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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

全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 2024 年 3 月 22 日

【建设农业强国战略研究系列报告（16）】

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理论基础、目标体系与重点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战略。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

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

国模式。”目前，从理论上如何理解农业强国概念、国际类型及共

性特征，以及什么是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基本理论等尚未形成共识，

从实践上需要对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建设目标、基本思路、关键路

径与重点任务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为此，中国农业大学 2023

年启动了《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战略研究》重大专项课题，组织校内

外十几个团队开展理论分析、专题座谈、实地考察等研究工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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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阶段性进展，为国家编制农业强国战略规划提供咨询参考。

一、关于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基本理论基础

（一）把握世界农业强国的概念与内涵。我们认为，所谓农业

强国一般意义上指在一定时期内，本国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比较

的相对概念，应该理解为相对农业强的国家。农业强国具有以下五

个内涵：一是相对性。强弱是相对概念，一个国家农业强不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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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引领性。农业强国的前提和底线是必须首先实现本国的

高水平农业现代化，农产品保障能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农

业国际竞争力和农业安全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四大能力居于全球前

列。三是关联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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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理解为只要农业强就能使国家强起来。

没有发达的工业化基础难以实现农业强国。四是公认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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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判断出的世界公认的结果。五是动态性。世界农业强国的实现

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但农业强国的指标具有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

农业强国的现实水平也会因不同时期发生变化，世界农业强国格局

也会随之变化。根据以上理念和现实综合考虑，当前大多数研究者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

利、新西兰、荷兰、丹麦、以色列、日本等 11个典型国家定义为

农业强国，作为对标研究。

（二）分析世界公认的农业强国基本类型。从世界范围来看，

世界各国都在实践探索本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之路。目

前国际上公认的 11个农业强国中，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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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模式：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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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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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大规模高度发达的农业现代化并成为世界农业

强国；二是资源中等产业协调型农业强国模式，以法国、德国、意

大利、丹麦等人均土地等资源比较均衡的国家为代表，以中等规模

农场经营为主体，实现了农牧工协调型中等发达的农业现代化并成

为世界农业强国；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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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科技

兴农优先战略，在某些特色农业产业跻身世界领先地位。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在某些特殊区域都能够在实践中形成上述三种类型

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但就中国整体战略而言，我们任何一种模

式都不能照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之路。

（三）理清当今世界农业强国的共性特征。综合来看，世界农

业强国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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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具有强大的农产

品供给能力，能够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居民营养健康需要；三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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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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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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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政府对

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重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协同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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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识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基本特点。中国特色农业强国

的本质特征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式农业农

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之路。具体特点表现在：一是资源不足型的大

国强农之路。人多资源少是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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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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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家庭小

农户经营主体制度下的农业强国之路。根据有关分析，我国即使到

2050 年依然有 90%左右以家庭农户经营为主，农业中小规模为主

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形态。四是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农业强

国之路。我国是国际上第一个发展中大国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承

诺目标的国家。要建成农业强国，必须在世界上农业种养业规模最

大、农业减排压力最大的背景下建立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五

是区域差异明显格局下的农业强国之路。我国疆域辽阔，区域多样

化和区域差异大。在农业强国建设中，必须坚持区域农业农村现代

化梯次有序协同战略，发挥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明显、区域农业

类型多样多元化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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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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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把中国式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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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总体战略与建设农业强国的具体战略统一起来，系统谋划建设农

业强国的“四梁八柱”总体目标框架。

一是全面实现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四大目标”。（1）人民健

康。健康长寿是发展农业最终极目标。农业要为 2050年近 14.5亿

人口提供健康长寿的产品服务、休闲服务、生态服务等现代农业功

能，保障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在 80岁以上。（2）农村富裕。农业强

必须农村强，但农业现代化不一定必然带来农村富裕，必须实现城

乡融合发展，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生活条件差距、文化教育差

距。2021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 2.5：1，近 10年缩小了 0.38。预

期到 2050 年缩小到 1.5：1（日本 2000年为 1.3：1，韩国 1985年

为 1.05：1，英国、德国等比例小于 1，其他欧洲国家处于 1.2-1.5：

1 的水平）。（3）生态和谐。农业强国必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

发展理念，必须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废弃资源循环利

用率、肥料利用率以及绿色发展能力和碳中和能力。（4）国际引

领。农业强国必须具有在某些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必

须在某些产品上的国际市场上具有控制权或者处于竞争领头羊地

位。

二是构建农业产业强国和农业科技强国“两大核心”。（1）

农业强必须产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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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久久为功。

（2）产业强必先科技强。农业强国必然首先是科技强国，要实现

科技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的深度融合，才能支撑引领形成强大产业，

形成“科技强—农业等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创新驱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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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强国必先强农，而强农必先强技。

三是夯实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两大根基”。（1）确保粮食

及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国的农业强国建设是建立在 14多

亿人口大国的农业强国，必须端牢自己的饭碗并主要装自己的食物，

这是最大的国情也是最大的中国特色。保障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稳定

安全供给是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同时，实施大食物安全战略，保

障主要农产品供给。（2）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中国

另一个最大的国情和特色就是“人多资源少”，生态基础较差，季

风气候变化多端，未来的城市化工业化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压力巨大

等，必须全面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把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安全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四是强化农业教育和农业人才“两大支撑”。（1）农业强国

离不开农业教育强大支撑。纵观世界农业强国都是农业教育强国，

其农业教育体系与农业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农业教育与农村农民教

育紧密结合。我国农业教育规模、教育质量、教育体制等方面尚有

很大差距。在国家实施教育强国总体布局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农业

教育的战略定位，加快与农业教育强国相适应的农业教育体系建设

及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农业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的紧密结合、与产

