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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农业发展新战略
New Strategy for Agri Development in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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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七大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
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

民融合发展战略等七大战略

打好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三个优先发展……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

十九大报告：新时代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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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

•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
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1991-2000
基本小康

2001-2020
全面小康

• 乡村振兴取得重
要进展，

• 制度框架和政策
体系基本形成；

2021-2035
基本实现现代化

• 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
进展，

• 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
实现；

2036-2050
现代化强国

• 乡村全面振兴，
• 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全面实现。

1981-1990
解决温饱

乡村振兴：时间表、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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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
国农业也面临转型升级、提质上档的重大机遇。
发展理念创新：从数量优先转向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由注重“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 “吃饱”，转
向“吃好”，农业将形成以高质量发展为根基的发展理
念创新、战略创新；

政策支持转型：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政策与调
控将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提升竞争力为导向，由过去
的价格支持、行政干预，转变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一、新时代农业新战略：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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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由发展方式粗放、产业链脱节，转变为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开发农业多功能，延长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的有效对接、深入融合。

国内国际统筹：从过度生产、资源透支，转向统筹优化
国内外农业资源和市场，拓展和深化全球农业产业链和
价值链，构建持续、稳定、安全的全球农产品供给和安
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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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供给保障高质量：
农业生产和经营体系高质量。

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
拓展产业链、提高价值链、优化利益链；

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

农业资源配置高质量：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

全面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业产业效益。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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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可持续发展高质量：
生产绿色；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农业产业竞争力高质量。
统筹国内外市场和资源；

竞争力导向、创新驱动；

差异化、品牌化、特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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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目标新功能：
从过去物质产品供给：提供充足、安全、优质的食物产品、
工业原料，
拓展提升多功能供给：

生态环境产品供给：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源、恬静的田园村落等。

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农耕文明、乡土文化、乡愁寄托等。

新需求新愿景：
从过去稳定的就业、收入、富足的物质生活需求，
拓展升级美好生活需要。

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公共服务、可靠的社会保障、丰富的文化活动，

过上现代化的、有尊严的、环境优美的美好生活。

新战略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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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调整粮食安全战略：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

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

在重视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在保障当期供给的
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2015年10月）：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十八届五中全会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

十九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基本战略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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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战略需求：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
保障体系：
一个并重
粮食安全、资源环境安全并重

二元路径
立足国内
适度进口

三大能力
国内生产能力；
储备调控能力；
国际供应链管理能力。

实现粮食安全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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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管理现代化：三维框架

家庭层面

国家层面

全球层面 全球食物可获得性：世界粮食安全

国际贸易 国内生产能力

家庭收入水平

粮食安全 营养健康 其他基本需求

国内食物可获得性：国家粮食安全

家庭食物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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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路径：立足国内、适度进口

立足国内：
强化农业生产能力，

提高储备调控能力，

适度进口：
国际供应链管理和资源掌控能力，
实施“五位一体”全球农业战略，建立全球农业贸易、投融
资、生产、服务网络，
形成持续、稳定、安全的农业食品全球供给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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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供应链管理能力：实施五位一体的全球农业战略

全球农业

战略

战略贸易伙

伴

新型国

际合作

境外投资全球农业治理

全球商品

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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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入“一带一路”

实施全球农业战略：

融入“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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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倡议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

主席在中亚和东南亚，先后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即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十九大：

•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规划设计

政策沟通、战略对接、产能

合作

AIIB/丝路基金

2013-2017 2017：引领全球化升级

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共识，从理念到行动……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 “国际化平台：140个国家的参会者：

• 高峰论坛成果：《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 第一份具有全局性、权威性和政治性的多边文件。

• “丝路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五通”等理念

和主张获得各国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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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
和平、合作、发展、共赢；

核心价值：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基本原则：
共商、共建、共享；

合作重点：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合作目标：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五路愿景：
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必须把握“一带一路”核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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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
新时代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
顶层设计。

管总规划
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

国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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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
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
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中国主张
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的中国主张；

责任担当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推
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
责任担当。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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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打造世界最大的区域协同发展平台
“一带一路”：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另一端是极
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由此带动中亚、西亚、南亚以及
东南亚的发展，并且辐射非洲。
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

通过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愿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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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推动——“一带一路”目标的拓展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
同发展新动力。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和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十九大：新时代、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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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一带一路”的新机遇

•农业国际合作新格局

•全球农业贸易投资新体系
新格局

•规则导向：完善全球农业治理体系

•合作驱动：农业国际合作新构架、新范式
新机制

•资源互补，产能合作

•市场互惠，发展共赢
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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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新型国际发展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公共平台。

“一带一路”将促进中国发展经验的延伸和外溢。
通过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发展战略对接以及国际产能合作
等，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学互鉴，分享发展经验，实现共
同发展。

“一带一路”是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以及三方合作的具
体实践与典型示范，是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推动形成农业国际合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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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国际化新机遇

资源互补。
有利于实现与沿线国家农业资源的互补。

充分发挥沿线国家农业资源优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不仅有利于解决其粮食安全保障和农民增收问题，
还能够扩大其农产品出口，增加全球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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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合作。
促进与相关国家农牧产业发展合作。

通过农牧产业的国际产能合作，把国内农牧产业的价值
链，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延伸到境外，形成覆盖“一
带一路”区域的农业供应链，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这
既符合沿线国家的利益，也是国内农牧产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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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互惠。
在“一带一路”倡导的区域合作框架下，逐步建成高水
平的自贸区网络，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安全、稳定的区
域农产品市场体系，使各国平等、安全分享经济发展、
农产品市场增长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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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共赢。
农业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支撑。

农牧产业体系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中国与沿
线国家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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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http://weibo.com/cgq99 cgq9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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