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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近日，记者从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4 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农业科研体制改革，
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预计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将达到 55.6%。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
联盟成立大会上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稳粮增收调结

构、提质增效转方式，对农业科技创新提出了
更新、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事实上，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
设和技术集成推广力度。在国家大力推进农业科
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代表着
什么？科技进步又如何融入现代农业的“肌体”？

2013年，《中国好声音》让人们记住了那个有着甜甜的笑，止步四强却虽败犹荣的
女孩———姚贝娜，随着《甄嬛传》的热播，一曲《红颜劫》，姚贝娜甜美的声音红遍大江南
北。

许是红颜薄命，前几天，媒体满屏都是有关她的消息，然而却是哀婉的送别，这位
坚强的歌者因为乳腺癌而英年早逝，顿时让所有人惊愕不已，哀悼的同时，更多的是扼
腕般的痛惜，回想之前与她一样因病过世的李媛媛、陈晓旭、梅艳芳。健康，再次跃入我
们的眼帘，也给每个人又一次敲响了警钟。如何让悲剧不再发生？

2015，让我们开启生态年

加入联盟 2015计划，尊享私贵，放心享用联盟精挑细选的安全放心好食材。全部是基地直
采，品质保障，现在，珍稀生态年货和礼品装限量版已经上市，送家人，送朋友，都可以找到放心年
货了！

为了孩子和家人的健康，2015，选健康年货，开启生态年！

联系电话：010-84378226 13691056068 13911051048
淘宝店铺搜索：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盟

其实，回望我们身边，隐患不仅来自于健
康方面，更多来源于我们日益离不开的食品，
近些年，三鹿奶粉、染色馒头、病死猪肉、福喜
事件、味全饲料油，让消费者不放心的安全事
件层出不穷……

从咸鸭蛋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银耳里我
们认识了硫磺，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木
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而从牛奶里我们又认识
了以前默默无闻的三聚氰胺……

消费者心中的安全防线不断被瘦肉精、苏丹
红、塑化剂、地沟油、工业卤水冲击着，一时间，我
们变得越来越草木皆兵。

食品安全问题有多严重？让我们来看看它对
一个企业的杀伤力有多大。三聚氰胺事件将一个

百亿级的企业瞬间摧毁。企业顿感生存的日渐艰
难，消费者逐渐丧失了安全感，在食品安全的危
机面前，大家似乎都是输家。

连续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以“食”文化著
称的中国人，在拿起筷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心里
不禁打起了小九九，我们身边还有多少安全食
品，现在的我们还能吃什么？

而，饭总还是要吃的，人也不能因噎废食，关
键是我们要吃什么？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健康的观念
也日益深入百姓心中，在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时，绿色、生态、无公害的食品理所当然就成了人
们的最佳选择。消费者不仅日常饮食关注着健
康，逢年过节，也讲求绿色、生态、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原生态食品渐受推崇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递增的背后
姻本报见习记者秦志伟

近期，全国多个省市出现奶农“卖
奶难”。自 2008 年至今，短短几年已经出
现两次“卖奶难”现象，呈现明显的普遍
性与规律性，暴露出我国奶业发展存在
深层次的政策问题。对此，最大的制约
因素是我们的认知不够，绝大多数分析
仅仅停留在技术或者现象层面上，比如
进口冲击、质量偏低、饲养成本过高、养
殖技术水平低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被议
论 10 年，将来还会被议论，但是造成这
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国奶业的出路
在哪里？

2008 年至 2013 年，我国奶业出现
负增长，而同期进口乳制品年增长率超
过 30%。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奶业质量安
全状况依然不稳定，又有境内外借机炒
作，夸大危害，抹黑国产乳制品，导致广
大消费者对国产乳品心存疑虑，消费信
心低迷；二是长期以来我国奶业链中利
益分配严重不平衡，奶农处于弱势地位，
效益一直偏低，造成优质奶源供应不足。

由于奶粉是婴幼儿的必需食品，如
果过度依赖进口，不仅导致我国奶业失
去了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的制高点，而
且很多家庭都要为之付出代价，也可能
成为社会问题。为此，建议实施优质乳工
程。优质乳工程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是
创建优质乳标识制度；二是保障优质原
料奶的稳定生产供给；三是全面实施乳
制品加工工艺标准化监管。

优质乳标识制度的创建、运用和监
管是“优质乳工程”的核心内容和首要条
件。优质乳标识的含义是要求每一盒乳
制品包装上都要明确标识原料奶的质
量等级和加工参数。这既是实现消费者知情权的基本
法律要求，也是引导乳品加工企业把大量广告投资用
于收购优质原料奶的有效措施。只有当乳品加工企业
真正需要收购优质原料奶时，才能让生产优质原料奶
的奶农得到优质回报，实现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避免
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通过了解其质量等级和加工程
度，真正做到明白消费、安全消费、有信心消费，这是提
升国产乳制品消费信心的根本途径。

