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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言

1 . 大会1 9 8 2 年 1 2 月 2 1 日第3 7 / 2 4 5 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对非 

洲粮食和农业状况的急剧恶化表示严重关切。 它又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许可范围 

内，向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供必需的资源，使其能与有关组织—— 诸如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以及处理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其他组织和总部设在非洲的各个 

政府间机构—— 进行协商，对非洲现有粮食和农业技术进行一项调查，但要考虑到 

这方面现有和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并且对差距进行一项评估，详细说明现况和需要 

以使非洲区域各国能够朝切实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作出有效成绩，并通过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1 9 8 3 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2 = 遵照上述决议，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进行了准备所要求的调查. 

不过，鉴于时间限制，无法对整个区域作如此广泛内容的调查.要求了有关的联 

合国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共计2 9 个 ）在其专门领域方面提出贡献，以便对非洲 

的技术状况能提供一个总的概览。 此外，还向区域内大多数国家发出了问题单， 

并进行了有限次数的实地访问。 不幸的是，还没有足够的对问题单的答复可供进 

行适当的分析。

3 . 因此，以下的报告主要是根据非洲粮食和农业技术机构间协商会议和1 9 

8 3 年 5 月2 3 日至2 7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动员所需财政和技术资源国际年. 

非洲经委会编写了一份领头文件，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粮农组织、非洲统 

一组织（非统组织）、非洲家畜国际中心（非洲家畜中心）、国际昆虫生理和生态 

中心（昆虫生理和生态中心）和国际动物疾病研究实验所( 动物疾病实验所）提出 

了其他的文件. 粮农组织特别作出了非常充实的报告，而各参加组织提供的文件 

和说明是该报告的重要素材. 其目的不在于对现有的技术作流水帐的详尽报导， 

而是提供一个广泛的概览，以强调最突出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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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和结论

4 . 非洲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仍一直落于人口增长之后. 在整个1 9 7 0 年代y 

当非洲人口以约2 . 8 % 的平均年增长率上升，该区域的全部粮食生产仅约增加

1 . 5 %• 按每人平均计，则景况更令人失望和心惊，平均年增长率在1 9 8 0- 
19 8 1 年是一0 . 4 % ，而 1 9 7 0 — 1 9 8 0 年期间是一1 . 2 % . 在 1 9 7 0 

与 1 9 8 0 年之间，非洲农业部门仅增长了 1 .3 ;%，而最不发达国家是2 .  2 % 。 

非洲的粮食自足比率已从1 9 6 0 年代的9 至 1 9 8 0 年的约8 6 % , 表示 

每人平均本地生产的粮食约降低了 1 2 % .

5 . 当非洲在继续经历着恶化的粮食情况，世界上其他地区却成功地获致了某 

些显著进步，特别是在几种主要作物方面的增产。 非洲在几乎所有主要作物方面, 
其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最低的。 例如，据估计平均世界谷类植物产量是每公 

顷 2 0 0 0 公斤，而非洲的是每公顷1 0 9 0 公斤。 关于块根和块茎植物，世界 

的产量是每公顷超过1 1吨，而非洲的是7 吨。 至于肥料的投入，非洲农地的使 

用量是每公顷3 公斤，拉丁美洲的是8 公斤，亚洲2 6公斤.

6 . 粮食损耗和浪费高得惊人，特别是收获后的损失，据估计，这对于谷类植 

物是1 0 % ，块根和块茎植物是百分之2 0 至 3 0 , 而水果、蔬菜、鱼类、畜产和 

其他易腐食物则其比例更高。

7 . 非洲艰危的粮食状况继续令人担忧，特剃是鉴于其对区域的经济及其人民 

的福利的极坏影哬。当非洲的粮食产量在过去1 0 年来在下降，对粮食的需求量却 

随着人口和收入的增加而一直上升。日益增大的粮食短缺不仅摧残了该区域长久珍 

视的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而且造成了痛苦和困难使该地区数百万人民遭受营养不 

良和完全挨饿。而且，它也使得许多非洲国家停止了发展工怍，因为它迫使他们依 

赖逬口来弥补缺额，从而涸竭了他们为逬行发展所急需的外汇这种情况的继续不 

变，正严重地损害着该区域各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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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尽管非洲各国在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各自不同，但大多数非洲国家经 

济哲最显著的共同点是，强烈依赖着多数农民仍只能生产仅足糊口之粮的农业。在 

1 9 8  1 年，非洲农业占国内总产值的2 4  % (按生产因素成本计），向6 7 % 的 

劳动人口提供了就业。农业对于非洲各国经济的重要性仍然是首要的，特别是在许 

多不生产石油的国家，那儿农业在国内总产值和就业中所占的份量仍出奇的高。简 

陋的耕种在农业中占了主要地位，其特色是人力劳动强度高，效率低的手用工具， 

管理不良，缺少应用适当的技术革新。

9 . 在多年忽视农业部门之后，许多非洲领导人巳公开承认非洲各国今曰面临 

的最大难题是农村发展。这是承认一项事实，即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工业增长的主要 

前提，而工、农业的发展在长期说来是相辅相成。工业化的实现极有赖于农业的高 

增长率。两项最直接的联系是制造农业的投入及农具，和农业出产的加工。因此， 

非洲经济的增长、减少贫穷和结构改革等长期目标，将依靠利用针对小农园主农业的 

适当政策和资源来提高其农村经济的生产。在目前，农村地区在单位面积产量及农 

业劳动力产量方面的生产力均低，因此只产生很少的剩余可供怍新的投资》这种在 

农业和粮食生产方面令人失望的成绩，还应从一项事实来评断，即整体说来，非洲 

有很有利于提高生产的人对土地的比率。非洲能有的可耕地据估计约为每人1 • 7公 

顷，而现在利用到的仅为每人0 • 55公顷。造成非洲农业部门增长率缓慢的因素很 

多而且是累积的。粮食和农业危机的某些主要原因在外因干旱和沙漠化问题使得土 

地每单位面积产量低以外，可归之于投资不足、由于反常的定价制度对农民的奖励 

差. 土地使用权制度不当、有限的农业研究、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和体制的限制等。

1 0 . 不足的资本和农业财源，连同缺乏技术才能和知识，完成了使得农业成绩 

差劣的恶性循环。一致公认提高农业的劳力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而应 

用相米纳适当的技术是提高劳力出产的关键。

1 1 . 非洲各国政府都极了觯合适良好的技术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这种了解 

已反映在《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中，它强调一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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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即不适当的研究和缺乏改良现有的技术，包括改良技术的不善推广在内，是粮 

食和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惊人的衰退的一个主因。为此，非洲各国政府已开始了发展 

方案，旨在通过促逬投资、研究和其他基建设施，将粮食和农业部门，特别是粮食 

作物，怍为优先事项。

1 2 . 不过很明显，非洲各国在向农村注入和促逬良好合适技术的成功，将有赖 

于在发展适当基建设施一一如运输、贮藏、处理和加工及分发系统等，它们是技术 

的必需软件组成部分一一方面的成功。

1 3 . 非洲在采用和发展合适的农业技术方面仍远落在世界其他地区之后。其后 

果是非洲各国尚未能充分利用和得益于广大自然资源来提高被认为是工业化基础的 

农业部门的生产。到目前为止，规划者和决策者还一直很少注意科学和技术在非洲 

农业的发展中应起的作用。即使在少有的情况下的确在非洲各国的发展目标中考虑 

到促逬科技，但规划者和决策者对于投入的实施、管理和发展的现代因素还过分地 

依赖外国的来源。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大多数非洲国家还没有制订好适当和一致的关 

于发展和利用技术—— 包括技术转让在内一一的政策和方案。

1 4 技术的硬件方面，诸如机械、肥料、种籽等，要能高效生产，就必需有软 

件部分的支持，而这部分是需要大量投资的。在非洲与发展和应用适当技术同等重 

要的'  是要创造有利的环境，以鼓励农村人民有效地运用他们的资源、一技能和创造 

性，并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以便使他们能充分参与变革的过程，并对其作出贡献。 

这是说，任何技术转让必须不只注意于其在促成迅速逬步方面是适宜和良好，还必 

须注意其对发展本国技术本领和能力的触媒作用。这需要非洲各国政府采用一贯和 

妥善筹划的计划和政策以及适当的机构，其中主要的是研究和发展。其他包括社会、 

政治和经济情况在内的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就在粮食和农业方面应用合适和良 

好的技术而言，所有的非洲国家，不论其各自的国家政策及关于发展的思想型态为 

何，都面临几乎类似的一套因素和限制。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8/280 
E/1983 ,/93
Chinese 
Page 7

1 5 . 显然，假如有些非技术性限制因素能够解决的话，对于在非洲更为广泛地 

应用现有技术，包括改良的技术及某些传统技术成分在内，还仍有非常广阔的范围。 

不幸的是，现有的资料对于现有技术巳在被应用的程度方面只能提供定性的认识， 

虽然无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程度是极小的。

1 6 . 现有技术的散播也可经由在非洲各国之间更为活跃的技术转让而加速。这 

包括所分享的不仅是研究成果，而且有关于传统耕作制度和收获后技术的资料。关 

于在动植物病害的控制方面使用现代技术，各国间的密切合作也是极重要的。

1 7 . 国际社会和援助机构也应对上述考虑釆用适当政策，并将注意力从只顾输 

入机械技术方面充分转移到支助发展非洲的研究和发展能力，并协助设计和修改采 

用适合于非洲固有因素（因素的构成条件）和各种生态区的技术。

1 8 . 关于增加如何取得和利用技术的知识的努力，应针对着建立适当的关于科 

技的政策、规划和发展的国家体制安排。 它们应该是多学科的，处理一切经济、 

社会和技术的问题，和其他在国家一级的技术的发展、修改适用、创造和利用的各 

方面。这种体制机构也应就政策和战略的制订及其执行方面提供建议；在涉及发展 

本国的启用进口技术的能力方面协调进口的与本国的技术；并最后协助在每个非洲 

国家内建立一支科学和技术队伍。

1 9 . 农业合作组织往往能便利运用改良的技术。除了销售和提供投入以外，它 

们使有可能合用诸如打谷、干燥和辗磨等用的农业机械和收获后设备。不过在大多 

数非洲国家内，合作的发展至今还很差。

2 0 . 发展和促进非洲农业科技的主要难关，是在于演变和推广那些更为有效的 

技术，它们会充分适合非洲农民和渔民在其中作业的社会一文化、经济与生态的环 

境。所需进行的工作必须是特别关于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散播、实验、训练、推广 

业务和基本建设发展。

2 1 . 可选择的路线只有技术转让或本国的技术发展，或两者并行，而这似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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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不论作何选择，在技术和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需要采取行动。进口的技术应 

