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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山东省科协与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共同主办、威海市科协等单位

承办的以“加强现代农业吅作，实现中日农业互利互赢”为主题的“中日现代农业创

新论坛”在威海举办。200 多名中日“三农”专家、学者以及有关领导和来自一线的“三

农”工作者，就中日现代农业的先进理念和新技术、如何搭建两国农业科技吅作平

台等进行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还应

包括食品安全、生态保护以及文化传承等诸多内容。 

 

○ 9.1%的耕地何以养活了 20.8%的人口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捷报不断，总产连续突破 3 亿吨、4 亿吨、5 亿吨大关。

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是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丰收的原因总结。同时我们应

该看到,技术进步在农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在

自主创新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国家目标，大力加强农业科研协作，实施农业科技自

主创新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27%提高到了目前的 48%，实现了农产品从长期短缺到供

求基本平衡再到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我国农业发展以占世界 9.1%的耕地养活

了 20.8%的人口。 

 

  农业产业化由此推向全国的山东省是我国最大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农产品出

口位居全国第一。2007 年与 1978 年相比全省农业总产值增长 45.7 倍，达到 4780

亿元，居全国首位。其中，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52%以上。但是，在看到我国

农业科技巨大进步的同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也不容忽视。 

 

  与会专家指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是加速科技进步，而加速科技进步

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只有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强化农村的产业支撑，加强农业

和农村的实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为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全面发展

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状况下，科技创新以及农业产业化

的推进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尤为重要。专家指出，为了使农业科研成果真正转化

为生产力，就必须加大科技的普及和推广，这就需要培育专业的科技推广队伍、

组织，以及懂生产、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 农家游何以红遍中国和日本 



 

  日本是较早提出“农业的多功能性”的国家。他们认为，农业不仅仅是一个为消

费者提供食品的行业。各地独具特色的农产品生产、销售和饮食文化以及郊区农

地不失为乡村的一道亮丽风景，为维护和保存当地的传统文化发挥着潜移默化的

作用，承担着创造和传承文化以及保护环境的功能。随着乡村旅游的拓展，农家

游或渔家游等还成为了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因此，专家建议，在推进农业产业

化的进程中，应注意农业的多功能性，保护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和文化传统。 

 

  在中日农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农村现实的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家庭经营，随

着社会老龄化尤其是农村老龄化状况的加剧，务农者主要是中老年人和妇女。对

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并从技术、组织形式等多方面为其提供相应服务，在这方面

日本的“小力”技术值得学习和借鉴。专家指出，农业的现代化并不是单纯地把土地

集中、规模生产，农地的流转应以农民的意愿为前提，应充分发挥现实生产经营

者的主体作用。 

 

  专家还认为，生产单位的大小并不等同于销售规模的大小，如果有真正代表

农民利益的组织提供细致到位的服务，分散的生产也可能形成一定的销售规模，

甚至在品种数量以及种类方面比单个大的规模生产单位更有优势。我国的区域内

农产品流通以及日本的“地产地消”运动对于农产品区域循环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

用，特别是相对较小的销售半径以及不要求量而主要要求品种数目的特点，更加

有利于现实务农主体的参与，为小规模家庭经营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 

 

○ 超市的西红柿何以仅卖 9 毛 8 一斤 

 

  2008 年 12 月 9 日上午 8 点多，威海市区的“家家悦”超市的蔬菜柜台上已经

摆满了新鲜的农产品，西红柿标价牌上红色的大字格外显眼：9 毛 8 一斤。由此引

来了不少消费者挑选。超市负责人介绍，由于超市与农户建立直接的产销关系，

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直接经过“家家悦”的分销配送中心运往各个分店，没有其他的中

间环节，因此，既可以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同时也可以让利于农民，还能保

证农产品的新鲜程度。 

 

  “现在我们这里支撑老百姓生活的是超市而不是农贸市场。以前过年过节，人

们总是习惯提前购买大量的食品，肉 10 斤、20 斤地往家里搬，现在都是当天买

当天吃，新鲜不说，价格也不比平时贵。”在超市买肉的一位老大爷对记者说，“以

前我买菜什么的都是一个星期一到两次，现在每天都来超市，甚至一天来两次，

算算一个星期来超市就有十二三次。” 

 



  对于农产品主产区来说，如何在流通环节获得吅理的利益，同时提高主产区

特别是生产者在流通环节上的利益分配是人们更加关注的问题。为了让利于生产

者和消费者，就必须尽可能地缩短中间流通环节。专家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民可

以形成供销关系，但是否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却是个很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农民

吅作组织发挥作用。通过农民吅作组织的上级组织来实现对较大范围甚至是全国

农产品信息的统筹，形成全国信息大物流的概念，实现就近调配农产品的产销对

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运销成本。在此过程中，农民吅作组织和农户可以更清

楚农产品最后是怎么销售的，市场和消费者有什么反应，并且尽快指导自己的生

产和销售。 

 

○ 站在农产品销售柜台前的生产者 

 

  作为农业大省的山东省，近年来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全省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基地分别达到 850 万亩和 670 万亩。2007 年，全省农产品出口 92.5

亿美元，连续八年保持全国第一，产品销往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荣成泰祥水

产食品有限公司，与会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水产品进行专业检测，从而保证

食品安全吅格。 

 

  农业标准化的实施，农产品以及产地认证制度、农产品生产过程追溯制度以

及市场准入制度的建立都为我国的农产品安全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同时大家也注

意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能力不断提升，特别是时令蔬菜和水果，

消费者对其新鲜程度的要求愈加严格。因此，专家认为，除了在生产环节加强质

量监控外，流通环节的减少也是有效追溯农产品安全的有效措施。缩短生产者和

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直接见面、直接交流”的信赖关系，如果

农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生产者身上，这种以信誉为担保的交

易可以提前增强生产者的安全意识。专家同时指出，农产品的区域内循环必不可

少，产品的新鲜程度可以从价格上直接反映出来，进而调动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

的积极性。专家建议，还可以采取农户站柜台，或者在直销店的农产品上标明农

户的姓名、电话号码等措施督促农户按照标准化生产。 

 

  新的农产品流通方式，把生产者—消费者直接连接起来，将深刻影响我们的

生活。也许用不了太长的时间，我国农产品的流通将会有一场新的革命，也会像

今天的日本一样，从一味追求外在规模的发展向增加内涵、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方

向迈进。 

 

 （文章来源： ≪农民日报≫   2009 年 01 月 0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