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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农业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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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占世界 。 的国土面积
,

养活着占世界 的人 口
,

主食大米 自给有余
,

这在世

界农业 中
,

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

中国农业与日本农业基本相似
,

人 口众多
,

耕地面积占国土面

积 左右
,

而且
,

都是实行精耕细作制度
,

靠复种
、

施用有机肥
,

搞好田间管理来提高产量的

传统农业为基础
。

因而
,

日本在现代农业上的成功经验和教训
,

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极

大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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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ese ofJ
apanese m odern agrieulture has a gre at refe renee to C hinese agrieulture m odern ization

.

K ey w o rds Japan m odern agrieulture m oderniza tion of agrieulture C hina

日本现代农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国内粮食缺少
,

急需增加粮食产量的形势下发展起来

的
。

对于国土面积只有 37
.
8 万 km

, 、

生活着 1
.
24 亿人口的狭小岛国

,

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 11
.
1%

,

而且大部分是痔薄地
,

灾害频繁
,

每年因低温
、

光照不足
,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14 %
。

日本的 自然条件

并不优越
,

却在 60 年代后期实现大米自给
,

以后大米生产一直过剩
。

森林覆盖率为 68 %
,

畜牧业生

产水平居世界前列
。

现代的日本农业
,

已基本达到高标准的园田化
、

发达的机械化和较高的农业科

研技术水平
,

以及卓有成效的农业教育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

收稿 日期
:1993一09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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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本农业的现状

日本现代农业水平主要体现在良种
、

施肥
、

植物保护
、

农业机械化
、

专业化生产和农业教育
、

农

业科研
、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
。

( 一 )良种 良种因时代不同有明显差异
.
50 年代

,

为了发展粮食生产
,

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了
“

稻作第一
”

高产竞赛活动
。

高产
、

耐肥
、

抗倒伏是良种的特征
。

在 1955 年
.
,

全部普及高产品种
。

以

后
,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矮秆
、

适应机械化作业成了选育品种的条件
。

近年来
,

随着国民消费水

平的提高
,

优质
、

食味好
,

适应加工要求
,

便成了良种的必需条件
。

良种的普及促进 了作物单产的提

高
,

水稻全国平均产量为 5 Oook g/ha 左右
,

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

畜禽品种变化与作物品种的变化基

本相同
。

(二)施肥 化肥在 日本农业生产中
,

特别是在提高产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

50 年代推广以施

底肥为重点的施肥技术 ;60 年代推广以生育后期为重点的分期施肥技术
,

施 N 量为 13 7kg /h
a ,

施

氮水平居世界第 2 位
,

施 P
ZO S量为 46 kg/ha

,

居世界第 1位
;
70 年代为了适应机械化作业

,

推广根

据生育阶段施肥技术
。

每年化肥用量 202
.
1万 t

,

其中 N 68
.
7 万 t

、

P

2

0

5

7 4 万 t
、

K

Z

O S ,
.
4 万 t

,

施用

量为 427 kg/h
a 。

近年来
,

推广侧条深施技术
,

在播种机上安装施肥装置
,

插秧的同时在根部施肥
,

此

种施肥方法在寒冷地区促进苗期生长
、

保证茎数
,

还能减少肥料流失
。

近年来从保护环境角度强调

合理施肥
,

肥料需要量逐年减少
。

1 9 5 7 年 N
、

p

Z

O

S 、

K
Z
O 用量为 99

.
1 万 t

、

7 6

.

6 万 t
、

6 0

.

2 万 t;而

1990年则减少到 98 万 t
、

70 万 t
、

58 万 t
。

农技推广部门已基本实现了利用计算机土壤诊断系统进

行土壤分析
,

确定肥料施用量和施用时期及施用方式
。

在化肥品种上
,

已由单一成分向复合肥发展
,

由低效复合肥向高效复合肥发展
.
微生物肥料

、

缓效肥料在生产上广泛应用
.
随着市场对无公害食

品的需求
,

有机肥再度引起重视
,

年约施用有机肥料 80t 左右 (油渣 60 t
、

鱼肥 10t
、

骨粉 10t )
,

但因价

格
、

增产效果等因素影响
,

推广面积不大
。

(三 )植物保护 日本农业的主要灾害有气象灾害(低温
、

冷害
、

风害及光照不足 )和病虫害
。

在

防治灾害上
,

除加强灾害预测预报和建设防灾设施外
,

侧重于抗冷害
、

抗病虫害品种的选育
。

农药是

防治病虫害的主要手段
。

在农药使用上
,

由过去侧重于经济效益转变到注重环境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上来
。

农药开始向高效
、

低毒
、

对消费者安全
、

无环境污染方向发展
。

生物农药
、

性外激素
、

植物抗

病素等深受欢迎
。

生物防治特别受到重视和推广
。

( 四 )农业机械化 日本以稻作为主
,

着重发展稻作机械
,

因经营规模小和地形特点
,

走小型
、

系
.