大力推动奶牛养殖技术升级，以保障优质原料奶
的稳定生产和供给，是“优质乳工程”的基础。近 20 年
来，国内奶业科研人员组成优势团队，从饲料资源利
用、奶牛营养代谢机理、牛奶品质形成的营养分配途径
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技术创新。同时，
制定了适合国情的中国奶牛场《良好农业规范 GAP：
奶牛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国家标准和优质生鲜乳生
产的奶牛饲养管理技术规范，确定了优质原料奶生产
全过程的关键控制点。通过把技术创新与标准规范组
装集成，不断在生产实践中试验完善，最终形成了“优
质乳生产的奶牛营养调控与规范化饲养关键技术”成
果，已经在生产中得到验证和示范，为我国奶牛养殖业
实现从数量发展到优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全面实施乳制品加工工艺标准化监管，彻底消除
企业过热加工的乱象，确保为消费者提供营养丰富、安
全可靠的优质乳制品，是优质乳工程的保证。我国的乳
品加工企业普遍存在过热加工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些
企业低价收购低质的原料奶，细菌数量高，只能依靠过
热加工来灭菌，可谓“一热遮百丑”。但是，过热加工又
会严重破坏牛奶的营养成分，比如，维生素 C 的损失
率达到 30%，使牛奶失去应有的营养作用。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原
副所长，现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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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自新世纪指导“三农”工作的第 9 个中央
“一号文件”发布以来，有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这一指标引起了学界、政界和社会大众的普
遍关注。

据了解，早在 1997 年，农业部科技司就把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设计的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作为农
口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统一使用方法。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份额 ，它是衡量区域科技竞争实力
和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综合性指标，反
映了科学与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效
果。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广义技术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这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它反映在经济增长中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
大作用的相对关系。”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这样解释。

而科技进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仅包括自

然科学技术进步的称为狭义的科技进步，在狭
义科技进步基础上，再包括政策、经营管理和
服务等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的，则称为广义的科
技进步。

“我们测算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广义
的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的贡献
份额。”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吴敬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国家每年向社会公布前一年的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数据显示，2008 年至 2013 年，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50%提升到 55.2%，平均
每年提升 0.87 个百分点，到 2014 年预计达到
55.6%。

总的来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
有所提升，但幅度较小。从平均贡献水平来看，
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早在 1996 年，
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欧美用法）
已经达到 55%，日本则达到 70%。

科技进步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渐递增的背后，又
有哪些政策性的含义？

吴敬学指出，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经
济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和要素追加共同作用
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它的
发展状况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发展速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我国特有的
国情和农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未来农业增
长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吴敬学
告诉记者。

在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
究员赵芝俊看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具有
现实意义。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农业科技
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已经超过全部要素 （资
本、劳动、土地等）投入之和，成为农业经济增

长最主要的驱动力，也标志着我国农业经济
增长逐渐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为标志的粗放
型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为标志的密集型
增长转变。

由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估算结
果表明，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 （绝对
量）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说明农业科技
进步已经和正在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发挥
着稳定支持的作用。“依靠科技进步加速我国
的农业经济发展应该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赵
芝俊说。

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农业生产中究
竟发挥多大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省副
省长徐南平曾表示，科技进步贡献率更像是个
学术指标，值得进一步研究。在我们的工作中，
并未把它当作直接的工作目标，而是科技进步
的综合体现。

凸显政府主体作用

谈及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赵芝俊表示，农业科技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
术，而且还应包括农业经营管理和服务技术。
农业与农村政策、科技政策对农业科技进步都
会产生重要作用。

赵芝俊认为，中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不
断提高，已经不能建立在依靠要素不断投入的
基础上，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已成为促进我国农
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历史数据分析表明，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
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依靠科技进步是促
进我国农业发展的明智选择。

吴敬学认为，农业技术进步模式可以分为
两种，一种是以生物化学性技术进步为主的模
式；另一种是以机械化技术进步为主的模式。
两种模式的选择都取决于市场经济中要素相
对价格变化的诱导，但前者还要受政府行为的

影响。
生物化学性技术进步的速度有赖于农业

生物化学性技术创新、推广和应用。由于这类
创新成果大多数属于公共物品，而农业属于
准公共性产业，“这就要求政府对每一个环节
都要承担起投资和组织的大部分责任。”吴敬
学说。

赵芝俊建议，各级政府把发展农业的思路
统一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战
略轨道上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先进、适用
技术推广，促进由科技创新到科技进步的转
换。加大对农民的技术培训，通过提高技术效
率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此外，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通过区域
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获得规模效益，最终提高技术进步
贡献率。”赵芝俊说。

爱与美食不可辜负：遍尝各种优质原生态
产品，美食会友，健康交流，分享吃货心经，尽
享美食感受。

探秘生态食材基地：生态元年，怎么可以
少得了旅行与探秘？我们将开放免费生态游名
额，带你去感受北国风光，体会江南风情，高原
上吹吹风，沙漠中挖挖宝，宁夏的雄浑，云南的
多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生态旅程，尊享奢华
感觉。

