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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业高新技术运用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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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需要高新技术。解决重庆农业高新技术存在的问题，对于 80％的人口是农民的重庆农村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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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S Agricultural m gh-N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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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griculture needs the high-l~wtechnology．Help Chongqing’s agricultureto solvethe existed problemsofhi,-newtedmol— 

og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ural economy of Chongqing which 80 percent of po pulation be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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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对于重庆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用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增强重庆农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 

争能力，进而引导农民增加收入，保证重庆农村经济全面进 

步，是重庆农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 运用及发展 

(一)重庆农业高新技术的运用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高新技术在重庆农业生 

产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1．高新技术攻关 

水稻高产抗病新组合 、高含油高蛋白的杂交油菜新品种、 

蔬菜优质高产抗病等一批新品种相继育成：水稻无融和生殖 

材料 CYARO2的研究及一系列育种、两系法杂交优势研究、芥 

菜雄不育杂交优势利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番茄与杂交玉米 

育种、鸡蛋生物反映器生产抗体 、抗菌促微生物制剂已用于大 

田生产。特质基因的识别、定位 、克隆方面进展迅速，水稻、小 

麦、油菜 、甘蓝、茄子抗病基因工程育种等都达到了国内同类 

研究的领先水平；脱毒苗植株研究开发、名贵花卉组织快速繁 

殖等技术和香桂树及一些香料开发成功。 

2．良种培育推广 

良种首推杂交水稻。自 1978年以来，已由“汕优 2号”发 

展到“岗优 22”，到2001年将全部被中高档的“K优”、“金优” 

品种系列取代，杂交糯玉米渝糯 1号、2号新品种蜚声市内 

外 ；“新荣昌猪 1系”重庆农村推广面达 70％以上 ，现已辐射到 

全国十多个省市；鸡、鸭、鹅 、兔和山羊等主要畜禽和优良品种 

覆盖率超过 80％；四大家鱼品种更新换代 2—3次 ；柑橘为重 

庆水果生产之大宗。锦橙、脐橙优良品种在三峡库区长势看 

好。柚 、梨、桃等主要果树的优 良品种比例上升到 40％。蔬 

菜引进培育优 良品种 100多个。良种覆盖率达 85％以上 ；杨 

树 、直杆桉 、杉木无性系等新树种在重庆山区广泛运用。 

(二)重庆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 

未来 15年，重庆农业高新技术发展趋势有三： 

第一，植物攻关重点：加强果树、林木、花卉、药用植物、茶 

树及马铃薯、甘薯等无毒苗工厂化生产工艺和技术开发；开展 

主要农作物抗病、抗虫基因工程技术 ；主要农作物、经济作物、 

果树、蔬菜等原生质体培育技术 ；发展分子标记育种、微生物 

遗传工程及其产品开发等研究。面对市外农产品大举进军重 

庆而本地农产品因质量低劣销售困难 的挑战，主要农作物品 

种改良的重点要从高产向高产优质并重逐步向优质倾斜的方 

向转化。 

第二，动物攻关重点：加强瘦肉型猪的改良、发展和推广； 

改 良、培育和创新一批高产、优质、高抗 的牛、羊 、鸡 、鸭 、鹅、 

兔、鱼新品种和珍 、稀(食、药用)地方品种；注意动物饲料 、疫 

苗和药物研究饲料配方及配合饲料在动物体内的高效利用及 

充分控制，加强新型饲料添加剂研制开发和配合饲料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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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与技术改进 ；研究开发动物疫苗和动物新药。 

