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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55(a) 

可持续发展：《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 

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农业技术促进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无论对于增加作物和牲畜生产率还是对于加强农业系统的复原力而言，农业

技术都是实现可持续的农村发展的关键。近年来，人们日益认识到必须确保增产

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保护关键的农村生态系统及其功能，这种认识缓解了传统

上对于产量 大化的偏重。 近发生的粮食危机和在实现消除饥饿的千年发展目

标方面的缓慢进展，突出表明了不同农业系统在使用的技术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性，所实现的生产率也各不相同。尽管投入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农业成为了许多

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标准，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依赖低投入、

低生产率的农业。即使在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需要转向密集度更低、

对环境更无害的方法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将从使用更多的投入中

受益。但是原则上来说，它们应该也能受益于 新的科学知识和实地测试的可持

续方法，能够在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时实现较高、较稳定的产出和复原力。然而，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结合各种措施，包括加大适应当地农业生态条件的技术研

究力度、加强和调整推广服务、加大对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密切研究界和农

业界之间的互动关系。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决定为全面应对农业技术领域的挑战提

供了一个有用的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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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概况 
 
 

1. 本报告是根据题为“农业技术促进发展”的大会第 62/190 号决议编写的。

大会在该决议中要求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农业技术及有

效利用农业技术的条件的报告，并评估农业技术对于发展的贡献。 

2. 本报告的目的是评估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如何能够 佳实现提高生产力、

促进增长和粮食安全(尤其是在低生产率的农业系统中)、同时确保农业生产的复

原力和长期可持续性等目标的 新证据。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多年来一直

是多份联合国研究报告的讨论对象。本报告的意图不是老调重弹，而是要根据困

扰着今日农业的若干新挑战审视一些老问题，其中包括：(a) 2008 年的粮食危机

(世界经济遭受的一连串冲击加剧了这场危机)；(b) 非洲农业生产力增长率持续

偏低(这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部分原因在于农业生态条件、作物和农业系统

的多样性)；(c) 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d) 一些有前景的技术(其中 经常

提到的是转基因生物和生物燃料技术)的风险管理问题；(e) 逐渐逼近的生态危

机，特别是高投入现代农业在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f) 知识产权问题及其与农

业技术的关系；(g) 惠及主要群体(特别是小农户和女性农民)的困难。至少从

1992 年以来，国家和全球政策制定者针对其中一些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本报告的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指导，采用一套综合办法来了解什么起作用、

为什么起作用、可能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推广成功经验和适应当地的现实(尤其

是在困难较大的生产环境中)以及可能要求采取哪些进一步的行动。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资料

以及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国际评估报告中提出的分析和结论对本报告

很有帮助。本报告还借鉴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
1
 的有关成

果，这些成果涉及到将各种技术有效运用和推广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 

 

 二. 审查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 
 
 

4. 农业技术往往被认为是能够提高作物和牲畜产量潜力、弥合农场潜在收益率

和实际收益率之间差距的各类种子、投入和做法的结合体，不过，近几年来这一

概念已得到扩充，把对可持续性的关注、风险管理、土著知识和实践也纳入其中。

特别是，对土壤畜牧业做法和水资源保护方法的重视正与日俱增。 

5. 因此，以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农业技术，将其视为共同发生作用、产出成果、

提高自然资源当前和长远的生产力、从而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各种机构、知识、

做法和社区的复合体，是十分有益的。农业研究机构居于这个复合体的一端，其

__________________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9 年，补编第 9号》(E/2009/29)。 



A/64/258  
 

09-44704 (C)4 
 

目标是通过品种改善、基因改良、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技巧等手段提高实验农场

的产量。其次是各种传播机构，尤其是试图将由此产生的科学知识推广到农民

和私营部门或其他投入供应者的推广系统。事实上，绿色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巨

大成功，就在于知识(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较高产量)传播的速度。这至今仍然是

提高农业生产力的 大机会之窗。美国和欧洲现今的小麦和玉米产量相对较高

(约达到了潜能的 80%),
2
 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产量及

孤生作物的产量却要低出很多。
3
 即便在改良品种方面没有实现重大突破，如能

将发展中国家的农场产量提高到接近遗传潜力的程度，就可以提高玉米产量 40%

至 800%左右，
4
 提高木薯产量 500%至 1000%左右，提高水稻产量 10%-60%左右

5
 

(见图 1)。
6
 

图 1 

灌溉水稻
7
 和玉米

8
 的作物产量和缺口 

 

 

__________________ 

 
2
 农产品的可能产量通常比研究站受控制环境下的产量要低。农产品的实际产量更低，且取决于

管理做法和使用投入的数量和时间。 

 
3
 这对于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十分重要，但是很少受到私营部门的重视。 

 
4
 Pingali,P.(ed.).(2001).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1999-2000 World maize facts and trends. Meeting world maize needs: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and priorities for the public sector. Mexico, D.F.: CIMMYT.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04a)，水稻与缩小产量差距。 

 
6
 InterAcademy Council,(2004), “ Realizing the promise and potential of African 

agriculture”。 

 
7
 粮农组织(2004a)。 

 
8
 Pingali, P., Pandey, S. (2000).“Meeting world maize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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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过去，公共部门承担着农业研究的大头，但是这一局面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