业发展的紧密结合。（2）农业强国离不开农业人才强大支撑。人

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我国农业人才总体上存在“缺乏战略型高端人

才、缺少公认的世界级人才、人才链与农业产业链创新链脱节严重、

乡村人才十分匮乏、农业经营者素质普遍低下”等突出问题。建设

农业强国必须把农业人才建设摆在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突出地位，

贯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统筹、一体化布局的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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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与农业强国建设相适应的面向前沿、面向产业、面向乡村、面

向国际的新型农业人才体系。

五是完善农业农村政策体系和农业国际化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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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背景下的农业开放政策支

持。

三、关于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重点任务

为了开展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的综合量化对比，我们设计提出了

中国特色农业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产业竞

争能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业绿色发展能力、农业现代化水平、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等 7个一级指标及 35个二级

指标。综合测算表明，以世界 11个农业强国对应一级指标的平均水

平为基准，目前中国农业强国的总体实现度达到 67.2%，说明我国经

过 70多年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了发展基础，总体上处于建设

农业强国的“关键冲刺攻坚”阶段，既有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良好

基础，但也不能盲目冒进，关键是要选择好主攻路径，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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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提高粮食及主要农产品产能为主线，全方位确保粮食及

主要农产品安全供给能力。2020年 11个农业强国人均谷物生产占

有量平均为 755公斤/人，中国为 423公斤/人，相当于 56%；人均

肉类生产占有量平均为 142 公斤/人，中国为 53 公斤/人，相当于

37%。谷物自给率美国为 123%，加拿大为 184%，法国为 209%，

澳大利亚为 215%，中国为 95%。按照国际标准测算，《2022年全

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25位。今后我国要以主攻

单位面积产量为主，特别是要在高标准农田上再创建 1亿亩以上超

高产（即年亩产粮食超过 1 吨）农田，再新增加 1000亿斤粮食产

能，预期我国粮食自主产能提升到 7.0亿吨以上水平，人均粮食占

有量突破 500公斤大关，谷物自给率保持在 90%以上。同时科学开

发盐碱地、海洋、草原、设施农业等生产多元化食物和蛋白供给，

满足人民健康均衡营养的新需求。

二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对标国际农业强国指标，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总体实现度仅为

40.3%，与世界农业强国差距不小。2020年 FAO统计的农产品国际竞

争力指数（农产品出口额占农业总产值之比）荷兰高达 8.67，德国为

1.73，澳大利亚为 1.53，以色列为 0.36，日本为 0.09，而中国仅为 0.04 。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的 33%。全球 170家

领先的跨国涉农企业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世界 500强企业中的涉农

企业有 22家，中国仅 2家。因此，要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着力发展未来农业前沿

产业，着力推动传统优势农业产业高质量升级，着力培育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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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着力培养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型农业企业群体，全面

提升我国现代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农产品产业链的更多主动权。

三是以大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为主线，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对标国际农业强国指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总体实现度

为 67.4%，我们还要面临新一轮基因农业、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营

养农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迫，

任务更加艰巨。要确立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在“三农”工作中的优先

发展战略定位，下大力气全面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构

建“梯次分明、分工合作、适度竞争”的高效能新型创新体系，切

实加大农业科技投入（R&D 占农业 GDP 比例由目前的 0.7%提高

到 1.5%左右）。以抢占国际创新竞争高地为导向，集中突破农业

合成生物学、基因组学、智慧装备等一批农业前沿性颠覆性技术，

以产业应用为导向，重点布局生物育种、智慧农业、耕地保护、盐

碱地利用、生物安全、食品加工等一批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以科技

加快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引领未来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到

2040年前后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提高到 80%以上。

四是以实施农业绿色发展战略为主线，强化农业生态安全可持

续发展能力。面对全球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农业生态

环境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农业强国普遍重视的重大战略。我国总体上

是农业生态安全风险较大的季风气候国家之一，对此必须保持清醒

认识。在建设农业强国进程中，要始终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把农业生态安全建设摆在农业强国建设的突出地位。国

家要出台积极的支持政策，鼓励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

业等绿色低碳新型农业方式，提高农业自生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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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农业碳排放风险。要在确保 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把今后

的重点放在提升耕地生态健康质量水平上来，要确保耕地是优质耕

地，生产出的食物是安全食物。要高度重视我国是季风气候类型及

农业水资源紧缺型国家的现实，充分考虑到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高

温、干旱及生物灾害风险加剧的趋势，未雨绸缪，科学布局，积极

发展智能化、现代化的节水农业、旱作农业及水土保持农业，构建

稳固的生态可持续现代农业体系。

五是以加快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为主线，大力提升农村现代化

水平。我国是世界上农村面积最大、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业强

国必须是农村富裕基础上的强国。对标农业强国分析，我国农村现

代化水平当前的实现度为 49.1%。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仅

相当于农业强国平均的 7%，农村清洁用水率为 89%，农村卫生设

施普及率仅为 88%，农村清洁能源普及率 65%。在政策上要把缩小

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富裕作为全面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进一步调

整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政策措施，更加聚焦农民最关注的农村医疗、

农村儿童教育、农村老年人保障、农村污水环境、农村文化、农村

基本生活条件等实际问题。要重点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乡村物流产

业、乡村信息化产业、乡村健康产业以及乡村文化传承创意产业等

乡村新产业；要以农村绿色发展和生活质量为导向，应用一批生态

修复、污水处理、植被建造、低碳民宿等独特技术，构建乡村生态

系统与乡村宜居环境；要重点发展乡村科技特派员、科技小院、星

创天地等乡村人才服务平台，要利用“头雁计划”“乡村 CEO”

等方式，加快乡村振兴人才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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