尊享订制生日好礼：套用句经典台词“你

的生日就是我们的节日”。我们将为尊贵的你，
免费订制生日礼，给你荣耀般的专享，更多原
生态食材只为你的生辰与幸福！

尊享元老特制生态大礼：生态元年，我们
给你无比尊贵的礼遇，我们在一年内为你提供
生态食材，你的开心与健康，就是我们的追求，
这将是你我的里程碑！

是不是心动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
对生态有着强烈的渴望。“关心孩子和家人的
健康，拒绝农药化肥催生的蔬菜水果，关注我

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这在我们今天钢筋水泥
铸就的城市里，完全做到太难了。中科生态食
材探索联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彼
此了解，找寻最原生态的食材，更让我们彼此
信任，还热切以质朴，还岁月一份安心。

遵循“用科学和良心捍卫食品安全”的宗旨，
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盟自成立以来，已经集结全
国超过 200 家优秀企业、严格挑选出 100 余种送
到餐桌上的安全放心好食材。在广大核心会员心
目中，联盟已然成为信任消费的权威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尊享———

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上个世纪的口
号是“解决十三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可见，吃，
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而现在，原生态的绿
色健康食品成了人们的最爱，大家更愿意遵循
这样一个观念：“吃，更要吃出健康来！”

现在很多人都把产品打上了生态的烙印，
而什么是真正的原生态食材？

首先要产地环境好，质量优良。借用一句
广告语“好山出好水，好水出好茶”，食品生长
所处的自然环境，对食品本身的质量起到最主
要的作用。我们不可能指望都像莲花一样，出

淤泥而不染。
其次，要具有天然属性。我们知道，一个土

豆和一盒薯片，成分都是马铃薯淀粉，可是如
果要是食用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呢？有人会选
择薯片，因为薯片更脆更有味道，殊不知，在经
过油炸、烘烤膨化，再加入一些你知道的或者
不知道的调味剂，马铃薯的成分和营养还能保
存多少？所以，真正的原生态食材就是那些纯
天然的，不经过加工或者深加工的食品，这样
的食材才更加健康。

刚刚成立数月，以“不信任、不消费”为理

念的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盟在有关部门、农业
企业和消费者的大力支持下，2014 年有着非常
优异的表现，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大家
都愉快地自称“飞猫客”。

“关心孩子和家人的健康，拒绝农药化肥
催生的蔬菜水果，关注脚下的土地”，中科生态
食材探索联盟的这个口号，深深打动了许多人
的内心，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环保的生态
食材，是联盟义不容辞的职责。

2015，跟随联盟一起去探索，开启绿色生
态元年。

生态食材哪里找？联盟带你去探索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近年根了，春节
的脚步越发临近，今年春节，你想好要怎样
过吗？如何能既有新意又健康？

以往，每逢春节置办年货，消费者多会
选择一些包装华美的礼包，随着近年来陆
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及消费者自身健

康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把年货的首选标
准定位在“健康、安全”上。大家更希望买到
既健康又富有新意的产品，过一个健康新
年。

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不论是从
年夜饭的选择上，还是从访亲探友的送礼选

择上，那些质量好，生态、健康、无污染的产
品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

2015 年注定将成为飞猫客元年，也将是
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盟发展历史上最重要
的里程碑。我们盛邀您享受与众不同的生
态年。

尊享元老礼遇，与我们一起过个生态年

本报讯（见习记者秦志伟）1 月 16 日，中国
农业科技园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举
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陈小娅，中国农
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副校长张建华，中国
蔬菜协会会长薛亮等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

姜沛民指出，作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各级各类农业科技
园区为代表的一大批农业示范基地，始终承
担着农业科技展示、农业项目示范、农业技术
推广、农业知识科普和农业技能培训等方面
的重要任务，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

他表示，中国农业大学多年来立足“三
农”，服务“三农”，联盟的成立，为推进产学研
合作、农业科技转化搭建了新的平台。这也是
学校与兄弟单位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探索社
会服务新模式的有益尝试。农业科技是发展方
向，未来的出路在科技，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联盟围绕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发挥各

自优势，加快推动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
陈小娅说，联盟的成立对进一步发挥高

校及科研院所、企业的技术优势，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推动创新型农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她表示，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将
会大力支持联盟的工作，使联盟围绕现代农
业科技园区发展，真正成为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骨干企业和农业科技园区之间的创新桥
梁和服务纽带。

据了解，中国农业科技园创新战略联盟是
由从事现代农业园区相关技术及装备研发、应
用和推广的骨干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
科技服务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的“产学研用”相
结合的联合组织。旨在整合企业、高校、科研机
构和用户的优势资源和需求，整合农业科技园
区的各种资源、技术、产品，延伸农业科技园区
的产业链条。通过创新战略联盟的形式探索出
我国农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我国已有
的农业科技园区和未来要发展的综合性农业
园区提供解决方案和全方位服务。

中国农业科技园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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