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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质生产力专题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若干思考

林万龙 　 董心意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本文从理论逻辑、时代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维度论述了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我国农业

强国建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强化农业前沿科技的研究与运用、拓展涉农新业态和培养农业新质

人才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三个核心着力点。 传统农业生产领域科技水平的突破、先进要素的

引入和集成、农业功能的跨界突破是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主要实现途径。 与此同

时，在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进程中，还需要注意处理好发展与底线的关系、提升

效率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关系、新质生产力和常规生产力的关系，注意避免把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

于现有生产力的提升、在传统农业业态范畴思考农业新质生产力、一窝蜂式的盲目跟风等三个认

识和行动上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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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Ｆ０４２；Ｆ３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７４６５（ ２０２４） ０３－ ００１８－ １０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时原创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 这一全新理

念①。 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②。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

内涵、特点和核心要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

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

力质态。” ③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加快培育和挖掘新

质生产力指明了前进方向。
２０２２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奋斗目标④。 农业强国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强劲动力。 本文就

如何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谈几点初步的思考：需要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

逻辑的视角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强

国建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发展的着力点和实现

路径，也需要处理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几对关系，避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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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时代和现实逻辑

（一）理论逻辑：新生产要素与传统农业改造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注重生产力，把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力构成了社

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推动社会进步最为关键和革命性的要素 ［ １］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运用。
事实上，关于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一直为西方经

济学者所承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Ｒｏｍｅｒ［ ２］ 和 Ｌｕｃａｓ［ ３］ 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

长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阐明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技术进

步。 技术进步实际上正是生产力发展的体现。
对于农业来说，通过技术创新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 舒尔茨指出，

突破传统农业均衡的根本举措在于供给新的生产要素，即技术和知识。 传统农业中，农业技

术长期停滞不前，生产要素的供需长期不变，农户虽然基本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但
其边际生产率很低。 若原有技术水平的生产要素进行叠加无法改变供需关系，最终还是会回

到这种低水平状态，此时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可以打破持久收入流价格高和资本收益率低的局

面。 所以新技术的引入是农业在既有资源条件下突破现有状态的关键 ［ ４］ 。 与一般性的技术

进步和生产力提升不同，农业新质生产力是由具有颠覆性、原创性和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催生，
是生产力“质”的跃迁，也将进一步催生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

（二）时代逻辑：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农业新质生产力

纵观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已发生过三次大的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从 １８ 世纪末的

工业革命开始，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开创了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 第二次科技

革命以电能的突破和应用以及内燃机的出现为标志，电力作为新能源进入生产领域，极大地

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以计算机

和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诸多领域的突

破，使得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 每一次科技革命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

速发展，还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如今，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以超出我们预料的速度和深度发生。 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人工

智能、量子计算、无线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核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革新性应用；生
命科学领域亦展现蓬勃活力，合成生物学、基因工程、神经科学及再生医学等前沿分支孕育着

颠覆性的科学突破；先进制造体系则深度融合了机器人技术、数字化进程以及新型材料开发，
有力地驱动着制造业向更高程度的智能化、服务导向型和环境友好型模式转变 ［ ５］ 。 与此同

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以跨学科交叉、跨界融合创新为重要特征，创新不再仅限于单一技术领域

的突破，更是多个前沿技术领域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从而催生新型高端产业业态 ［ ６］ 。 当

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全新的科技浪潮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全球

创新格局。
正是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这一事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论

断。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这一广阔的历史和全球视野下所提出来的时代命题，敏锐洞悉了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只有准确洞察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

这一时代背景，才能准确而深刻地领会总书记所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命题，也才能

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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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来看，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变革都会带来农业领域的革新，推动农业方式转型和

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进，一场全新的农业革命亦在同步推进。 借助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３Ｓ” 技术等先进和前沿的生物技术，有望从根本上重塑农业生产模

式，深度革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①。 基因化、数字化、工程化、绿色化、营养化成为农业产业

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自然属性正在历史性地发生着变化。 未来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将推

动资源使用效率的显著提升和产值的大幅增长。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农业发展的重大变

革，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机不可失。
（三）现实逻辑：依靠常规生产力无法实现农业强国战略目标

据测算，我国农业强国整体实现度为 ６７ ． ２％ ［ ７］ 。 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我国农业在生产

