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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04332.htm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

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的通知(农科教发[2007]6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机、畜牧、

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业局，各省农科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相关农业大学： 为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全面提升农业科

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根据《规划纲要》和《全国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我部制

定了《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现印发你们，

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农业科

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 二○○七年六月十日农业科技发

展规划（2006－2020年） 未来15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

临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科技作为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必将推动农业结构深刻调

整、农村经济深刻转型、农村社会深刻变革。全面提升农业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农业，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纳

入科学发展轨道，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选择。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及《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2006－2010年）》，制定本规划。 一、农业科技

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党中央国务院对今后15年我国科学和技术

发展做出战略规划与部署，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农业

科技进入新的发展起点，肩负着引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历史使命。必须立足现实，植根产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道路。 （一）农业

科技发展现状 “十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取得重大成

就，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48%。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

矮败小麦、禽流感疫苗等方面的科技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以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主体培训为重点的“科技入户”

工作深入展开，创新了农技推广机制；国际先进农业技术引

进工作成效显著，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逐步增强。农业装

备水平显著提高，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36%；农业

信息化快速发展，成为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农业科

研体系建设取得进展，科技队伍得到加强，科研条件进一步

改善，为农业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尽管如

此，面对我国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

面对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农业科技发展还存在许

多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的支

撑和引领作用还未完全发挥。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和产业发

展关键技术成果供给明显不足，除主要农作物育种外，一些

畜产品、园艺产品的品种和重大农业装备还主要依赖进口；

产前、产中、产后等系列技术集成、配套不够；拓展农业功

能，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养殖业、加工业等重点领域技术成果

严重缺乏；提高农业资源的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

品率的技术成果明显不足。二是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没有形



成稳定的科技投入机制。据现有统计结果，农业科研财政投

入占农业GDP比重仅为0.49%左右，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

，科研基础条件不能适应新时期创新任务的需要。农业科技

投入的结构、方式还不完善，一些长期性和基础性农业科技

工作尚需建立稳定的支持机制。三是创新和应用体系不完备

，还存在一些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农业科研体系条块分割

、力量分散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科研联合协作不强，导致突

破性大成果少；科研和生产还有脱节现象，农科教、产学研

联系仍不紧密；高水平农业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不稳定，农业科研与推广的体制、机制有

待进一步健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