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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研究综述

高芸，蒋和平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客观评价分析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助于找出与国民经济、农业发展条件相适应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寻找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突破口。应用阅读法、评述法和归纳法对目前使用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主要方法进行了

归纳和分析，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方法、评价核心指标、评价结果的可比性进行了探讨，就各类方

法测评的客观性、准确性、数据可获得性等进行了对比。目前评价方法理论基础有待进一步论述，如何规避指标

体系设置中主观因素的方法还有待改进。虽然不同学者测算的综合测评数值不同，但据此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阶段的判断基本一致，因此测评研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预测，明确未来发展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指出在“四化”同步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测评的关键问题是找出“四化”良性互动的机制，以及从评

价指标中提炼实践意义、可持续发展在评价指标中的权重设计将是未来评价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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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GAO Yun, JIANG He-p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lev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an help 
to identify the breakthrough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model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hich are suitable 
to the China’s economy and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pplying literature review, commentary, and 
summariz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key evaluation model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t also discussed 
indicator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methods and 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and made comparison of the objectivity, 
accuracy and availability of data among different ways of evaluation. The paper suggested that the basic theory of 
evaluation need to be improved to avoid subjectivity when constructing indicator system. This paper also found that 
although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s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their judg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hina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re same.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ur modernizations” 
synchronization, the key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include how to identify virtuous mechanisms 
of “four modernizations”, how to summariz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and 
how to assign weights to different indicators when constructing evaluation index.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evaluation; review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一直是国

际性的学术热点，研究成果积累丰富，成为涉及政

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学和体制比较研究杂

糅的领域。现代农业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农业和原始

农业的另一个农业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则是实现

现代农业动态的历史过程。我国自 1954 年周恩来

总理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农

业”，农业现代化始终是政府致力的目标之一，也

成为学术界讨论颇多，各时期认识不同的一个概念。

在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向好的局面

下，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农业现代化发展仍然存在

发展困境，农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客观评价分析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仅可以反映

现阶段农业发展状况，理性认识、把握和分析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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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的现有基础、发展阶段、面临的国内外

环境，有助于找出与国民经济、农业发展条件相适

应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寻找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突破口。本文将应用阅读法、评述法和归纳法对目

前使用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主要方法进行归纳和

分析，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方法、评

价核心指标、评价结果的可比性进行探讨，就各类

方法测评的客观性、准确性、数据可获得性等进行

对比，指出目前评价体系和指标不足，并对未来研

究进行展望。

1  农业现代化

现代农业的定义和内涵是对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定量评价的理论基础。农业现代化理论与概念可以

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 · 舒尔

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专著中提出的，传统农业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即持有和获得收

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不变。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弗

农·拉坦和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基于美日不同

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

即资源禀赋的相对稀缺性会诱导农民做出不同的技

术选择。

随着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如何改造传统农业的研究重点从增加农业生产要素

投入，转变为生产效率提高和改善生产关系、制度

变革和技术创新研究。许多学者从农业经济发展历

史的角度，论述了农业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它是工业化、育种技术、运输和通信技术进步的结

果，并伴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农业系统

的两极分化等。基于以往的农业现代化研究，目前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明确的，在合理利用资源、

不破坏农村生态的前提下，实现农业持续高效率地

发展。

2  农业现代化评价方法

2.1  多指标综合测度法

多指标综合测度法源于层次分析法，是目前被

认为评价农业现代化水平最为合理、应用最多的一

种方法。该方法根据农业现代化的定义本着系统性、

综合性、重点性、代表性和可比性的原则构建指标

体系，先根据各个指标在现代化体系中的地位和关

系确定层次指标内容，然后对指标值进行无量纲标

准化处理构造矩阵，利用数学模型逐一计算各个指

标发展水平后，再根据层次分析确定指标权重计算

加权算数平均数。

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研究成果中既有对全国总体

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也有对各类地区、某个省份

的测度。由于研究者对农业现代化概念的理解、研

究侧重点不同，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的层次指标内容

和权重也不同。如王国敏等 [1] 的研究认为我国正处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的关键时期，不仅要立