改变。在研究成果与获利能力有着更密切关系的领域(特别是在研究成果体现在

种子、化肥、杀虫剂和其他投入等有形产品的领域)，私营部门的企业已经挑起

了研究和传播的大梁。公共部门的 佳作用可能包括直接促进战略领域和被忽视

领域的研究，包括在那些成果本身并不那么直观、收益的商业化可能性更低的领

域(如长期利益、非个人的集体利益和生态目标等)，以及成本-效益比率很低的

领域(如孤生作物、有关当地状况的研究和土著知识等)。公共部门可能还需要更

积极地参与私营部门企业(包括私营部门的研究和推广服务)的监管，以确保其符

合整体的社会目标。 

7. 另一个重要的传播形式是通过培养新的科学家队伍和推广人员的农业教育

机构。同时还需要辅以其他机构，包括提供投入、信贷和保险的机构。 

8. 后两个机构在风险因素左右决策过程的情况下特别重要，例如在非洲和农村

贫困社区广泛存在的边缘化、脆弱环境中。非洲的投入成本是世界市场价格的 3

倍，而且其对降雨的依赖导致产量差异很大，通常都不能获得农作物保险。那里

的农业社区试图保持产量稳定(特别是在收成差的年份里)，以维持家庭粮食保障

的 低水平。他们倾向于复杂和多样化的作物和畜牧系统，而不是高投入的农业

模式，因为前者能将风险降至 低。这就阻碍了他们利用可能提高产量的品种和

耕作方法，尽管这些品种和方法的复原力可能并不那么高。由于缺乏历史选择，

当地的牲畜品种通常具有较低的遗传产量潜力。但是，进口高产品种往往需要更

多的营养投入，超出了当地的生产系统通常所能提供的水平，而且需要具备易腐

肉制品和奶制品的现成市场和加工能力。同样，进口种质很难适应当地的环境，

需要更多防治疾病的投入。所有这些都需要对风险管理技术和相关的金融工具进

行投资。 

9. 许多产量差距较大的农作物和牲畜品种(如玉米、木薯和小反刍动物)在发

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玉米是非洲 重要的

粮食作物，而且对于满足非洲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方便食品需求而言也越来越

重要。
9
 但是，传统的玉米生产具有内在的风险，因为它不耐干旱和不规则的降

雨量。就人均卡路里消耗量而言，木薯是非洲重要性位居第二的主食，同时也是

动物饲料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在过去十年中，木薯产量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此外，各种疾病和虫害也对实际产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10
 

10. 除了有利的农业生态和农艺条件下，农业生产力还与管理方法以及农民所能

获得的技术和知识有关。即使在条件 好的地区，就算农民通常能获得现代化的

农作投入，在缺乏土壤、水和作物管理知识的情况下，农业产量仍然可能会很低。

__________________ 

 
9
 同上。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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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仅需要知道要用多少肥料，要能够负担得起这些肥料，而且还必须知道何

时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肥料，同时考虑到降雨量和太阳辐射等因素。对于畜牧业而

言，农民可能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来适当平衡饲料、发现动情期的迹象或控制

疾病，而这些因素往往与高产动物相关。 

11. 即便在可以获得这些信息的情况下，农民采用这些做法的可能性也会受到限

制，因为除了缺乏支持机构、土地和水资源的保有权保障及市场准入之外，还需

要在作物-土壤-养分-水资源管理和畜牧业领域具备因地点而异的知识，而这需

要大量的时间进行试验。劳力和资金的可获得性、缺乏体制支持以及在技术使用

和获取信息方面的文化偏好和性别差异等因素，也限制了农场的产量。因此，就

高粱、小米、木薯、甘薯和豆科植物等孤生作物以及小型反刍牲口和水牛开展研

究的边际效益非常大，因为管理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而且基因型改进也较少。 

12. 近年来，许多国际评估和论坛都强调，农业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粮食安全、

生计和生态系统服务都十分重要。农业的职能超越了商品的生产(如食品、饲料、

纤维、生物燃料、医药产品和饰品)，还包括非商品产出，如改善民生、加强环

境服务、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社会和文化传统等。通过有效的技术和对环境无害

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复原力，被认为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适应气候变

化的关键。 

13. 例如，非洲的农业生产力增长对于实现粮食安全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

农业人口占全职就业人口的 70%，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3%，农业出口收

入占出口总收入的 40%。
11
 因此，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此外，

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四分之三的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依靠农业

维持生计。 

14. 小土地拥有户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存在适当的激励

手段和市场机会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表现出采用新技术的能力。除了支持各种机

构外，开发传统作物和牲畜产品市场要比加大改良品种和品种的研发力度更能对

农民收入产生直接的影响。农户对各种激励手段和市场机会的反应因社会经济地

位和文化价值而异。必须通过把当地农业社区置于生产率提高方案的中心位置，

使激励措施适应这些情况。 

15. 推动农业发展可以带来动态增长的良性循环。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估计，在

农业部门每创造 1 美元的额外收入，整个经济将增长约 2.5 美元。由于农业和非

农业部门之间的乘数关系，城市贫困人口也和农村贫困人口一起受益于广泛的农

业生产率增长。因此，非洲小土地拥有户的农业生产力每增长 10%，就能推动近

__________________ 

 
11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02), “Ending hunger in Africa: Only 
the small farmer can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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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万人脱离贫困线(每天 1 美元)。
12
 过去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提高有利农业生态

条件下的产量，但将来必须将更多的努力投入到已退化的土地以及耕作边缘化和

较脆弱的土地、资源贫乏的小规模农户。 

16. 对增加产量和生产率的重视必须与生态管理工作相平衡，以避免以往负面的

环境影响。从历史上来看，这些负面影响往往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它们是逐渐发

生的，还有一些影响发生在传统农业的范畴之外。农业一直与淡水资源的过度开

发、流域的污染、森林砍伐和破坏性的土地用途改变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联系在一

起。
13
 

17. 近年来出现了一套更为可持续的农业做法和模式，尽管很多还处于试验或早

期部署阶段。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在各个农业生态区扩大和传播这些可持续的做

法，以便为传统的投入密集型模式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方法。广泛采用新模式的

关键在于，必须证明环境的可持续性和高产量是兼容、甚至相辅相成的。 

 
 

