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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现代农业是指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

。在按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划分的农业发展史上，是最新发展阶段的农业。主要指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  

      2012年召开的&ldquo;十八大&rdquo;和2013年下发的党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扶持三农做出具体

安排，尤其是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广大农民群众发家致富走进小康社会给以了重点关注，十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表示，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要因地制宜

，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ldquo;一刀切&rdquo;。

      一整套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形成和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由经验

转向科学，如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育种、栽培

、饲养、土壤改良、植保畜保等农业科学技术迅速提高和广泛应用。

      现代机器体系的形成和农业机器的的广泛应用，使农业由手工畜力农具生产转变为机器生

产，如技术经济性能优良的拖拉机、耕耘机、联合收割机、农用汽车、农用飞机以及林、牧

、渔业中的各种机器，成为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使投入农业的能源显著增加，电子、原子

能、激光、遥感技术以及人造卫星等也开始运用于农业；良好的、高效能的生态系统逐步形

成。

      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如农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工、企业

分工日益发达，&ldquo;小而全&rdquo;的自给自足生产被高度专业化、商品化的生产所代替，

农业生产过程同加工、销售以及生产资料的制造和供应紧密结合，产生了农工商一体化。

      经济数学方法、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企业管理和宏观管理中运用越来越

广，管理方法显著改进。

      现代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

使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和农户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

      发展现代农业，是科学发展观在农业农村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落实。通过建设现代农业，

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集约使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竞争力，实

现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

集约、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保护生态环境，把农业和农村发展真正纳入科学发展

的轨道。

      不完全统计，园区累计引进培育农作物新品种 3.82万个，推广新技术 1.6万项，建成新技术

核心区 300 万亩，示范区 5000 万亩，技术扩散区 2 亿亩。园区农业科技贡献率约60％，科技

成果转化率超过 70％。园区入驻涉农企业达 6376家，年产值 4827亿元。园区累计培训农民超



800 万人，2013 年园区吸纳农村就业人数达到 76.3 万人，园区平均农村纯收入高出周边地区30

％以上。

 2012-2015年我国现代农业园区数量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现代农业市场供需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十八章

。首先介绍了现代农业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现代农业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现代农业

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现代农业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现代农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现代农业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现代农业产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现代农业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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