足于我国国情、农情和发展阶段，也要考虑我国所

处的国内外环境和历史发展趋势。层次指标设计包

括农产品生产能力、生态环境、农民收入能力、农

业发展潜力和国际国内战略。蒋和平和崔凯 [2] 的研

究认为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评要注重数据的可比

性和可获得性，才能反映农业现代化动态发展的历

史过程，因此层次指标包括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

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测评结论不仅取决于层次指标设计，同时与各

指标赋予权重紧密相关。权重赋予方法主要有 ：专

家打分法、因子得分法、功效系数法、离散系数赋

权法、综合指数法。除专家打分法和功效系数法为

静态赋值，其他方法都需要考虑时间推移引起的波

动。以离散系数赋权法为例，指标变量的相对指标

离散系数越大，它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多，赋权数也

越大。因此测评层次指标设计和各指标权重确定方

法不同，测评后综合指标会有很大差异。

2.2  模型法

模型法主要包括四种方法，一是模糊综合定级

模型，与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类似，先选择定级评价

因素，通过 DELPHI 法确定各因素及其因子的权重

值，然后建立定级数学模型，设计评价因素指标评

价表。单胜道和黄祖辉 [3] 利用此方法对浙江省新昌

县农业现代化进行定级实例研究。

第二种是索洛余值模型，即生产函数为希克斯

中性形式，将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存量、土

地和技术进步纳入模型，可以计算出各个生产要素

的产出弹性和规模报酬收益率。根据经济学理论，

在资源最优配置条件下，要素的边际产出应该恰好

等于要素价格，等价交换形式就是要素的产出弹性

等于要素价值占总产出的份额，根据 Kumbhakar 和

Lovell[4] 的研究定量衡量生产要素配置变化率。除

此之外，一些其他农业经济的主要效益指标，例如

农业劳动生产率、自然资源（土地）的影子价格都

可以测算出，从而测算、比较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发

展进程。

第三种是主成分数学模型法。利用 SPSS 软件

对标准化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

差贡献率、主成分载荷矩阵等。通过这种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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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衡量农业现代化各层次指标之间的协调程度。

第四种是 DEA 模型评价方法。使用数学规划

模型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率，对决策单元做

出评价，其原理是将所有决策单位的投入和产出项

投影到几何空间中，以寻找最低投入或最高产出作

为边界。通过模型可以得出每个决策单元的综合数

量指标，据此进行定级排队。

2.3  重点参数比较法

研究者利用经济理论和以往的研究积累，选取

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重点参数和可比性指标进行区

域之间、不同历史阶段、国内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比较。如王国升等 [5] 选取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

位、历史起点、政策、市场、科技文化等指标对我

国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提出区域协调

发展对策。高明杰等 [6] 通过典型国家机械化水平、

农业市场化程度与产业化、农业科技水平等指标的

比较分析，提出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李响等 [7] 通过选取农业产出水平等 6 类具有国际可