效率、科技创新、高水平人才支撑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 如图 １ 所示，２０２０ 年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约是我国的 １７ ．３ 倍、１９ ．８ 倍和 ２５ 倍。 图 ２ 展示了世界部分农业强国和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曲线。 可以看出过去的 ２０ 年中，尽管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

稳步提升，但与主要农业强国之间的差距依然十分显著。

图 １　 ２０２０ 年各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姜长云，《农业强国》 ，东方出版社，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８－ １９ 页。

二是我国前沿性科学技术发展滞后，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 ２０２１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 ６１ ．５％，但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普遍在 ８０％左右 ［ ８］ 。 从技术类型来看，
据估计，我国农业科技领域内，国际领跑型、并跑型和跟跑型技术分别占 １０％、３９％、５１％，仍
存在基础研究薄弱、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②。

三是我国高水平农业科技人才支撑力度不足。 中国每万名农业从业人员中对应的农业

科技人员数量为 ３２ ．４ 人，而美国则高达 ７８ ． ２ 人，这显示出两国在农业科技人才密度上存在

的显著差距。 不 仅 如 此， 在 体 现 尖 端 科 研 实 力 的 高 水 平 农 业 科 学 家 比 例 方 面， 中 国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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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中国数字农业白皮书》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ｉｉ．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９７ ／
２７５５ ． ｈｔｍ。

参见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农业现代化辉煌五年系列宣传之六：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科技创新支撑引领

农业农村现代化》 ，２０２１－ ０５－ １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ｈｓ．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ｇｈｇｌ ／ ２０２１０５ ／ ｔ２０２１０５１４＿６３６７６９０ ． ｈｔｍ。



０ ０４９％，远低于美国的 ０ ．７３８％，这揭示了两国在顶级农业科技人才储备上的巨大鸿沟 ［ ７］ 。
以上分析说明，如果没有新质生产力带来农业生产率的颠覆性跃升，以目前的发展趋势，

我国农业很难追赶上其他农业强国，还可能造成日益加剧的差距。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各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按劳均农业增加值计算、农业增加值按 ２０１０ 年美元

不变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二、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着力点和实现途径

（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着力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的三大基本要素，三者

共同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 ９］ 。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可以从生产力的

上述三个核心要素层面来着力。
１ ．劳动工具层面：强化农业前沿科技的研究与应用

新质生产力的“新质”关键在于它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体系的根本性革新与跨越性提升。
构成新质生产力劳动工具核心的科技创新必须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而非常规意

义上的科技进步或仅在既有技术基础上的边际改进。 农业新质生产力首先表现为在农业领

域引入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前沿农业科技。 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农业前沿科技应为能

够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方式、跨越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原创性、革命性

前沿农业科技。
从全球视野来看，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在农业中的交叉融合特征日益明

显，这种科技范式跨越了传统的学科和产业领域界限，以高精尖技术的深度融合为标志，涵盖

了诸如信息工程、基因组精准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具有革命性影响的技术分支。 以新质生产

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必须把强化农业前沿科技的研究和应用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
　 　 ２ ．劳动对象层面：大力拓展新的涉农业态

农业科技变革进一步催生了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型农业业态。 在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

命的浪潮中，现代农业产业变革也在蓬勃发展，“农业 ４ ． ０”时代的变革方向显然不是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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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单一的传统农业业态。 未来农业的发展已经跳脱出传统框架，农业发展呈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的特征，产业链条持续延伸。 涉农产业新业态作为构成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对象，将促使

“农”的内涵不断拓展和深化。
因此，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必须跳出目前关于农业业态的传统思维。 新质生

产力极大拓宽了“农”的边界。 合成生物学、干细胞育种等颠覆性技术推动细胞工厂、人造食

品等新业态。 个性化营养与健康衍生出食品定制新产业。 基因工程、智能装备极大压缩了农

业的自然属性，使农业第一产业属性大幅下降，第二产业属性日益明显。 蓄势初现的农业新

产业新业态，已初步展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
３ ．劳动者层面：着力培养农业新质人才

新质生产力是最前沿、具有原创性和革命性科技成果的体现，与此相适应，从劳动者角度

来看，农业领域的新质人才显然既不是传统的小农户，也不是目前一般意义上的高素养农民、
专业大户。 新质生产力所对标的劳动者一定是掌握前沿科技能够作用于涉农新业态的农业