 三. 支持技术发展 
 
 

18. 所有主要的评估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a) 有必要加大农业投资；(b) 应当

针对资源贫乏的农民、妇女和少数族裔；(c) 必须实现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的

根本改变，以便成功实现发展和可持续的目标(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国际评估，2009b；粮食安全问题高级别工作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

议的报告)。这种转变需要考虑到支持农业和受农业支持的生态系统服务、农业

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和生态状况下无法预见的环境影响。 

19. 影响农业系统的生产力、复原力和可持续性的因素分为以下两大类：
14
 

 

 A. 生物物理因素 
 

20. 生物物理变量对于产量的影响比其他因素更难处理。天气和气候变化、土壤

类型、水资源供应、虫害疾病压力和杂草生长的倾向往往作为给定因素。灌溉技

术可以缓解降雨变化的影响。但是，这需要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酌情投

资于管理水资源获取权所需的各类机构。土壤成分、虫害压力和杂草生长的倾向

都可以通过管理方案逐渐改变，因为它们取决于耕作、通气性、病虫害防治和作

物系统等。 

__________________ 

 
12
 同上。 

 
13
 有关农业做法对环境影响的详情，请参见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国际评估报告(“处

于十字路口的农业：全球报告，2009 年”)。 

 
14
 粮农组织 (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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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技术和管理因素 
 

21. 由于缺乏对作物管理辅助技术的开发和传播的投资， 好的农业品种和种类

往往无法在农田中表现出自身的潜力。作物和土地管理技术改良的研究和推广落

后于品种的改良。即便在可以获得此类资料的情况下，由于上述原因，农民予以

采用的可能性也十分有限。在邻近的农田开展示范和试点项目有助于克服采用新

农业技术的阻力。
15
 其他重要因素包括农民的教育、获得信贷的机会和与推广人

员的接触。
16
  

22. 必须针对作物和牲畜的生产率和制约因素开展更多的研究。在肯尼亚和乌干

达开展的一项木薯产量研究堪称典范。研究结果发现，木薯的平均产量不到同一

区域所记录的 高产量的五分之一。在剔除限制因素之后，研究结果发现，土壤

的肥力是 关键的限制因素，其次是杂草和降雨量， 后才是土壤质地和虫害疾

病。
17
 这项研究与获得普遍接受的观点不同——木薯并不耐贫瘠的土壤和干旱。

此外，只有 12%的农民认为除草很重要，而 68%的农民认为虫害疾病非常重要。

尽管农民们使用改善基因型之后有可能会增加一倍的产量，但乌干达现有农地产

量的巨大差异性表明，即使在没有使用化肥和改善基因型的情况下，产量也能够

显著增加。因此，如果有适当的研究和创新的推广服务，非洲可能获得的粮食产

量增幅相当于在每年种植一种作物的半干旱地区增加 3-5 吨/公顷的产量，在每

年种植 2 至 3 种作物的湿润地区增加 13-16 吨/公顷的产量。
18
  

 C. 社会经济因素 
 

23. 杂草管理和综合土壤肥力管理的许多做法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正如木薯产量

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这可能也是一个限制产量的重要因素。杂草生长倘若不受

控制的话，产量可能减少 50%至 65%，但农民清除杂草的次数远远低于每个生长

周期清除杂草三次的 佳水平。条件较差的家庭在增产方面面临的困难更大，因

为他们受到所有生产要素的限制。此外，在一个存在多种压力的环境中，消除一

种压力对增产的贡献，要比在仅面临一种或两种压力的环境下更少。 

24. 增加种植密度等简单的做法将减少杂草，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有机

和无机肥料相结合，有针对性地施以微剂量化肥，间作双重用途豆科植物，通过

__________________ 

 
15
 World Bank Institute(2008)，“Improving rice productivity and achieving water savings. 

Achieving more with less: SRI-a new way of rice cultivation”. 

 
16
 Abdulai, A., Huffman, W.E. (2005). The Diffusion of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The Case of Crossbred-Cow Technology in Tanzani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7:3, 645-659. 

 
17
 Fermont, A.M., et al. (2009). Closing the cassava yield gap: an analysis from 

smallholder farms in East Africa. Field Crops Research, 112, pp 24-36. 

 
18
 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国际评估(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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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替代性的燃料来源把茎和作物秸秆留在田间、从而减少营养物质的流失，可

以大大减少购买投入物质的需要。粮农组织建议采用简单的农作概念和工具，以

减少清理土地、播种和杂草控制所需耗费的劳动时间。
19
 可以使用一些成本不高

的工具来改变传统的土地清理方法，包括手戳直接栽种器(直接将作物栽种到未

经清理的土地)和“马哥叶松土机” (能够通过一次操作同时开垦土地和栽种种

子)。
20
  

 D. 体制/政策/研究因素 
 

25. 高粱、小米、木薯、甘薯等植物品种和牛与山羊等牲畜品种的改良研究以及

使其管理适应具体的农业气候区的研究，一直资金不足。私营农业企业对于此类

研究一直没有多大兴趣，而近年来国家和国际公共研究中心的研究资金也停滞不

前。在过去二十年中，农业占官方发展援助的比重急剧下降。在 2008 年的粮食

危机之后，这一趋势可能会扭转：2009 年 7 月，8 国集团承诺投入 200 亿美元用

于全球农业发展。
21
  

26. 自绿色革命以来的过去 30 多年中，小麦的产出潜力持续以每年 1%的速度增

长。
22
 研发了使用常规育种技术的水稻和小麦超高产品种之后，预计产量将增加

15%-20%。
23
 这些改良是与开发出各种植物的研究中心有关联的，这些植物能够

持久抵抗多种多样的虫害疾病，而且更耐各种物理压力。这些研究中心还开发出

了口味和营养品质得到提升的谷物。但是，除了 近木薯研究的进展之外，孤生

作物的研究进展十分有限。此外，关于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加强在小农户农业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作物-畜牧系统，也很少开展研究。 

