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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献
1．面向粮食安全的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政策演进、现实困境

与优化路径
简介：保障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文章梳理了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的政策脉络和体系框架，发现耕地保护工作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包括耕地保护主体积

极性不高、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待完善、耕地质量提升难度较大、耕地高强度利用问题突

出。基于此，提出粮食安全视角下耕地保护的优化路径：完善耕地保护激励约束机制，

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保障，提升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4-06-03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ZdgJeAA6i5AA3us5R_ci8966.pdf

2．基于跨国比较与历史演进,探寻农业政策改革路径——评《国际

农业支持政策比较研究》
简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强化科技与改革双轮

驱动。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国内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国际规则制约等

问题,亟需加速农业政策调整与改革,以提高其精准性和政策效能。农业政策调整与改革

在立足本土的同时,也要放眼世界,从世界农业政策演进变化规律中探寻未来的发展方

向与道路。因此,探究不同类型国家农业政策产生、演变、转型的内在机理,归纳农业政

策演化逻辑,揭示农业政策工具选择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4-04-23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Zee22ARk25AAg-OTecFiI916.pdf

3．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简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新的动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是

“新”和“质”,“新”表现为技术应用新、产业业态新、发展模式新、价值创造新，

“质”表现为生产力的质态新和质效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遵循与延伸，是对传统农业生产力的一脉相承，也是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对农村人口结构快速转变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需要。

农业新质生产力依托科技创新和质态创新的路径推动了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代

表的农业质效提升，助力农业强国建设。数字技术、育种技术、农机装备技术、合成生

物技术将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实践应用场景。未来，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

业强国建设需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全面实施“数据要素×现代农业”行动、加快

农机智能装备技术提档升级、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在农业中应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和加强农业科技性人才队伍建设。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4-04-23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ZdgJeAA6i5AA3us5R_ci89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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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1/Csgk0EIHyQCACyFQABSZqPTtQnI094.pdf

4．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回顾与思考
简介：耕地保护是关乎14亿人吃饭的大事，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指

数的持续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耕地保护制度经历了探索、发展、完善和深

化等四个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根据耕地国

情和耕地保护民意，制定了一系列耕地保护制度，缓解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耕地资源的矛

盾。受耕地资源权属关系、行政管理体制、耕地保护主体、耕地保护制度的伦理等多种

因素影响，耕地保护制度已经从单纯的数量保护，发展到数量、质量并重保护，再到数

量、质量、生态、能力的整体保护。未来必须抓紧推进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出台，

更加重视土地伦理监督，进一步构筑起牢不可破的耕地保护防线。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3-12-12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1/Csgk0EIGz5CAUdl1ACBse7qf1OQ248.pdf

5．中国耕地保护现状、挑战与转型
简介：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面对国内外复杂的资源环

境问题，迫切需要全面推进耕地保护转型。我国实施的耕地保护制度取得了重大成效，

但是也存在“空间频繁调整、质量退化严重、环境风险凸显、种粮效益不高”四大典型

问题，还面临“粮食需求总量刚性增长、极端农业气象灾害频发、国际粮食贸易市场动

荡、城市建设步伐仍在加快”四大严峻挑战。我国耕地保护目标迫切需要向“数量包容、

质量韧性、生态绿色、区域协同”四个方面转型，围绕“耕地保护弹性空间、耕地质量

协同提升、耕地环境风险管控、耕地权益横向补偿”四个层面开展耕地保护转型研究。

未来，要从“部门协同、法律保障、科技支撑、国际贸易”四个维度构建耕地保护转型

保障机制。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3-10-18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ZeeeWANvL-AAafBxnCH482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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