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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视点 

科技创新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过去十年，我国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作为关乎战略全局的基础性产业，实现农业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必须以科技创新推

动农业效率变革，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对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广大农业科

技工作者奋勇登攀，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十年来，

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加快发展，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 61％，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持续提

高，农业科技实力整体进入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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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筑根基，有效破解生产经营瓶颈。十年来，我国加快

推进农业机械化，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作业水平不断提升、社

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农机拥有量、使用量位居世界前列，农业

生产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大批量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技

术的普及应用，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农机智能

化发展进程持续加快，北斗示范应用加速推进，自动驾驶拖拉机、

无人插秧机、无人地面植保机、无人联合收割机等智能化设备应用

更加广泛，植保无人飞机大面积应用，都有效缓解农村劳动力短缺

与老龄化问题，减轻了农业生产难度。 

科技创新提动力，切实增加农业产出效益。我国人均耕地面积

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提高单产是实现农业增产增收的根本出路；

提高单产的关键，则在于良种和良法。十年来，我国深入推进作物

良种联合攻关，围绕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成功培育出

一批高产、优质新品种。通过建立了基于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

的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体系，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良种全覆盖，自主

选育品种面积占 95％以上，中国种业企业逐步走进国际市场。大面

积推广高效栽培技术，提高土地利用率，有效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促进了粮食丰产丰收，科技创新支撑筑牢“国家粮

仓”迈出坚实步伐。 

科技创新增质效，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传统上以高化肥、

农药投入换取高产出的农业生产方式，往往造成资源过度消耗、耕

地质量下降、环境污染加剧，致使农业可持续性面临挑战。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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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快集成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的绿色高效技术模式，测土配

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有机肥替代等节肥技术，以及生态调控、物

理防治、生物防治和精准施药等节药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肥

料、饲料、农药等投入品的有效利用率显著提高。三大粮食作物化

肥农药利用率均达到 40％以上，使用量连续多年负增长；全国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6％，实现由“治”到“用”转变；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87.6％，农用为主、多元利用格局基本形成；农膜回收

率达到 80％，重点地区农田“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实现了农

业节本增效，科技创新驱动农业高效健康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科技创新强供给，引领产品质量提档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

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

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这十年以来，

为适应城乡居民对农产品消费不断增长和日益丰富的需求，我国不

断优化调整农业科技力量布局，大大充实和强化了果蔬、畜禽、水

产等优质农产品生产和精深加工方面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成果供给，

实现了我国“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肉案子”及水产品

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稳定。通过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预

警和监测体系，加强对农业投入品监管和风险评估监测，规范农业

生产过程，实现了农产品从“产地到餐桌”全程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确保优质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体系、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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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培育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科技创新成果与农业生产、经营和

产业有效融合，改变了传统经营要素的集约程度与配置关系，实现

了农业经营方式由粗放式向精细化、智能化转变，有效降低了农业

经营中不确定风险，显著提升了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未来，应从

技术创新源头和产业链条发力，持续完善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

的科技投入体系，加快推进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培育壮大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从而实现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和成果应用成功率的双提升，构建一个以农业产

业为载体、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农业产业生态新体系，让科技创新

不断赋能农业发展转型升级，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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