尽可能限于有最大需要的方面，并应是改进本国技术的基础，并不得阻碍本国的创 

造能力和发展工作。 它必须力求雇用本国人力，并鉴于外汇资源稀有，并应经由 

有效的因素比例和技术的因素替代能力使得具有成本效益。

2 2 . 政府提高粮食和农业的优先地位，特别是在公家投资方案之中，是对于更 

快速地应用技术改良的最关重要的一般要求。 有许多不同领域，特别是下面讨论 

的基本建设和政府对农民服务的各个方面，需要更多的公家投资。 一个较为具体 

的需要巨款投资来利用现有技术的领域，就是控制人的非洲睡眠病和动物锥虫病，

以及开发已消除这些病的地区以供定居和密集的农业。 另一个可获得很快成果的 

领域，是对现有排灌计划的重建和改进，俾使它们的潜力( 以及为它们原巳作出的 

投资）能获得更充分的发挥。

2 3 . 与政府更高优先有密切关系的是适当鼓励的问题，这种鼓励对于农民（特 

别是小农）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他们在使用现代购得的投入和实行他们前此未曾试 

过的其他改良办法中，要负担额外的费用和风险。要付给农民更高的价格与贫穷的 

消费者要有足够低廉的价格，两者是难解的矛盾，但这种鸿沟必须有某种方法弥补, 

例如通过粮食赈工和对老幼贫困人们的粮食发放和补助粮计划等。 在大部分热带 

非洲，要能经济地生产小麦似乎永远少有可能，如果能减少鼓励对逬口小麦的消费， 

那么对于使用改良技术以提高生产本地粮食作物—— 如玉米、小米与高梁，根茎与 

块茎植物—— 的鼓励就可得到加强。

2 4 . 大多数的有限的技术进步是集中在出口作物，虽然即使这些作物的单位面 

积产量仍通常低于他处。迄今为止，还很少有整套的关于非洲基本粮食作物的可靠 

技术可即供农场一级应用，特别是在气候较为不利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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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出口部门，鼓励生产和加工釆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须依靠各 

项国际商品协定和世界贸易安排的其他发展，而这些协定和发展须有助于出口价格 

增高和更加稳定，市场扩大，以及减少对发展中国家加工产品的歧视。 但同时， 

许多国家的垄断出口销售都门价格政策以及出口税收政策尚需修订，以便加强对生 

产者的鼓励。

2 6 .特别对于小生产者，能否取得改良技术，是与它们采用这种技术所需的价 

格鼓励同样重要的。 虽然已有许多改良谷物品种被研制出来，但被采用的却很有 

限，部分原因在于得不到适当数量和质量的种子。 范围遍及优质种子的生产、收 

集、加工和分配等方面的协调种子方案是不可或缺的。 在肥料等其他投入的供应 

方面，必须提供有效、低廉的服务。 为鼓励采用这类投入起见，最初或许有必要 

提供补助。 信贷便利的范围必须大为扩大，对小农而言尤其如此。

27 .范围扩大和更加有效的推广业务是一个关键部分，这个部分同农地的应用 

研究和示范田密切有关。 鉴于妇女在大多数非洲农业系统的粮食生产及加工方面 

极其重要，如果把妇女特别列入其对象阶层，推广业务将可产生更大的影响。 推 

广业务越来越须采用创新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在非洲加快推广改良技术的最大 

一项障碍就是缺少推广和其他服务方面的受过训练的人员。 目前急需面向实际的 

中级大规模训练方案。 在许多领域，受过训练的人员为数不足均成为主要障碍， 

以下仅列举其中一些领域：植物保护、机器修理和维修（包括渔船引擎）、现代储 

存和加工设施的作业（诸如碾谷厂、屠宰场、鋸木场）以及当地社区的林厂。

2 8 .有待改进的其他服务多得几乎不胜列举，这里只能提到少数几项服务。在 

使生产者注意到符合消费者需要的生产可能性方面以及在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来缓和有利农场价格同低消费者价格之间的矛盾方面，销售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要使偏僻地区（非洲有许多这样的地区）农民有机会为市场进行生产，因而采用改 

良技术成为有利可图的话，就必须改善运输，特别是可通达农场的道路。 改善兽 

医和畜牧服务，不仅对于控制严重疾病有其必要，对于将动物组成部分（用于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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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肉、奶和粪肥方面）引进传统上无此组成部分的农业系统这一困难任务而言， 

也是不可或缺的。

29 .农业系统研究包括综合和集中各门科学对农民各项共同限制性因素的研究。 

消除这些限制性因素，应可加强农民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能力，并可使土地资 

源的维护和肥力与时俱进。 顾名思义，农业系统研究应评价发展系统的任何革新 

或改变对研究枢纽地区各种规模和类别的所有物的影响，而不论改变的性质为何一 

即不论这种改变是技术性、制度性或政策性。 因此，农业系统研究远比传统农场 

管理、作物或牲畜系统研究要广泛得多。

3 0 .植物育种必然仍是追求更新、更适当技术的整体研究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必须培养出许许多多的改良品种，从而在变化多端并且往往艰难的非洲作物生产环 

境中提高产量，尤其是使产量更为稳定，而小农又无须为其他的购买投入担负沉重 

的支出。 改良品种必须要适应贫瘠的土壤（包括若干特定微量养料欠缺和土壤含 

有毒性的情况）、不确定水文状况、混合农作、形形色色的害虫和疾病以及（至少 

目前如此）低水平的管理. 培养能耐虫害和疾病的品种，尤其重要。 对于不久 

前易受忽视的小米和高梁、各种雨给米、食用豆类、块根和块茎以及有叶蔬菜等重 

要非洲作物，必须进行大量的育种工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巳有理想特性概览可 

备索。 长期而言，目前关于将固氮性质移入主要谷类、块根和块茎的研究，可能 

对非洲特别有益。

3 1 .—般而言，地权制度在非洲妨碍技术进展的程度，不如在其余的发展中世 

界严重。 但是，某些方面仍有问题，包括放牧权和租地使用权等；租地使用权的 

无保障，既限制了取得信贷的可能性，又打击了进行革新的积极性。 遗产所有权 

的一再瓜分以及田地的往往流于过小、分散和不规则，几乎使任何机械设备均无法 

派上用场。 集体所有加上个体使用权，固然具有某些优点，但也有碍于采用改良 

技术的积极性。

3 2 .在介绍农业系统和适当技术时，应考虑到农村家庭既为生产单位又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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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作用( 因而还有生产对确保维持生计需要的重要性）、辰业和非农i 目高的■ .... ..... -• '. •
整体劳动力使用型态和同非农事部门的相互关系，包括非农业就业机会等。 追卞 

的目标必须是规模小但生产能力高的持久农业系统，并以作物、畜牧和林业生产(有 

时还有渔业生产）的密切结合作为基础。 一个必要的起点就是对传统农业系统进 

行一项彻底得多的研究；以往总认为传统的农业系统几乎须完全予以替换。 杂草、 

虫害和疾病控制部分需要仔细加以研究，以作为现代综合控制方法的一部分基础。

3 3 .改善土壤和水资源的使用情况，必须作为一项基本目标，从而可在短期提 

高生产，并可为今后各个世代维护这些资源。 人们对热带土壤在失去其森林覆盖 

保护层后的习性所知太少，必须多加研究。 在有机废料再循环和配合利用有机废 

料与化学肥料来保持土壤肥力方面，需要建立有效的系统。 微量养料短缺和土壤 

含有毒性这两方面仍需进行更进一步的周密研究》 利用亚洲经验对满江红属和兰 

绿藻进行应用研究，应可大大提高非洲稻米生产能力。 适合小农的水管理系统以 

及灌溉区复种系统仍有待发展。

3 4 .传统的机械化办法通常是想以整套动物曳引力或拖拉机机械化方式来取代 

手工技术。 最近有人建议，在非洲，较好的办法是视个别任务的性质而决定人力、 

动物电引力或拖拉机中何者最为适当。 由于拖拉机燃料的费用昂贵，动物曳引力 

可能越来越具吸引力，因而须对挽畜的育种、训练和饲养以及适当的挽具和器具进 

行大量的工作。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农业工程其他方面包括在非洲的条件下使用小 

型拖拉机、耕地减少和农场建筑物等。 急需研究的尚有农村能源系统，特别是开 

发另外的可再生能源，诸如生物气、太阳能和风能，以供农村家庭、乡村社区和小 

型工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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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需要逬行逬一步工作的尚有饲料作物和以千草或青於方式保存饲料的技术， 

以及牲畜食用若干特定剩余作物和农业工业副产品等问题。改良非洲牲畜品种的工 

作应扩大逬行，包括抗锥体虫能力及锥体虫遗传问题等。如能对锥体虫病和其他一 

些严重牲畜病发展出免疫技术，将是一项重大突破。有待逬一步研究的尚有牲畜集 

体放牧、分层系统以及猎物饲养和放牧等。

3 6 . 在畜牧业方面，应优先根除疾病和改良动物饲料。应特别重视利用现有的 

患锥体虫病牲畜的引逬技术来控制采采蝇和开发绝无采采蝇的地区。

3 7 . 在渔业方面，主要优先为改进对鱼类资源的估计（包括利用遥感）以及利 

用这一资料来发明持续进行开发和管理的技术。在水产养殖和为此目的而培养杂交 

鱼种方面，需要作逬一步的研究。手工渔业发展尚需加以重视，并注意船具、设备 

以及储存、加工、运输和销售等支助服务的改进。

3 8 . 收割后粮食技术的进一步改逬.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发展上述的另外的可 

再生能源。农场和农村一级的粮食加工和保存的各个方面，尚需较廉价的设备。如 

能设计一种十分廉价而又可在当地大批制造的改良炊事炉，将是一大突破，从而可 

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燃用木材供应，并可提高穷苦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

3 9 迫切需要对整个大陆的土地利甩和森林覆盖开始逬行定期监测，利用遥感 

来监视情况的改变，并集中注意力于同土地和森林资源的维护、管理和开发有关的 

优先区域和问题。必须进行木材技术研究，以增加混合热带林中可在市场上销售的 

木材品种数目。鉴于木材作为一种能源的重要性，有必要根据生物量生产和利用的 

概念来设计品种改良和树木栽培技术以及特别的采伐和加工方法。

4 0 . 现有的粮食和农业技术有待改逬之处如此之多，对于非洲的研究系统而言， 

任务极其繁重。研究系统显然须有明确的优先次序，以期迅速解决最为急迫的问题。 

为便于将研究成果更快地提供给农民，必须更加重视农田研究^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固然将继续发挥其关键作用并需极力加以扩大，但最急切的需要却在于加强本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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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组织，一部分原因为本国研究组织可更充分地、更迅速地利用国际上取得的成果。 

国际研究机构之间的协调，极为重要。非洲各国研究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应为最高 

优先。特别有必要进一步鼓励非洲农业科学家留在本国，并为损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而作出贡献。

4 1 . 非洲的机器、设备和器具制造，应予鼓励。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有利于器 