 E. 技术转移的因素 
 

27. 近，化肥价格居高不下，加深了环境方面的担忧，为采用较少依赖化肥的

技术(包括作物综合管理和基因改良)来提高生产力提供了动力。大多数杂交品种

对于化肥的反应不错，但是与不施肥的传统品种的产量类似。由于杂交种子较为

昂贵，如果农民无法获得化肥或者无法负担得起，向他们介绍杂交技术有时并不

经济。也可以选用其他技术，例如水稻强化栽培体系便通过更佳的土壤水分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 

 
19
 粮农组织(2004b)，“节省时间和劳力”。 

 
20
 粮农组织(2005 年)，“家庭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做法”。 

 
21
 Glickman, D., Bertini, C. (2009). The G-8 announcement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n it save the world from hunger? “Glob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2
 Pingali, P., Heisey, W. (1999). Cereal crop produ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s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Working Paper 99-03.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23
 粮农组织(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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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种植密度，用较少的水资源投入和营养投入获得了较高的产量。同样，现代生

物技术手段也为传统的育种方法提供了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 

28. 众所周知，绿色革命在提高发展中世界的粮食供应和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

大成功。现代化的高产品种的开发和推广，是促成这一成功的 重要因素，扩大

灌溉、机械化、专业化以及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也对此作出了辅助贡献。各

种体制和政策也同样至关重要，包括推广、研究、教育、合作社、营销和投入供

应。尽管绿色革命推动产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亚洲和

拉丁美洲)，但增长速度并没有持续下去。全球谷物产量的增长速度从 1960 年代

的年均 3.3%，下降到 1990 年以来的年均 1%。
24
 此外，这套资本密集型和依赖灌

溉的做法仅仅对边缘生产区和无法获得灌溉的地区产生了有限的影响。 

29.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得出结论认为，一场新的可持续的绿色革命

应当扩大农业投资的重点，不仅重视生产力，还应该考虑复原力和长期的可持续

性，包括保护生态系统功能和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即便在绿色革命 成功的亚洲，

土地退化、沙漠扩大、森林减少和对水资源的竞争也迫使亚洲不但注重生产效率，

而且也注重对环境的尊重。
25
  

30. 农业推广服务是发展中国家 重要的农村服务之一。
26
 在许多情况下，推

广工作的回报率超出了农业研究的回报率。对 95 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推广工

作社会回报率的审查表明，推广工作的回报率高达 80%(而研究的回报率为 50%)。
27
 有证据表明，农业技术推广也是一项有利于穷人的公共投资。例如，在埃塞俄

比亚，一次农业技术推广访问就能降低 9.8%的贫穷率，并增加 7.1%的消费，
28
 而

乌干达的推广访问则减少了 5 岁以下儿童的贫困、儿童发育不良和体重不足等现

象。
29
  

__________________ 

 
24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8 年）。 

 
2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2009 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 

 
26
 Faye, I., Deininger, K. (2006).  “Do new delivery systems improve extension access? 
Evidence from rural Uganda.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7
 Alston, J.M., Pardey, P. G.(2000). Attribution and other problems in assessing the 

returns to agricultural R&D,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5, pp 141-152. 

 
28
 Dercon, S., et al.(2008).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nd Roads on Poverty 

and Consumption Growth in Fifteen Ethiopian Village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00840. 

 
29
 Nkonya, E., Benin, S., Okecho, G. (2009). Enhancing the use of improv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mi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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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广服务也在不断变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

十年，政府和发展伙伴已开始改革传统的推广服务，以克服其主要弱点。
30
 一些

非洲国家已经实施了某种形式的需求驱动的推广模式。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提供具

备以下特征的推广服务： 

• 更多由需求驱动，更有参与性； 

• 在咨询服务的供应者和资金来源方面更为多元化； 

• 针对弱势群体，在需求及管理咨询服务方面增强农民的能力； 

• 重点更加突出，所提供的技术类型取决于需求；但同时也有 

• 更有限的服务覆盖面。
31
  

32. 目前并不存在一种万能型的推广服务模式，这方面仍有改进的余地。相较于

自上而下的办法，参与式方法已显示出更好的效果。然而，供应驱动的推广服务

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2
 例如，由于农民对可持续土地管理做法的有效性了解

有限，他们可能不会要求掌握这种做法。
33
 必须将这方面的培训纳入到推广服务

及生产后服务(如往往仍然缺乏的价格、营销信息和战略)之中。此外，还可以通

过利用农民的本地知识改善推广服务。 

33. 政府为推广服务提供的财政支持往往十分薄弱，这种服务主要是由捐助者资

助的，这就影响到服务的寿命。对农业的投资必须重振公共推广服务，以便为非

政府组织和私人提供的服务作出补充，因为后两者往往会在市场准入较高的地区

开展运作。
34
 必须将覆盖范围扩大到边远地区和贫困农民，尤其是妇女，因为他

们需要 充分的信息。推广服务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经济条件，并侧重于当地现有

的资源。正如肯尼亚的农民田间学校所表明的那样，在生产投入极其昂贵的地方

培训农民使用高投入的做法，将会遭遇失败的命运。
35
  

__________________ 

 
30
 Röling, N. (2006)，“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in innovation”. 

Innovation Africa Symposium, Kampala；Rivera, W.和 Alex, G. (2004).“分权化体系：

国际倡议的案例研究”，农业与农村发展讨论文件第 8(1)号，世界银行。 

 
31
 Nkonya, E. (2009)，”Current extension service models,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 not 

work. UN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32
 Rivera, W. (2001)，”全球农业与农村推广：发展中国家机构改革的各种可选方案”，粮农组

织。 

 
33
 Qamar(2006). 

 
34
 Rutatora, D., Mattee, A. (2001), “Major agricultural extension providers in Tanzania”. 
African Study Monograph, 22, pp 155-173. 