第三，农业技术攻关重点：研究动植物重大病虫害的中、 

长期发生预报技术 ；减少灾害风险的预测技术；研究改进重大 

病虫害的关键防治技术 ：动植物产品的储藏、保鲜技术：农产 

品~jnx-技术；问种、套种农作物的组合技术 ；节水农业技术；农 

业机械、农业工程、农业服务 、农田水利技术。 ‘ 

二、问题与原 因 

(一)研究领域单一 

重庆农业高新技术成就斐然 ，但也存在突出问题。诸如： 

重庆农业科研项 目立题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高新技术攻 

关集中于水稻 、小麦、玉米、生猪等大宗作物的研究 ，非粮农产 

品、农产品加工和珍、稀、特、新动植物领域的研究尚未起步； 

即使水稻、小麦、玉米、生猪类农产品，研究重点也是增加产量 

而不是改进质量；偏重生物技术，非生物类农业技术，特别是 

在节水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农业工程 、农业服务、农田水利技 

术等领域研究薄弱。 ． 

研究领域单一的原因在于：科研人员甚至农技推广人员 

评聘职称重论文、外语 ，轻实用技术推广 ；几十年计划经济时 

期和受计划经济的惯性影响，科研选题依据不是面向市场而 

是主要考虑科技人员能够干什么和有什么科研成果；计划经 

济年代粮食短缺的阴影迫使农业科技人员将研究项 目集中 

在粮食类农产品，研究重点是提高产量；重庆农村人多地少 ， 

劳力富足而资金短缺，充实劳力有利于生物技术的大田运用 

和推广。 

(二)科研经费短缺 

重庆市生物农业研究开发经费在云、贵、川、渝四省市中 

最低。云南省的生物农业专项经费每年达1 200万元一1 500万 

元，四川省为 600万元一8OO万元。重庆至今没有农业高新技 

术教育开发的专项研究和开发基金。市和区市县的科三费投 

入长期达不到《重庆市科技投入条例》规定的指标(市级 占同 

级财政预算支出的 2．0％，区县市级为 1．O％)。乡一级农业 

科技费用仅占其财政收入的 O．49％，平均每个乡镇的农业科 

技费只有 7 000元左右。财政困难的巫溪县，平均每个乡镇 

农业科技费用只有约 1 4OO元。 

科研经费相对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其一，重庆整体经济实 

力不强，可供支配的财力有限，一些区县市仍为吃饭财政。其 

二，对农业投入重视不够。传统的观点认为，农业是不需要投 

入的产业，特别是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更被认为可有可无。其 

三，有限的农业科研经费投向偏重农业科研领域 ，农业技术推 

广体系所得经费甚微。 

(三)务农队伍堪忧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技人员地位有了相当改善，但仍有 

诸多方面不尽人意，科技兴农，首先得稳住农业科研，而重庆 

不少农业科研机构人心思散，人心思走。一些农业院校学生 

学农不爱农，刚毕业就想跳出农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8o年 

代调出人员达数十人之多；市林业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近年调 

走 50％；不少科研所 3o一40岁的中年骨干几乎断档。 

虽然全市“绿色证书工程”已全面展开，近 lO万农民参加 

培训，其中7万余人获得“绿色证书”，但相对于重庆农村劳动 

力总量仍微不足道。全市农村主要从事农业的1 360万劳动 

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 、初中、高中文化程度分别为 

(％)14．3、55．6、27．7、2．2，即 70％的务农劳动力仅受过小学以 

下文化教育。至于农技人员 ，1万个农业劳动力仅有 2名。 

人才外流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主要是科研 、生活条件窘 

迫，农科人员地位不高及农民素质低下等原因 

三、思路和对策 

( )发展重庆农业高新技术的基本思路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是重庆农业高新技术能否一以贯之并 

取得进展的要旨。为此，应以市场为导向面向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在时间序列上，既要适应农产品市场的现实需要，又要 

研究预测潜在的、未来的市场需求，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数量 

以及多样化、多层次 、优质化和动态发展的需求。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就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发挥资源、 

经济、市场、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本地优势农产品，逐 

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就必须分清市场主体 的不同责任。 

农村经济的市场主体是政府、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农民 政 

府的责任是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发布市场信息，保 

证有序竞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既有科研合作也应各有侧 

重，前者侧重基础研究，后者侧重应用研究；农民增收的唯一 

途径是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以“定单农业”为特征的期货农业 

应成为农村市场经济改革和农业高新技术发展的基本方向。 

(二)发展重庆农业高新技术的基本对策 

1．以资金投入为契机 

深化改革 ，加快发展 ，保持稳定是增强重庆直辖市整体经 

济实力的有效途径。在重庆财力相对改善的基础上 ，市和区 

市县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科三费的提取，认真执行《重庆市 

科技投入条例》；对重大农业科研项 目按国拨资金总额的 3％ 

提取科技经费，用于与项 目配套的科学实验、技术创新、成果 

示范、人才培训 ；市和区市县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定向小额扶 

持科技人员创办农科示范基地或高新技术企业；市和区市县 

财政安排专项经费，保证农业科研单位的基础研究，并广开资 

金来源渠道。 

2．以政策完善为基础 

第一，建立优质 、高效的人才队伍。必须高度重视科技人 

才特别是高科技管理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市政府要敢 

于投巨资吸引农业高新技术一流人才。对重庆农业高新技术 

急需的本科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只要有接收单位，重庆市应取 

消总量控制，免收城市增容费。对有突出贡献的农业科研人 

员，市政府应大张旗鼓予 以重奖。 

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稳定和强化农业科技推广 

队伍是农业高新技术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有关部 

门应帮助农业科技人员切实解决家庭住房、配偶工作及子女 

读书等实际困难。基层农技人员评定技术职称 ，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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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予宽松，并免考外语和计算机。 