比性的指标，比较分析了江苏与美国、日本、法国

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2.4  其他方法

除以上三种主要方法，还有利用人工神经网络

的 SOFM 方法 [8-10]，通过神经元之间的竞争把高维

输入映射到低维，寻找最优权值矢量对输入模式集

合进行分类。该方法可以将农业现代化按不同发展

水平进行分类研究。还有学者尝试空间数据探索分

析方法 [11]。先用主成分数学模型法将 11 个农业现

代化指标简化为 3 个主成分指标，分析其因子频率

分布特征，然后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检验某一要

素的属性值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属性值

相关联，清楚地解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空间异质性

问题。

2.5  评价方法与理论的国际比较

以上使用方法的基本原理就是将包含多目标因

素的概念或目标进行模糊综合评价，理论基于模糊

数学和模糊关系合成，将农业现代化涉及的边界不

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进行综合评价。国外

的研究多集中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对层次分析构

造的判断矩阵排序、检验的研究丰富。此类研究通

过数学方法引入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以外的其余特

征根的反平均值，作为衡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的

指标 [12]。此外，利用梯形云模型对判断矩阵某指标

进行范围设定，即改进以往的具体值测算为范围测

算的方法。该方法抛开了传统的隶属函数概念，将

指标表述为一个边界具有不同弹性的，收敛于正态

分布函数的“云”，将每个指标表述为期望值（Ex）、

熵（En）、超熵（He）三个数值 [13]，这样可以把指

标的模糊性和随机性完全集成到一起，构成定性和

定量相互间的映射，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信息处

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从评价方法应用来看，在美国英克尔斯教授提

出的 11 项世界发展指标 [14] 基础上，后继研究者加

入了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等发展指标衡量现代

化进程 [15]。而农业现代化测评的应用因各国自然资

源禀赋、发展模式和外部环境不同展现出丰富而各

异的研究成果。

3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结果分析

3.1  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基本原则是用

具有代表性、独立性、易获取、系统且可比的数据

指标对农业现代化概念进行数理量化，其理论基础

是农业现代化理论。从农业现代化本质来看，其过

程是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的途径，包括

建立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从供给和需求两方

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 [16]。从农业现代化

的发展模式来看，既包括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提

高生产效率，改善生产关系，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

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现代化，也包括对农民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农村生活、生产和生态条件，

建立农业支持保障体系等，这些发展因素作用于农

村和农民，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处理好农业现代

化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

因此，指标体系设置首先要聚焦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本质，用代表性指标测度农业生产率、土地生

产率、各类农产品生产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等直接

反映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指标。二是指标体系设

置要反映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目标、重要任务、

要求、未来发展空间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因此指标

体系要包括农业发展保障支持水平、资源投入水平、

经营管理水平、影响生产效率的制度和政策、国内

国际战略布局等。三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农业现代

化的现有基础、发展阶段、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基础

上，设定合理的指标权重，突出发展重点，发现发

展难点。四是指标体系要考虑测算结果的系统性和

可比性，指标要选取权威的、统计口径前后一致的

数据，有利于对指标体系测算结果满足反映现实和

趋势的目的。

3.2  指标体系设置的方法

指标选取方法为先选择农业现代化测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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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业现代化所包含的因素划分为不同层次，即构

建一级指标维度，再选择维度测度的指标变量，用

于具体测算并设置权重的二级指标，并用框图形式

说明层次的递阶结构与因素的从属关系，构造评价

体系矩阵。作为一个开放条件下的综合性系统工程，

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不断外延扩展至整个农村区域

的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内部指标、农业生产外部

条件、生产效果等指标，还包括有农村区域指标，

如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组织

与经营管理、农业资源环境条件、农业基础设施与

投入、农业生产技术与教育等指标。

除此之外，由于采用的方法、工具和研究视角

的差异，研究者对基于特定时期、特定地点农业现

代化目标定位，将相应的指标纳入体系。例如王国

敏 [17] 将研究定位为“特色”与“新型”，为准确把

握我国具体国情和农情，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

面积农机总动力、单位耕地面积施肥量等效率值作

为代表农产品生产能力的二级指标 ；用生态环境、

农业发展潜力和国际国内战略等代表我国农业现代

化“新型”含义。因此现有的指标体系中绝大部分

仍然采用综合指标法设置指标体系，即将整个评估

体系分为综合性指标、主体指标和群体指标 3 个层

次 [18]。

3.3  农业现代化评价核心指标

由于现代化定义基本有两个角度 ：一是把现代

化作为一个过程来定义。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

代化是在现代社会中正在进行着的重要变化”。二

是吉尔伯特·罗兹星等把现代化作为结果或目标来

定义，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

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人们价值

观念中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它广泛涉及到国际环

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和技术进步等

方面。相应的，其研究范畴始终存在争论。

早期，农业现代化被理解为生产力范畴，即古

代农业、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划分基于生产力水

平。虽然生产关系也一度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

容，但生产关系改善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生产力范畴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的主流观点 [19] 。随后，刘易斯提