从业人员，是具有原创精神、具备交叉学科素养、掌握前沿科技的高素质创新性人才，这类新

质人才更能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相契合、相适配。
具体来说，农业领域的新质人才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新质人才指的是那些在农业

科技领域开展原创性、关键性科技突破的科学家。 他们致力于科技创新，不断推动农业科学

理论和实践的边界拓展，从而引领整个农业产业的科技进步。 第二类新质人才是指熟练掌握

并应用这些现代农业高科技成果的专业从业者，包括智能农场运营者、农业大数据分析师、精
准农业技术从业者等。 此类人才凭借对高端科技的娴熟掌握和应用，积极推动并实现了农业

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着力强化创新性人才培养。 当前，我国在涉农人才的培养环节面

临多方面挑战与不足，较为普遍地存在知识体系陈旧、知识结构过窄、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不能很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具体表现为：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更新速度滞后于

农业现代化进程，涉农高校的课程体系依然大部分聚焦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往往未能及

时反映现代农业科技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现有涉农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过于局限，存在

“宽而不深” “跨而不融”的问题，对新兴交叉学科在农业领域的融合应用关注度不够 ［ １０］ 。 为

了有效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着力培养具备深厚专业知识、宽广视野和卓越创新能力

的新质人才队伍至关重要。
（二）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主要实现路径

在我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战略布局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应用将发挥关键作用。 这一

战略性进程不仅体现于对传统农业模式的颠覆性创新，更在于深入挖掘和构建全新的农业发

展动力体系。 概括来说，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主要有以下三条实现路径。
１ ．农业传统生产领域科技的原创性突破

传统农业生产领域科技的原创性突破，不是指传统农业生产领域那些普通的科技进步、
边际上的改进，而是要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是指那些在原理、路径等方面完全不同于现有的

技术路线，能够对原有的工艺、技术方案进行替代的农业科学技术。 目前，农业新质生产力已

经在生物育种、可持续农业（农业碳中和、生物疫苗、土壤检测、土壤清洗和修复、生物质开发

技术） 、盐碱地开发利用、食物来源拓展等领域显示了强大的效力。
常规育种到生物育种的突破是这一路径的典型案例。 生物育种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对传

统作物进行基因改良和选育，从而研发出优质新品种。 以水稻育种为例，现代生物育种技术

通过综合运用分子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人工诱变、基因编辑等手段，深入挖掘和利用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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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优良基因，实现了对水稻的精准高效育种，从而培育出具有高产、优质、多抗、高效、绿色

特性的新品种 ［ １１］ 。
２ ．全新先进生产要素的引入和集成

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农业领域的发展也不仅止步于单一先进

技术的引入，还要将其加以多学科交叉整合、配以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的创新联动，最终

构筑出一个高度集成化、现代化的农业运作新模式。 美国国家科学院所展望的 ２０３０ 年农业

科技五大创新突破中，前三条突破 （ 多学科交叉和系统方法、传感技术、数据科学和信息科

学）实际上都属于全新先进生产要素在传统农业中的引入和集成应用 ［ １２］ 。 智能农机装备、智
慧农业、数字农业、植物工厂等领域的产业发展，都是全新先进生产要素在农业领域引入和集

成的典型体现。
以智能农业为例。 许多农业发达国家已将物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中，比如在农田中

安装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养分含量、光照强度等参数，通过无线传输网络将

数据传送到数据中心，进行智能分析后指导农户精确施肥、灌溉和开展病虫害防治。 德国

Ｉｎｆａｒｍ 公司将现代信息技术、工程技术运用于植物工厂的构建，通过高容量、自动化、模块化

的种植与配送中心，使粮食生产效率比传统土壤农业高 ４００ 倍，展现未来农业的高效潜

力 ［ １３］ 。 采用先进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化养猪场，通过智能化饲喂、全自动温度控制、数字化管

理等系统手段，不仅能节约成本、提升成活率、增加经济收益，还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实
现了每养 １ 万头猪只需 １０ 人管护的智能生产模式①。 通过新先进生产要素在农业产业链条

