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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速递】

1．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脆弱性的时空演化与重心迁移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1-26

摘要：脆弱性作为粮食安全系统的重要属性，是综合度量区域粮食紧缺风险及应对风险

能力的有效指标。文章参照VSD模型框架，从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三个维度构建

粮食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重心迁移模型来研究2000—2021年我国粮食主产

区粮食安全脆弱性时空演变过程及重心迁移轨迹。研究结果表明：2000—2021年粮食主

产区的粮食安全脆弱性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粮食安全脆弱性水平呈由“南低北高”向

“南北齐低”转变的空间分布格局；从重心迁移路径来看，研究期内粮食安全脆弱性重心

呈明显南移趋势，南方、北方主产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分化加剧；暴露性重心和敏感性

重心均自东北向西南方向迁移，南北差异扩大；适应能力重心呈明显的西移趋势，东西

差异扩大。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4/Csgk0WW5tk-AO7NiABrrIQijN-g910.pdf

2．治理价值冲突，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体系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1-23

摘要：农业价值链核心主体是农产品生产者，也是农产品价值创造者。农业产业链、供

应链与价值链融合过程中存在确切的价值冲突，这些冲突会损害价值创造者的积极性。

通过对价值冲突治理，再造农业农村产业利益分配机制、提高种粮务农的比较收益，是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础任务。本文从价值链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种粮不吃亏需要理

顺四个价值取向冲突：粮与钱驱动力冲突、工业与农业政绩冲突、公平与效率理念冲突、

进口与自给导向冲突。从农业价值链内部看，销售价格上涨跟不上生产资料成本上涨、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4/Csgk0WW5tk-AO7NiABrrIQijN-g910.pdf


社会化服务收费项目多等导致农业比较收益偏低。本文提出要立足乡村兴旺，防止产业

导向异化，建议通过以共享理念统筹城乡融合、以优先发展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以国之

大者理解粮价、建立农资价格与粮价协调机制、推进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付诸行动、提高

农户市场谈判能力等措施，提高小农价值分享权。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4/Csgk0WW4qi6AFucgABNEaQv-5ZQ681.pdf

3．基于专利术语的颠覆性技术识别及实证研究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1-20

摘要：[目的 /意义]为识别及预判当前受到高度关注的颠覆性技术，以专利术语为基础

构建颠覆性技术识别指标，并对太阳能光伏领域的专利进行实证研究。[方法 /过程]基

于全文本内容，兼顾技术创新性和技术影响力两个维度，构建涵盖5个指标的颠覆性技

术识别指标体系；并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抽取专利术语，将识别问题转化为经典的二

分类问题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同时针对训练样本类别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引入决策曲线

分析以确定最优的分类阈值。[结果 /结论 ]实证研究在太阳能光伏领域2 196个专利中

预判出91个颠覆性专利，取得较好的预测效果，验证本文提出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的

有效性，为颠覆性技术预判、专利价值衡量等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4/Csgk0WW5t5-AR3W4ACdIgDFD7qY604.pdf

4．新时代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路径研究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1-15

摘要：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命题，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应

运而生，成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新方向。新时代以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还

面临诸多问题，如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与公共服务有待完善、科技水平有待提高与人才队

伍有待充实、农产品成本较高与农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与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不均衡。因此，为解决以上困境，需进一步推进中国

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粮食安全、食物供给、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经济体制、经营主体、土地制度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提升与完善，以实现高质量

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IEynGI71r8XrzgBra2JmujzKNV6T8mit5aC

OkWoVg6v2eLyCfMqnK5uJ9vinmhE5eocR-c7v_D9-FTIt2SVw4DT4r2uNmMgmfIBn2BPLiMG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4/Csgk0WW4qi6AFucgABNEaQv-5ZQ681.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4/Csgk0WW5t5-AR3W4ACdIgDFD7qY604.pdf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IEynGI71r8XrzgBra2JmujzKNV6T8mit5aCOkWoVg6v2eLyCfMqnK5uJ9vinmhE5eocR-c7v_D9-FTIt2SVw4DT4r2uNmMgmfIBn2BPLiMGYlcLbkUnCwiuoWVi2fTZ-tKuYjcGcj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IEynGI71r8XrzgBra2JmujzKNV6T8mit5aCOkWoVg6v2eLyCfMqnK5uJ9vinmhE5eocR-c7v_D9-FTIt2SVw4DT4r2uNmMgmfIBn2BPLiMGYlcLbkUnCwiuoWVi2fTZ-tKuYjcGcj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YlcLbkUnCwiuoWVi2fTZ-tKuYjcGcj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5．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高水平发展对策研究

文献源：中国知网,2024-01-15

摘要：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拥有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如何推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是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重点之一。本文从农村产业、农业生

产、农村经营主体三个方面，梳理了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现状。为了借鉴成功案例，

本文分析了浙江曹村镇的乡村振兴样板，以及荷兰的小国大业，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

从科教投入、产业发展、金融支持、基层治理等角度提出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高水平

发展的对策。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7/Csgk0EFh9pmAKpMKAB1PSMSLOzs787.pdf

主编：赵瑞雪 本期编辑：顾亮亮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82109652 邮件地址：agri@ckcest.cn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IEynGI71r8XrzgBra2JmujzKNV6T8mit5aCOkWoVg6v2eLyCfMqnK5uJ9vinmhE5eocR-c7v_D9-FTIt2SVw4DT4r2uNmMgmfIBn2BPLiMGYlcLbkUnCwiuoWVi2fTZ-tKuYjcGcj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7/Csgk0EFh9pmAKpMKAB1PSMSLOzs787.pdf
mailto:agri@ckcest.cn

	《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专题快报
	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农业分中心
	【文献速递】
	主编：赵瑞雪                                        本期编辑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邮编：10008
	电话：010-82109652                                邮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