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学者们开始讨论农业在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化和

城市化提供廉价劳动力给农业带来的后果，农业现

代化应建立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重新被学术界引

起重视 [20]。

此外，由于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发展过程，

具体指标也应是动态的相对指标，那么其是否应是

一个历史范畴？从学科分类角度来说，农业现代化

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所以不能根据其他非经济

特征进行分析，而要从经济入手分析。并且农业现

代化发展不能脱离宏观经济的总体发展。农业现代

化概念和内容应是全面和、广义的，不仅包括农业

本身的技术、生产关系、方式、工具的变革，也包

括农业相关利益体农民的收入、素质、观念提升，

农业制度、社会组织方式现代化以及农业可持续发

展机制。因此，农业现代化是生产力、生产关系、

历史、经济、制度的杂糅范畴 [21]。也正是因此，农

业现代化评价核心指标缺乏一个核心测度指标，目

前仍然是由众多指标加权后的数值，而不同于工业

化、城镇化分别用工业产值占比和城镇人口占比的

简化核心指标。

3.4  农业现代化评价结果的可比性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但发展模式不同，特征也不尽相同。如日本农业现

代化特征是通过村町合并，在农村地区建设中小企

业和小城市，农民兼业提高收入，同时对农业实行

高补贴，弥补户均经营规模小、成本高的缺陷，形

成了以工带农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22]。美国农业

由于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缺乏，大力发展农

业机械技术，发展生物工程和卫星地位遥感技术，

实现了大规模农场经营，提高农业规模收益 [23]。在

依靠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发达的农业科技的同时，

构建了农作物保险、休耕、补贴体系，为农业现代

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小农场农业为特征的法国

由于人多地少、土地分散，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

农业机械化推广应用，法国政府采取加速土地集中，

扩大规模的同时，重视农业服务投资，大力兴建农

业基础设施，提供农业信贷、农业教育、职业培训

等服务 [24]。

虽然各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不同，但发展措

施重点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不同发展模式基本思

路无外乎以下几点 ：一是提高土地规模经济，鼓励

土地适当集中，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有利于先进

农业技术推广应用 ；二是政府在土地产权、保险等

制度建设和农业技术基础研究中起到主导作用，支

持政策导向明确，以工促农 ；三是提高农业从业人

员综合素质，逐步实现农民职业化 [25]。辛岭和蒋和

平 [26] 等在指标体系设置中借鉴了世界银行、联合

国粮农组织、欧盟及美国的衡量标准，有利于评价

横向可比性。同时，指标尽量采用易获取的统计数

据，数据口径统一便于进行地区间、年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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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业现代化评价研究的启示与问题

4.1  方法理论基础有待进一步论述

从以上现代化测评方法的梳理来看，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测评的基本思路是构建指标体系，本着

代表性、独立性、易操作性、系统性和可比性选择

指标纳入体系，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加权平均数。

其他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的目的在于降低指标维

度，便于比较分析 ；人工神经网络的 SOFM 方法通

过最优权值矢量将各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分

类分析。研究者测评方法的依据阐述主要从农业现

代化的内涵、未来发展趋势，并考虑数据指标的现

实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展开，而对农业现代化理

论基础涉及较少。

基于经济理论，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由传统型向

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生产要素引

入或技术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要素优化配置的过

程或制度创新的过程。或者说，农业现代化变迁不

只表现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更重要是通过

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调整，使农业成为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使农民成为享有平等的经济和