 
35
 Muli, M.B., et al. (undated), “Enhancing local innovation process”, Kenya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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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持续促进农业 
 

34. 尽管现在有各种实现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的技术，但必须通过一个统一的框

架、以适当的组合并在适当的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必要支持下应用这些技术(图 2)，

特别是在较为复杂和多样化的小农户系统中更需如此。符合发展中国家背景的方

案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 动态综合农业生产，其中包括综合作物保护、综合土壤肥力管理和作物/

牲畜综合管理； 

• 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其重点为基于社区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 

• 获得能源和机械的机会； 

• 知识管理和精准农业； 

• 基因改良。 

图 2： 

加强农业功能所需的可能技术与方案 

 

可能的农业技术 技术发展和适应方案 农业的功能 

支助机构和基础设施 

精
准

农
业
 

动
态

综
合

农
业

生
产
 

土壤和肥力管理技术 

小规模灌溉和采水 

便携诊断工具包、

决策支持工具、无

线和因特网接入 

精准灌溉 

   生物能源技术 

   收成后的技术 

综合作物保护 

综合土壤肥力管理

作物/牲畜综合管理

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 

获得能源和机械的机会 

知识管理与精准农业 

基因改良

粮食、纤维和能源生产 

改善生计 

增进环境服务 

保护自然资源 

维持社会与文化传统 

小额信贷(信贷、 
储蓄和保险) 

推广服务培训机构 

推广服务 

研发中心 
电信 

气象站 

公共工程(道路、 
桥梁和筒仓) 

现代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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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技术开发和改造方案 
 

  动态综合农业生产 
 
 

35. 动态综合农业生产涉及在空间和时间上互相作用的多个农作系统(作物和牲

畜)。它的动态性在于它包含一个优化生产、经济和资源节约目标的年度战略。
36
 

动态综合农业包含了综合作物保护和综合土壤肥力管理的原则。 

36. 综合作物保护涉及一个妥善管理害虫、杂草和疾病的整体办法。这种办法将

农业生态系统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并利用各种物理、化学、生物、文化和

基因方法控制害虫、杂草和疾病，同时限制这些方法对环境的影响。虫害综合防

治是一项综合作物保护战略，它可以包括采用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作物/植物物

种的多种耕作制度
37
 或通过引入害虫和杂草的天敌来利用传统的生物控制，

38
 

同时避免引入外来侵入物种。应首先利用自然形式的生物控制，以尽量减少关于

化学和物理形式的作物保护对环境和健康产生影响的关切。
39
 尽管综合作物保护

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多种作物环境下都已获得成功实施，其采用过程仍很缓慢。
40
 

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小土地拥有户仍不太愿意接受虫害综合防治，将这种做

法应用于主食作物方面的成就也很有限，尽管它被广泛提倡作为该地区的主要作

物保护战略。 

37. 综合作物和牲畜系统如果管理得当，能够促进对自然资源的均衡利用，包括

水、土壤和有机养分。从人类营养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少量增加肉类和奶制品的

消费也可以带来显著的保健福利，因为这能够解决微营养素不足和改善主要基于

谷物与根茎作物的膳食的营养质量。应当加强研究如何宣传和推广改良土壤、水

和作物的管理技术。农场学校有助于弥合研究和实地经验之间的差距，提供因地

而异的土壤肥力和虫害综合治理。 

__________________ 

 
36
 Hendrickson, J., et al. (2008), “Principles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systems: 
introduction to process and definition”, Renewable Agriculture and Systems, 23, pp 
265-271. 

 
37
 Bale, J.S., et al. (2008), “Biological control and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3, pp 

761-776. 

 
38
 Orr, A. (2003),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for resource-poor African farmers: is the 
emperor naked?” World Development, 31, pp 831-845. 

 
39
 Rector, B. (2008), “Molecular biology approaches to control intractable weeds: new 
strategies and complements to existing biological practices”. Plant Science, 175, pp 
437-448. 

 
40
 Bale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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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对于有经济负担能力的农民来说，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可以通过改进生物

控制试剂、受影响的作物和目标生物体来为综合作物保护计划提供支持。这也包

括基于昆虫不育术的基因虫害控制，这是一种干扰目标害虫繁殖、对环境友好的

生物技术。
41
 这些技术取决于通过采集基因指纹获得涉及有关物种的更多科学知

识。这使人们得以直接寻找更有效的生物控制试剂、确定试剂标本、追查入侵的

来源、监测综合作物保护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42
 因此，有关发展中国家对这

一技术的需求的研究十分有限。 

39. 综合土壤肥力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获得接受，特别是小土地拥有

户。综合土壤肥力管理的目的是综合利用各种自然和人造来源的植物养分，以便

以环境上可持续的方式实现更高的作物产量。它采用了多种战略，包括利用适当

的养分、作物-牲畜一体化、水土保持以及向各个有关利益攸关方传授综合土壤

肥力管理做法。
43
  

40. 应用既有的养分利用和水土保持技术，对于促使植物 佳吸收养分和预防土

壤与养分物质的流失而言至关重要。这些技术包括改变实地物理环境、利用生物

固氮、采用间作制以及使用肥料和覆盖物。
44
 特别有潜力的是将土壤固氮性能与

人类营养和(或)市场价值结合在一起的作物，这些作物通常由贫困的小土地拥有

户和女性农民栽种(如豇豆、杂交大豆和扁豆)。动态综合农业生产意味着利用所

有农业系统无处不在的养分来源，特别是来自牲畜的养分。作物-牲畜综合管理

将有助于利用农业残渣作为动物的饲料，而动物废料产品则被用来生产堆肥。亚

洲和非洲有一些小型农场利用堆肥提高作物产量的成功范例。
45
  

  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 
 

41. 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核心原则侧重于实现各种规划方法的一体化，这些

方法纳入了常规和非常规的战略，以弥合土地和水资源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差距。

这包括可持续发展、多方利益攸关方参与和发挥妇女作用的原则。
46
 土地和水资

__________________ 

 
41
 Dyck, V.A., et al. (eds.). (2005).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rea-wide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Netherlands: Springer. 

