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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速递】

1．中国粮食可持续安全水平评价、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09-27

摘要：文章基于200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我国

粮食可持续安全各维度的耦合协调状况及其时空演进特征，进一步利用动态GMM模型

解析我国粮食可持续安全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可持续安全水平整体呈

“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分维度来看，粮食投入安全指数呈波动平稳趋势，粮食生产安

全和粮食供应安全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而粮食获取安全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我国

粮食可持续安全系统耦合协调度初始值低且增幅缓慢，呈现“中部地区高、东西部地区

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驱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生态环境治理以及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对粮食可持续安全具有明显的驱动效应。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F/Csgk0YlqiPmADg4RAAp3uLPKAhQ885.pdf

2．耕地科技创新的战略思考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09-25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全力提升耕地质量，稳步拓展

农业生产空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既有耕地数量问题，又有耕地质量问题，

而加强耕地科技创新是贯彻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理念的重要实施路

径。耕地科技创新势重点是理论创新和技术攻关，基于对我国耕地现状、耕地质量问题、

国内外耕地科技发展趋势及差距的综合考量，笔者团队所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以耕地科技的理论创新和技术攻关为重点，以耕地保护与利用为核

心，在全国六大不同区域开展耕地监测、耕地改良、耕地培肥、耕地利用创新等系列研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F/Csgk0YlqiPmADg4RAAp3uLPKAhQ885.pdf


究，成效颇丰。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1/Csgk0GUT1xWASMTHACE-DUNiYzo627.pdf

3．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战略思维与启示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09-22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不断提高战略思维，

在“三农”系列重要论述中体现出强烈的战略思维。文章着眼于空间与时间、内部与外部、

内容与形式等三组内在逻辑，从全局广度、历史跨度、未来角度、关键程度、属性维度、

方法尺度等六个向度，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战略思维，一是

在建设国家现代化中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地位，二是在千年文明传承中体会“三

农”发展的辉煌过去，三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思考“三农”发展的重要定位，四是在

全社会和谐稳定中理解“三农”发展的关键作用，五是在把握生物性和社会性兼备的特征

中遵循内在发展规律，六是在继承创新和开放包容中行稳致远。这些战略思维对于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全面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要的启示：真正

把“三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落实；充分考虑“三农”工作

的复杂性，强化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政策设计；遵循“三农”发展的客观规律，强化科学

谋划、与时俱进的迭代升级；注重发挥科技和改革作用，不断增强“三农”持续发展的后

劲。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F/Csgk0Ylqi_-APSRsABCVD-6YEoI232.pdf

4．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理论与机制研究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09-19

摘要：【目的】从理论层面分析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逻辑，探讨向以开放性服务为

主要特征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机制重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为指导，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力要素变化的时代特征，对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问题进

行理论与实践层面剖析。【结果】由“封闭、全能、产品导向”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开

放、专业、服务导向”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这一转变

是由农业生产边界、生产主体、生产价值导向的变化共同推进的，蕴含着新阶段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需要克服智力制约、信息制约、等诸多困境，完善向新型农

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机制。【结论】应加大政策供给，拓展农业生产代理服务试点的广度

和深度，强化农业生产服务机构的专业化和信息服务职能，逐步将职业农民教育纳入国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1/Csgk0GUT1xWASMTHACE-DUNiYzo627.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F/Csgk0Ylqi_-APSRsABCVD-6YEoI232.pdf


民教育系列，才能有效促进以服务为导向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形成。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1/Csgk0GUT0y6AOYjyAAh5I6MrxAc799.pdf

5．颠覆性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08-07

摘要：颠覆性农业技术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力量。颠覆性农业技术

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主要有增产、节约、协同、延展、精准化和生态化六个基本机

制，具体作用表现出三个总体趋势与特征，即颠覆性农业技术之间存在关联性、颠覆性

农业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普遍趋向精准化、不同基本作用机制之间具有互补性和溢出性。

进一步发挥颠覆性农业技术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充分发

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方面作用，二是构建全面发展与优先突破相统筹的发展格局，

三是建立颠覆性农业技术识别、遴选与动态调整机制，四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与高端人才

建设为两大抓手。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1/Csgk0GUT2XOAS9OQABVdzGaZK8807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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