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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农业与可持续发展!二"
崔金虎，边少锋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 公主岭 #$%#&&）

摘 要：’&&#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参加了国家科学技术部组织的“农业资源

可持续利用技术与发展模式”培训班赴巴西进行了考察培训。在巴西期间听取了中国驻巴西大使

馆科技参赞关于巴西农业科技发展现状的介绍和巴西圣保罗大学农学院、甘比纳斯大学有关教

授的专题讲座，实地考察了 )*+,-*-,.,、巴西利亚、-,/)*0,1 市的两个农场和农业发展联合

体，走访了巴西农业部驻圣保罗代表处和 -,++2345+ 集团总部；对巴西的农业发展现状、农业

资源可持续利用、农业科技发展概况及农业科技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了解。巴西农业发展

的经验，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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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科研的方向和成果

巴西农业科研以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为原则，以满足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为目标，以提高农

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为核心，主要在土壤适宜种植品种、优质高产作物品种的培育、农业生物

技术、作物病虫害的防治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培育出了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环境的大豆新品种，使大豆这一温带作物在巴北部及东

北部热带地区种植。除大豆外，巴西研究人员还培育出适合巴西土质和气候条件的高产小

麦、玉米、蔬菜和水果新品种。

培育出了高产抗病害的作物新品种，如玉米双交种 .+6’&#，高耐酸性土，产量达 #8 9 :
;<’；甘蔗品种 -.=86$ 产量达 #>& 9 : ;<’，以及抗根腐病木薯新品种等。

畜牧业研究方面也成绩斐然，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大大提高了牛的繁殖率，并培育出世

界上首批（’ 头）试管牛犊。’&&’ 年巴西研究人员利用胚胎细胞成功的克隆了牛犊“胜利”，标

志着巴西在克隆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在病虫害防治研究上，主要在研究害虫生活史的基础上进行生物防治和药剂防治，广泛

采用以虫治虫、以菌治虫的生防技术，如利用真菌和天敌取代化学制品、利用植物控制土壤

中的寄生菌等。

近年来，巴西在柑桔黄叶病病菌基因测序、甘蔗基因测序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普

通大豆生产技术研究、大豆转基因研究、彩色棉的研究和开发以及甘蔗的种植加工和利用蔗

糖生产降解塑料技术研究等方面也属世界先进水平。

#,#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巴西的农业技术联合体（-,?*）是主要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巴西政府将农业发展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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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若干区域，各区域都有相应的农业技术联合体，负责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如圣保

罗州农业技术联合体下设 !" 个农业站，遍布全州并形成网络，设有培训部、种质改良研究

部、行政中心、技术中心和信息部等部门。主要为小农户（拥有 #" $%& 以下的土地）提供技

术指导和信息等服务，包括提供优良种子、指导种植、养殖和防治病虫害，提供技术资料以

及引进高新技术成果在本地区示范推广等。通过技术推广，引导农户更准确的种植适合市

场需求的作物，提高农作物的质量，同时提高了小农的环保和水土保持意识。农业技术联合

体隶属于州农业厅，由政府全额拨款。除了在提供种子方面实行有偿服务外，其它指导、咨

询和服务均不收费。

!"# 科技政策

巴西政府科技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是：鼓励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

谋生存求发展；促进科技活动融入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促使知识创新迅速向各产业扩散；推

动科技活动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为产业的技术升级、结构调整服务。在此基础上，巴西

科技部制定了以下科技发展政策：

! 通过立法，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巴西《科技进步法》规定全国对科技的投入必须保持

每年 ’(的增长率，到 )*** 年对科技的投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政府为企业每免税

) 雷亚尔，企业须投入技术开发 ,+, 雷亚尔。

" 制定支持精英基础研究计划。)**# - &""& 年巴西政府为此计划投入 )+.* 亿雷亚

尔，支持 &". 个基础研究项目。

# 鼓励技术出口，制定软件出口计划。&""" 年巴西软件出口份额占全世界软件出口总

额的 )*(左右。

$ 其它科技立法。在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大量涌入巴西的情况下，为保护本国的生物

资源，巴西政府于 )**’ 年制定了《生物安全法》；为了推动科技成果尽快在产业结构调整中

转化为生产力，)**. 年制定了《应用研究和知识转让法》。

% 巴西政府近 ’ 年来重视农业科技发展，把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提到日程上来，

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同时，加大农业科研的投入，农业科技投入占联邦政府开支的

)’(。联邦政府的财政资金主要保证国际农业科研项目的研究、农业科研机构的经费和农业

院校的教研经费等。州政府的财政资金主要集中用于保证农业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圣

保罗州为例，州政府每年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的奖金为 , 亿美元，约占州财政支出的 &(。农

业科技组织，如 /012 的经费由州政府承担。各城市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也主要用于技术服