 
42
 Rector (2008)。 

 
43
 Gruhn P., et al. (2000), “Integrated nutrient management, soil fertility,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Food,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Discussion Paper 32.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44
 同上。 

 
45
 Ching, L.L.(2009)，“生态农业的生产率高吗？”，第三世界网简报文件第 52 号；又见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可持续发展创新简介》第 7期。 

 
46
 全球水事伙伴关系(2000)，“水资源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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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综合管理的有效实施取决于水资源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人力资源的可获

性、机构的特点和能力、文化背景以及单个国家特有的生物物理条件。
47
  

42. 除降雨量少之外，缺乏经济资源和发展供水基础设施的激励措施，也可能会

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短缺。例如，对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非洲小土地拥有

户来说，事实证明他们远离水体的生活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向这些边远地区

调水需要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即大规模灌溉系统)，这就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
48
 

因此，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建议采用规模较小的供水基础设施(如小规模灌溉

和雨水收集)、水资源保护、土壤湿度管理以及社区一级的水资源管理，作为经

济上可行的替代办法来解决缺水资源问题。
49
  

43. 开发农村水资源必须使用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水技术，此类技术应较易维护，

而且可以在社区一级建造和运营。
50
 低成本集水技术的范例之一，是在若干非

洲国家获得广泛测试应用的沙坝。
51
 低压滴灌是当前在发展中国家提倡的另一

种低成本技术。与传统的地面灌溉系统相比，这种技术可以实现节约用水一半

以上。
52
 作为“农业技术创新减贫”方案的一部分，以色列政府目前正与当地

机构和各发展组织开展合作，在非洲推广低压滴水灌溉系统。
53
 当然，灌溉效率

的提高并不能减少管理流域一级水资源的总体利用、从而确保资源的可持续性的

需要。 

`  获得能源和机械的机会 
 

44. 农业机械化拥有增加产量的巨大潜力。这就需要从传统的能源(手工劳动和

使用耕畜)向现代能源转变。然而，在世界市场的化石燃料价格急速攀升的背景

下，依赖于昂贵的化石燃料可能反而会弄巧成拙。相反，一些负担得起的能源形

式，如生物物质(包括作物残渣和禽畜废物产生的生物燃料和沼气)、太阳能、风

能和小水电，或许更具有可持续性。 

__________________ 

 
47
 Funke, N., et al. (2007), “IW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ons from the Mhlatuze 
Catchment in South Africa”, Physics Chemistry Earth, 32, pp 1237-1245. 

 
48
 Van Koppen, B. (2003), “Water reform in Sub-Saharan Africa: what is the difference?” 
Physics Chemistry Earth, 28, pp 1047-1053. 

 
49
 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国际评估(2009 年)。 

 
50
 Lasage, R., et al. (2008)， “Potential for 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to droughts: 

Sand dams in Kitui, Kenya”, Physics Chemistry Earth, 33, pp 67-73. 

 
51
 Lasage(2008). 

 
52
 Maisiri, N., et al. (2005), “On farm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low cost drip irrigation 
on water and crop productivity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surface irrigation system”, 
Physics Chemistry Earth, 30, pp 783-791. 

 
53
 以色列关于农业技术促进发展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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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可再生能源技术(包括小水电、现代生物能源和太阳能烘干机)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的农业部门很有潜力。利用蔗渣等农业残余物实现热电联产的技

术，在非洲发展得很成熟。
54
 将本地生产的生物燃料用于在当地发电，也表现出

了巨大的生产力收益。
55
  

 

  知识管理和精准农业 
 

46. 信息和通信技术正成为一个推进知识管理和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工具。
56
 

许多农村社区与商业、金融和治理中心之间距离遥远，阻止了信息的有效转移。

发展中国家缺乏运输基础设施、财政资源和所需的时间，来为农村居民获取信息

和相关服务提供方便。事实证明，移动技术和无线技术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

交易成本是很有潜力的做法。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够为农民提供 新市场预测、气

象预报、紧急警报、农业技术、专家咨询、银行交易、筹资机会和政府/私营部

门通知等方面的实时信息。
57
  

47. 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组织和分析有关养分动态的资料并将其提供给农民很

有帮助。决策支持包括计算机模型和以互动型互联网为基础的系统，可以将遥感、

绘制产量图和作物冠层测量等技术用于更有效的、针对性的肥料应用。例如，信

息和通信技术方面使国家一级对土地肥力、生物多样性
58
 和养分动态

59
 的快速

评估变得更为容易。 

48. 精准农业收集有关空间和时间上的生产变异性以及土壤和牲畜因素的精细

应用的全面数据。精准农业可以有效利用农业投入，对欠佳的健康状况提出预警，

__________________ 

 
54
 Karekezi, S. (2002), “Renewables in Africa – meeting the energy needs of the poor”, 
Energy Policy, 30, pp 1059-1069. 

 
55
 Karlsson, G., Banda, K. (2009), “Biofuels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Asia. Energia. 

 
56
 Rao, N.H. (2007),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India”. Tech Forecasting Social Change, 
74, pp 491-518. 

