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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

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 2021 年 3 月 8 日

发 刊 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及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

论述，强化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战略支撑，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业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

究院，并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等国内 40多家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发起组建了国

家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智库联盟将组织开展农业农村科技战

略分析、技术预测、科技评估、决策咨询等，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的农业科技领域高端智库创新联合体。为加强成果交流，提升智库

咨询效能，扩大智库影响力，我们创办了内部交流刊物《农科战略咨

询要报》，将不定期刊发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粮食安全、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科技、农业企业创新、农业产业链、区域农业发展、国际农

业科技前沿等重点问题的高质量调研报告、院士专家建议、案例研究

等咨询报告。我们将不忘初心，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坚持守正创新，

注重学术水平和决策价值，努力使之成为农业领域高水平智库成果展

示平台和咨询建言的渠道，期待各界给予关心支持和指导。

现编辑发布第 1期《农科战略咨询要报》，题目是《关于加快我

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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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建议

【按】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战略支撑的

新定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首要任务，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再次明确要围绕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深化改革。近日，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组织有关专

家，深入分析研究当前我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突出短板与存在问题并

针对加快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出政策性建议。现予编发，供参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牢牢掌握我国农业

科技发展主动权，为我国由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提供坚实

科技支撑，要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目前我国正处

于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阶段，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变的新时代，农业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呈现出

基因化、数字化、绿色化、营养化等新特征，催生出现代农

业多种新业态新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迫切需要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造就新优势，

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农业科技强国。

一、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系统化战略支撑能力

一是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科技支撑能力。世界农业

科技强国都是把保障本国粮食安全供给自主可控作为首要

任务。尽管我国粮食经过“十七连丰”，总量稳定在 6.5亿吨。

据预测我国人口在 2035年将超过 14.5亿，粮食需求总量约

为 7.5亿吨左右。要保持年度产需基本平衡，全国每年粮食

至少要增产 100亿公斤，粮食单产增长率保持在 1%左右。

未来我国粮食安全依然面临产需供求矛盾、粮食结构性矛盾

更加突出以及水土资源压力、国际贸易风险等多重挑战，根

本出路在于优先强化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坚定不移地强化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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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科技支撑能力。

二是提升促进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引领能力。未来

绿色发展战略必将成为全球经济塑造新的竞争力的关键战

略。我国水土资源环境刚性制约没有根本扭转，耕地逼近 18
亿亩红线，华北地下水超采、东北黑土地退化、黄河流域生

态脆弱、土壤污染加剧等问题突出。每年使用地膜 130万吨，

回收率不足 60%；年排放畜禽粪污约 38 亿吨，有效处理率

42%；10.2%的耕地污染物超标，每年至少有 1.5亿亩耕地农

药污染超标，1.8 亿亩耕地重金属污染超标。农业资源环境

压力巨大，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还不牢固，必须依靠绿色、

生态农业技术创新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提升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科技保障能力。随着国

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食用农产品消费需求正朝向优质、安

全、方便、营养的方向发展。我国食品安全总体形势不容乐

观，食品安全风险时有发生。全球食品安全指数发布，中国

在 113个国家中排名第 35位，保障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是一项

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强化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的

高品质高营养化发展。

四是提升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科技服务能力。我国正

处于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阶段，还存

在乡村产业、乡村环境、乡村信息化、乡村卫生等诸多短板，

必须加强面向乡村建设的科技创新，全面提升农村现代化科

技服务水平。

五是提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技竞争能力。目前

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农产品国际竞

争力呈逐年下降趋势。主要农产品综合比较优势由 2000 年

的 0.95下降到 2017 年的 0.34，其中加工品和园艺产品的比

较优势由 0.78下降到 0.46 。我国农产品出现大规模贸易逆

差，国际竞争风险加大，必须依靠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实现

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确保我国农业产业稳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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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瞄准未来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重点

我们研究表明，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已经处于发展中

国家领先地位，与世界发达农业科技强国的实现度达到了

62%。“十四五”时期应当是新起点上加快高水平自立自强建

设，必须着眼于未来农业科技制高点和新兴产业高地，着眼

于强化国际引领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竞争力，把握重点，集

中突破。

（一）集中突破生物育种核心技术，打造现代种业科技

强国。未来农业是基因农业时代，基因控制技术是新一轮“绿
色革命”的标志性竞争技术。种子是农业“芯片”，关系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目前国外已经进入“种质资源+生物技术+大数

据”4.0 时代，我国育种仍处在以杂交选育为主的 2.0 时代。

我国虽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但是由于长期农业基础研究不

足，原创性新种质新材料新技术受制于人，动植物核心种源

的知识产权多数受国外种业巨头把控，其中速生型白羽肉鸡、

生猪、奶牛的核心种源对外依存度分别为 100%、90%和 70%。

建议国家确立“种业强农”战略，发挥举国攻关体制优势，组

织实施国家种业科技创新工程，强化基因编辑、动物干细胞、

合成生物学等基础前沿技术原创性突破，培育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核心种质资源和重大战略性新品种，加快转基因