社会地位的利益集团，因此指标构建不仅要与参考

其他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经验、衡量标准，也需要

反映农业中生产关系、农业相对于国民经济其他产

业以及国外农业的竞争能力的改变，对方法选择理

论依据进行详细阐述，以提高测评研究的科学性和

客观性，把握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

4.2  指标体系设置中主观因素仍无法规避

现有成果中不仅指标体系的设置上差异较大，

各指标的权重设计也不尽相同，权重设定所用专家

打分法仍无法规避主观因素，因此存在争论。目前

的处理方法是采用德尔菲法背对背的多轮征询意见

和反馈的方式，使得专家意见较为集中，或是利用

统计方法，去掉偏差过高的专家意见，选择参照偏

好统计处理等方法。上文中提到的重点参数比较法，

因同样依据研究者的判断和以往研究积累，选取现

代农业发展中的重点参数进行比较，也存在争论。

以农业生产效率为例，狭义技术进步、技术效

率、规模报酬效益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国内外生产率

测度研究领域比较成熟的看法，然而许多学者认为

制度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重大，也不能由全要素

生产率准确反映。农业现代化测评作为一项对农业

进行全面测评的指标，涵盖内容广、指标多，其评

价理论必须反映农业经济研究的新成果，借鉴其他

领域测评方法，多学科交叉杂糅方法将是测评发展

趋势。

4.3  农业现代化的评价结果判断和预测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测算数值结果并不是研究目

的，而是将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乃至国家整

体现代化进程与国际发展经验进行比较，判断我国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明确未来发展要

着重解决的问题。虽然综合测评数值结果不同，但

学者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判断基本一致 ：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天津、

福建、江苏、山东处于发展阶段，其他省份仍处于

现代农业起步阶段。根据层次指标测算结果，各地

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也逐步明确，东部地区应优化

农业资源配置，向技术集约和资金集约转变，发展

劳动密集型、附加值高的外向型农业 ；中部地区发

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基地，重视农民素质提高 ；西部

地区挖掘特色农产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蒋和平 [27] 和王国敏 [17] 在发展现状测评和历史

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对“十三五”时期农业现代化发

展目标进行了预测判断。就主体指标而言，农产品

生产能力、农民增收等指标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影响

较小，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生态环境指标易受其

他因素影响，应建立全球视野的研究框架，将目标

设定和发展现状评价体系对接。

5  农业现代化评价研究展望

5.1  农业现代化与“四化”同步发展

现代化是文明发展、文明转型和国际互动的交

集。现代化大致有三个判断依据 ：有利于生产力的

解放和提高，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进步，有利于人

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

三个标准需要略有调整 ：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提

高又不破坏自然环境，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进步又

不妨碍经济发展，有利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又不损害社会和谐 [28]。工业化过程是制造业和第二

产业及其就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农村人

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城镇化，信息化则是以信息作

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的一种持续的社会改造和

进化过程。

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四化”发展过

程中，生产要素供求关系改变，劳动力、土地、资

金和技术等要素资源加速从农业和农村向工业和城

市流动，改变了原有的配置结构，引发了农业剩余、

工业扩张、工农平衡、城乡劳动力流动等备受关注

的问题。“四化”良性互动才能使产业发展、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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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在“四化”同步背景下的

农业现代化测评，不仅需要判断“四化”哪个超前，

哪个滞后，研究找出合理、协调的促进机制将是下

一步解决结构性不协调、不同步的关键。

5.2  可持续发展在评价指标中的权重

长期以来，为了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农业资源

存在过度开发利用的问题，对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

很大压力。我国单位面积土地使用的化肥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 4 倍以上，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 2.5 倍。农业的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

压力前所未有。农业现代化不仅要求农业生产过程

要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还要拓展生态环境保

护、观光旅游休闲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实现农

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生态安全领域的新增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

数、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万元农业增加值耗水

量等具体指标 ；资源利用水平角度的化肥、农药、

农用柴油利用水平和使用量。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指

标纳入农业现代化测评体系，有利于强化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警示耕地、水资源、生态保护红线。

5.3  如何从评价指标中提炼实践意义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概

念，其内涵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变化。

在新常态下，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走“现代

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

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做强农业，必须尽快从主

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

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

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2015 年习主席提出在一些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

化，突出抓好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

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3 个重点。结合我

国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发展、动

态进行跟踪研究，摸索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下传统

农业改造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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