 
57
 Ntaliani, M., Costopoulou, C., Karetsos, S. (2008). Mobile government: A challenge 

for agricultur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5, 699-716. 

 
58
 Gillison, A. (2009),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research and farmers. Presentation at 
UN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59
 Goulding, K., et al. (2008), “Optimizing nutrient management for farm system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3, pp 

66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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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60
 虽然高科技精准农业现已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大

型系统，小土地拥有户对精准农业的应用仍是一项挑战。精准农业不仅限于全球

定位卫星和遥感等先进技术。它也包括低成本和较为简单的技术(如便携式诊断

工具包，如叶绿素仪和叶色图)、决策支持系统，甚至还包括传统知识。
61
 它也

可以包括记录动物识别、加强疾病监测、基因筛选、生产监测和产品追踪的综合

系统。 

49. 改进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需要新的战略和伙伴关系。公私

伙伴关系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通过“生命研究”(www.research4life.org)等

方案改进技术信息的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农业技术开

发的 重要影响，可能在于让各个社区加入参与性农业创新并将它们联结在一

起。更好地理解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并将其适当应用于农业发

展，都需要超越地域界限，为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实践社区(如电子农业共同体)

提供支持，以期实现 佳的影响。
62
  

  基因改良 
 

50.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界定，在理想的情况下，生物技术应包括生产、

加工和保存农产品的多种传统知识和技术以及现代分子工具。它可以发挥作用，

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发展和可持续性。在植物育种时进行诱变这项技术已

经获得证实，而且不存在争议，这种技术已经表现出有能力扩大作物对于不良

环境的适应能力，并提高养分和水分吸收的效率。一项替代技术是转基因学技

术(转基因生物)，这种技术需要密切监控，以避免对非生物技术领域造成污染

的危险。
63
到目前为止，除少数例外之外，生物工程作物一直侧重于开发抗虫害

或耐某些除草剂的植物种子，并侧重于高价值的作物。 

51. 就牲畜而言，当地品种的基因改良方案包括常规方法(记录保存、基因评价、

人工受精) 和高级方法(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其总体目的是在提高生产力的

同时保持遗传多样性和适应性。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案已应用于促进动物的生长、

__________________ 

 
60
 Wathes, C.M., et al. (2008), “Is precision livestock farming an engineer’s daydream 
or nightmare, an animal’s friend or foe, and a farmer’s panacea or pitfall?”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64, pp 2-10. 

 
61
 Mondal, P., Basu, M. (2009),  “Adoption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technologies in India 
and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scope, present status and strategies”,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19, pp 659-666. 

 
62
 Maru, A., et al. (2009),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 Ways to Mobilize 
and Transform Agricultural Science for Development”. Consultativ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Science Forum. 

 
63
 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国际评估(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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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生存能力，尤其是在抵抗病原体和疾病方面。
64
 基因组学可以极大地增加

产量，但却因风险因素而受到了批评。就总体而言，科学界和决策部门在继续就

转基因的作用和价值开展激烈辩论。如果继续实施下去，此类方案需要辅以适当

的生物安全性分析和筛选，以确保任何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风险都受到监测，并

被降低到 低限度。还应辅之以动物识别和记录方案，以便在当地环境中的基因

型和表现型之间建立起联系。 

52. 此外，必须认识到，基因改良仅仅是提高作物和牲畜产量的综合方法的一个

组成部分。争议较少的基因改良技术已经现成可用，例如在各个品种内部和相互

间的交叉选择和杂交育种。
65
  

53. 有关生物工程的争议，部分在于保护农业生物技术的专利多由少数几个跨国

公司持有，并获得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保护。

由于竞争者很少，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这就容易抬高种子和有关技术的成本，

从而可能会对小土地拥有户获得此类技术构成限制。
66
 出于这一原因，《国际种

子条约》设立了一项自由获取某些植物基因资源和分享其惠益的多边制度。
67
 应

当在这项多边制度下针对孤生作物以及为适应气候变化而转基因的作物开展研

究，以确保植物育种者和农民能够获得由此产生的技术。另外，可以鼓励知识产

权持有人在一段有限的时期内向发展中国家的用户提供这些技术，在这些技术已

适应当地的需求之后再付款。 

 

 B. 支助机构和基础设施 
 

54. 若干类型的支持机构和基础设施对于技术开发和改造项目的实施十分必要。

小额贷款机构可以提供储蓄、信贷和保险服务，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承担风险的能

力。例如，小额保险就是一种手段，能够缓冲对小土地拥有户构成威胁的不利气

__________________ 

 
64
 Laible, G. (2009), “Enhancing livestock through genetic engineering –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prospects”, Comparative Immunology,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32, pp 123-137. 

 
65
 Kosgey, I.S., Okeyo, A.M. (2007), “Genetic improvement of small ruminants in low-input, 
smallholder production systems: technical and infrastructural issues”, Small Ruminant 
Research, 70, pp 76-88. 

 
66
 Lalitha, N. (2004),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merging issues in India”, Ecological Economics, 49, pp 187-198; Walker, S. 
(2001). “The TRIPS agre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discussion paper”.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Gland. 

