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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 11日

星期三要闻

强 国 必 先 强 农 ，农 强 方 能 国 强 。 新

中国成立 75 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发展。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毫不松懈抓好

粮食生产，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强国建

设，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业

发展之路。

农业经济稳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农业产值保持增长，基础地位更加

稳固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农业的蓬勃发展，

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较快增长。2023年，

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158507 亿元（当年

价，下同），比 1952年的 461亿元增加 158046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2023年年均增长

4.5%。其中，改革开放以来（1979-2023 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5.5%，比改革开

放以前（1953-1978 年）年均增速提高 2.7 个

百分点。分产业看，农林牧渔各业均保持稳

定增长，1953-2023 年农业、林业、牧业、渔业

年 均 增 速 分 别 为 3.8% 、6.7% 、5.6% 、8.7% ，

2004-2023 年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总

产值年均增速为 7.5%，农业经济稳步提升。

（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业发展更加

协调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

变革，我国农业生产实现了由“以种植业为

主、以粮为纲”的高度单一结构向“农林牧渔

全面、多元、协调发展”的历史转变，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加快构建。1952 年，农业产值占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85.9%，处于绝对

主导地位，林业、牧业和渔业产值所占比重分

别为 1.6%、11.2%和 1.3%。改革开放后，农林

牧渔业加速发展，农林牧渔业结构逐步协调

合理。2023 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的比重为 54.9%，比 1952 年下降 31.0个百分

点 ；林 业 、牧 业 、渔 业 分 别 占 4.4% 、24.6% 、

10.2%，分别提高 2.8 个、13.4 个、8.9 个百分

点。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占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5.9%，农业服务呈蓬勃发

展态势。

（三）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链条更加

延展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各地因地

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做好“土特产”

文章，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

产业链条和多功能性不断延伸拓展。2022 年

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2]达到 195692 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 16.2%，是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 2 倍以上。2022 年全国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超过 9 万家，营

业收入超过 19 万亿元。2023 年末全国开展

休 闲 农 业 和 乡 村 旅 游 接 待 的 村 占 比 为

14.7%，50 万农户开展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年接待游客超过 30 亿人次，休闲农业营

业收入达到 8400 亿元。2023 年农产品电商

销售额超过 7300 亿元，超过 100 万农户通过

网络销售农产品，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49万

亿元。

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粮食安全保障有力

（一）生产能力持续增强，粮食产量连上

台阶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农业农村改

革的不断深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新中国成

立初期，我国粮食产量仅 2000多亿斤，1962年

稳定在 3000 亿斤以上，1966 年达到 4000 亿

斤，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超过 6000 亿斤。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

立实施，极大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了农业生产力，粮食产量接连跨上新台

阶。1984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 8000 亿斤，

1993 年超过 9000 亿斤，到 1996 年首次突破

10000 亿斤大关，2012 年迈上 12000 亿斤台

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

事，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深入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稳步提升，粮食生产开创新局面。2015 年

粮食产量突破 13000 亿斤，此后连续 9 年稳定

在 1.3 万亿斤以上。 2023 年粮食产量达到

13908 亿斤，比 1949 年增加 1 万多亿斤，增长

5.1 倍；人均粮食产量 493 公斤，连续多年超出

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公斤粮

食安全线；粮食单产大幅提升，2023 年全国粮

食单产 389.7 公斤/亩，比 1949 年增加 321.1 公

斤/亩。

（二）种植结构持续优化，粮食品类均衡

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着力解决农业发

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顺应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持续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把粮食种植结构调活调

优。其中，稻谷、小麦作为重要口粮作物，其

占粮食产量比重总体保持稳定。2023 年稻

谷产量 4132 亿斤、小麦产量 2732 亿斤，合计

占粮食产量 49.4%，由于居民膳食结构优化，

合计占比分别较 1978 年、1949 年下降 13.2 个

和 5.8 个百分点，但总产量仍处于历史高位，

库存充裕、供应充足，有力确保了“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玉米作为重要的

粮食和饲料作物，也是关键的工业原料，在

粮食生产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23 年玉

米产量 5777 亿斤，突破历史新高，比 1949 年

增加 5528 亿斤，占粮食产量比重达 41.5%，较

1949 年提高 30.6 个百分点，为粮食连年丰收

作出了突出贡献。大豆作为重要油料和饲

料作物，近年来通过实施大豆振兴计划，产

量快速增长。2023 年大豆产量 417 亿斤，较

1949 年增加 315 亿斤。近年来，随着人们生

活品质的提高，杂粮和薯类需求不断增加。

2023 年，杂粮和薯类产量 188 亿斤、603 亿斤，

比 2012 年分别增加 27.4 亿斤、26.2 亿斤，增长

17.1%、4.5%。

（三）区域布局持续完善，产区优势日益

彰显

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南方地区是我国

粮食主要产区，粮食调配从南方向北方流

动。从 1978年开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

展，以及北方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我国逐步进入北粮南运时代，2005 年北方粮