具进口，从而妨碍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有必要修订税收政策和贸易规章，以促进 

新农机工业的发展。如果能适当选择所使用的、改装的或在非洲国家制造的或外来 

的设备和特定原料并予以标准化，则可以节省许多人力和其他资源。适当选择进口 

或国内生产的设备，可使后来的调整需要大为减少。大多数非洲国家均深感需要一 

种结合农业与工业的综合性国家方案。鼓励手工制造农业用具的方案，应当在本国 

工业发展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 2 . 政府和民间研究组织的作用应有明确规定。设立和加强为当地工业提供服 

务的当地技术咨询机构和公司，应当受到特别鼓励。

4 3 . 应当在国家一级坚决做到农业技术领域的自力更生，并同最不发达国家特 

别是非洲国家逬行合作，例如：在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范围内，特别是在适当 

技术的产生和转让方面，逬口和评价在其他非洲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研 

制出来的较优的改良工具；扩大第三世界间的农业产品贸易；设立联合机构；交流 

资料；建立由非洲控制和提供资金的财务资源流通渠道；和推动建立非洲货币体系。 

有效非洲技术能力的养成，亟需非洲国家在一切领域逬行合作。

4 4 . 上述说明指出，即使在非洲逬一步应用现有的粮食和农业技术这一方面， 

仍有重重障碍。减少这类障碍，正是非洲区域粮食计划和《农业：向2 0 0 0 年迈 

逬 》' 等各项研究所提建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落实这些建议，显然必须作出大 

量的努力。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建议或许过于乐現除非能迅速减少这类障碍， 

否则，尚待发展的更新和更适当的技术的应用也势将受到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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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有技术调查 

A 一 般情况

4 5 . 非洲国家的气候、地形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非洲地区 

各国的相同之处颇多，特别是有关技术现况者，所以在农业发展方面也面临着类似 

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各国都不相同；但是，因为所有国家都有这些问 

题，所以在此须加以一般性的讨论。

4 6 . 农业方面的技术是指通过一组巳经证明的可以同化的科学技艺、程序和办 

法而有系统地利用有组织的科学知识；这种技术的利用是发生在某一文化架构内，

如果能以协调一致和前后一贯的方式加以管理，就能够增加并改善粮食和服务方面 

的实际生产力。 在这方面，可将技术区分为两个方面，即硬体技术和软体技术。 

硬体技术是指农业机械、工具、设备、种籽、肥料和新产品；软体技术是指在利用 

和釆用硬体技术方面不可或缺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体制和行政因素 .因 

此，必须这样从整体观点观察技术现况。

4 7 . 非洲国家的农耕型式主要是利用传统方法的小规模农场。 所有主要的农 

业活动，包括粮食和非粮食作物的生产、家畜、造林和渔业的主要能源都是来自体 

力劳动除了某些地区和国家利用了改良的种籽变种和动物育种方法之外，一般 

都只有少数的农民和大规模现代公私企业利用现代投入物.只有少数农民才将畜 

力用于特定的操作，特别是用于运输和耕作. 但是，基于各种理由，大多数的农 

民一般都不利用畜力；这些理由主要包括文化隔阂、气候不适宜、地面疾病传染、 

苍蝇（特别是舌蝇）的存在、缺乏知识、财政限制、无法以低廉的价格购得牲畜以 

及缺少鼓励因素。 但是，在诸如埃及之类的一向采用畜力牵引办法的国家，其使 

用就比较普遍.

4 8 . 机械动力正逐渐普及中，尽管目前只有少部分农民将它用于选定的农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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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 这在诸如苏丹的吉齐拉大规模公共项目方面至为明显。 非粮食作物，特 

别是将供出口者，比较倾向利用机械动力以及其他改良的投入物和技术。 可以肯 

定地归结：非洲大多数农民的技术水平都很低。 体力劳动仍是主要的；数世纪以 

来一成不变的古老办法仍处于支配地位• 少数，但正在增加中的农民已对某些特

定的活动有系统地运用所积累的科学知识• 下文将概述现有粮食和农业技术的某

些方面，但须了解各国稍有不同。 先讨论硬体技术，然后讨论软体技术。

B 硬体技术

人力

4 9 . 非洲的体力劳动在全部农业动力中所占的比例（ 8 4 %  )远高于发展中世 

界的其他地区。 通常使用的机械投入物大都分都只是当地生产的手工具，例如供 

清理土地用的弯刀和斧头、供耕作的锄头、供种植用的点播杆和供收割用的镰刀. 

供改汫设计和质量的手工具都是在非洲制造的，但是小农们尚未普遍采用。 这种 

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供耕作、播种、除萆和施加保护农作物的农药的手工操作的工具 

和设备》

5 0 . 为求有效从事农业，每公顷至少需要0 . 5 匹马力。 人力平均可以提供大 

约0 . 1 匹马力；但在非洲，人力平均只能提供大约0 . 0 5 匹马力，而在亚洲则为 

0 . 2 匹马力，在拉丁美洲则为0 . 2 7 匹马力• （这些具体的数字的精确性可以怀疑; 

但是，在此提出这些数字，只是为了表明其重要性）. 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包括：致弱病、营养不良、缺乏所需要的农业知识、大多数勤劳而且能干的青年都 

迁往都市以及鼓励务农的因素太少. 须将人力提高到每公顷0 . 1 匹马力对非洲的 

关键重要性在于：非洲土地与人数的比例是有利因素；在 6 亿 3, 9 0 0 万公顷的可 

耕地之中，有 3 5 % 处于良好的降雨区，有 1 0 % 处于低雨量区、有7 % 处于自然 

水淹区s 有4 5 % 处于问题地区；后者虽然有270个生长日的降雨量，可是土地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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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无法耕作a 约有1亿 1, 5 0 0 万公顷的土地适于灌溉。 因为本区域并未面 

临农业上最根本的资源问题，即土地问题，所以对非洲农业发展而言具有关键重要 

作用的问题就是动力问题，特别是人力问题。

畜力

5 1 . 非洲许多地区釆用畜力机械化耕作方式是最近的事；它尚未普及的原因包 

括：许多非洲国家采用过迟、舌蝇的存在以及生产者无法实现两种主要企业（牲畜 

和作物生产) 的横向一体化。 除了北非、南部非洲和埃塞俄比亚这些主要的例外 

之外，几乎没有使用挽畜的习惯。 由于锥虫病的原因，非洲大陆许多比较潮湿的 

地方都无法使用挽畜。 干燥地区的牲畜一向只用于运输、肉类和牛奶，很少作为 

农业挽畜。 本世纪初曾经多次设法提倡畜力牵引，可是，由于牲畜的供应、照应 

和处理问题、干旱期问题、政府政策变化问题和兽医及其他支援服务的欠缺问题，

所以这些努力都是没有成功。 非传统地区的挽畜力主要仅用于棉花和落花生之类 

的经济作物。

5 2 . 所使用的动物挽具一般只有“ 阿得” 式犁、尖齿式耙（通常也用两个作为 

平土用具）和双轮车。 非洲各地已在研制许多改良的犁播种机、中耕机和其他的 

畜挽工具，但是由于小农不愿意打破传统以及成本原因，所以其使用也就有其限度。

5 3 . 鉴于非洲农业的现况，所采用的技术和设备在使用和修理方面都必须简易， 

使农村人民负担得起，而且必须优于手工方法。 有一种改良的牛犁就属于此类。 

这种创新必须有研究和发展人员支持，以期避免发生如同过去有关畜力设备项目的 

那种失败。 还可以改进挽具或牛轭以及研制一种多用的通用机架式拖杆，以用于 

供耕作、除草、播种、裁种、培土和运送工具各项用途的牛挽设备。 如要在农业 

方面采用畜挽动力并且研制并推广大量的农具和工具以进行农场内的各种工作和杂 

务，就需要持续不断地改良育种方案和饲养标准以利实现牲畜和作物生产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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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埃及和苏丹的畜力仅仅用于某些选定的农事上，而肯尼亚、塞内加尔和喀 

麦隆联合共和国则不常利用；至于布隆迪、加蓬和卢旺达则很少利用。 各国和国 

际组织正在致力于提高畜力技术水平并且使适宜利用畜力的地区都能广泛地利用。

如果能够控制非洲大陆5 0 0 万至1 ， 0 0 0 万平方兮里面积上的舌蝇和动物锥虫

病并且利用能抵抗锥虫的畜种，就极可能通过畜力技术来发展牲畜和作物。 畜力 

是一种中级技术，如果能够通过一项牲畜、作物和工业综合方案适当地加以利用，

就可以使广大非洲地区获得极有利的机会。 鉴于事实上手锄只能整理大约0. 5 公 

顷的土地，又因为机械和燃料成本逐渐增高，就突出了畜力在发展非洲农业方面的 

重要地位。

机械动力

5 5 . 非洲大多数地区的动力机械化主要都限于出口作物、初级耕作工作和只有 

少量工具的拖拉机（通常都只有一个模板犁或园盘犁和一个园盘耙和拖车）。 长 

期以来，雄心过大的动力机械化计划都没有成功，这特别是因为使用率太低和拖拉 

机和其他设备维修不足。 此外，尽管有津贴，许多政府出租拖拉机计划都没有成 

功，这是因为在分散的小规模不规则形状的田地上进行操作耗费过多。 1 9  7 0 

年代初期以来燃料价格上涨巳减缓了拖拉机机械化的速度。 使用小型拖拉机在非 

洲仍仅处于试验阶段。

5 6 . 机械动力是非洲最近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即工业化；有人认为，这在农 

业方面就象征着迅速的农业发展。 农业和畜牧业的变化、作物轮种、农场制度和 

对适当农业技术的投资可能都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一向都倾 

向更加强调机械牵引（拖拉机）动力。 机械革新项目包括拖拉机、脱粒机、条播 

机、灌溉用抽水机（机械化灌溉,）、收割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械，但是，最受 

注意的乃是拖拉机。 它们都可以节省劳力，增加土地利用、偏向规模经济并且需 

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因此只能用于大规模农场或由政府经营或支持的农场。 另外， 

设计不佳的机械也会因为加深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挠乱已经确立的社会正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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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许多非洲国家的拖拉机机械化吠都结合了.政府的大规模农业计划，例如国 

营农场、土地开垦项目等。 许舞这类大规模的政府农业机械化项目都遭到失败， 

而且由于津贴制度，以致耗用了大量:政府预算。 除了其他项目之外，下列的项目----      ___ _-------- - - - ■_ .. .  — ■- - -於 - - ；   ... .K  ；_ - —--  . I _ -
都是结果令人失望的项目：塞拉利昂的政府种植园、加纳的国营农场、尼日利亚南 

部的农垦区、尼日利亚的莫克瓦计划、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独立之初的农垦区以及 

目前的准国营农场。 这种成果不佳都是起因于规划和管理不良、拖拉机和设备因 

维修不善而导致寿命不长、土壤和生态情况不适宜和使用不当以致有时会破坏土壤 

结构并引起水土流失。 这些项目都主要依赖外汇开支，而所引起的就业机会却都 

微不足道。 这些项目除了维修设备不良和使用无效率之外，还导致投资过多。

5 8 . 例如苏丹* 尽管因为该囿泥土太粘而必须采用机械动力，可是，拖拉机的 

采用却有助于扩展依赖雨水的农业相需要灌溉的农业• 不过，据报也发生过一些 

负面情况，即在未适当注意生态沏土壌,肥力，包括所必需的作物轮作昶土壤管理的 

地区发生了土地肥力下降的情况• 由于缺少合作计划以及在购得、操作洳维修 

一辆拖拉机方面的费用高昂，以致许多小农都无力购买，所以只有少数几个农民实 

现机械化，因而使收入不均等问题更为严重• 操作洳维修机器的技术并没有随着 

机械动力的采用而有所改进，以致所有各级机械动力的费用都增高.

