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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出发,对日本、美国、西欧等发达地区以及中国的江苏、浙江、

山东等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了归纳,并对我国和世界先进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实践进行

了总结。以此为基础得出必须因地制宜地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大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

从业者素质,注重发展农业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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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developed regions such as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as well as in developed regions such as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dong in China. It also 

summarizes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in China and advance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Based on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pat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crease 

government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actitioners, focus on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take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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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关系到国计民生。

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

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概念第一次明

确提出是在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农业与农

村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目前在学术领域对其含义

的理解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者将其看作“农业现代化”含义

的扩展,有的则将其视为“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

民现代化”三者含义的综合体。“农业农村现代化”应从农村

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农民生活等多方面的角度,以有机

的整体视角来看。 

1 中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模式 

1.1外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已有相当长一段

时期,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国外的农业和农村

的现代化则是以农业现代化为主。日本、美国、西欧等国家的

农业现代化模式值得关注。 

1.1.1日本模式。日本是一个缺乏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的国家。在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尤其是生物科技的基础上,通过科

技创新,发展适合当地特色的农作物品种,实行精细的农业生产,

持续提高耕地生产力,扩大农产品供应。日本在技术、资金等方

面集约化投资,加速农业近代化进程,走资源节约型、技术集约

型的现代化之路。  

1.1.2美国模式。美国国土广袤,物产丰富,气候适宜,拥有

全球最大的耕地面积,农业发展条件得天独厚,但劳动力相对贫

乏。美国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依据自身发展条件,研究生物科

技并使其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促进农业的土地生产

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并且,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将农用机械

进行了升级改造,推动机械替代劳动力、畜力,大幅度地扩大了

生产经营规模,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发

展模式可以用高效率来总结,即在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方

面都有很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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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西欧模式。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有着很强的工

业基础,而农业现代化的方式则是以现代化的工业设备为核心,

以机械化的方式来提升生产力。此外,欧洲各国也十分重视发展

和推广现代科技,利用生物技术来提升土地生产力。西欧各国注

重农业农村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探索出一条适合本

国的农业技术密集、机械自动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2国内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模式  

由于我国各区域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都有较大的差异,

因此,每个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均不相同。其中,我国东部沿

海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目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并已

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  

1.2.1江苏模式。江苏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个以农业为

主的省份,其“三农”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不少的成功

经验。江苏省整体工业化程度高,一些城市已经步入了工业化

的后期,其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都比较好。但是,江苏是一个

人口稠密、土地资源紧缺的地区,工业化的发展也推动大批的

农村劳动力引入城市就业,农村劳动力相对匮乏、资源与环境

矛盾十分突出。因此江苏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第一要

务,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型,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发展道路。 

1.2.2浙江模式。同样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大省,浙江

省地域分布广,地形地貌差异较大,各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农业、乡村的现代化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别。

根据这一状况,浙江省以发展特色农业和高效生态农业为突破

点,通过优化种植布局,提高土地、劳动力和生物资源的利用率,

从而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依据市场的需要和价格,合理

地选择适合的农作物品种,以达到增加收益的目的。   

1.2.3山东模式。山东的潍坊模式是以其特有的制度为基础,

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初步发展。当地政府通过积极参与到农业

现代化的进程中来,极大地解决了仅仅依靠市场无法解决的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之间的有机联系的问题,从而提高了农民组织

化程度,克服了农业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同时,在政府的扶持下,

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城乡关系的良性格局逐步形成,

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县域经济。 

2 中外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模式特点  

2.1发达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特点  

2.1.1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美国的模式特点是以推广运用农

业机械为主来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该举措既解决了美国

劳动力不足的窘况,又提升了农产品的供应量。日本同样以农业

技术创新为突破点,在学习吸收国外的农业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例如日本对美国小型拖拉机

的本土化改造,推广运用到了本国的农业生产中,极大地提升了

农业劳动生产率。 

2.1.2以工业反哺农业。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日、美、

西欧都把重点放在了以工业为主导的农业发展上,并且大力推

进了现代农业科技的普及与应用。将现代机械产品和生物化工

产品广泛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使其达到利用工业机械技术提高

劳动生产率、利用生物化学技术提高耕地产量的目的。 

2.1.3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高。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农业竞