食产量首次超过南方。为适应新的粮食生产

和流通格局变化，国家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

划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优势产区发

展，确保了粮食产能逐步提高。2023 年 13 个

粮食主产区 [3]产量达到 10834 亿斤，比 1949 年

增加 9283 亿斤，增长 6 倍，占全国产量的比重

为 77.9%，比 1949年提高 9.4个百分点，为我国

粮食实现稳产高产提供了主要支撑。特别是

东北粮仓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2023 年东北四省区 [4]粮食产量 3699 亿

斤，比 1949 年增加 3384 亿斤，比 1978 年增加

2917 亿斤，比 2012 年增加 706 亿斤，占全国粮

食总产量达到 26.6%，为端牢“中国饭碗”做出

了突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

加大粮食生产支持力度，实行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出台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建立健全粮食

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

积极性极大提高，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不断

加强，产销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主销区粮食

自给率逐步提高，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

区布局不断优化。

（四）发展质量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提质

增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从追求

数量为主的粗放式生产方式逐步向质效并重

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粮食生产走向高质量发展道

路。近年来，我国持续大力培育和推广优良

品种，打造了一批优质强筋弱筋专用小麦、高

产优质玉米示范基地，取得了节水抗旱小麦、

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2023 年，全

国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监 测 总 体 合 格 率 达 到

97.8%，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6%，优质强筋

弱筋小麦面积占比超过 35%。持续加大优势

特色粮食种植，着力提升和保护特色粮食的

品牌价值，形成一批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

截至 2023 年，全国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地

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达到了 7.5 万个。持续发

展粮食产业，以“粮头食尾”和“农头工尾”为

抓手，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

应链，畅通“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条，推动

粮食产业多类型融合，逐步构建从原粮到成

品、产区到销区、田间到餐桌的“大粮食”“大

产业”“大流通”格局。2023 年粮食企业实现

工业总产值超 4 万亿元，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不断提升。

重要农产品全面发展，食物供给丰

富多元

（一）经济作物快速增长，产量提升品种

增加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和膳食结构变化，经济作物生产蓬

勃发展。2023 年，我国经济作物播种面积[5]

达到 7.9 亿亩，比 1949 年增长了 2.7 倍。粮

经生产结构更加均衡，1949 年经济作物播

种 面 积仅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6] 的 11.5%，

1981 年占比超过 20%，2000-2023 年保持在

30% 左右。分品种看，2023 年全国油料产量

3864万吨，比 1949 年的 256 万吨增长 14.1 倍；

棉花产量 562 万吨，比 1949 年的 44 万吨增长

11.6 倍 。 2023 年 全 国 蔬 菜 面 积 达 到 3.4 亿

亩，产量 [7]8.3 亿吨，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蔬

菜播种面积还不足 5000 万亩；全国果园面

积 1.9 亿亩，园林水果产量 2.4 亿吨，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6.7 倍和 35.5 倍。蔬菜水果品种

