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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农业》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总结中国农业发展的“十高”与“十低”特征，并相应提出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取向
与十大战略选择。农业劳动力“高龄化”，需大力培育职业农民，实施职业农民培养战略；土地经营
“高分散”，应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施适度规模经营战略；农业生产“高成本”，须多渠道纾
解成本压力，实施成本与价格调控战略；农业财政“高投入”，仍需稳步增加投入和补贴，实施财政
投入支撑战略；农业发展依靠“高科技”，应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实施农业科技创
新驱动战略；粮食安全“高压力”，实施粮食自给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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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云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农
村政策研究、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经济、新农村建设、食品安全监管、草原生态治理等。参与或
独立撰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类调查研究报告80多篇，出版专著《食品安全保障机制研究》和《完
善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研究》，参与出版著作10部，学术期刊及报刊公开发表文章50余篇。曾获第
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招标课题特等奖等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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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有趣的农业历史
一、新石器时代：农业的起点
二、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农耕方式的演变
三、神农氏炎帝与“谷王”后稷的故事：农业文明的开始
四、农业一支独大的时代
第一章 中国的粮食够吃吗
一、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家事与国事
1．什么是粮食安全
2．民以食为天，国无粮则乱
3．未曾远去的饥饿记忆
4．粮食安全的大“功臣”
二、粮食安全的现实与预期
1．当前粮食基本够
2．进口粮食真不少
3．今后供应勉强足
三、粮食安全“压力山大”
1．资源缺——地和水不够用
2．人口多——粥多架不住僧多
3．条件差——基础设施跟不上
4．收益低——种粮赚钱不够花
5．奖励少——粮食主产区吃亏
6．需求大——新能源汽车与人争粮
7．形势危——国际粮食安全压力也大
四、粮食安全怎么保
1．主粮自给绝不放松，五谷杂粮综合平衡
2．粮食安全全面支持，重点问题重点考虑
第二章 食品安全问题
一、农业“高消耗”和“高污染”
1．化肥农药施用多
2．农业灌溉太粗放
⋯⋯
第三章 农村土地制度与权利
第四章 农业有赚头吗
第五章 谁来种地与怎么种地
结语：农业的未来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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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农业》

精彩短评

1、第一次阅读与农业相关的书籍，普及了一些概念
2、这本书的内容基本和书名相符合，对中国农业的基本认识充分，政策解读到位，是一本全面的读
物。但是缺点也有，有一些内容重复冗杂，所有的东西点到为止。
总结起来，算是一本比较好的农业材料。
3、有系统的科普读本
4、基础类型图书，值得一读。
5、太官方，太严肃
6、终于把结尾扫完，书风很踏实，很具有基础性、框架性的一本书
7、入门读本
8、扫盲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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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农业》

章节试读

1、《读懂中国农业》的笔记-第38页

        翻土是耕作的第一步，先秦耒和耜最早。

犁的发明是农业耕作史上的一大革命，它实现了由一个点上的翻土播种向一条线上翻土播种的进步，
由单一农具使用向配套农具使用的进步，也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

铁犁牛耕是农业史上最为重要的技术进步。

现代机械化动力的耕种方式实际上也是脱胎于铁犁牛耕，只不过耕牛换成了“铁牛”，铁犁等配套农
具更大更强了。

炎帝姓姜，属神农氏部族；“谷王”后稷：姬弃

随着近现代以来工商业的逐渐发展，农业产值所占比重逐步减小。到建国时，农业产值占比不到一半
，近两年来已降至不足一成。

处于北宋时期的1077年，农业税赋占国家财政收入30%，工商税赋占70%，表明农业社会已经开始向工
商业社会迈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税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显著下降，1952年占14.7%，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为2.5%左右，2006年起我国政府正式全面取消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赋。

问题讨论中，比逻辑更基本的是概念，若概念不清、问题界定不明，讨论就没有共同基础。

粮食可以分为谷物、薯、豆三类。

据农业部及有关学者测算，化肥施用对中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在50%左右。

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商务部等官方机构及下属信息分析部门，一些农经学者，中储粮、中粮集团等
粮食储备及经销公司，国际大粮商、专业咨询公司甚至金融公司等，都在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粮食供
求形势，长期或短期的、综合性或分类别的分析报告很多。

一人一年大约400kg粮食，包括口粮及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种子用粮。

一斤白酒相当于消耗2斤多粮食。

中国大豆、植物油、食糖等部分农产品高度依赖进口。中国进口农产品相当于进口7亿亩耕地，占中
国耕地面积的1/3。

作为玉米制品的玉米干酒糟（DDGS）进口54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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