争力的国家,美国政府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给予了大力支

持,并制订了大量的农业政策以高效发展农业。美国出台的一系

列农业政策主要以增加农业信贷、强化农业农村资源保护、提

高农产品价格补贴等为手段,确保农民得到较大的收益,保障农

产品的稳定供给,维持农业的市场流通和秩序,促进农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而日本政府同样在农业价格补贴上制定了相关扶持

政策,并且在基础建设和技术开发等方面增加了资金投入以大

力发展农业。西欧国家则是在农业信贷及价格补贴,农业发展结

构,农业市场秩序,农业科技发展等领域有广泛的关注。 

2.1.4农业组织化水平高。随着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

进,美国的农户数量不断增加,美国的农业生产和管理也逐步

转向了大农场,逐渐提升了美国的农业组织化水平。虽然日本

的个体农民数量很少,但建立农业合作社对农业生产、信贷保

险、统一采购、共享基础设施等对日本农业组织起到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 

2.2国内发达省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特点  

2.2.1“三产”融合发展。江苏以生态发展为先导,以发展

农业为主,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涵盖农村生态保护、休闲观

光旅游和乡村文化传承。浙江作为“千万工程”的试验点,注

重以产业融合、全面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带动农村产业结构

优化,以促进“三产融合”,极大提高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山东的农业基础雄厚,第一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并大力助

推三产融合,以此在农业加工业和涉农生产性服务的一体化里

有了一定的成功。 

2.2.2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

程中浙江致力于加强传统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积极

培养优秀的小农户,以有效的小农户利益增值实现方式,带动具

备较长期稳定耕作能力的小农民适当扩大经营规模,逐渐成长

为现代经营主体。为了克服小农民发展面积小、劳动力不足的

困难,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对农户开

展相关先进农业技术的培养课程,提高其在现代农业下从事农

业经营的能力。 

2.2.3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浙江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

化过程中,十分注重公共服务的建设,构架了城乡统筹建设管理

格局,城乡基础设施同规同网,极大提高了城乡的整体协调发

展。江苏省按照城乡统筹规划的目的,将耕地集中到农业园,把

工业经济水平提高的成功实践运用到了农业生产上。山东省促

进“三产”的高度融合,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较发达的区域,生产

力有效提升,就业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3 中外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的经验启示  

3.1加大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政府对农业农村的大力扶持是农业农村走向现代化不可缺

少的一环。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大国,在其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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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均建立并健全了农业保障与保护制度。日本等后来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在基本结束工业化进程之后,也都发挥

了政府的重要作用,采取了工业带动农业的方针,使得它们在短

期内迅速地改善了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因此,必须加强政府的扶

持与保护,以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3.2因地制宜地走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经过对中外成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可以发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发达国家

和地方的发展模式都与其本身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征是匹配的。

例如美国,基于本国耕地面积、地形和自然资源禀赋优势,选择

了规模经营模式；日本在自然资源短缺、耕地资源紧缺的情况

下,积极开发农业机械技术,逐渐形成了技术密集型的农业生产

方式。因此,在借鉴发达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中,更要因

地制宜地走符合当地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发展之路。 

3.3提高农业工作者素质是根本  

单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是无法完成现代农业的。农业现代

化需要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所以,现代农业的

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农民。农业人才素质的提升离不开健全的

农业教育制度。这一点,发达国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我国目前

拥有大量的劳动力,但从事农业的工作者的农业知识储备和农

业相关技能水平却不高。因此加强农业工作者的农业教育,提高

其素质和技能水平,是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3.4坚定走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农业与乡村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遭

遇了曲折,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大量使用化学工业品

如农药、化肥等,造成土地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使农业和农

村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将不破坏农村生态环境作为第一要义,抛弃以破坏生态环境

为代价的农业农村发展方式,推动绿色生态农业的大力发展,走

农业农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  

4 结语 

农业是立国之本,在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要

坚持历史的、辩证的、统一的、发展的观点,在高度尊重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道路选择的基础上,把历史上国内外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加以吸收和创新,并不断补齐

自身发展短板,努力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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