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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明农业强省的概念，评价农业强省所需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提出集约型定 

义是指以最少的投A、 低的物耗．使用现代化技术 (古高新技术)、装备 (对环境无 

害或少污染的)和科学化管理 {古综合利用)，取得最大的产出 (必颓是适应市场需求 

的产品．有美好的包装、完善的贮、运、销售同络)和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利 

税等)。 

煳词 型 欹料晕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owerful agricultural p d e as well a8 its obiec— 

tire system and method 0f appreciat{on are explained．The mode of being in— 

tensive should be defined as follows： using the mo(ternization techniques in— 

eluding high technique．equipments of non—or less—pollution t0 envirenment 

and scientific mana~ea'nent involving integrated utilization tO gain the maxl— 

mum output in which products must be requrired to meet market demand and 

have good packing and a complete net of store，shipping and selling，and the 

effects in society and ecology and profit tax．with minimum inputs and lowest 

material consumption． 

Key words powerful agricukural pmvine．mode of being intensive，objective 

system ，appreciation 

由于缺步超前性的研究·尤其是与农业强省有关的软科学研究滞后于现实的需求 ，除有 

待立专项强化调研论证外，拟先就个人对农业强省 (地、市、县)的思考作一简要汇报。 

1 概念和定义 

1，l 农业强省不能用单一指标划分 农业大省可从面积大 产量多去划分j而农业强省则主 

要从 “质”的方面去考虑 。也就是说 “粗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达到 “大”．但则不可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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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强” (如目前广西的甘蔗可称大而还称不上强)；而 集约”不仅可以使 “太 成为既 

“大 又 “强”，也可使不 “大 的变 “强 。 

1．2 集约应是贯穿于生产全垃程的系统配套的技术及效果 ，故不可能以单一指标表述之。增 

长方式从粗放查转向集约型，用 “型 字并不仅是外部行为方式，应是包括质的转化 

I．3 集约型系指以最少的投^、最低的物耗 ，使用现代化技术 (含高新技术)、装备 (对环 

境无害或少污染的)和科学化管理 (含综合利用)，取得最大的产出 (必须是适应市场需求的 

产品，有美好的包装、完善的贮、运、销售网络)和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利税等)。 

1．4 农业主要是以生物为对象，以土壤_为基地的种养业。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着·集约的 

前景是无止境的 只要阳光、雨露、四季依然，只要空气和水没有枯竭 ，只要地球尚存 ，从 

粗放查向集约型转变的前景必然是美好而乐观的。 

I．5 集约与粗放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的，集约因时代而进步，更是相对的。但是农业要强起 

来，就必须向集约型转变。即从量到质的转变 ，且有相当规模的优质的量。 

2 农业强弱的指标体系 

2．I 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是坚强的，不仅能起核心堡垒作用 (党员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且能 

不断地加强和完善对农业的领导。 

2．2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保障： 

2．2．I 农村的义务教育已经普及i 

2．2．2 成年人扫盲胜利结束； 

2．2．3 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破除依赖思想、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高了商品意识，改变 

了消费观念I 

2．2．4 卫生保健和合作医疗网相对健全I 

2．2．5 计划生育 选标”(人口总数不超过、最好能低于上级下达的控制指标)I 

2．2．6 有一定的体育 、娱乐场所； 

2．2．7 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成。 

以上涉及非生产技能方面的劳动者素质之提高。 

2．3 生产 

2．3．1 粮食起码应是低水平 (400 kg)自给，少量调进是为食 (饲)用粮品种的调剂{ 

2．3．2 副食品 (肉、蛋、禽、鱼、奶、菜、果等)自给有余{ 

2．3．3 土特名优产品 (尤其是亨誉国内外的拳头产品)占有较多的市场份额 ； 

2．3．4 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持续提高{ 

2．3．5 农产品附加值 (保鲜、贮运 深加工、综合利用)逐步增大{ 

2．3．6 基层农科网和农机、农技、植保、土肥、畜牧、兽医、水产、良种场等等已配套健全i 

2．3．7 粮 、果、林 、畜 、禽、菜 、水产实现良种化{ 

2．3．8 懂得节约用水和合理灌溉与合理施肥 I 

2．3．9 林业和绿化对木本粮、油、能源、香料等林副产品的贡献率大 I 

2．3．10 海洋基本实现农牧化 

以上实际上是 “八字宪法”即全套增产措施的汇总 。 

2．4 共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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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农业基础设施 日趋改善 ，抗灾能力较强； 

2．4．2 旱涝保收田、园有较大的数量 ； 

2．4．3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50 ； 

2．4．4 基本消灭荒山、荒坡 、荒地 、荒滩和丢荒水面 ； 

2．4．5 大 自然村 (屯)的电力 、交通 、邮政 、电信畅通无阻； 

2．4．6 农村的治安形势 良好 

2．5 行业间关系 

2．5．1 各行各业自觉支农 ； 

2．5．2 农 民的各类 自助组织 (农协、技协、信用社、合作社等)能正常地发挥各自的功能和 

作用 (从良种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调入到产品及加工品的贮运与销售，资金的积累与利益分配 