5 9 . 虽然非洲某些地区正在开始.采用小型拖拉机，可是，采用机械动力尚未低廉 

到大多数农民都能够负抠的程度• 心须作出更多的努力以使这些小型拖拉机更为 

经济并且适合各种不同的农业需要• 必须铭记的是，农业机槭化（拖拉机沏其他 

机器）所需要的资本投资数额极大* 是大多数农民负担不起的》 农业系统使用拖 

拉机并且同时采用能增加产量的改进方法，可能就有利于大面积农业.它还可以 

考虑到小自耕农可通过租赁或合同办法将拖拉机用于小自耕农的耕作， 小型农场 

可以租用它们无力购买的现代设备，从而能够实现其农业经营上某些领域的机械化 

(有选择的机械化），特别是其中最费力的操作的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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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管制

6 0 . 非洲许多地区的降雨情况都极不规律，并且都遭到大旱灾，大洪水或暴雨. 

因此，在技术应用方面就必然需要通过流域的恢复及改善管理进行改进用水管制以 

及灌溉初排太

6 1 . 为了控制水流的数量相速度，通常都需要循等高线开沟初带状开垦以及有 

时候采用诸如梯田湘水坝等人造结构. 流域的恢复洳管理还有生物学方面的因素， 

包括森林再植、森林管理，农业森林业、山脉管理初草原改良；迄今这方面的实际 

应用极为有限.

6 2 . 非洲的灌溉的重要作用远低于大多数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 还没有精 

确的数据；这部分是出于定义问题，但是，粮农组织的统计数字却显示，大约只有_ 
4 % 的已耕土地莸得灌溉• 非洲巳获灌溉的土地中有6 0 % 以上是在埃及（该国 

全部已耕土地均莸得灌溉）洳苏丹；如果加上马达加斯加和摩洛哥，这四个国家则 

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些国家都需要大规模的现代灌溉项目4 

所以灌溉早巳是传统农耕制度中的主要部分.

6 3 . 其他国家内许多小面积地区则利用传统的灌溉系统，特别是利用沼泽或利 

用高山溪流• 例如，可以将内陆沼泽便利稻米生产的用水管制区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平整少量土地洳修建小规模堤岸；第二阶段是平整更多的土地洳修建更 

多的堤岸以及挖掘一条排水沟；第三阶段则是平整更多的土地并修筑梯田昶横向排 

水沟；第四阶段是修建小规模水坝或蓄水池，以利实现充分灌溉的生产• 非洲大 

陆大多数的内陆沼泽都处于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但是马达加斯加却已利用传统方 

法将大片地区发展至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6 4 . 除了上列的四个国家之外，大规模的现代灌溉项目对下列各国的某些地区 

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作用：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 

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索马里，斯威士兰、突尼斯湘津巴布韦。 由于萨 

赫勒和其他地区最近发生旱灾，人们对灌溉的兴趣显然已经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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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 如果利用质量正确的水相适当的灌溉技术，就可以避免因土地含盐而发生 

地力递减-因为排水不良而引起的含盐问题和淹涝问题已经导致若干灌溉项目的 

失I t  现在正有人注意应该修复和改逬现有的灌溉和排水工程，这远比建筑新的

此类工程更快，更便宜• 许多此类的工程都忽略了应在下游农田上建筑必要的工

程以及进行维修的必要性•

66. 特别应该在萨赫勒和其他半干旱非洲地区研究并示范收存水的生物和机械 

技术，并增加水分莸取量《控制水不流失、恢复地下水位并且进而创造适当的条件， 

以利植物生长. 诸如埃塞俄比亚、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曰利亚泡坦 

桑尼亚联合共洳国等在高地洳高原地区实施大规模恢复计划的国家特别应该改进流 

域恢复技术，以利能够妥善利用现有的人力耜具有成本效率的当地材料， 森林水 

文学方面的研究需要扩展到其他的生态系统，因为过去2 0 年来东非淡水渔业研究 

组织在肯尼亚进行的研究都局限于水文变化以及山区植物生长地带竹林的名■种类型 

的转变（草原、耕地轮垦、松树种植场），

生物化学技术

6 7 . 采用新的和改进的高产种子品种（高产种）技术、土壌管理、粪肥和化学. 

肥、保护动植物的化学药品（杀虫剂、灭菌剂、除草剂等）和节制灌溉水流，这些 

都是补充性投入，要实现产量的可能增长就必须整套使用这些投入。这种所谓种子/  

肥料，灌溉技术是中性规模、扩充地力和使用劳力的。用简单的手工具就能有效地 

控制杂草和施肥。生物化学上的革新一般说来要比拖拉机化更符合需要，因为生化 

革新一般比较能吸收劳力、节省土地而且规模可大可小，因此对各种等级的生产者 

都很理想5 他们都能从采用这种技术得益。

68 . 以谷类高产品种( 高产种) 为基础的技术，尤其是在亚洲，自1 9 6 0 年 

代后期以来在许多国家逬展迅速，但在非洲，除了某些地区杂交玉米是一大例外， 

迄今为止这种技术影响很小。到 1 9 7 6 年—— 有估计数字的最后一年，高产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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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面积占小麦地区的2 2 % , 占稻米地区的3 %。_有_限的技术进展大部分集中在出 

口怍物（其中许多长在大规模种植园内），然而，就连这种作物的产量通常也比别 

处低。迄今为止，非洲的基本粮食作物还没有可行的整套技术可供农场一级采用，

尤其是在气候条件比较不利的地区。

6 9 . 最近亚洲的经验有些可供非洲借鉴。在亚洲，以高产种为基础的技术，早 

期就得到拥有充分土地、水源和服务设施的大规模和中等规模农民迅速采用，并且 

逐渐得到小农使用u 但是这种技术并没有给成百万没有土地的贫农带来什么好处。

非洲也有成百万小农，要取得较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把现有的改良技术传授给 

他们，但是更重要的或许是要研创更适合他们需要的新技术。

7 0 . 应泛应用现有的改良技术显然可以取得很大成就。的确，非洲粮食计划和 

粮农组织的研究报告《农业：走向2 0 0 0年 》 ' 中都要求采用高产种以增加产量，

而这几乎完全靠应用改良技术。要填补这部分技术差距所需的主要条件是：政 府 对 V 

粮食和农业给以更高优先，实行鼓励性价格，在应用研究、延伸训练、投入供应、 

信贷和销售等方面给农民（尤其是小农）更好的服务，和更积极地进行国家间的技

术转让。

7 1 . 非洲所有国家都在良的高产种子品种（高产种），但各国和各种作 

物之间使用的强度不同。 高产种的成功取决于一整套其他服务措施，特别是有无 

灌親、杀虫剂、肥料等等。 许多国家采用高产种后常常必须进口肥料、机器和其 

他整套投入。 由于许多非洲国家目前存在经济问题，这些技术的进口增长就加重 

了它们面临的严重结构问题。 而且，主要从事糊口农业并且是稂食的主要生产者 

的小农，还是没有受到这种革命的很大影响。 选定的种子品种比杂交品种更普通，

散布更广，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缺少杂交品种所需的有效基础结构和支助服务，

72. 告干国冢巳开展了生产和分配改良种子品种的方案，目前着重点放在现代 

部门。 高产种确实能够提高产量，但是对其他现代化投入的要求也比较高，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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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旱地区这种作物对旱灾和疾病的抵抗力比不上被它取代的作物，使得失收的危 

险性大大增加。 关于稂食作物，稻和麦的新种子技术比较先进，在一定程度上玉 

米和几种其他热带作物也较先进。 其他作物，如根用作物、根块作物、小米和高 

粱，则尚未受到多少注意。 这些当地出产的作物尚未得到必要的注意，特别是尚 

未进行必要的遗传改良，以增加其对不利环境条件的抵抗力和加强其同周围的杂草、 

昆虫、疾病等生物系统的竞争力。 研究工作需要针对已适应当地条件的粮食品种:， 

这些品种对肥料和杀虫剂之类进口投入的要求比较低。 由于非洲所需的耗能投入， 

例如肥料，大部分仍然依赖进口，因此应该对发展生物化学技术给以最高优先。非 

洲虽然有可观的牲畜财富，但是复合肥料特别是牲畜粪肥，尚未象其他地区，特别 

是亚洲那样得到适当利用。

7 3 . 粮食和农业技术进展的一个基本方面是，用植物育种方式发展改良的作物 

品种。 虽然要成功地使用改良品种就需要同时作许多农艺改进，但是发展出能够 

利用经济水平较高的投入和提供较多收入、能够证明改良有理的新品种，还是基本 

必要的。

7 4 . 植物育种工作在非洲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殖民地时期只集中于出口作物。 

—一当地的粮食作物并未被认为不重要，但人们假设，在当！来！或许有一定的理由，

糊口生产可以很容易地随着人口增长而扩大。 然而其结果是，直到晚近，研究工 

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洲大部分重要的主食作物。

7 5 . 在别处进行的研究工作，例如关于杂交玉米和关于稻和麦的高产种的研究, 

( 由于以下讨论的理由）对非洲大部分地区没有多少影响。 最近巳展开了热烈的

研究，以发展这些作物和适合非洲条件的其他粮食作物的品种。 现在已有若干新 

品种至少具有某些合f •需要的特性，但其实际使用还是很有限。

76. 目前非洲最重要的谷物是玉米、小米和高梁.小型农场的玉米产量很少 

超过每公顷一吨，通常还要少得多. 大多数小农仍然种植传统的自由传粉品种，

但在几个国家里（肯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巳有4 0 % 到5 0 % 小农使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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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杂交品种8 在使用机械化和其他现代化方法的大型私营或半国营农场上，有些 

国家已取得每公顷3 至7 吨的产量. 实验农场也经常取得每公顷6 至7 吨的产量， 

但其研究主要仍然针对大规模种植的农民的需要. 对下述各方面只付出了有限的 

注意：适合不够理想的条件的品种和供混合农作的品种，需要使自由传粉的品种对 

条叶病毒、叶班病、銹病、茎捍螟虫和烂穗等虫害和疾病获得令人满意的抵抗力.