中深度整合和系统集成，促使农业从单一的传统模式向多元化、智能化和可持续化方向转型。
３ ．农业功能的跨界突破

农业功能的跨界突破标志着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内涵和外延的深刻拓展。 涉农产业虽然

仍以动植物为生产对象，但其功能不再局限于单纯地提供满足人们常规的食品需要，必将是

向多元化和多领域方向拓展。 生物制造、细胞农业、兽医公共卫生、生物医学和生物制药、食
品营养健康等新兴业态的发展，极大重塑了涉农新业态。

生物制造领域属于典型的农业功能的跨界突破。 据预测，全球生物制造产值接近 ３０ 万

亿美元，被认为具有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潜力，是世界各国竞争的热点②。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美国启动了“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计划” ③。 我国《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将

生物制造产业的发展列为重点推进的项目之一④。 生物制造借助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广泛涉

及医药、化工、材料、能源等多个高科技领域。 例如，２０２１ 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和氢气到淀粉分子的人工全合成，合成淀粉的效率约为玉米淀粉合成

的 ８ ．５ 倍，理论上 １ｍ ３ 大小的生物反应器的年淀粉生产量相当于约 ０ ． ３３ｈｍ ２（ ５ 亩）玉米地的

年淀粉产量 ［ １４］ 。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首次实现了利用乙醇梭菌以工业尾气一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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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数字化养殖案例———汇尔盛农业科技发展（ 江苏） 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 １１－ ２２，ｈｔｔｐ： ／ ／ ｎｙｎｃｔ．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２ ／ ａｒｔ＿１３２５１＿１１０７７９９０． ｈｔｍｌ。

参见美国白宫政府发布的 《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２０２２－ ０９ － １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２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ｉｄｅｎ⁃
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

参见美国白宫政府公布的《Ｂｏｌｄ Ｇｏａｌｓ ｆｏｒ Ｕ． Ｓ．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Ｂｏｌｄ⁃Ｇｏａｌｓ⁃ｆｏｒ⁃Ｕ．Ｓ．⁃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Ｇｏａｌｓ⁃
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参见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员 会 《 “ 十 四 五 ” 生 物 经 济 发 展 规 划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ｚｃｆｂ ／ ｇｈｗｂ ／ ２０２２０５ ／
Ｐ０２０２２０５１０３２４２２０７０２５０５． ｐｄｆ。



（ ＣＯ）为主要原料生产蛋白质，并已形成万吨级的工业生产能力 ［ １３］ 。 又如，运用真菌蛹虫草

打造的“细胞工厂” ，能够将秸秆和丢弃的菌渣等农业废料转化为具有高附加值的抗癌药物

喷司他丁，实现了高回报的农业生物经济 ［ １５］ 。 合成生物学与干细胞育种等颠覆性技术引领

了细胞工厂和人造食品等新兴业态的兴起 ［ １６］ 。 生物制造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

径之一，推动了农业实现从单一食品生产功能向多功能、跨界融合的方向发展。
农业功能的跨界突破对我国目前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和科研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农

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关联性日益紧密，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与融合。 一方面，这种转变要求行

政管理体制必须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有效地引导和协调多方资源，支持新型农

业业态的发展。 另一方面，科研体制也需要与时俱进，打破原有的单一学科界限，鼓励跨学科

交叉合作，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以适应农业功能

多元化、现代化的需求。

三、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必须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

征。 在中国国情和农情基础上，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必须特别注意处

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发展和底线的关系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首先确保粮食安全底线。 在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

的进程中，必须时刻把握人口规模巨大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从人地关系来看，作
为一个有 １４ 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凭借仅占全球不到 ７％的耕地资源，养育了地球上大约 ２２％
的人口。 从粮食需求来看，近年来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连创新高，但粮食进口依存度也高，约占

国内粮食总产量的 ２０％左右 ［ １７］ 。 基于这一国情农情，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显著不同于

其他国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极端重要。
因此，无论我们在探索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时采用何种创新形式或技术路径，都不应忽视

粮食生产作为国家命脉和战略安全基石的地位。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不仅为了提升效率，
更要注重使传统与现代、常规与高新在粮食生产中达成和谐共生，共同服务于我国粮食安全