的代理等等)； 

2．5．3 乡镇企业发选 ； 

2．5．4 剩余农劳的分流转移有相对稳定的出路； 

2．5．5 温饱问题已全面解决，贫困面趋于零 ； 

2．5．6 农 民收入逐年提高 ，有较多的购买力； 

2．5．7 农 民负担低于国家规定的 5 纯收入 ； 

2．5．8 家家户户有能力对责任 田、园的地力培养与保墒举措增大投入 

2．6 产业结构 

2．6．1 农村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基本优化； 

2．6．2 直接务农的劳力降低到一定的水平； 

2．6．3 合理的大农业布局基本实现 ； 

2．6．4 持续性农业稳步发展。 

以上6项36点肯定是欠全面，6项的分类也未必合理，但基本上可以体现劳动者素质的 

提高和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生产力也可以概括为提高复种指数、资源利用率、土 

地产出率和产品转化率，在 “一数三率”上比强弱 

3 强弱评价体系 

农业的强弱不是从农业的比重 (人口、农劳、分配、城乡空间、产值)的大小去考虑 ，不 

要将 目标盯在全国的排序上 ，名列前茅是农业经济集约增长的必然结果。正如教育原是德、智、 

体、美、技的教与育 ，老师教好、学生学好，分数必然高，升学率也不会低。但如果以追求 

高分去培养学生，以升学率为唯一标志，则学习未必就好，还很可能出现教而不育的后果。所 

以对 6项 36点的评分标准之划分 ，拟采用区问打分法 。 

每一指标均有 A、全国最高值；B、全国最低值 ；C、全国平均值和 D省 (区)平均值，AC 

之间有一 E、中位值 ，BC之间也有一 F、中位值，这样就有 AE、EC、CF、FB四个区间，以 

D落在什么区间作为评分依据。 

等级 区间 分值 
强 AE 4．0～5 

好 EC 3．0～4 

可 CF 2．0～3 

弱 FB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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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指标就有不同的 D值，即 D ，相应的 At ⋯B ct 、Et 、F1 也有相 

应的区间，36个分值平均值便可最后评其是强 (好、可)或弱。 

经过近期国家农业普查后 ，上述数据绝大部分会有的，届时评价将会容易的。所用数据 

当然是不含浮夸或瞒报水份的。 

知道本省的强弱项，制定达到强省的 目标和措施也就可以有的放矢矣。 

4 达到农业强省的途径 

4．1 依靠科技是完成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必要途径 

科学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两个根本性转变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调 

整和进步。前述指标体系已包括对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评价。 

4．1．1 要完成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主要是社会科 

学研究的范畴，要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的问题 ，而生产关系在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运营 ，对我国经济的振兴确 已有过历史性的贡献 ，它不仅促使农村面貌的改变 ，也促进工 

业的建设和国民经济 的翻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生产关系一旦调整顺了，它 

的威力和影响肯定波及整个经济建设，并且将促使生产力 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 

4．1．2 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主要是依靠 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科学来 

解决问题。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一旦完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必然大大提高生产力，生 

产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又会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提出新的课题 ，两者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4．2 完成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时机 

4．2．1 客观发展不平衡是必然的，不仅地区之间不平衡 ，农业内部不同产业的发展也是不平 

衡的。所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强 ，再带动其他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4．2、2 综上 ，可以认为：农业强省的最终实现，将始于该省农村全面从小康型进入较宽裕型 

之时 ，届时，我们农业的持续性发展将更有保障，我们的农产品将亟大丰富且自给有余。西 

方某些学者、政客 (包括别有用心者)的悲观论调是用静止观点和短视看问题，所以也是不 

科学的，因为科学技术发展是无止境的，集约的举措也是 日新月异的，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 

的信念。 

5 建议 

农业强省的提出，必须有科学的论证和样板的示范，它将是软科学研究人员和科技工作 

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它必须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为此，拟建议。 

5．1 成立综合性的大课题组 ，由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下达项 目，由科委、农委等有关部门领导 

成立领导小组，由有关单位的专家组成课题组，如科学院、农科院、社科院、林科院、政策 

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山区开发中心、农村研究中心和专业研究所 (中心)等等。先论 

证课题总设计，然后开展调研、论证和示范，先软后硬，软硬结合。 

5、2 目标体系实际上只要将各部门各行业的既有规划目标汇总系统整理并作必要的调整是 

不难确立的。也可浓缩为几大项，评分也可以用十分制或百分制，不同项的权值可以有大有 

小。决策了的事及时补上已经滞后的调研，犹未晚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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