77。 小米和高梁，同玉米一样，是异花受精的，因此很难维持品种纯度.小 

米在萨赫勒特别重要，但小米从研究中得到的好处或许少于任何其他主要谷物. 

非洲的产量很少起过0。5 吨 / 公顷，而且经常失收， 当地的高捍珍珠小米品种在 

良好管理下可以取得高产（之5 至 3„0吨 ）.矮捍改良品种或杂交品种仍在分析 

中，特别是为供采用. 经由回交选种改良当地品种也大有发展余地.

7 a 对高梁的研究迄今比对小米的研究更成功. 普遍的低产量只有0 。 6 至 

0 。 9 吨 / 公顷，但经由改良品种和农艺巳可取得3 至 5 吨的产量 .玄参是一种 

寄生于高梁的特别严重的杂草，目前虽然没有有抵抗力的品种，但可以用轮作的方 

式来对付.虽然团难但还是应该有可能培育出能抵抗其他主要疾病和虫害的品种 • 

但对高梁产量威胁最大的是织巢鸟（非洲织巢鸟），这是无法用改良品种来对付时

7 9 . 已有灌溉区培育出高产水稻品种，但同麦的高产品种一样需要投入大量肥 

料. 然而，除了埃及以外，大多数非洲稻田都是看天田. 有些从亚洲引进的品 

种在有良好水利控制的雨育抵地上长得很好，但一般说来需要能密切适应多种多样 

当地条件的品种. 高地的稻米产量通常不超过0 。 5 至0 。 8 吨 / 公顷，虽然在 

实验条件下产量至少可以翻一番，但在农场碰到的实际条件下很少有可能达到这么 

高.在高度专门化的内陆沼泽系统的稻米生产 , 也需要仔细适应^地条件的品种. 

红树沼泽的生产者几百年来选择了适当的传统品种，产量为1 • 5 至 2 。 5 吨 /  

公顷. 通常即使在一小块地区种植几种不同的品种，这是因为条件极为多变；但 

是现在也有了一些改良的品种. 非洲稻米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一旦培育出对先前 

的疾病有抵抗力的品种9 很快又出现新的稻瘟和其他疾病.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8/280
e/1983/93
Chinese  
Page 2h

80。 小麦是撒哈拉以北的主要作物，在那里高产种已取得一定进展.撒哈拉 

以南小麦主要种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高原，以及莫桑比克、苏丹、坦桑尼亚联 

合国共和国和津巴布韦的部分地区. 许多其他国家因为小麦消费量迅速增长也试 

图推动小麦生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来是不合算的. 撒哈拉以南小麦产量一般 

不到1 吨/ 公顷，而且提高产量的机会很小，因为气温高、生产季短、又有虫害和 

疾病. 在肯尼亚培育的品种比从外界引进的抗病力强，但两三年后就会培掉，因 

此需要迅速更换. _________________

8 1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根用作物和根块作物也是很重要的主食作物，但迄今 

为止所作的研究工作比小米和高梁还要少。 在糊口农业中木薯的产量差别很大， 

新鲜根块每公顷产量从3 吨到1 5 吨不等。 在良好管理下高产品种可产3 0 至

4 0 吨， 对红薯和山药所作的研究就比木薯还少。 西非种植的无数传统山药品 

种，产量为5 至 1 0 吨 / 公顷，而有限的研究已显示出，选定的品种在有利气候下 

产量有3 0 至5 0 吨/ 公顷的潜力。

8 2 。花生是出口作物，因此吸引了研究人员最多的注意.西非平均产量约

0 。5 吨 / 公顷，但釆用改良品种和管理的实验田单产巳达3 至 5 吨.对SX豆也作了一些 

研究/XI是非洲最重要的食用荚馬在糊口农业中平均产量只有0 • 1 至0 。3 吨 / 公顷，但改 

良品种和农艺后可以达到2 . 0 至3 。0 吨。 育种方案主要针对有高产潜力、抗病、 

抗虫和广泛适应力的早熟品种，

8 3 。许多国家现已日益普遍地实行混作，特別是谷物（如玉米、高梁和小米） 

与荚果（豇豆、蚕豆、花生、木豆等）的混作，这对土壤肥力、防治虫害和提高产 

量都有好处。

8 4 。对大多数主要出口作物来说，早巳有了良种并在大种植园内使用。 加以 

推广的主要障碍是，良种需要高标准的管理，以及许多国家的出口价格政策超了反 

鼓励的作用。 西非油棕的情况是表现这种政策所超作用的典型筝例，杂交品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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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9 6 0 年代初期就已引进，产量比当地野棕高出7 0 %之多，但受到采用的速 

度很慢。

8 5 。关于作物受虫署和疾病而损失的程度很少可霏的资料. 但是，损失显然 

很大，而且加强生产的结果，虫害和疾病的犮生率及其经济蒽义郤有所增加a 裱 

近沽计在萨赫勒地区的损失程度是，小米和高粱2 0  %至 6 7 % , 玉米2 0 % 至 

6 9 % , 豇豆 2 5 %  至 7

8 6 。传统的非洲农民已发展出包含防治病虫害成分的作物制度， 这些制.度包 

括选择当地有抵抗力的品种、适当的栽种日期、间作和轮作不同作物、焚烧、转移 

栽培. 和销灭收成后的残余物。 这一切和一些其他传统做法都有助于减少害虫的虫 

口。 然而，许多情况下农民主要对付的是偶而造成损害的偶发性虫害，而不怎么 

注意那些几乎总是存在的危害，例如在新播种作物的田里的一年生杂草。

8 7 。改良的植物保护技术长期以来几乎全靠施放化学杀虫剂。 这种办法不但 

对小农来说成本太高，而且对环境有害，效率又低。 人们发现经常使用或滥用杀 

虫剂能造成不平衡，使某些生物蔓延成灾，消灭害虫的自然天敌和寄生虫，产生对 

杀虫剂的抵抗力，并且需要不断增加杀虫剂的剂量^

8 8。 因此，近来人们日益注重综合的防治病虫害的系统。 这种综合系统要兼 

用有抵抗力的品种，适当的耕种办法，有意识地利用自然天敌和寄生虫，并在必要 

时使用化学杀虫剂^ 国际毘虫生理生态中心（昆虫中心）正在研究某些作物，主 

要是玉米、高梁、豇豆和稻米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主要目的是研制出不危害环境、 

在经济上可行的综合虫害管理办法s 从而可以在盤个区域应用以得到复种系统最大 

限度的好处。 但是这样的方法尚未得到广泛使用，要普遍使用就需要大量研究、 

推广和有主要的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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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 从非洲以外地区引进的作物品种常常要面临一批新的疾病和虫害。上面说 

过，加强生产也可能使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增多。 对许多重要作物，尤其是价值 

较低的粮食作物（谷类、荚果）来说，主要防卫线是培育和使用有抵抗力的品种。

非洲各种机构已培育出有充分抵抗力的作物品种，但需要特别注意抵抗力的耐久性， 

以免将来发生问题。

9 0 . 同时，许多新的病虫害最近被带进非洲。木薯是一个惊人的例子。虽然以 

往认为这种作物的病虫害并不严重，木薯花叶病毒和细菌性叶烧病日形严重，但现 

在已有抵抗物，正逐渐分发给农民。 最近传进的木薯的粉蚧科介壳虫和木薯绿虱 

的情况就不同了：它们侵害了非洲木薯区的4 5 % 面积，平均造成将近三分之一的 

损失。对介壳虫使用了杀虫剂，但费用高而且很难有效地广泛施放。 除了培育有 

抵抗力的品种以外，对木薯介壳虫来说，生物防治办法很有前途，这是因为从拉丁 

美洲引进了介壳虫的天敌。

9 1 . 关于更专门化的作物，棉花受到的病虫害种类特多，非洲使用的杀虫剂很 

大一部分是用在棉花上。 在成功地控制了昆虫的地方，产量从0 . 5 吨/公顷提高 

到 1 .  0 吨 （看天田）和 3 .  0 吨（水浇田）。 使棉花适应东非条件的历史过程中， 

一个主要部分是培育对细菌性叶烧病和棉叶蝉有抵抗力的品种。 但是还需要作出 

新的努力来培育对细菌性叶烧病的抵抗力。 因为在苏丹有一种新的细菌性叶烧病 

菌种，能克服所有巳知的有抵抗力的基因。

9 2 . 西非的可可树碰到了肿芽病，染病的树必须以巨大的费用加以根除。黑荚 

病也造成了严重损失，虽然能用化学方法防治，但经济上不一定可行。咖啡浆果病 

蔓延迅速，但可用化学方法防治，并且费用也负担得起。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正 

在展开抵抗方案。

9 3 . 不用除草剂的小规模农民，可能要把全部耕种努力的20 % 到eo % 花在除 

草上。常常不得不放弃转移耕作的土地，其原因与其说是土壤肥力下降不如说是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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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过多。整地和栽种要比除草优先，有时还缺少劳力，特别是无法进行良种所要求 

的及早除草。 很少有挽畜能训练到可以精确地进行行间除草工作。

9 4 . 在改逬杂草管理方面，栽种有用的植物（如活力旺盛的荚果）来覆盖地面 

常常是一种有用的控制杂草方法，从而减少除草剂的使用。 在脆弱的生态系统中， 

应优先注意行内除草工作，让行间杂草尽可能留得久些。最多只应该用除草剂来协 

助安排有序的除草工作，控制第一波泛滥的易受影响的杂草，而不是用来控制一切 

杂草。适当的作物轮换也能有助于减轻杂草问题。

9 5 . 非洲许多最恶劣的农业害虫都是移栖的，因此需要国际合作来加以防治。 

使用卫星遥感来监视和预测害虫的突然蔓延大有助于这项工作，特别是密切注意影 

响到沙漠蝗虫移栖群的形成的降雨和植被情况。 许多年来都是散布毒饵以求毒害 

蝗群，但从1 9 5 0年代起发现从飞机上施放浓缩油基杀虫剂要有效得多。 结果， 

长期以来几乎连续不断的蝗灾变成不断衰减的蝗灾，从 1 9 6 2年以来只有过一次大 

蔓延（1 9 6 8年 ）。 但是防治措施所费不赞，为了避免1977 — 1 9 7 9年发生全面 

蝗灾，粮农组织调动的国际干涉共计粍费了 8 6 0万美元。 此外还有一些尚未解决 

的破坏生态平衡的问题。

9 6 . 关于其他的移栖害虫，通常是用毒饵来对付炸蜢，但迄今为止作用不大。 

吃谷物的鸟中为数最多、为害最大的是红咀织巢鸟，估计单在东非每年造成的损害 

就超过6 ,0 0 0万美元。 飞机喷雾方法巳有改进，用芬赛昂代替帕拉赛昂作杀虫剂， 

因而减轻了毒性和污染危险。 现在防治工作主要集中于可能危害新栽作物的鸟群， 

而不追击别处的鸟群。粘虫初发于东非，每年扩大侵扰面积，防治工作因发展出虫 

情预报服务而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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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后技术

97 • 主要的各种谷物和食用豆类的收获后技术是从脱粒开始。 诗统的脱粒方

法一般是用手，有时也利用畜力，这样做经常会有大量损失，而且在关键时刻需耍

投入大量时间和劳力。 现在巳有适于农场或合作社使用或祖用的简单小型脱粒机;

非洲若干国冢巳在制造这种脱粒机。 一般而言，这# 机器虽然使用童•还很小1旦较/ ,

其他机械改良设备获得更广泛的接受。 .

