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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速递】

1．深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改革：欧美镜鉴与推进策略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11-09

摘要：农业支持保护是农业强国的关键支撑。推进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改革，亟须从制约

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瓶颈出发，处理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农民稳定持续

增收、产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政府财政投入可持续性等多方面的矛盾关系。

这些矛盾关系是发达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从美国和欧盟等典型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演变中可以获得中国推动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改革的经验和启示。整

体上看，在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中，美国注重发挥产业链前端优势，设置多重

价格标准应对市场风险，形成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欧盟注重发挥产业链

后端优势，弱化价格支持保护，强化直接支付补贴，并通过优化直接支付结构激活经营

主体市场竞争活力。同时，美国和欧盟都强调资金效率和精准支持，推动政策执行的连

续性、公平性、针对性、策略性，不断提高政策实施效能。基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

农情，着眼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国应从发挥全产业链综合效益和竞争优势为切入点，

深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改革，寻找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民收益、激发市场活力的平衡

点，提高资金利用和政策执行效率，构建稳定连续、公平公正、精准支持、策略灵活的

支撑农业强国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Rf--AZDwuABpwGbwAj8w331.pdf

2．世界农业强国评价指标构建与中国对标分析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11-08

摘要：为从总体上分析评价中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客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对农业强国的理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Rf--AZDwuABpwGbwAj8w331.pdf


论认识和前人相关评价研究基础，重点体现农业强国国际共性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基本

思路，初步提出了农业强国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产业竞争

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业绿色发展能力、农村现代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

业政策支持力度7个维度35个指标。通过国别数据收集与整理分析，评价中国特色农业

强国的实现度。对标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农业强国实现度达到的67.20%,表明中

国建设农业强国已经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攻坚阶段。具体

来看，在全部35个指标中，中国已有11个指标达到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在农业绿色

发展能力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方面基本达到了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但在农业产业竞

争力、农村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产品供给能力方面均

存在明显短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要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化农业产业

竞争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等对策

建议，以期为制定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规划的提供决策参考。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MmiaAEgawAAlrG_HuZas021.pdf

3．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业创新的优化对策分析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10-31

摘要：现阶段，我国农业还无法满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现代农业遭遇发展瓶颈，

农业创新相对滞后且创新体系不健全，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创

新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理应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从

中国知网的相关研究出发，阐述了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在关注点和政策方面的相关

研究，以及现代农业创新和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指出了农业创新主体创新能力不足、

现代农业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等突出问题，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现有的现代农业创新方

式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构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加大对农

业科研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农业创新主体的素质水平、完善农业创新的相关机制

和法律法规、健全现代农业创新配套服务平台等相关手段，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NlC-AeLFkABO1tRi4OAw085.pdf

4．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资源、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10-25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国情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其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建设、发展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文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MmiaAEgawAAlrG_HuZas021.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NlC-AeLFkABO1tRi4OAw085.pdf


化中的重农固本、民本思想。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体现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和组织五大振兴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新时代扎实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为首要前提，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主线，农业科技和创新驱动为内在动力，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政治保证，实现农民美好生活为核心要义。

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KaAwsYWd1tKq0VR5nuWofv9rKdERqXs1q

ijCvjU2S3wgo1Fb4a1LjLK1x8C8gocIyKXPvg9AtYcvFjXDtUdIW1hA8O2Eqb2TU9WoUzbQhYN

IVOhOoJyI53lCTWp1nFA8ro0F4EfjOc0=&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5．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源起、整合框架与发展前瞻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3-09-20

摘要：新时代，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大国竞争与企业创新战略引发重要关注，系统性

探究“颠覆性技术创新”(Disruptive Technovation, DT)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内涵与整合框

架对于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国家战略的实现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然

而，现有关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究存在概念模糊、边界不清、框架缺乏整合性等亟待

解决的问题。研究首先以技术导向下的创新理论范式演化为视角，系统回顾颠覆性技术

创新的理论源起与边界，构建分析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进而，基于文献归纳与

理论推演，研究提出涵盖技术新颖性(Technological Novelty)、技术优越性(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与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的颠覆性技术概念内涵体系，并以之

为核心梳理涉及颠覆性技术获得(涌现与搜索)、识别、采纳与扩散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研

究议题整合框架；最后，研究分析当前形势下我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机遇、约束与挑战，

展望在复杂国际环境与新发展格局下颠覆性技术创新实践与研究发展的未来大趋势。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fSt2Ad1cMAAbCa_U4ZRM2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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