 
67
 粮农组织(2001 年)，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附件 D：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2001

年 11 月 2 日-13 日，C/2001/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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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条件所带来的风险。
68
 另一个重要的机构是推广服务提供者，他们所提供的知

识和信息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福利。
69
  

55. 对农民的教育是支持机构需要加以解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平均而言，一名

接受了四年小学教育的农民要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的生产率高出 8.7%。因此，

在农村地区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基础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还必须改变人们对于

农业的负面看法，以扭转目前农业教育招生人数下降的局面。
70
 农业教育和培训

必须回到主流教育体系，因为其隔绝状态导致课程编排缺乏相关性,教学和学习

标准下降,毕业生失业，投资支持减少。
71
  

56. 提供基础设施与农村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获得基本的公共

工程、农业基础设施、现代能源、水资源和电信。此类基础设施能够减少收成后

的损失，并让农民拥有一个远距离交付作物和获取产品与服务的更有效手段，达

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72
  

 C. 适应当地情况和社区参与 
 

57. 如果新技术植根于当地的情况和利益攸关方的优先事项，技术改造项目将更

有可能实现其目标。当地社区所拥有的土著知识可以促进技术改造，因此应有机

会参与各种方案的规划和管理以及对农业技术是否适应当地的状况所开展的评

估。此外，各种农民组织和合作社应协助农民用有限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获得

较低的投入价格和较高的产出价格，统筹安排产出以减少运输成本，甚至可以发

展当地的加工能力。 

58. 当地改造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到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的影响。气候变化预

测的特点是明显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
73
 即便在推动提高气候模型可预见性的情

__________________ 

 
68
 Zeller, M.和 Sharma, M. (2000 年)，“许多人借贷，更多人储蓄，所有人都保险：对粮食和

小额信贷政策的影响”，载《粮食政策》第 25 期，第 143-167 页； Bryla, E.和 Syroka, J. (2007

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创新简介》第 2 期，“编制发展中国家农业指

数基保险”。 

 
69
 Anderson, J.和 Feder, F. (2003 年)，“农业推广服务“，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2976

号。 

 
70
 Pratley, J.E., Leigh, R. (2008)， “Agriculture in decline at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 Fourteenth Australian Society of Agronomy Conference, Adelaide. 

 
71
 Gasperini, L. (2000), “From agricultural education to educ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 security: all for education and food for all”. 

 
72
 Hemson, D., et al. (2004), “Rural development: the provision of basic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Integrated Ru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73
 Giorgi, F. (2005), “Interdecadal variability of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Meteorology Atmospheric 
Physics, 89, p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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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应对战略也需要在建设农业系统的复原力时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因素。
74
 除

了研究经改造的作物品种之外，还必须将适应性方法融入到管理做法当中。 

 

 五. 建议摘要 
 
 

59. 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于实现农业发展、粮食安全、消除贫困、生态可持续性

和气候适应力等目标十分关键，它需要有一个战略行动框架。许多政策进程已经

开始勾画这一框架，但这是一项不断发展的工作。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

议商定的决定拟订了最新和最为细化的版本，以下政策建议正是以此作为出发

点。 

60. 这一办法将国家一级的辅助行动和国际一级的支助行动结合在一起。 

  国家行动 
 

61. 农业技术和更广泛的发展应纳入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除绿色革命的

核心战略之外，该决定呼吁制订相关战略，以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包括制订一

项可持续管理土地和水资源的综合战略、应对干旱和荒漠化的战略及适应气候变

化的战略，并加强监测，作为扭转土地退化趋势的各项措施的基础。 

62. 可持续的绿色革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呼吁开展一场绿色革

命，重新振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办法是通过利用基于科学的办法和当地土

著知识，来保护和节约自然资源、限制使用稀缺的投入和污染物并提高自然资源

的质量，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生产率和可持续性。该战略的关键要素是： 

 (a) 增加对农业、农业研发和关键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b) 通过有效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手段，建设知识和信息基础，以开展有

效的技术开发和应用； 

 (c) 对能够使农民和社区有效掌握科学知识的推广服务进行投资，并对农民

的教育和培训进行投资，以便能够结合传统知识有效地利用这些知识； 

 (d) 推广使用高效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技术，以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 

 (e) 支持融入国家和国际市场，特别是针对小农户和当地的企业家这样做； 

 (f) 为改进收成后技术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减少食物链上的浪费，包括

改善粮食处理、测试、加工、存储和运输；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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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非洲特别方案：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绿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遗漏

了非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力求确保非洲大陆这一次能够受益于最

新的科学研究，而且非洲获得这些收益不会以生态服务、文化安排和土著知识为

代价，并确保非洲的农业有能力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 

63. 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呼吁筹集资金用于耐旱品种

的研究与开发，并推广结合传统知识发展干旱预报、影响评估和早期预警系统的

技术解决方案和做法。会议还要求对农业进行投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 

64.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战略，包括： 

 (a) 加强对小农户的支持，为资源贫乏的农民获得适当的技术和采用可持续

的做法提供激励手段； 

 (b) 土地保有权保护以及获得水资源的保障，特别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而

言； 

 (c) 通过提供土地保有权保护等手段，赋予农村妇女权力，因为她们在农业

生产和确保家庭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推广服务应该更好地针对小土地

拥有户，特别是女性农民，而且必须培训更多的妇女成为推广人员； 

 (d) 社会资本和推广最佳做法：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承认，许多

“最佳做法”没有得到大规模应用，包括水土保持、节水灌溉、雨水收集和储存、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综合管理、减少收成后损失、虫害综合防治以及从市场机会中

受益的措施等。 

65. 国际合作对于这些国家行动的实施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

议强调，必须筹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农业官方发展援助，特别是支持非洲的绿

色革命。各地的小土地拥有户也都需要获得更大的保护，免受价格冲击和天气影

响，包括那些可能由气候变化引发的影响。如果要让非洲国家和其他贫困、脆弱

国家改善粮食安全，国际社会就必须对研发孤生作物、改良当地牲畜品种及气候

适应性品种和方法提供支持。在农业领域开展更多的南北、南南和三边技术合作，

有助于加快技术转让的步伐，并将其应用在迫切需要的地方。有效节水技术、水

资源管理技术和高效灌溉技术是业已取得一定进展的重要实例，但是在可持续农

业和自然资源管理领域需要广泛开展更多的技术合作。为了在可持续生物燃料领

域达成共识，也需要努力开展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