. 9 8 - 上述农作物普通都是靠日光晒干所用的程序和平面很少有理想的，尽 

管某些地区的传统日晒方法效率较高，可以更广泛地使用。 在需要人工干燥之处 

( 例如较潮湿的地区) 巳研制出简单的焙干器，适于合作社或其他农民社团使用。

99 • 有效地使各物干燥是成功贮藏谷物的首要条件。 多数贮藏地点为农村冢 

庭，或为房舍的一部分，或贮藏在泥時地窖或稻草堆制的5谷仓之中。 传统的许多 

农场级贮藏办法经认为比过去料想的更加有效，特别是利]i 简单的熏蒸剂和沙或灰 

等防虫材料，并且经常检视和转动。 较为集中的贮藏办法损失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建筑物结构，温度和湿度控制，以及虫害的防止或减少等方面都有很先逬的技术； 

但是往往缺少完善的管埋，而这才是最主要的》

1 0 0 . 贮藏損失特别大的是块很、块茎作物，香蕉和大蒸，因为它们的含水童高。 

肉类、乳制品和鱼类等高度易腐食品问题更大，这些食品的收获后技术需另文加以 

讨论》

101  . 其他收获后操作的技术包括各种贮藏技术，用于各不同阶段，防止食物变 

质，保全食品价值，以及各种干燥法和疾病虫晉控制方法。以上种种都需要逋过对 

传统结构和方法，以及利用适应性研究获得改良的可能性进行评价，并逋过适当的 

国家政策，来发展适当的技术。 进口适当贮藏库一直是个争沧的问题， 国冢和 

ill际机构进行了改进地方贮藏设备的工作，但尚未获得充分发展和执行  ̂ 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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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有所突破，将可大大提高收入和农产品的产盪。

1 0 2 . 传统的农场级谷粒加工是靠手来舂捣，这种方式极端费力费时，伹在非洲 

还会使用很长一段时间  ̂ 村庄一级则有小型工场》用机构方式去壳碾磨都市 

中心的大规模工场使用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技术，但需要不断供应优质谷粒，以及技 

术工人和管理。 面粉的营养增进技术已很发达；利用当地的块根和块茎生产混合 

面粉也有相当技术，但其使用却很有限。 块根的切屑和干燥方面传统技术相当发 

达，但如有改良的简单装置就会更加有效。

1 0 3 . 非洲许多地区待屠宰的牲畜沿着没有水和喂食站的路途运送或装载在不适 

当的车辆内，以致体重减轻和死亡现象严重„

10 4 • 供当地消费的牲畜一般是在不合卫生条件的场所屠宰后的生肉和副产品不 

能获得充分庚用，而对可食副产品加以利用的技术也不够  ̂ 在分配和销售方面卫生 

标准很低，因而更降低了肉类的数量和品质， 若干国家以干燥和熏制的办法保存 

肉类，有时加上盐腌，但好坏差别很大9 新建的屠宰场很多，除少数例外，一般 

都没有利用巳发展的较先进技术• 只有那些为出口而设的工业屠场是以足够的卫 

生条件和先进技术作业1 而能充分利用生肉和副产品》

1 0 5 * 多数牛奶加工是在牧群一级，有时是村庄，一级的原始不卫生的设备中进行 

的„ 只有有隈敫童的当地生产的牛奶运到都市工场加工,这些一般部用重新化合

的牛奶在没有牛奶消毒工厂的地方，牛奶迥常是生的出售，或经煮沸或发酵后 

出售  ̂ 液态牛奶的销售一般占优先，没有什么多样化的产品。 某些国家把发酵 

的牛奶加工制成牛油和酥油，其余的牛奶则在加或不加面粉的情况下供食用》 乳 

酪只有少数国家制造  ̂ 一般而言，改进的制酪技术，例如设立农村牛奶收菓和兮 

却中心或小型制酪厂由于农村电气化不足，而被禁止。

106 » 食品加工工业和其他农业加工工业在非洲是很普遍的。 人口的迅速增长 

和收入增高有利于这些工业的展，其市场通常是在国内，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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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 非洲制造业的结构一般是：粮食、饮料和烟草占百分之3 1 ; 纺织和衣物 

占白―分之2 1—一这些是工业化的先声，可靠的原料供应是个重要因素。 较普通 

的一些加工活动包括：稻米半熟碾磨，木著粉（ S a rr i  ) 的生产，玉蜀黎碾磨， 

f  oof  0 0 的生产，鱼肉的熏制，棕榈油加工，花生油加工，揶子油加工s 以及肉类 

乳类和其他牲畜产品，例如皮革的加工和利用等等。 此外还有易腐产品，例如果 

菜和牛奶的加工（装罐冷冻等等）  ̂ 以上所有加工活动有助于农业的蔺业化，减 

少了收获后的损失，同时还制造农村就业机会。 因此，在地方性小规姨加工业同 

进口货物之间的竞争方面应该保持平衡。

1 0 7 - 为了尽量减少鱼在死后的迅速变质，唯一符合要求的技术就是冷却但 

用冰来冷藏需要大量资本和经常费用，这是个人或小社区负担不起的，尤其是在热 

带气候下。 鱼一般是在当地新鲜出售，未售完的剩余部分则通过干燥、腌制和熏 

制等各种办法加工处理。 这些保存方法基本上是完善的，而且还有改良的技术，

例如施制技术和窑的建造和装料技术而传统制盐的质地较低, 这是改良产品的 

一个问题。 先进的加工技术，例如冷冻和装罐很少使用，因为需要大量资本投资、 

技术人力、高昂的费用，还需定期供应高品质的鲜鱼。

1 0 8 - 运输、加工、贮藏和销售等支助服务是农业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应与生 

产同时发展， 否则的话，提高生产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一般而言本区域的生 

产后服务是不足的，在许多情况下使发展计划不得贯彻。 特别是在现代化和面向 

出口的部门，都要依靠进口技术。

1 0 9 . 运输一直是非洲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瓶颈。 公路、铁路、河流运湔方面 

进口技术常遭遇以下问题，例如：支助性服务不够，维修不善，公路设蚤不良，燃 

料和备件费用过高，计划不够完善、同时缺乏协调。 大多数农民主要依靠人力或 

畜力运输， 现代化运输虽巳普遍，但在非洲农村许多地区还有待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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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 当地的运输多半还依赖头顶、提桶、自行车和牲畜；后者逐渐为卡车所取 

代。 后拖橡胶胎拖车的农场拖拉机在农村用于运输的情况日益增加。 许多道路 

雨季时不能通行。 铁路和驳船运输看来要比公路运输省钱，但很少地区有这些设 

备。

i n . 当地的木柴供应急速减少，在农业加工和其他农村工业以及家庭烹饪方面 

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木柴的技术日益受到重视。 可行的办法有：木柴的处理和预先 

加工，更有效的木炭生产方法，烹饪炉灶、器具和方法的简单改良，加上燃烧用木 

料的种植等工作。

1 1 2 . 传统的运输方法4 不论是人力或畜力，改进很少，传统的河流和湖泊运输 

方式改进更少。 在以人力拉的工具方面作了改进的一些国家内，效率有所提高， 

工作的艰苦和单调程度大大减低《 非洲经委会带头制订了一些发展非洲运输业的 

次区域和区域计划。 但总的来说，目前的技术水平仍然很低，需要很多改进。首 

先，进口适当的农业用运输技术应该获得最高优先。 应通过以下三种主要方式发 

展适用于非洲各种条件下的运输技术：进口和修改利用；进口零件，然后按需要装 

配；最后是当地生产。

1 1 3 .在收成、脱粒、脱壳、干燥、礙磨相粮食保存期间的谷物加工往往只用简 

单的方法、装置和技术。 手工脱粒可代之以改良的以手操作或小型发动机带动的 

脱 粒 机 一 般 而 言 ，加工活动是在都市地区和出口部门，利用现代的进口设备。

由于计划相管理不善，在维修和操作方面也没有适当的训练，许多设备很不经济而 

且相当地利用不見 机械损坏、缺少备件、原料不足等等问题一再发生。 其中

多数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是资本密集性的，而且是十分先进的设备。 农 

民和农村一级的加工仍然是简陋而且不足的。 这方面的改进可以对农业产生巨大 

影响。 中小型加工设备的发展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农产品，而且还可以扩大发 

展的利益。

1 1 4 .农产品的销售一直是非洲粮食生产过程中最弱的环结。 一般来说销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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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且没有效率。

1 1 5 .销售制度的不符理想可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不能鼓励农民接受相使用现代 

化技术和必要的投入来增加粮食和农业生产。 都市化现象造成的人口压力使上述 

情况更加恶化，原已不足的销售设备和方法更受到抑制。 农村命都市地区的批发 

和零售市场设备简陋，卫生条件不足。 各项市场服务，例如标准化、分类、包装、 

贮藏等等仍不完全。 这方面日前的技术状况很差，只有出口农作物是例外。 这 

方面如果应用发达国家相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有技术会有所助益。 这就需要各国 

政府进行适当规划、训练人力并提供经费。

牲畜、林业相渔业

1 1 6 .牲畜、林业和渔业方面的技术现况和需要宜于在每一个部门下加以讨论， 

而不象农作物那样按各不同技术成分讨论。 但是技术应用上遇到的问题有很多相 

似之处，虽然问题的深浅和紧迫程度有所不同。

⑻ 趙

1 1 7 .牲琴次部门在本区域占重要地位，且发挥很大的社会经济作用。 非洲畜 

类资源丰富，占全世界的百分比为：牛，百分之1 4 ; 绵羊，百分之1 6 ; 山羊， 

百分之3 3 ; 马m , 百分之5 0 以上。 其牲畜，人口Z 土地的比例也很有利。但 

牲畜次部门所获收益同牲畜数量和所利用的土地资源范围不成比例。 这个次部门 

的生产型式主要还是传统式的，牲畜的活动在定居、游牧、半游牧和季节性迁移等 

方式下进行。 其中，后三种方式是主要的。 现代化生产制度逐渐开始发展，特 

别是制酪业和家禽饲养业；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较主要的传统部门获得更多注意。 

但它们的影响还不显著，只有家禽饲养业是例外， 许多国家的大规模牛肉和乳制 

品企业成绩很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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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般而言，非洲牲畜质不良；其生产和生殖水平远低于国际标准。 这 

