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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

新。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不仅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可以应用至农业、农村领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具体运用和综合表现，代表着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趋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农业现代化不

再局限于传统的农具和简单的生物材料，生产工具发生了规模化、数字化的突破性变

革，无人机耕作、智能牲畜监测、智能农业机械、智能设施农业等已成为不少地方农业

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通过智能农机装备精准施肥、播种和喷药，以及智慧大棚、垂

直植物工厂、养殖工厂等智慧农业基础设施，让农业生产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化和自动

化，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和农作物产量。生物饲料、生物肥药、动物疫苗、可降解农膜

等新农资逐渐替代了传统化肥农药、农膜、饲料，不仅削减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提

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所以绿色生产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应有之义。而

生产工具与技术手段的全方面提升，必然带来产业链的全面整合。产业链整合不是简单

地提高产量或降低成本，而是以涉农产业链、供应链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为核心标

志，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链条的持续延伸，推动农产品加工、销售、物流等环节

的现代化。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每一次变革，就必然对农业制度创新提出相应的客观要求。另一

方面，制度创新则需要不断满足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变革的需要，否则就会阻碍农业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在本期报道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现实注脚。未来，诸如蔬菜工

厂、智能农场、无人牧场等大量出现，必然会带来资源要素配置和市场供求关系的改

变，对现有农业制度提出挑战。例如工厂化的农业经营土地权属问题如何界定、投资方

与运营方如何界定又如何分配所得、农民如何从中享受到生产力进步的红利、金融手段

可否参与等，都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现实命题，更是绕不开的“必答题”。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农民需求和市场变化出发，以破解农业资源要素错配与市场

扭曲问题为主线，立足市场机制优化农产品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在土地、科

技、财政、金融、人才等政策供给上的制度创新主导作用，以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需要。

简言之，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

解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必答题”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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