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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农业发展理念

 □ 李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路径。从根本上说，发展方式转变取决于

发展理念更新。

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必须得到保障，但以政府为主导、粗放发展粮食生产的发展理念导致种地成本高、

农业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更新农业发展理念，转为以市场为主导，追求要

素投入精准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同时，不再依靠发放补贴消除农业弱质性的负面影响，而是从规模适度化、

种子优质化、工艺标准化、作业精准化和技术体系化入手，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农产品的安全性和资源利用

的永续性；以职业农民为主体，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拓展农业功能入手增加农民收入，让

职业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

当然，市场不能解决所有“三农”问题，更新农业发展理念的另一方面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发

展现代农业方面的责任主要包括：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守住水土资源红线；

制定实施土地耕作强度和化学品投入标准，控制化肥农药等投入，守住生态红线和农产品安全底线。同时，

还应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具有乘数效应、所有农户都能共享的公共品；加大生态建设投入，提高国家生态安

全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树立以市场为主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农业发展理念，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就会更加清晰。一

是发挥农地制度的积极影响。实践证明，我国农地制度是有效的，其积极影响可概括为三个较为容易：农户

间的土地调换较为容易；土地流转较为容易；农地连片耕作较为容易。应利用好这三个较为容易，促进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和农地整理。二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其中，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让留在农村的农户有条件扩大经营规模和进行土地整理，从而促进机械作业高

效化和要素投入精准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培育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是经营规模适度、具

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农民，厂商乐意同其合作，银行乐意为其贷款，保险公司乐意替其保险。一旦职业农民成

为农业经营主体，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就会形成。政府的责任是为职业农民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再具体到农业发展政策层面。比如，现行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其目标是通过化解农业风险保障农民

收入不下降。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但在发展新阶段，从优化资源配置和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的角

度出发，政府在化解农业风险方面的责任应转向提供公共品，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主要包括：构建农业

技术研发和推广体系，农业气象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发布体系，道路、水利等农业基础设

施体系等。农民根据市场信号优化资源配置，追求收入最大化。这样，更利于把有作为的政府、有效率的市

场和有自我发展能力的职业农民的作用都充分发挥出来。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