务方面。由于各级政府对农业科技的重视和所采取的保证措施，使巴西农业发展处于世界较

发达水平。

! 巴西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 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

!"#"# 建立资源保护区，合理开发利用

巴西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资源特点对全国进

行区域划分，规定不同区域种植不同作物，合理开发利用。同时还划定若干资源保护区，不许

进行开发。比如巴西联邦政府要求较为干燥的塞拉多平原南部地区的农场主将其 &"(的土

地永久地保持原样；要求接近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塞拉多平原北部地区的农场主将其 ."(的

土地保持原样；规定亚马逊平原的热带雨林严禁开发利用，国家共设立 ’ ’"" 万 $%& 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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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

!"#"$ 提供贷款，鼓励农民保护水土资源

国家鼓励农民建设水土保持等水利设施和工程，种植绿肥作物进行土壤改良和土壤培

肥，并为这些农民提供贷款等帮助。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实行提高小农生活质量计划，

主要是应用先进技术，改变小农的掠夺式经营方式，保护水土资源，促进资源能够持续利用。

为实现这项计划，联邦政府提供了 !$%" 亿美元（其中向世界银行贷款 & &’’ 万美元）。

!"# 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巴西实行土地私有制，农业生产全部是农场主私营，农场按土地面积分为大农场和小农

场两种，土地面积在 (’ )*% 以下的为小农场。由于大农场与小农场的经济实力不同，农业可

持续发展模式也不相同。一种是自我发展模式。大农场主由于土地面积大经济实力雄厚，可

自行投资进行环境治理，如植树、种草，减少水土流失；实行轮作休闲，种植绿肥作物还田，培

肥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使土地可持续利用。第二种是政府扶持发展模式。小农场由

于土地面积小，为了维持生存，实行掠夺式经营，使土地资源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面积扩大，

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制订了为期 ( 年的提高小农生活质量计

划，政府投资 !$%" 亿美元，旨在通过应用先进技术，改变小农场掠夺式的经营方式，实现良

性循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计划实施以后，小农场农田环境质量已经有所改善，水土流

失得到了控制，土壤肥力有了明显提高。

!"$ 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

由于巴西政府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非常广

泛，我们培训和考察的可持续发展技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

! 实行科学种植。根据土壤养分、水分、土壤生物及气候条件制定种植计划，科学合理

地利用各种资源。巴西的主要作物种植区域划分明确，如大豆主要在南部和东南部种植，柑

桔的主产地为圣保罗州。

" 避免雨水击溅而引起的土壤侵蚀。溅蚀不仅使土壤自身减少，而且由于加大表土的

裂隙，产生过大的流失通道，从而带走其它的土壤。为解决这一问题，巴西主要是通过地面覆

盖一些植被和落叶来达到目的，减少由大雨而引起的土壤溅蚀。

# 降低地表径流的速度，限制地面径流的潜能，也就是防止其经历短的时间而汇集成

高势能的径流，从而降低径流速度。具体措施有：在地表种植一些短寿命的植被，在有径流形

成时产生很大的屏障，且能提高粗糙度和水流深度，从而降低径流速度；平整地表面，使地面

径流坡度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如采用梯形阶地、小型贮水池塘、等高耕作和扩大林地面

积等。

$ 减少地面总径流量。具体措施是采用植被覆盖地面，植被不仅保护地面不受雨水的

冲刷，降低地表径流速度，而且由于活的和死的根系可以截留水分，土壤中拥有大量的微生

物改善土壤结构，从而能增加土壤的贮水时间与数量，植被的范围和密度越大，地下土壤中

生物的作用就越大，植被生态系统的松软程度就越好。

% 实行作物覆盖免耕直播耕种技术。这是一种保护性的耕作技术，这种土壤管理方法

防止了对土壤成分、结构和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危害。在推广服务部门的鼓励下，多数农民在

大田休闲期和种植季节采用活的或死的生物质覆盖他们的大田。这种免耕直播技术在巴西

的应用面积逐步扩大，大豆应用面积达到 (&+以上，玉米的应用面积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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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生物固氮技术

巴西大豆当年一般不施氮肥或施用少量氮肥，而是采用固氮菌，所以在固氮菌的研究上

很下功夫。全国有 $ 个研究固氮菌的合作单位，主要开展筛选固氮能力强的菌株、大豆固氮

菌固氮效果、固氮菌与大豆品种亲和性及高固氮能力固氮菌的固氮机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

果已在大面积生产上广泛应用。生物固氮技术的应用，扩大了氮肥的来源，大大减少了化肥

的施肥量，减轻了化肥对土壤的污染，对改善土壤环境、发展可持续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 甘蔗综合利用技术

巴西的甘蔗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年产量达 &’& 亿 (，蔗糖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

一位。%))* 年巴西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实行开放政策，刺激了农场主委托科研单位加强对甘