列化道路
。

50 年代基本普及小型农机具
,

60 年代后期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体系
.
199。年全

国有农用拖拉机 432
.
8 万台

、

户均 1
.
03 台

、

收割机 129
.
8 万台

、

户均 0
.
31 台

、

插秧机 198
.
3 万台

、

户均 0
.
47 台

。

农业生产过程基本上是机械作业
.
随着政府大力推行农业经营规模

,

农业机械正向

大型
、

多功能方 向发展
。

( 五 )专业化生产 日本农业专业化生产程度较高
,

经营规模逐步扩大
。

土地经营规模在 3ha 以

上的农户由 1979 年的 9
.
6万户增加到 1990 年的 13

.
5 万户

。

在养殖业方面
,

养殖户减少
,

饲养数量

大幅度增加
。

1 9 7 0 年养奶牛户由 30
.
8 万户减少到 1991年的 6 万户

,

户均养奶牛由 5
.
9 头增加到

34
.
6 头 ;养猪户由 44

.
5 万户减少到 3

.
6 万户

,

户均 由 14
.
3 头增至 314

.
9 头

;
养蛋鸡户由 17 0

.
3 万

户减至 9
.
4 万户

,

户均却由 70 只增加到 14 79 只
。

肉类自给率达 70 % 左右 (其中牛肉自给率 54 % )
,

蛋类基本 自给
,

牛奶及乳制品 自给率 75 %
、

麦类 自给率 15 %
、

豆类为 5%
、

蔬莱为 90 %
、

水果类
.
60%

,

而主食大米则自给有余(自 1971 年起面积减少但仍有剩余)
。

农产品商品率极高
,

农户食用部

分也在市场上购买
。

专业化生产有利于集约经营和商品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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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设施农业 设施农业发展迅速
,

为高附加值农产品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

玻璃温室
、

塑料

大棚已在时新蔬菜
、

名贵花卉
、

珍稀水果
、

名贵药材等高附加值农产品上得到广泛应用
,

栽培面积 已

达 10 万 h
a 以上

。

温室向钢制结构和大规模方向发展
,

温室管理基本实现了 自动化和半自动化
。

如

自动排灌兼施肥装置
、

温湿度 自动控制装置等
。

日本已基本完成了农 田基本建设
,

农业基本设施建设 (农 田道路设施
、

排灌设施
、

土壤改良设

施
、

农地防灾设施等)
,

为农业生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

设施农业是在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技术
、

高投入
、

高产出的经营农业
,

是农业的发展

趋势
。

(七 )农业教育 日本的农业教育有三个方面
:
一是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

由 56 所国立
、

公立
、

私

立大学与农业有关学部和 15 所短期大学承担
。

大学培养的研究生
,

一般到 国家行政机关
、

研究单

位
、

农业院校工作
,

大学生面向农业企业和团体
,

叮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一般来自于短期大学和专

门学校
;二是对农业系统职员的培养教育

,

凡新录取和工作一段时间的职员都得参加培训
。

培训时

间
、

地点
、

形式因工作种类不同
,

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
,

有在 岗培训和离岗培训
,

有就地培训和异地

培训或海外培训等
;三是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经营者

,

国家和农业团体定期或不定期对农业经营者进

行培训
,

着重于实际应用培训
,

对新参加农业经营者则要在农技部 门研修一年才能从事农业经营
.