生物育种科学有序产业化应用进程。实施现代种业企业再造

工程，下决心培养造就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种业企业。

（二）集中突破智能农业关键技术，打造数字农业科技

强国。未来农业是数字化农业时代，农业数字化高端技术装

备是新一轮“绿色革命”的重大变革性趋势。我国现有高端农

机装备核心部件及其材料技术、农业传感器核心感知元器件

等主要依赖进口，国内装备技术与国外产品差距巨大。农业

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应用系统、知识模型决策等核心技术及

高端产品主要依赖国外。建议国家集中组织实施以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联合的国家数字农业科技工程，集中突破动植物

生物智能感知与智能传感控制技术，强化新一代智能农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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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智能新材料等关键技术研发，开发应用智能农业机器人、

农业无人机、智慧农场、智慧牧场、智慧渔场等系统化技术

体系，全面提高数字农业自主创新能力。

（三）集中突破绿色农业关键技术，构建生态安全农业

技术体系。未来农业是绿色农业时代，绿色低碳循环技术将

成为提升世界各国产业绿色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国在几千

年农业发展中积累了用养结合、有机无机结合、间作套种、

旱作农业等传统绿色农业技术，但由于长期受制于人口大国

吃饱饭农业以及快速城镇化等对农业发展的压力，导致我国

存在耕地质量退化、面源污染严重、水资源浪费、动植物灾

害频繁等许多突出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逐渐从全球绿色

发展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加速我国农业由高消耗高污染

农业向绿色低碳农业转型发展，对绿色农业技术形成了前所

未有的新需求。建议国家组织实施耕地保育科技工程，系统

部署重点农业区域保护性耕作、地力培育、休耕轮作、污染

防治等关键技术研究，构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耕地保育系

统化技术体系。加强植物病虫害快速监测预警技术、动物疫

病病原快速诊断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形成我国自主可控的农

业生物安全防控关键技术体系与战略性产品。加强节水农业、

旱作农业、循环农业、水土保持农业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化、场景化绿色农业技术体系。

（四）集中突破食品产业技术，构建营养健康农业技术

体系。未来农业是健康营养农业时代，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

到吃出健康梯次升级是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重要趋势。从国际

现代农业发展来看，发达农业强国都是食品产业强国，也是

发达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型农业。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以健康营养为导向的新兴农业不断发展，拥

有巨大市场潜力，需要加快科技创新支撑。目前我国农产品

加工率不足 60%，而发达国家在 80%以上，食品产业领域重

大共性关键技术与核心成套装备制造落后，康养农业技术研

究滞后于产业发展。建议国家统筹部署食品产业科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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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开发高附加值的精深产品、健康食品、绿色制造、未来

食品等。支持数字技术+医疗健康+康养农业等新业态新领域

研究，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现代食品产业发展，实现农业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现代农业产业链水平。

三、主要政策建议

一是把农业科技工作摆在更加突出地位。农业科技创新

在国家科技总体布局中长期存在不重视农业基础研究、不重

视农业高新技术、不重视农业科技周期长风险大的特殊规律

等困惑与误区，从而导致在国家各类科技计划中迄今为止没

有农业领域基础研究专项、国家科技主体计划农业领域财政

投入比例连续下降、涉农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缓慢等管理短板

问题，迫切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切实转变观念，把农业科技创

新摆在更加突出地位，遵循农业科技创新规律，在项目安排、

经费投入、立项机制等方面给予农业科技差异化强有力支持，

为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创造更加良好的创新环境。

二是加快建设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整合优势单位，

集中最精干的队伍，集聚最优质的科技资源，优先布局生物

种业国家实验室，在新一代农业生物技术与合成生物学、农

业资源高效利用与绿色发展、数字农业与智能装备、营养与

健康、农业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等领域新增部署一批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强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

农业大数据平台、野外科学观测站网络体系和科技重大设施。

三是培育壮大一批农业创新型领军企业。加快培育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农业创新型企业，建立农业创新型企业培

育制度，支持涉农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发展农

业高新技术企业。推进科企深度融合、社会资本深度参与，

推动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四是加强涉农高校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深化涉农

高等教育改革，强化农业战略型、领军型和专业型等各类人

才培养与支持力度；构建面向农业科技重大战略需求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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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培养体系，增设农业博士专业学位，设立“分子育种”与
“耕地保护”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为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储备。

五是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由国家有关部门

牵头，组织制定《国家农业科技强国建设发展规划》，构建

与农业科技创新特色相适应、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产

学研用一体化、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

系。着力打造面向乡村振兴的主体多元、服务多样、能力互

补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探索农业科技创新项目组织

方式，加大稳定投入项目比例，对竞争性项目实行“揭榜挂帅”
机制。完善与农业科技创新特点相适应的农业科技人才评价、

农业科研机构评估、农业科研项目评审制度。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

联 系 人：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秘书处

联系方式：010-62733066 tast@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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