蔗综合利用的研究开发，以提高甘蔗的附加值和产品竞争力。甘蔗可加工的主产品是蔗糖和

酒精，副产品是蔗渣。% ( 的甘蔗可产 %%" +, 的蔗糖或 $" - 的酒精，产 %"" +, 蔗渣。甘蔗生产

酒精是巴西甘蔗综合利用的重大技术项目，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推动甘蔗生产酒精技术的

发展，并改善环境质量，巴西政府实行酒精替代汽油的环保措施，规定所有使用汽油的汽车

必须添加 #*.的酒精，同时鼓励发展使用酒精的汽车。巴西的甘蔗可根据国际市场的糖价

决定生产蔗糖和酒精的数量。酒精替代汽油既是环保的要求，也是资源持续利用的需要，因

为甘蔗是可再生资源，而石油是不可再生的。

蔗渣的用途也比较广泛，可用作饲料、燃料、保温材料和造纸材料，一般 !".用作饲料，

!".用作燃料。

在农业上，蔗渣主要是用来养牛，可减轻草原的承载压力，为草原的恢复和发展提供有

力的保障，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蔗渣直接喂牛吸收率只有 &".，为了提高蔗渣的吸收率，巴西圣保罗大学农学院开展

了蔗渣加工技术的研究，把蔗渣经过高温（%%! / %&"0）、高压（%! / %1 +, 2 34#）和膨化处理，

使蔗渣粗纤维的表皮被破坏，牛食用以后养分易于吸收，吸收率可达 5".，比原渣吸收率提

高一倍。每头牛每天饲喂 %! / #" +, 的膨化蔗渣（占全部饲料的 5". / 1".），另外添加玉

米、豆粕或棉籽饼（占全部饲料的 &". / *".），牛日增重可达 %’% / %’# +,，%$ / #" 个月出

栏，体重达 !"" / !!" +,。为了降低养分损失和生产成本，利用蔗渣养牛的养牛场都建在糖厂

附近，自己加工膨化蔗渣。

通过甘蔗加工，生产出蔗渣，蔗渣加工后养牛，牛粪处理后还田培肥地力，形成农业资源

的良性循环。

! 启示与建议

! 巴西是农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而且开发的历史非常短，对资源的破坏也较轻，在

农业发展中基本不存在资源短缺等问题。但巴西政府和科研部门却十分重视农业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采取了各种法律、行政、技术措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

家，人均农业资源严重匮乏，而且开发历史悠久，资源消耗过度，更应该重视农业资源的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在对我国农业资源进行充分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不同农业区域农

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有力措施，加强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重点研究可再生资

源的综合利用技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迈上新水平。

" 巴西农业的比较优势明显，形成了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如大豆、牛肉、柑桔、咖啡、

甘蔗和蔗糖等。我国应在加入 678 的情况下，认真研究确定自己的农业优势产业，加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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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发和科技投入力度，特别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农业标准体系，发挥比较优势，争取在国

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 巴西的农业科研与生产结合紧密，农业科研院校的科研课题除国家根据农业发展需

要下达外（如农村环境、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等），有相当一部分课题是企业或农场主提

出委托研究并提供资助的。对小型农场提出的要求，则由国家出资免费提供服务。国家农牧

业研究公司（X6Y7%Z%）则是政府资助并实行企业化经营的大型的农业科研机构，根据不

同农区的特点设立的研究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直接为各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出口提

供技术服务。这样的研究体制针对性强，研究成果可以很快用到生产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科技成果转化率高，确实值得我们借鉴。为此，应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鼓励农业科研

机构和大专院校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真正走上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

" 巴西建立了网络化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配套服务，促进了

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鉴于我国在农业科技服务方面存在着网络不够健全、为农民提

供技术指导和服务不够及时有效的现状，应借鉴 ;%=0 组织的成功经验，针对目前农民素质

低和农业科技成果普及率低等问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加快农业科技成

果的推广和应用，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 巴西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但大豆的科研和生产水平相当高，已接近美国的水平。

我国南方夏大豆的产量较低，有必要派员到巴西进行学习或开展合作研究，提高我国大豆科

研和生产水平。

$ 巴西政府为减轻入世对农业的冲击，制定了许多保护性政策。我国应在加入 2=&
后的过渡期内，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制定我国农业标准体系，避免入世对我国农业的致命冲

击，保证我国农业在 2=& 框架下的健康和快速发展。

% 巴西的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开发条件优越，与我国相比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但同时

由于巴西农业资源过于优越，有许多农业技术，如干旱农业技术、节水技术、农产品深加工技

术等反而相对薄弱，这为我国相关农业技术及产品的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在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趋势下，应进一步调整我国农业发展思路，加快实行星火国际战略，制定有效的鼓励

政策和措施，推进我国具有一定开发实力的星火企业到巴西创业，推动我国优势农业技术、

设施及农产品的出口，加速我国农业科技国际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