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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49_648250.htm 导读：为帮助考生查漏补缺，

务实基础，百考试题特整理2011年中级经济师考试农业实务

预习笔记供考试参考。第一章 现代农业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

一节 现代农业 一、现代农业的内涵 所谓现代农业，是以保障

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劳动力就业、维护生态环

境 等为主要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现代工业技术

及其装备、现代管理技术、现代农产品加工技术、现代农产

品流通技术及其营销为基础，通过市场机制把产供销、贸工

农相结合，由现代知识型农民和现代企业家共同经营的一体

化、多功能、高效率与高效益的新型农业。现代农业的基本

特点是物质和能量开放式循环，从农业以外投放大量的能源

和物质，因而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现代农业的基本

特征 世界发达国家建设现代农业的三类道路选择：第一类，

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等，发展劳

动力节约型技术（如农业机械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

要目标；第二类，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如日本

和荷兰等，发展土地节约型技术（如精耕细作和作物品种改

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要目标；第三类，土地、劳动

力比较适中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

地生产率并重为主要目标。 总结国内外现代农业经验，现代

农业的基本特征有： 第一，农业技术的先导性：现代科学技

术 第二，农业要素的集约性：现代科技、资金、人才、信息

等要素 第三，农业功能的多元性：食品供给、农业环保、农



业观光、文化传承 第四，产业经营的一体性：生产、科研、

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一体化 第五，农业效益的综合性：经

济效益、生产效益、社会效益 第六，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三、现代农业的主要内容 现代农业的核

心是科学化（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特征是商品化（

面向国内外市场的高度商品化）；方向是持续化（追求农业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产业化（产供销和贸工农的一体化产

业体系）。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农业生产条件现代化：机

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第二，农业生产技术科学

化：良种化、化学化、机械化。第三，农业生产经营市场化

：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市场化。第四，流通与消费的现

代化：农产品物流、期货交易。第五，农业发展的可持续化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第六，农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

商品化：社会协作、专业分工、商品化经营。 四、我国现代

农业发展阶段与主要类型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摸索和起步阶段（1949-1978年）。1957年，

现代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同义语，被首次提出。第二阶段

，基础和展开阶段（1978-2000年）。第三阶段，攻坚与实质

阶段（2001-今）。 我国现代农业的主要类型包括生态农业、

有机农业、精确农业、数字农业、都市农业、观光农业、种

源农业和能源农业。 生态农业是将生态理念运用到农业中的

一种新农业，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新型综合农

业体系，实现高产、优质、高效与持续发展目标。 有机农业

是一种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产调

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体系。 精确农业是指利用全球

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系统等现代高新技术，获取



农田小区作物产量和影响作物生长的环境因素以及实际存在

的空间及时间差异性信息，按需实施定位调控的“处方农业

”。 数字农业是指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等现代高新技术，对

农作物发育生长、病虫害发生、水肥状况变化以及相应的环

境因素进行实时监测，定期获取信息，建立动态空间多维系

统，模拟农业生产过程中种种现象。 都市农业是指在都市化

地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

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为人们休闲旅

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提供场所。 观光农业是指与旅游相

结合的一种消遣性农事活动。 种源农业，是以种养殖业的良

种建设工程为核心，通过良种产业化和生产规模化的新兴农

业。 能源农业是有目的地生产生物质能含量大、利用价值高

的农作物，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将凝结在农作物中的生物质

能开发出来，将其转化为可供直接利用的能源。 五、我国现

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存在五方面的问题：

第一，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投入不足，资金分散。第二，科

技水平落后，人力资本水平不高。第三，农业基础设施仍然

薄弱，许多设施陈旧老化。第四，农业管理体制不健全，难

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第五，要素市场，特别是支撑现代

农业发展的市场发育不足。 六、建设现代农业的主要措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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