大局。
（二）提升效率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关系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每次重大创新的出现都伴随着新旧关系的演替 ［ １８］ 。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会带来部分旧生产力的淘汰。 聚焦于农业领域，虽然农业前沿科技、新型

涉农业态和农业新质人才能够大幅提升农业效率和质量，驱动我国农业实现深层次转型与全

面提升，但由于其技术门槛、规模经济效应、农业内部资源分化等问题，同时也可能导致小农

户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面对这一矛盾，不能为了固守稳定性而放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历史机遇。 从历史

角度看，英国虽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却未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 这一

现象背后，造成英国丧失先机的部分原因在于，为了不“破坏”而放弃了“创造” ：考虑到新技

术的产生和应用会带来工人的失业，因此当时英国工会运动抵制技术革新，强制推行充分就

业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创新，影响了国内工业重建的步伐和整体经济增长

率 ［ １９］ 。 由此可见，若为了固守部分人一时的利益而错过了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窗口期，导
致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速放缓，长期看可能会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 在全球化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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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激烈的今天，对于中国来说，我国要提高整体国际竞争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势在必行。
但同时，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也不能唯效率论，单纯追求农业生产效率的提

升。 我国仍有近 ５ 亿农民居住于中国乡村，近 ２ 亿人就业于农业产业，同时全国 ９８％以上的

农业经营主体仍是小农户①。 基于我国国情，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不能排斥或淘汰传统农民

及小农户，而是在于构建一个包容性更强、利益联结更紧密的农业生产体系。 在以新质生产

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有必要采取更具包容性与普惠性的策略，从而使广大农民和

广袤乡村在农业强国建设进程中实现包容性发展，促进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
（三）新质生产力和常规生产力的关系

新质生产力，重在“新”和“质” 。 新是创新的“新” ，质是高质量的“质” ，是质变的“质” ，
代表着生产力各要素质的跃升。 “新质” 蕴含着其独特性和稀缺性的特点。 所以，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往往是点状的、局部的突破，不可能在农业的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同步实现全面覆盖。
相对而言，常规生产力则是农业领域普遍采用的生产力形态。 新质生产力和常规生产力在农

业现代化进程中相辅相成，前者作为点状突破，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的增长点和可能性，后者则

通过全面提升，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
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力既不能因循守旧，也不应喜新厌旧。 一方面，不能一味固守传统只

追求常规生产力，不发展新质生产力。 仅依靠现有的农业资源和农业技术水平，没有前沿科

技创新的支撑，未来将难以满足全国人民在小康水平下的食物需求 ［ １７］ 。 另一方面，也不能盲

目追求新颖发展新质生产力，而放弃常规生产力。 我国当前仍然是以小农为主的国家，还存

在大量的传统农业产业，这是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 所以，在“大国小农”国情背

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不能放弃常规生产力的提升，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

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避免的几个误区

（一）不能把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现有生产力的提升

从历史角度看，生产力发展从未间断，但不能把所有的生产力进步均称之为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不能把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先进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３ 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提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

催生。” ②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增加或局部的优化改进，而是推动

实现从原有状态向新阶段的发展或跃迁，这种生产力形态通常源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

融合和突破，从而导致生产力性质发生根本性转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前沿性。 在推动农

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随意将任何新技术进步都冠以“新质生产力”的标签，不能将一

切农业科技进步均算作新质生产力范畴。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一定

是有重点的，一定是先呈点状突破的，不能漫无目的、大而化之地一把抓。
（二）不应在传统农业业态范畴思考农业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 “ 大农业观” ，指出要 “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

向” ［ ２０］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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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ｐｃｓｊ ／ ｒｋｐｃ ／ ７ ｒｐ ／
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

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９１９８３４ ． ｈｔｍ。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①涉农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
拓展“农”的边界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延伸，引领涉农新兴产业、新兴业态的培

育与发展。 在探索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时，应当立足于新的视角，跳出传统农业框架，树立

“大农业观”思维，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产业业态的跨界变革。
（三）避免一窝蜂式的盲目跟风和无差异化复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着重强调：“发展新质

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②在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从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出发，从现实生活需求出发，不可采取过于激进

或短视的策略，而应结合当前发展阶段，构建适应性与韧性的机制，稳步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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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ｙ ｅｑｕ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ｉｇｉｄｌｙ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ｂｌｉｎｄ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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