培养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和生产技能
、

训练有素的农业经营者
。

( 八 )农业科技 日本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

在农业生产上已达到实用阶段的技

术有
:
利用组织培养生产无病毒种苗及批量生产蔬菜

、

花卉种苗
;
利有胚胎培养培育蔬菜及作物杂

交种
;
利用花药培养缩短作物育种周期

;
利用受精卵移植

.
技术培育畜禽品种

。

即将达到实用阶段的

技术有
:
利用细胞融合技术培育雄性不育系

;
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培育抗病毒的烟草

、

番茄品种及培

育抗病毒
、

抗虫害
、

抗药害的作物品种
;
利用体外受精技术培育畜禽品种等

。

近几年生物工程技术在

农业上应用引人注 目
。

1 9 9 0 年日本生物工程技术已形成 1 580 亿日元的市场规模
‘,

到 2 Oon 年将达

到 15 兆 日元的市场规模
,

日本将在生物科学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

生物工程技术也将成为日

本国民经济中重要支柱
。

(九)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日本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政府和 民间两大体系
。

一是政府领导

下的农政
、

农林水产
、

各种试验研究机构及试验示范场等管理服务体系
。

因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
,

无

偿为农户提供信息
、

技术和品种
,

并培训农业经营者
,

指导农业生产
。

二是民间团体农业协同组合
.
(简称农协)

,

服务范围极广
。

农民的生产
、

生活活动均离不开农协的各种活动
。

在生产
、

生活方面根

据农户需要实行不同的服务
。

农协设有各种指导员
,

帮助农民解决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

农协的主要

任务之一是代购农业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
。

农民一般不直接进入流通领域
。

农协利用能集中大

量农产品和购买生产
、

生活资料的优势
,

利用庞大的组织系统
,

调节市场需求
,

保持稳定经营
,

保护

农产品价格
,

降低生产
、

生活资料价格
,

尽可能为农民争取利益
。

对于农户无法购建的大型设备和项

目由农协组织实施
。

政府一些农业调控措施
,

往往通过农协系统来实施
。

(十)农民的生活水平 二次世界大战前
,

农民经济收入较城市居 民低 1/2
,

生活贫困
。

战后一

段时间
,

仍以牺牲农 民利益来重建日本经济
,

对农产品实行强制性的低价收购
,

以维持物价稳定
。

1 9 6 5 年以前
,

农户收入一直低于城市家庭收入
。

随着 日本政府对农业实行倾斜政策
,

1 9 6 6 年以后
,

农户收入一直高于城市家庭收入
。

1 9 7 5 年农民户均收入 341
.
4万 日元

,

城市户均 289
.
7万 日元

,

高

于 17
.
9 %

。

目前仍维持在此水平上下
。

农 民收入的增加
,

为改善生活环境创造了条件
。

膳食结构与城市居民相似
.
农户的生活消费支

·

出与城 市居 民相 比
,

1 9 6 5 年 低于城市家庭 17 : 3%
,

1 9 7 0 年低于 5%
,

1 9 7 5 年则超过 城市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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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纬

,

1 9 8 5 年超过 12
.
2 %

, 现在仍维持在超过 15 % 左右的水平上
.
农户的消费支出与小城市相 比

则高于 25 % 左右
。

农民在对闲暇时间支配
、

海外旅行等方面比城市居民多
,

生活水平 明显高于城市

居民
。

二
、

日本现代农业的经验

日本在农业上的经验有
:

(一 )政府根据农业生产实际
,

及时制定和修订法律法规
,

依法治农 1952 年制定的《农地法 》
,

其后 3 次修订
;1923 年制定的义中央批发市场法 》

,

1 9 7 1 年修订改名为《批发市场法 》
;194 2 年制定

的《粮食管理法 》
,

多次补充修订
;1947 年制定的《农业协同组合法》

,
1

96
1 年制定《农业基本法》等法

律
,

从法律上确定农业的地位
,

农产品的流通管理
,

农业生产运行机制等
。

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以

立法形式实施
,

如《地力增进法》
、

《农业改良助长法》等
;《山村振兴法 》

、

《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

是政府依法振兴 区域经济
,

增加地方活力
,

已开始第 3 期振兴计划的实施
。

( 二)从战略角度考虑发展农业 日本由于物质资源缺乏
,

石油等物质已受制于人
。

历届政府把

农业当成稳定政局
,

保障安全的重要武器
,

都不愿意农产品
,

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米生产再

受制于人
。

为此
,

付出了巨大代价
,

对农业采取保护性政策
,

通过财政支持
、

各种补贴
、

设立基金等形

式保护农业
。

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政府投资占主体
,

国库 和地方财政投资占
.
80 % 一90 %

,
农村公

益事业和文化福利事业
,

国库和地方财政投资占 2/ 3
,

农户投资部分可以
一

申请低息或无息贷款
,

也

可向企业财团集资
。

在对农业的补贴上
,

名目繁多
,

对于大米
,

采取高价买进
,

低价卖出
,

差价由财政

补贴
,

其它农产品有稳定价格
,

最低保护价格
,

差价补贴制度
,

几乎 80 % 的农产品都能得到各种形

式的补贴
。

对推广农业技术措施也有补贴
,

便于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

各种补贴约占农业预算的

30 % 左右
,

补贴制度确保了农民收入水平
。

政府和 民间团体设立的各种基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
。

如农林渔业设施基金
,

农业改良基

金
、

农家生活改善基金
、

农业后继者育成基金
、

畜禽振兴基金等
,

各类基金发挥了稳定农村经济
,

促

进生产的作用
。

( 三 )卓有成效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技术
、

经营
、

流通上确保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

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率
。

( 四 )工业化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并没有因为工业发达而怠慢了农业 60 年代中期
,

日本经济起飞后
,

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提供了就业机会
。

留在农村的农民也有兼职
。

农村中

农户减少
,

农业就业 人员减少
,

农业 收入减少
。

从 1960 年到 1989 年
,

农户由 605
.
7 万户减少到

419
.
4 万户

,

农业就业人口 由 1 45 4
.
2 万人下降至 59 6

.
8 万人

,

农业收入 占农户总收入 比例由 55 %

下降到 13 纬
。

在农村中兼职农户增加
,

由“
.
7 % 上升到 85

.
6 % ;在兼职农户中

,

以农业为副业的农

户由 32
.
1% 上升到 71

.
9 %

。

农民 87 % 的收入通过参加非农业工作而获得
。

工业化不仅稳定了农村

经济
,

也从农业机械
,

农业生产资料等方面支持了现代农业 ‘

(五 )丰富的水资源和植被资源保护着农业 日本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

年降水量

在 1 800m m 以上
,

也是世界上 山地最多的国家
,

山地占国土面积 61 %
.
丰富的水资源

、

光热资源使

土地生产 力提高
,

沙漠吸不毛之地较少
,

森林覆盖率为 68 写
。

森林涵养水源
,

起着天然水库的作用
,

降水的 60 纬被森林拦截
,

仅 25 写的降水流失
,

土壤的流失量也很少
。

而且森林还具有保温
、

保湿
、

调

节气候
、

净化空气的作用
。

日本石油
、

煤炭资源缺乏
,

但水资源
、

绿 色资源却十分丰富
,

对农业及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其

它资源无法替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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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丰富的人才资源 日本农业经营者基本上经过专门培训
,

从事农业人员文化素质较高
,

这

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

这得益于全民义务教育的结果
。

日本是一个几乎无文盲的国家
,

80 年代以

来
,

人们已不满足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程度
, “

生涯学习社会
”

已引起社会重视
,

各类夜校
、

电视广播学

校开办讲座
,

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
。

三
、

日本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

日本在农业上存在问题有
:

(一)农业外部环境不断恶化 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比重下降
,

由 1960 年的 9
.
5% 下降到现在的

2% 左右
,

粮食生产所占比重更是微乎其微
。

虽然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的战略地位
,

农业预算占国家预

算 10 % 左右
,

对农业采取保护政策
,

但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和贸易制裁
,

也引起国内消费者的

不满
,
.
“

农业是 日本经济的癌症
” 、 “

农业是 日本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原 因
”

等观点在消费者中很有市

场
。

在内外压力下
,

已开放部分农产品市场
,

但仍固守
“

大米防线
”