琳 琅 满 目 ，品 质 不 断 提 升 ，并 且 实 现 跨 地

区、反季节供应，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

更加丰富。

（二）畜禽生产质效提升，肉蛋奶供应

充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畜产品供应总体

不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1985 年国家放开

猪肉、蛋、牛奶等畜产品价格后，畜产品产量

不断攀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畜牧业现

代化、规模化进程加快，综合产能进一步提

升，肉蛋奶产量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

1978 年我国肉类总产量为 943 万吨，2023 年

增 加 到 9748 万 吨 ，增 长 9.3 倍 ，年 均 增 长

5.3%。随着生产保障能力增强以及居民消

费越来越趋向于健康化多元化，肉类生产结

构不断调整优化。1985 年到 2023 年，猪肉占

肉类总产量比重由 85.9%下降到 59.4%，牛羊

肉比重由 5.5%上升到 13.2%，禽肉由 8.3%上升

到 26.3%。改革开放后，随着养殖技术的创新

和进步，我国牛奶和禽蛋产业迅速发展。从

产量上看，1978 年我国牛奶产量为 88 万吨，

2023年增加到 4197万吨，增长 46.5倍，年均增

长 9.0%；1982 年我国禽蛋产量为 281 万吨，

2023年增加到 3563万吨，增长 11.7倍，年均增

长 6.4%。从人均占有量上看，1978 年人均牛

奶占有量为 0.9 千克，2023 年增加到 29.7 千

克，增长 32.1 倍；1982 年人均禽蛋占有量为

2.8千克，2023年增加到 25.3千克，增长 8.1倍。

（三）渔业生产繁荣发展，生产结构持续

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渔业生产逐步恢

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养殖

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水产品产量迅速增

长 ，从 1989 年 起 稳 居 世 界 首 位 。 2023 年 ，

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 7116 万吨，比 1949 年

增长 157 倍，年均增长 7.1%；人均年占有水产

品 达 到 50.5 公 斤 ，增 长 62 倍 ，年 均 增 长

5.8%。其中，养殖类水产品产量 5810 万吨，

比 1952 年增加 5790 万吨，增长 295 倍，年均

增长 8.3%；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 81.6%，

比 1952 年提高 70 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家提出了生态优先、养捕结合、以养为

主的发展方针，我国渔业加快转型升级。渔

业科技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稻鱼综合种养、

多营养层级立体养殖等生态养殖模式不断

推广，休禁渔制度进一步调整完善，“伏季

休渔”“十年禁渔”“增殖放流”“海洋牧场”

等各项措施的实施，推动我国渔业高质量绿

色发展。

（四）林业产业态势良好，生态功能显著

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积极采取护林造林

等措施，探索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林产品产量

快速增长，木本林业、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

绿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2022 年，全国造林

面积 [8]420 万公顷，比 1953 年增加 307 万公顷，

增长 2.7倍；全国木材产量 12193 万立方米，比

1978 年增加 7030 万立方米，增长 1.4 倍；油茶

籽产量 294.6万吨，比 1952年增加 270万吨，增

长 10.8 倍。全国林业产值从 2001 年的 939 亿

元 ，增 加 到 2023 年 的 7006 亿 元 。 习 近 平

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绿

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林业生

态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据第九次全国森

林资源清查（2014-2018 年）结果显示，全国森

林面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18.28 亿亩增加

到 33.07 亿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12.7% 提 高 到

22.96%，森林蓄积量从 87 亿立方米增长到

176 亿立方米，是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

最多的国家。

农业基础持续改善，农业科技创新

发展[9]

（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稳产增产更有

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农田水利为重

点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基

础条件，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推

进灌溉水源保障和灌区建设改造，农业生产

条件明显增强，农业基础更加稳固。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0 亿

亩以上，完成 10.58 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

要 农 产 品 生 产 保 护 区 划 定 任 务 。 2023 年

我国耕地灌溉面积 10.75 亿亩，比 1952 年增

长 2.6 倍，累计建成大中型灌区 7300 多处，建

成泵站、机井、塘坝等各类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 2200 多万处，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

重要作用。

（二）农机装备广泛应用，生产效率大幅

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装备和农业

机械化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机装备总

量持续增长、作业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化服

务能力显著增强。1952 年全国农业机械总

动力仅 18.4 万千瓦，拖拉机不到 2000 台，联

合收割机仅 284 台。到 2022 年，全国农业机

械总动力达到 11.1 亿千瓦，拖拉机总数达到

2144.1 万台，联合收割机总数达到 173.1 万

台。目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 73%，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

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大宗

经济作物、畜禽水产养殖、果茶菜、设施农

业、农产品初加工等领域的机械化生产也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农业生产从主要依靠人力

畜力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转型升级，有力提

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

用率。

（三）绿色发展步伐加快，农业生态持续

改善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粗放，农业

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功能退化。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深入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

加快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高。

2023 年，全国耕地平均等级达到了 4.76，比

2014 年提高了 0.35 个等级；全国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已发展到 4.10 亿亩，全国农业用水量