是若干因素造成的，例如：牲畜饲料不足，环境条件，卫生管制措施不足，牲畜遗 

传特征不良，阻碍发展的文化因素，体制和基础设备不够等等。 所用的牲畜饲养 

技术也不完善。 牲畜饲养者在采用改良技术方面是保守的，除非这样做适合他们 

的需要和苛刻的环境。 农作物和牲畜在许多地区是分开进行的活动。 疾病仍是 

一项主要抑制因素，尽管在控制许多致死疾病方面巳取得了相当大进展。 干旱地 

区畜牧生产方面的研究落后于农作物。 国家和国际机构，例如粮农组织和国际非 

洲牲畜研究中心都在处理着这些问题，鼓励关于牲畜生产的研究工作， 国际上的 

支持力量很小，销售制度不经济，没有效率，受过训练的人员严重缺乏，有关的机 

构联系也不充分。区域内的各国政府作出了明显的努力，以求改善牲畜次部门，但 

许多国家发展的程度仍然十分地差。

1 1 9 . 非洲牲畜的饲料供应几乎全部来自未改善的牧场和放牧区，俾耕地，以 

及作物的残余部分。 除了家禽生产和少数大规模的养猪场之外，几乎从不使用高 

级饲料。 部分原因在于内部运输费用高昂，用作'牲畜饲料的农村工业副产品往往 

是出口的》

120 . 这个传统部门内放牧过度的现象很普遍，他们实际上没有现代的放牧区 

和牧场管理方法，例如围栏、严格控制放牧的数量、防火线和经常的供水等等。灌 

溉的牧场和精细的饲料生产只见于非洲北部。 传统上并不养护牧草或其他饲料， 

如干草或青贮饲料。 半干旱地区是多数反刍类牲畜集中的地方，这些地区的旱季 

长约六至九个月，如何在这段期间内保持牲畜不死往往就是这些游牧或半游牧人民 

的主要目标。 牛群和羊群的迁移多半是看何处有水，牧草还在其次。

1 2 1. 本地的牲畜品种是自然选择下留存的。 根据近代遗传学逬行的改良办 

法很少， 对这个传统部门的影响极微。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8/280
E/1983/93
Chinese
Page 3k

12a 当地原本有一些抗锥虫昀品种，伹抗锥虫性的合理选择几乎没有开始。外 

地品种及其杂交品种在非洲的牛、绵羊柞山羊总数中只占极小的比例。 主要的例 

外是在北非和少数热带高地，牲畜用于集中的牛奶生产。 当地牛的品种很少具有 

商业牛奶生产所需的最低遗传的潜力。 相反地，当地品种大多数的牛肉都符合要 

求，只要正确喂养即可。 绵羊也是如此，其中一些是上等的羊肉来源。 非洲没 

有改良的当地山羊的品种。

1 2 3 . 商业性肉猪和家禽的生产完全靠逬口的品种和杂交的品种。 传统的生产 

依赖那些无法归类的当地家畜，其遗传潜力很低但能够在不利条件下生存。

1 2 4 . 人工授精在某些热带和北非国家内试行成功， 但实际应用由于多数饲养 

人员低水平的管理和饲养而受到限制.

1 2 5 . 牲畜的寄生虫病和传染病是非洲一大问题。 锥体虫病由采采蝇为媒介， 

影响到3 7 个国家有生产潜力的七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的牲畜，只有鸡除外。 

各种控制传病媒介的方法，单独或结合使用都经证明有效。 其中包括从地面或飞 

机上喷洒杀虫药剂，装或不装诱饵的捕捉器，浸过杀虫药剂的纱窗，雄性不育技术, 

丛林清除，生物控制、猎物管制和追猎管制等.国际昆虫生满生态中心（ICIPE) 对于上 

述所有活动进行着适用性研究，以便实行在技术上和经济上证明可行的一些办法。

内罗毕的国际动物疾病研究所（ILRAD)负责培养锥虫病和扁虱寄生虫病的疫苗。

研究正在进行，但还没有任何突破. 目前仍缺乏有效的免疫技术，因此疾病本身 

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化学疗法和利用抗锥虫的品种。 扁虱寄生虫病，特别是东海岸 

热病，造成了本地和外来品种的重大损失。 主要控制办法仍然是浸溃和喷洒药物， 

但是对药物抗拒性增加的现象也引起了关切。

1 2 6 . 主要的传杂病之中，牛瘟发病数量大大减少，这是因为国际协调进行的接 

种运动的结果。 但是，某些国家内仍为地方性的动物病，最近由于接种运动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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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行动中断，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都有发病现象• 口蹄疫的防治很困难，特别

是因为缺乏病毒测定设备，疫苗的供应也有困难。 传染性的牛胸膜肺炎在某些国 

家仍是大问题，尽管多数都具备良好的诊断方法和疫苗。 非洲猪热症是非洲许多 

地区的地方性动物病。 家禽的疾病随着商业生产的发展也开始蔓延。

1 2 7 . 畜牧业及其管理的标准相差悬殊。 传统的畜牧者通常都熟悉他们牲畜的 

需要，给予精细的照料，而定居的农民却往往忽略了这些需要，使传统的以农作物 

为基础的农业制度添加牲畜一项造成了问题。 现代的牲畜生产制度，例如牧场经 

营和分层制度已在某些地区试行，但至今为止没有多大成效.

1 2 a 非洲在生产粮食方面现有的野生物管理技术级别有二。 最重要的一种是 

非洲大多数地区实行的传统制度。 其中包括收成战略和技术，产品的加工和保 

存，某些社区还包括保存措施。 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动物旦白质大有助于许多维生 

的农业经济的饮食，尤其是在家畜生产的可能性有限的潮湿森林地区或锥虫病发病 

区，

1 2 9 . 另一方面，非洲許多地区进行T.廣取野至W t i动^物和野生动物放养的试验 

性项目和计划. 这些多半是政府执行的方案或是大规模放牧活动中进行的业务9

1 3 0 . 区域内各国之時有一定程度的现有技术的转让和吸收.但主要是需要评 

价传统制度的各项生物和生态条件，以便找出可以维持的，有可能更具生产力的途 

径。 同时，还有必要发展一些能与其他的土地利用相配合的制度。

1 3 . 1 ,非洲许多地区的猎物放养几乎没有超出实验性阶段。 研究工作必须加紧 

进行，应着重于干旱地区和抗锥虫的品种，研究畢项除了生物，生态和经济方面外， 

还应包含畜牧和社会影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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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林业

1 3 2 - 林业次级部门在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社会一经济作用，它提供所需燃料和 

木材，制造就业机会，生产粮食和保证继续不断的粮食生产所必需的环境稳定。 非 

洲的森林地区1 9 7 5 年估计为6 . 0 5 亿公顷，其中2 . 0 5 亿公顷是密闭的森林,4 

亿公顷是其他林地。 伐木总数量为2 . 9 3 亿立方米，其中2 . 611乙立方米为燃材， 

a  2 0 0万立方米为工业木材。 本地区燃材的消费按平均每人消费o . 7 立方米来 

计算，大约为3 . 7 3亿立方米。 同时期的工业木材消费估计如下：400万立方米 

锯木， 1 0 0 万立方米木料制板和一百万吨纸  ̂ 本地区仍然输出锯圆木、三夹板、 

锯木，虽然巳不及五年前的水平。 粮农组织预测在2 0 0 0 年时本地区将能满足 

其木材需要并有一定数量的余材输出# 但是，近来燃料费用的上升巳使作为代用 

能源的燃材消费量骤增。 由于消费的增加，在不扩充森林的情况下，按计划方式 

的伐木不足以满足目前和未来的需要。 本地区大多数国家燃材和木炭价格的剧增 

是此一趋向的反映。

1 3 3 . 近年来，伐木业巳愈来愈机械化< * 但在有些国家，人力伐木仍然与高度 

机械化伐木并存. 特别是在热带高森林，链锯已几乎完全取代斧头和手锯现 

在巳有利用更多的专门化伐木机械以适应不同的森林和土地条件的趋势。 因此， 

除了履带式拖拉机之外，例如轮式滑行器巳在热带森林中使用。 但是同时，由于 

成本和燃料费用增加，人们已设法重新安排伐木操作程序而非使用高动力机械来增 

进生产半。 特别是在种植体积小的树木的森林中，巳开始使用带有伐木装置的农 

耕机（有时用挽畜）。 关于运输，大部分圆木仍然是靠漂浮办法，但在可能的情 

况下也使用卡车载运。

1 3 4 - 在非洲常见的是原始锯木厂和小型的双人竖拉大録锯木由于缺乏较佳 

的锯木厂装备、改善的搬运方式、在适当情况下的自动化设施、通过木材技术研究 

而对品种有较好的知识以及保护木材避免腐烂与虫样，所以迟迟未能利用改进的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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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技术和设备。 此外，还缺少训练有素的经理和工人。 制造木料制板的工业 

( 三夹板. . 嵌板、微粒压板、纤维氣木浆板和木印板）时常是资本密桌的，并且 

需要规模经济。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工业可以成功地同裾木厂一并设立， 

因而确保原料的综合利用，

1 3 5 . 尽管在非洲，制纸浆的混合热带硬木供应量很丰富，目前这项原料很少用 

于这个用途a 只有在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有一个锯木厂用混合热带硬木制造纸浆，

主要是供出口，虽然若干其他国家正在考虑这种项目。 安哥拉、肯尼亚、摩洛哥、 

尼日利亚、潘威士兰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木材是采用化学制纸浆的过程，马达加 

澌加和津巴布韦的木材是采用机械或半机械的过程. 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突尼 

澌，也利用非木材纤维例如麦杆、蔗渣和茅草来制纸浆  ̂ 有些非洲国家也有单独 

的造纸厂，利用进口的纸浆或废纸。

1 36 • 管理自然森林的技术是基于对构成各种森林结构的个别树木和灌木品种的 

特征和需要的详细知识. 由于非洲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获得这种知识，所以导致不 

正确的造林方法和资源的退化。 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必须优先保护和 

菅理具有多用途特征（包括燃材供应）的繁茂自然森林和增进环境保护能力，而非 

以具有相对来说狭小的终端使用能力的昂贵品种林木来取代它们^

1 37 • 人造林的建立需要对特别的地点和土壤具有特定的技术.树种米源的选 

择、树种收集与贮孖、苗圃繁殖和树苗处理的有关技术就和建林阶段的那些技术一 

样莖要，1旦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这些技术到目前为止很少在非洲应用。 杂 

草处理、预防和控制病虫害和动物危害以及火灾损箐或破坏等也有可资利用的技术， 

但在非洲这些技术也仍然很少使用。

1 3 8 . 多用途树木品种（供食物、动物饲料、药物产品、木材和最直要是燃材） 

的培养、建立和管理的技术已可在村庄一级适用。 适当选择树木品种祁种植技术 

能够培养同时可供所有这些用途的树木，并且时常是同农业密切结合，这种树木除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8/280
E/1985/9?
Chinese 
Page 38

