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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2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表，这是2004年以来

的第四个关于 “三农”问题的文件。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把

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将关注的焦点放

在了“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上。2004--2007 年，中央连续发

的4个一号文件都有不同的鲜明主题。在前3个一号文件提出

的各项政策的基础上，今年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要把建设现代农业放在首位，对于保持党的农村政策的连续

性，根据发展阶段逐步地来深化农村的改革，明确农村的政

策，引导中国的农业农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是会有非常大的

好处的。 (1)文件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农业丰

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加强‘三农

’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

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2)文件分析

了‘三农’问题的形势，指出“2006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贯彻中央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局良好。在自然

灾害较重的情况下，粮食继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综

合改革稳步推进，农村公共事业明显加强，农村社会更加稳

定。但当前农村发展仍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农业基础

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依然滞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仍需付出艰苦



努力。要增强危机感，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

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丝毫不能动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

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任务丝毫不能放松，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

丝毫不能减弱，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丝毫不能松

懈”。 (3)文件强调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

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指出“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

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

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产业基础。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

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

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

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

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

益和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

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

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必须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贯穿新农

村建设和现代化全过程的一项长期艰巨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 (4)文件明确200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2007年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

针，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农业投入，

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深化农村综合

改革，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更加和谐。



确保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的好形

势。 (5)文件的主要内容。文件共八个部分，即： ①加大对“

三农’的投入力度，建立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投入保障机制

。 ②加快农业基础建设，提高现代农业的设施装备水平...... 

③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强化建设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 ④开

发农业多种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 ⑤健全农

村市场体系，发展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物流产业。 ⑥培养新

型农民，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 ⑦深化农村综合改

革，创新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⑧加强党对农村工

作的领导。确保现代农业建设取得实效。 一号文件用“六个

用“回答怎样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用现代物质条

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

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

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国家方案》 5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审议并决定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6

月4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正式公布。 根据《

联台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以及中国国情和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按照国务院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组

织有关部门和几十名专家，历时两年，编制了《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我国的《方案》是

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方案明确

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

领域及其政策措施。方案的颁布实施，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

任大国的态度，将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产生积极的作用

，也将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的贡献。 《方案》分为五



个部分，分别阐述了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

努力，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和措

施，中国对若干问题的基本立场及国际合作需求。 《方案》

指出，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

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

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

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

要。《气候公约》明确提出，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

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

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采取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方案》在分析中国温室气体

排放现状时指出，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

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

碳排放量为7 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l.31%

；l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

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

第92位。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

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的 33%.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l990年中国单

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02/美

元(2000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

，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 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下降了16.1%. 《方案》指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

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率先组织

制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

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

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

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l991-2005年中国以年

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 10.2%的增长

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

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l.43吨标准煤(以 2000年可比

价计算)，年均降低4.1%.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l5年

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

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约l8亿吨的二氧化碳

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

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l.17亿千瓦，占全

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 010亿千瓦时，占总发

电量的16.2%；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l.66亿

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

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

生态建设和保护。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

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

达到17 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

增加到2005年的l8.21%。据专家估算，l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

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

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计划生育，

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

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l3亿吨。 此外，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气候变

化的科学研究和提高公众意识等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方案》明确提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

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节

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

学技术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

全球气候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要坚持六项原则

，即：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遵循《气候公约

》规定的“共同但有区但有区别的责任”，减缓与适应并重

，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有机结合，依靠科

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以及积极参与、广泛合作的原则。 

到2010年，中国将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一是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

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

量(包括大水电)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左右

；煤层气抽采量达到l00 亿立方米；力争使工业生产过程的氧

化亚氮排放稳定在2005年的水平上；推广农业新技术，加大

沼气利用力度等措施，努力控制农牧业甲烷排放增长速度；

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 二是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力争新增改良草地2 400万公顷，治理退化、沙化和碱化草

地5 200万公顷，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力争

实现90%左右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和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得



到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达到l6%左

右，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 200万公顷；力争减少水资源系统

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基本建成大江大河防洪工程体系，提

高农田抗旱标准；力争实现全面恢复和营造红树林区，沿海

地区抵御海洋灾害的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最大限度地减少海

平面上升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 "#F2F7FB"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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