以专业农协的形式举办培训班，加强农业职业技术教育 

培训，提高广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专业农协和大专院校、科 

研部门及当地的农技部门应结成相对稳定的联系。首先可在 

蔬菜、水果、生猪 、畜禽、水产类投资少、见效快、生产需求量大 

的农产品生产中成立专业农协 ，之后逐步向其它农产品展开。 

必须坚持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专业农协，因地制宜，不 

拘一格。专业农协可以由能人牵头兴办，也可以由集体经济 

组织 、乡镇农技推广部门、供销社，或由农副产品加工 、流通企 

业兴办。 

第二，转换科研机构内部运行机制。农业科研体制改革 

的方向是引入现代企业的运行管理机制，按现代企业制度运 

行，实行企业的劳动用人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科技人员竞 

争上岗，所取得的岗位职务和相应待遇仅在聘任期内适用。 

实行按岗位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的分配制度，自主 

解决内部分配。建立成本核算制度，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 

理，由单纯研究型向研究、开发 、生产、销售一体化方向转变。 

第三，对生物技术产业实行优惠政策。生物技术是农业 

高新技术的重要范畴。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投入、高产出、高风 

险的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必须以相应的企业为依托，对生物 

技术企业必须有相应的政策倾斜，在征地、信贷、税收、进出口 

等方面实施优惠。应采取有效政策促进重庆市大专院校、科 

研单位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合作，以增强重庆市农业生物技术 

的整体竞争能力。民营科技企业是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 

新生力量，要鼓励农业科研人民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要对民营科技企业给予支持。 

3．以项目招标为先导 

重大农业科研项 目要进行公开招标。项 目招标应突破地 

域界限，项 目承担人无论市内还是市外机会均等；项 目招标也 

应突破部门界限，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单位乃至个人均 

可投标。招标过程必须实行公开、平等、公正的原则。科研项 

目实行项目负责制，项目负责人可打破行业、部门、单位的界 

限组织课题组，集中力量攻关。科研成果完成后要组织专家 

验收 ，验收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突破性的科技创新 

和充分的市场前景。可供招标的项 目应该有 ：生物农药的研 

究和开发；生物肥料的研究和开发；畜禽疫苗的研究和开发； 

饲料酶制剂的研究和开发；抗病、高产、优质转基因作物的选 

育；抗病、高产、优质转基因畜禽的选育；大豆的深加工技术； 

玉米的深加工技术及综合利用；绿色植物的研究和开发：中药 

材食品化、饮料化的研究和开发；天然香料、香精的研究和开 

发；多功能农机的研究和开发。 

4．以国际合作为保证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地区或经济群体之间的贫富悬殊， 

由它们的财富、资源以及经济状况等因素来决定；然而，新经济 

理论相信，未来的贫富悬殊将越来越取决于信息技术的含量。 

发展信息技术的最佳途径就是加强高新技术的国际合作。 

加强高新技术的国际合作一是在计算机系统建立重庆农 

村经济、科技、社会专用数据库和高新技术项 目库，充分运用国 

际互联网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二是采取双边、多边、官方和 

民间等多种形式 ，努力拓宽国际、国内科技合作交流的渠道，提 

高我市科研学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三是最大限度地利用 

国外的智力资源，重庆的农业科研院所或者走出国门．在国外 

建立研究中心和科研基地；或者吸引世界知名农业科研院所在 

渝设立分所，共同确定研究课题，跟踪国际农业先进技术的发 

展方向，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四是加强企业间合作，注意吸引 

外地乃至国外的生物技术产业来重庆寻求发展。 

5．以精品战略为商机 

进入 9o年代以来，全球 已进入提高国际竞争力时代，经 

济全球化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集中体现在名 

牌的市场竞争力上，国际竞争将以名牌为主。名牌作为无形 

资产具有无限商机。 

重庆农产品实行精品战略的选择思路 ，一是在指导思想 

上从计划经济时代农产品立足区域 自给转向市场经济时代以 

市场需求来确定农产品产量、质量 ；二是重庆农业研制精品良 

种如“新荣昌猪 1系”、渝糯 1号、2号覆盖重庆，面向全国，以 

精品良种作为重庆农业拳头产品；三是既采用本地良种，也坚 

决引进市外、国外的良种进行商品生产。其农产品面向本市、 

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以精品农产品为重庆农业获取效益；四是 

无论精品良种还是精品农产品既需要做好商标的工商登记， 

也需要加强必要的宣传攻势。 

6．以农业产业化为依托 

农业产业化并不等于农业高新技术，只有那些选择农业高 

新技术成果一 种子(种畜、种苗)、生物制品、具有绿色产品特 

征并希望通过农产品加工获取更高收益的产业才是具有发展 

前途、并值得政府支持的农业产业化模式。重庆的农业产业化 

项目选择目前集中于蔬菜、水果、畜禽、药材、烟草、香料，由市 

场需求决定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加大优质稻谷的生产。重庆稻 

谷主要由农户生产，其总量的 70％用于 自给，农户偏好高产 良 

种。农业产业化的目标是市场而不是 自给的产业优势。可以而 

且应该把优质稻谷和饲料生产作为重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 

要项目。农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充分发挥智力优势，以科 

技成果和实用技术作为资产入股，加盟产业化组合合作开发并 

为产业化组织的生产、加工、销售环节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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