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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十三五”时期亟待破题 
 

本报记者  陈文静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制定‘十三五’规划非常重要的理念是补短板。体现在经

济发展方面，农业现代化就是最突出的短板之一。”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比，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滞后的，

今后五年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到 2020年要取得明显进展。 

    农业现代化面临双重困扰 

    在叶兴庆看来，农业现代化目前面临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农业竞争力低与农业可持续

发展差。 

    “农业竞争力低，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当前粮食的供求状况方面。”叶兴庆说，2015 年 1 月至

11 月，我国大口径粮食包括谷物、豆类、谷物的替代品，总进口量达到 1.18 亿吨，进口依存度

仍然很高。在进口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粮食生产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国内库存大幅增加，并

由此带来“四高”现象，即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高亏损，其直接原因是价格倒挂。从 2013

年开始，由于农业生产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快速上涨，粮食生产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大宗农产

品的国内价格已经全面超过进口商品价格。“十三五”期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出路是提

高农业竞争力。 

    农业可持续发展差,是目前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产能透支，

目前所达到的产能是在透支资源、透支生态。”叶兴庆说，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长期侵占湿地、

围湖造田、毁林开发、毁草种地等，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大面积重金属污染耕地仍在使用、

长期超采地下水来发展粮食生产等，也是农业产能透支的具体表现，这些亟需在“十三五”期间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 

    对症下药破解农业现代化发展难题 

    针对上述问题，叶兴庆提出了解决农业现代化发展难题的建议。 

    在提高农业竞争力方面，一是促进土地流转和集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是提高农业竞

争力最基本的措施之一。二是改革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实行价补分离。三是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

调整，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对整个农产品要有保有放，处理好进口与农民生计保障的关系。四是

实行非价格竞争，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倡导诸如农产品地产地消、农夫集市等一些新型业态，

增加农产品非价格的竞争优势。 

    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一是为不健康产能的退出找准支点。要使不健康产能的外部负

效应内部化，即让采取不健康生产方式的人付出代价，让其有动力退出，有动力去调整不健康的

生产方式。二是让健康产能的增长跑赢不健康产能的退出。“十三五”期间，要按照“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要求，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

进步，把健康产能提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