2013(8): 171-174.  

[11] 曹潇滢. 农业现代化研究综述[J]. 北方经济, 2012(10): 25-27.  

[12] 张俊武.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现状及对策浅析[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6(3): 53-54.  

[13] 朱丽辰. 基于要素分析的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经验启示[J]. 农业经济, 2020(8): 12-14.  

[14] 韩光华. 国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J]. 山东社会科学, 1997(4): 36-39.  

[15] 王胜利, 温国鑫. 美英韩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及其启示[J]. 安徽农业科学, 2019, 47(14): 248-251. 

[16] 包宗顺. 国外农业现代化借鉴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8(5): 112-117. 

[17] 黄修杰, 何淑群, 黄丽芸. 国内外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现状及其研究综述[J]. 广东农业科学, 2010, 37(7): 289-293.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0.1012165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01/c40531-24272856.html


周颖，陈柏旭 
 

 

DOI: 10.12677/hjas.2020.1012165 1089 农业科学 
 

[18] 张玉环. 美国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项目分析及其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1): 83-91.  

[19] 武淑霞 , 刘宏斌, 黄宏坤 , 等. 我国畜禽养殖粪污产生量及其资源化分析[J]. 中国工程科学 , 2018, 20(5): 
103-111.  

[20] 李文鹏, 王龙凤, 杨会峰, 等. 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状况与治理对策建议[J]. 中国水利, 2020(13): 26-30.  

[21] 刘同霞. 浅谈我国农业技术创新问题研究[EB/OL]. http://www.chinaqking.com/yc/2019/1792576.html, 2019-07-02.  

[22] 蒋和平, 刘学瑜.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研究述评[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4, 16(4): 1-9.  

[23] 毕亮亮.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存在的三大问题[J]. 中国科技论坛, 2012(3): 8-9.  

[24] 白雪秋. 制度创新: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前提[J]. 求是学刊, 1998(6): 33-36.  

[25] 王国敏, 李建华. 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因素分析及政策取向[J]. 天府新论, 2006(2): 58-63.  

[26] 高强, 孔祥智.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演进轨迹与政策匹配: 1978-2013 年[J]. 改革, 2013(4): 5-18.  

[27] 骆世明. 论生态农业模式的基本类型[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09, 17(3): 405-409.  

[28] 厉无畏. 中国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实现途径[J]. 绿叶, 2008(12): 49-55.  

[29] 周颖, 尹昌斌, 张继承. 循环农业产业链运行规律及动力机制研究[J]. 生态经济, 2012(2): 36-40, 51.  

[30] 周颖. 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48-66.  

[31] 骆高远.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16-47.  

[32] 刘章荣, 翁伯琦, 曾玉荣, 等. 休闲农业新理论及其在闽北的应用研究[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06, 14(4): 5-8.  

[33] 周颖. 休闲农业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85-123.  

[34] 《农业绿色发展概论》编写组. 农业绿色发展概论[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 9-11.  

[35] 环境保护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EB/OL].  
http://www.gov.cn/gongbao/2016-02/29/content_5046109.htm, 2015-10-21. 

[36] 周颖, 王丽英. 种植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与技术价值评估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28-38.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0.1012165
http://www.chinaqking.com/yc/2019/1792576.html
http://www.gov.cn/gongbao/2016-02/29/content_5046109.htm

	生态文明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内涵与发展道路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of the New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前言
	2. 农业现代化发展历史阶段特征
	2.1. 历史阶段划分与特征分析
	2.1.1. 起步发展阶段
	2.1.2. 快速发展阶段
	2.1.3. 创新发展阶段

	2.2. 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演变过程

	3. 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经验与启示
	4.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因素
	4.1. 农业资源环境问题依然严峻
	4.2.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亟待完善
	4.3. 农业制度短板阻碍现代化进程

	5.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
	5.1. 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
	5.2. 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 
	5.2.1. 走现代集约型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5.2.2. 走资源低耗型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5.2.3. 走产业融合型休闲农业发展之路
	5.2.4. 走生态福祉型绿色农业发展之路


	6.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