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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献
1．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
简介：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立足新时代发展背景提出的经济概念。本文将这一概念与农业

高质量发展相联系，在梳理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维度对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征

进行再审视，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取决于产业“三力”:产业形态重构力、产业结构

重塑力、产业跃迁支撑力。在产业形态重构力方面，新时代我国农业的市场需求、生产

方式、流通体系在发生深刻变革，农业内部存在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农业发展是新

质生产力的一大来源。在产业结构重塑力方面，新时代我国农业对非农部门发展具有基

础作用，包括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内的非农部门对农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不同

产业间的协同功能得以凸显。在产业跃迁支撑力方面，生产关系维度的经济制度完善，

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支撑功能，新时代我国要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就需着力完善

与农业需求扩展、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组织创新、城乡要素流动、社会秩序平稳相关的

经济制度。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4-04-23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jNcaAMuprABPSfngDZZk238.pdf

2．中国参与农村领域国际合作历程及展望
简介：农村领域国际合作是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该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

然而现有研究中少有对这一问题专门的讨论。本文将农村领域国际合作的概念界定为

“国际合作中在农村地区开展的事务”，并从总体上和农村减贫、粮食安全、农村卫生

健康三个重要子领域分别梳理了中国参与农村领域国际合作的历程。研究发现，我国在

农村国际合作领域正发挥越来越大的贡献。本文认为，农村领域国际合作事关人民生命

安全，能够提升受援国治理能力，是我国国际影响力赶超的抓手，也是乡村振兴进一步

拓展的方向，深化农村领域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重点推动农村减贫、农村粮

食安全、农村卫生健康和农村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4-03-15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Y64MWAJgRdABzh9XaCv-c236.pdf

3．风险叠加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简介：受地缘冲突、极端气候、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市场不稳

定性显著增强。一方面，印度等主要粮食出口国陆续实施粮食出口限制政策以保障本国

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厄尔尼诺现象下极端天气频发，叠加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引发新

一轮国际粮价大幅上涨，冲击我国粮食进口国际供应链。为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应进

一步优化饲料粮生产结构，有效降低粮食产后损失率，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推

动中国粮企布局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并加大期货市场风险防范力度。

来源：中国知网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jNcaAMuprABPSfngDZZk238.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Y64MWAJgRdABzh9XaCv-c236.pdf
http://agri.nais.net.cn/


更多资讯 尽在农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http://agri.nais.net.cn/

发布日期:2024-03-10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kLM-AWuYXABS3nwwD6ms951.pdf

4．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战略内涵、现实制约与突破路径
简介：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粮食安全的新思考和再部署。“全方位”是方式方法，

“根基”是重要性，只有做到“全方位”才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基于对粮食安全

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粮食安全保障取得

辉煌成就。但依然存在高标准农田基础不牢、关键核心技术待突破、支持政策力度不足

与党政同责考核不明晰等问题。未来应以“地、技、利、义”为着眼点，通过构建大食

物观、加强耕地保护利用、加快农业科技装备创新研发、加快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全

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切实端稳端牢“中国饭碗”。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4-01-15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Y63cuANu7vABUu8fZskHg552.pdf

5．中国式现代化下国际大都市粮食安全的思考
简介：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

的明确定位。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要以创造性的探索，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生动的实践内涵，更好地向世

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这个定位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高度

契合，是上海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必然要求。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3-12-15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kL7uAEibuABQbG9iOGRk3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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