从 2014 年的 3869 亿立方米下降到 2023 年的

3600 多亿立方米，农田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率

系数达到 0.58，比 2014年提高了 0.05。化肥农

药施用持续减量增效，2023 年全国农用化肥

施用量 5022 万吨，比 2012 年减少 817.1 万吨，

下降 14.0%；2023年全国农药使用量 115万吨，

比 2012 年减少 65.1 万吨，下降 36.1%。目前，

我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面积覆盖率

达 54.1%，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

用率、农膜处置率分别超过 78%、88%、80%，重

点地区“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

（四）农业科技突飞猛进，支撑能力显著

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长足进步。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科技事业加

快发展，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 。 2023 年 ，全 国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63.2%，比 2012 年提升 8.7 个百分点，农业科技

整体水平跨入世界第一方阵。核心种源“卡

脖子”问题得到缓解，畜禽、水产核心种源自

给率分别超过 75%和 85%，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超过 96%，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 45%以上。近

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数字农业、智慧农业

已成为农业生产向现代化转型升级的重要

驱动力，科技兴农、科技助农成为现代农业

的主旋律。

经营体系不断健全，现代农业蓬勃

发展[10]

（一）土地流转有序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稳步发展

伴随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我国持续构

建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土

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农业从传统劳动密

集型产业向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

业转变。2004 年全国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仅

0.58亿亩，到 2022年，全国已有 1474个县（市、

区）建立流转市场、约 2.2 万个乡镇建立流转

服务中心，全国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经营权流

转面积已超 5.32 亿亩。我国农业规模化水平

显著提升，2023 年，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超

过 68%，鸡蛋和肉鸡养殖规模化率超过 80%，

奶牛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76%，有力促进了我国

农业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农业

社会化服务加快推进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现

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近年来，

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质量

效益稳步提高，服务带动效应持续增强。截

至 2023 年 10 月末，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管

理的家庭农场近 400万个，农林牧渔业法人单

位达到 250 万家。全国超过 107 万个组织开

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服务面积超过 19.7 亿亩

次，服务小农户 9100多万户，服务范围从大宗

农作物向经济作物拓展，从种植业向养殖业

等领域推进，从产中向产前产后各环节延伸，

有力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三）新型生产模式快速发展，设施农业

日新月异

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设

施农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快速发

展。我国设施农业规模连年扩大，产品种类

日益丰富，产业效益持续提升。2022 年我国

设施种植面积达 4270 万亩，占世界设施农业

总面积的 80%以上，已成为设施农业第一大

国。依托温室、大棚、垂直农场、智能农牧场、

植物工厂等新模式，突破了自然资源条件的

束缚，拓宽了农业发展新空间，推动肉蛋奶、

蔬果、水产品等有效供给持续提升，更好满足

了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需求，有力提

升了“大食物”供给水平。

（四）新产业新业态竞相涌现，发展潜能

持续释放

近年来，我国积极培育壮大农业新业态，

凝聚新动能，引领新发展，持续释放现代农

业发展潜能。全国累计培育县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 9 万家，培育全产业链

产值超 10 亿元的强镇超 350 个，培育乡村特

色产业专业村镇 4068 个，实现总产值 9000 多

亿元。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升，数字农业、

订单农业、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方兴未

艾，农业多功能性日益显现。农村创业环境

持续优化，2012-2022 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

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 1220 万人。全国许多

地方依托资源优势，打破传统农业生产边

界，立足乡土特色、对接市场需求，“靠山吃

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悠远的农耕文

明、特色生态资源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相呼应，催生出一批有特色、有热度、有前景

的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成为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的强大力量。

砥砺奋进七十五载，我国农业农村发展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农业

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压舱石”作用。但必须清醒认识

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业农村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总方针，锚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的贡献。

注：

[1]2003 年起总产值包括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产值。

[2]农业及相关产业，指农林牧渔业以及

产品为农林牧渔业所用、直接使用农林牧渔

业产品和依托农林牧渔业资源所衍生出来的

二、三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制

造、流通、服务等环节形成的全部经济活动。

[3]13 个粮食主产区分别是河北、内蒙古、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

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

[4]东北四省区指内蒙古、辽宁、吉林和

黑龙江。

[5]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包括油料、棉花、糖

料、麻类、烟叶、蔬菜、瓜果类、中草药材和其

他农作物面积，不包括果园和茶园面积。

[6]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包括粮食和经济作

物面积。

[7]蔬菜产量包括食用菌。

[8]全国造林面积及相关林产品产量数据

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9]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创新等相关

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和水利部。

[10]农业经营体系等相关数据来自农业

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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