决不妥协
。

日本大米生产成本高

于国际成本 6
.
6 倍

,

尽管政府大量补贴
,

销售价格仍高于国际价格 2倍以上
。

开放大米市场
,

即可减

轻国际社会的压力
,

减少巨额财政补贴
,

消费者也可以吃到便宜大米
,

但是这样要以伤害农 民利益

为代价
,

因为大米完全自给是历届政府的不变政策
,

问题是此种状况能维持多久
。

政府对农业投资

比例有所减少
,

农产品输入增大将对 日本农业产生巨大影响
。

(二)在政府保护政策下
,

农业成了没有竞争性产业 若减少对农业的各种保护
,

农业生产将难

于维持
,

其次是土地资源缺乏
,

农业经营规模小
,

机械化利用程度不高
,

农业生产效率低
,

没有竟争

机制
,

失去活力
。

( 三 )工业化
、

城市化带来了农村萎缩 农村中农民减少
,

真正务农的农民越来越少
,

农业人口

由 1960 年的 3 441
.
1万人下降至 1989 年的 1 897

.
5 万人

,

专业农户由 207
.
8 万户下降到 60

.
3 万

户
。

农业收入减少
。

1 9 8 9 年农户平均收入为 746 万 日元
,

农业收入 95 万 日元
,

农户对农业的依存度

为 13 %
。

而非农业收入为 87 %
。

非农业收入的增加
,

将会引起农业 内部分化
。

农民不务农将导致

农业停滞不前
。

( 四 )农业后继乏人 青年人脱农入城
,

农村的过疏化
、

农业从业者的高龄化更使农业发展步履

维艰
。

政府对从事农业的年青人以十分优厚条件
,

设立指导机关和基金
,

鼓励农家子弟和热爱农业

的非农家子弟务农
。

1 9
90 年通过 的《市 民农园整备促进法》

,

给予优惠条件
,

鼓励市民建立市民农

园
,

在闲暇时间务农
。

方法甚多
,

效果却不太显著
。

( 五 )服务方向偏离农业 已建立的农业科技
、

教育体系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对象减

少
,

利用程度降低
,

造成这些部门经营困难
,

随着改变经营方向
,

越来越偏离农业
、

农村和农民
,

影响

农业的发展
。

四
、

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几点启示

日本国土面积占世界 0
.
3%

,

生活着占世界 2
.
5% 的人口

,

主食大米自给有余
,

不能不说是个奇

迹
。

日本历史上一直人多地少
,

只能采取东方传统农业中的精耕细作制度
,

靠复种
,

施用有机肥
、

搞

好 田间管理来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
。

中国与 日本相似点较多
,

人多地少
,

在占世界 7% 的土地上
,

养

活着占世界 1/5 的人口
,

同样采取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
。

无疑
,

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农业现代

化更具有参考价值
。

几点启示是
:

1
.
健全法制

,

加强农业立法工作
,

加快立法步伐
,

使之与农业生产同步
。

如在农业生产中引入市

场机制
,

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
,

明确各部门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

对农业实行必要的保护政策
,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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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农民利益不受侵犯
。

2

.

积极兴办农村工业
,

引导农民向第二
、

第三产业转移
,

农民农忙时务农
,

农闲时进厂做工
,

增

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 比例
。

保持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

其次土地经营相对集中
,

扩大经营规模
,

提高

劳动生产率
。

.

3

.

加强农业投资强度
,

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国家投入应为主体
。

逐步推行基金制度
,

增强农

业生产的稳定经营程度
。

4

.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协会
.
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组成

,

政府应给予优惠政策和必要的

资金扶持
。

通过先服务
,

再发展
,

最后形成经济实体
,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
,

在计划
、

生产
、

加工
、

销售以

及代购生产
、

生活资料方面为农民服务
。

政府对农业的一些调控措施通过农经会来实施
。

5

.

对现行农业体制进行改革
。

所有涉农部门通过对农业的服务来确定收益的比例
,

多服务多收

益
,

少服务难生存
。

在法律上应明确规定利益分配 比例
,

保护农业发展
.

6
.
强化农村教育和农业科研工作

,

保持农业发展后劲
。

花大力气培养 21 世纪的新型农民
,

文盲

务农的历史应该结束
。

新型泌民应该是高素质
、

懂经营
、

懂流通的科技型经营人才
。

加强农业科研

的投入
,

充实农业技术储备
,

只有这样
,

中国农业才能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
.

(参考文献 8 篇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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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
间歇入渗条件下

,

土壤入渗能力的降低是间歇灌水技术节水和

灌水质量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

间歇入渗能力的降低主要由于入渗上边界水力传导度的减小所致
;

水力传导度的减小主要 由于入渗上边界结构的变化 (致密层的形成和发展)所致
,

但也与土壤粘粒

的水化作用
,

禁固气体的存在以及灌溉水中悬移细粒的沉积和迁移有关
。

致密层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水力传导度的减小原因的研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

加之受 目前研究

手段的限制
,

本文仅对间歇入渗减渗机理作了粗浅的分析
,

进一步的研究尚待继续
。

感谢王文焰教授的精心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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