了种在有足够土地的小型人造林内，还可种在沿着道路的空地上以及作为农场的防 

护林或防风林。 燃材生产可以靠单纯的修剪、截梢和矮化技术来增产。 供地方 

社区发展的森林仍然是一项新的活动，但有些项目已在若干非洲国冢，特别是在萨 

赫勒展开主要的限制是缺少训练有素的林业人员足以大规模从事必要的苗圃祁推广 

工作并同当地社区密切联系。

(C) 渔业

1 3 9 . 几百年来非洲的基本捕鱼技术显然甚少变化。 钩与线，剌枪或矛以及设 

障或围捕（包括活动的网和固定的索具）是传统使用的工具。 例如在尼日尔河上 

使用的一些鱼网和吊索的设计是极为精致的。 季节性的发财机会是当河水干涸时• 

可以用手拣鱼，这也时常发生。 这些技术通常足以应付近水地带社区的鱼食之耑0 

挖空的_ 木已被用来使渔夫的活动范围从水岸延伸至深水，也有人用一片片木材捆 

扎制造较大而安全些的木筏。

140 • 在传统的技术中， “ 阿卡德加’’或鱼洞是在西非一些地区用来密集养殖和 

捕捉鱼类的技术，特别值得注意。 这个古老方法在其他地方并未广泛使用，除了 

在鱼池密集养殖外，也没有任何与之相类的现代方法。 在非洲，鱼池养殖仍然只 

是很小的活动，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在尼日利亚发展^

1 4 1 - 小规模渔民捕鱼技术的主要改善是通过引进更好的器材， 最重要的是较 

好的铁钩和钢钩、自然纤维与人造纤维制的鱼线、细绳和绳索，以及渔网用的机制 

带子。 适应能力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马拉维湖北部的渔民从旧轮胎上有系统地撕 

下尼龙线来打结织网。 在加纳，人们开始使用围网以及在许多西非渔业中便用小 

_ 网是改进捕鱼索具而大大促进小型渔业发展的例子，

1 4 2 - 象非洲内陆水流和沿岸内海那样各种各类的多鱼种渔场，最好是有相应的 

各式各样的捕鱼索具。 传统的索具通常是针对捕捉大大小小的鱼并用于各种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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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处。 最近一般的剌网式人造纤维网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 虽然在某方面这 

使捕鱼简单化，但却可能导致不平衡而最终成为无效率的捕鱼方式，

1 4 3 - 机械化推进器使人们能够建造和使用大型船只，有能力拖曳较重的索具并 

且发挥枳极而非消极的捕鱼功能a 即使在近距离，机械化的木钱巳能够进行较积 

极的捕鱼方法。 但是由于缺乏技术和维修设备以及燃料费用的上涨，机械化巳受 

阻碍„

c . 软件 ( 非物质）技术

1 4 4 - 发展本土的技术能力，除其他条件外，需要有革新和持续改香的有益而有 

利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气候的存在。 技术不只是一种生产方式，因此并不是中立. 

的，技术内带有经济和社会以及文化结构的准则，这项准则也是认识性的。 它体 

现看制造技术的人们所积累的知识与文化^同社会主体结构相调和的技术是可接 

受的，否则它就不会生根，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可有可无的，并且只供一群边缘 

人使用，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被完全摒弃。 最近成功的各个国家的经验证实了 

这一点。 这些事实着重说明，软件作为在技术依赖的非洲创造必要气候的重要手 

段，是非常重要的。

1 4 5 . 为了及时而有效率地传送硬件，应同样认真地注重和对待适当和有效的软 

件系统。 但软件不间于硬件，硬件可以较容易地从一个人类环境转移到另一个人 

类环境，软件则须就地发展。 因此技术改变将涉及整个基质的改变，包括锏造业, 

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模式，社会政治，物质基础结构以及理想改萆所必须具备的制 

度与行政系统。 以下和下一章关于目前局势的讨论，显示出发展有效技术能刀的 

必要气候尚未建立。 由于篇幅所限，只能选择软件的几个主要方面来讨论。 其 

他两个国际专门机搏提出的报告会讨论详细的情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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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组织和行政效率

1 4 6 - 农业发展并非机械的或完全是技术性的工作，因此，阻碍新技术传播的因 

素包话缺乏对这个事实的认识与了解以及不适当的制度和组织结构a 组织缺陷的 

存在或是由于组织的形式是生搬硬套地输入或是在没有适当考虑可获得的资源，特 

别是训练有萦的人力和资金的情况下产生的。

教育和训练

147 • 利用不足的土地、无技术的劳动力、资金和潜在的资本构成只能靠改善祁 

经过训练的人材来开发。 有技术的A•材也是发展和管理土地改革、研究、投入供 

应、销售机构和信贷设备的关键投入， 在非洲、训练有素并且有经验的人材的严 

重短缺可说是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目前的教育制度已被认为是不适当而不平衡 

的。 一般来说，所访问各国的教育制度都很类似• 目前的制度好比一个金字塔。

底部是广泛并且不断在扩大的小学教育，其上是较狭小的主要是各种学科的中学教 

育层，最后是最狭小的一层，包括主要是以欧洲大学为样板的大学。

1 4 8 . 本地区的趋势是较重视学术教育而牺牲科学和职业教育•  人文学科在大

学中占主要地仏 在苏丹， 1 9 7 7 — 1 9 8 1 年期间高等教育水平的毕业生是

20,  399人，其中16, 032人就读大学（10,  954人在人文学科• 5, 078人在科学 

学科），4, 6 3 7 人就读技术学院. i 9 6 4 年在非洲举行的教育大会曾建议就 

读技术学院洳就读大学的学生比例应为三比一• 目前在苏丹* 情况进一步恶化，

就读大学洳技术学院的学生比例为五比一•  在大学内，该人文学科相科学学科的

学生比例为四比一， 其他非洲大学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与农业特别有关的技 

术教育在所有各级上都受到忽视• 据报导在苏丹，所有正式教育机构注册的学生 

中，只有不到5 %是接受职业、技术或农业训练的-学术训练超乎国家需要的主要 

理由是这类教育可能是由于规划不当，没有把教育和经济发展又其人材需求协调 

起来，并且受过技术训练的人的收入泡就业机会也比不上在人文学科，特别是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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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工作的人• 教育制度本身已被批评为模仿欧洲的教育方式，而其组织相课程^

的死板以及着重于死记而非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发挥想象力湘创造性的教学方式， 

可能并不适于非洲：独立思考洳发挥想象力与创造性是发展科学探索精神的必要因 

许多观察员报道，由于没有规划地发挥教育，许多大学的水准都下降了.

土地使用，土地所有权洳耕作制度

i 4 a 最近在非洲，整个土地利用的转变主要是由于热带森林受到广泛破坏以及 

相对于耕地而言，森林与牧地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

1 5 0 . 由于对热带土壌在除去覆盖的天然難林后的变化，所知甚少，迫切需要应 

用现代土地利用规划的技术• 耕作昶放牧正扩展到愈来愈多的边缘地区，这些地 

区的土地脆弱，时常是在陡峭的斜坡上* 土壌迅速受冲他 象玉米和高地稻米这 

种作物都种在许多干旱地区，而这些地区种植小米洳高梁才是比较适宜而多产的.

1 5 1 . 轮作是热带非洲最广泛的传统土地利用办法，牿别是在西非较潮湿的地区• 

土地通常g 耕种2 或 3 年 . 然后休耕一段时期s 在热带雨林区要休耕8 — 1 2 年， 

在干旱地区要休耕1 5 年或更长， 在正确的操作下，轮耕是一种土壤保持办法， 

虽然是产量很低的办法，提高土地或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很有限，但却是一个无须 

社会一经济上的大变化就能改进的办法• 由于人口增长的结果，在许多人口最密集

的地区，休耕期巳缩短到三年至五年• 在耕作期间，生产率通常下降，休耕期缩

短，产量的下降就更加明显，

1 5 2 . 农业方面的持续发展必须在制度结构，特别是在土地所有权方面进行重大 

改变. 在非洲农村，土地主要是归社区所有_ 在非洲的许多地区，轮作仍然是

传统的技术• 人们同意，虽然使四分之三的土地置于休耕状态是很浪费，但这是

耕种广大而贫瘠土壤的一种合理而合乎生态办法• 由于人口压力，这个办法已在

瓦解之中* 固定的农业正在扩展，土地私有制也在许多国家出现》 人口的压力

再加上社区土地分割成大规模的公共洳私人组合，导致土地利用循环转变为较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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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耕期洳较长的耕作齓 这不仅造成产量的下降知土壌的贫瘠而且也造成过度砍

伐森林洳过度放牧* 所有这些都对土壤造成可挽回的损害以及沙漠化• 本地区的

技术情况应随着土地利用湘所有制的改变而改变，以保持土地生产率洳人民的福利• 

公认的事实是，社区所有制对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是不利的. 然而.愈来愈多 

的私人财产所有制在非洲出现却未必会导致技术的采用• 特别是如果土地分成不合 

乎经济的单元• 而导致土地的零散化或以不利或不公平的条件祖地给佃农，例如土 

地所有权的缺乏保障•

1 5 3 . 混作（或间作）是轮作昶大部分其他传统非洲耕作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 

混作长期被认为是不合理而必须由单一耕作洳成行种植来取代的，但最近它的优点 

巳开始再度受到承认• 它的潜在技术优点包括互科植物的间作所产生的固态氮、

间作减少覆盖于地表的杂草* 混合作物能够较密集地生.长，较少病虫害问题、混合 

作物成熟时的高度和年龄不同，因而可能开发一片有限的高素质土壤地区而减少作 

物之间的竞争. 此外，混作可防止作物欠收的损失并扩充土地少的家庭的摄取食 

物的种类. 为增加他们的粮食保障，许多非洲农民不仅在一块土地上种植几种不 

同的作物，而且同一作物还种植不同的品种， 同f 也还有一些困难，例如劳动生 

产率很低，使用制成的投入来增加产量的机会很有限•

1 5 4 由于人口继续增加* 愈来愈难在耕作制度内保有一段休耕期，在可能的情 

况下，轮作必须逐渐被永久性的制度所取代• 许多这类制度已存在传统非洲农业

中《 虽然它们大部分是高度专门化并且有特定地点的，它们有许多都包含也能适

于其他地区的技术因素*

1 5 5 . 目前有在合适地区建立长久性耕作制度的改良技术. 但如果这些技术能 

够仔细地移植到传统制度的最佳组成部分中，而不是用来完全取代它们，则这些技 

术可能更加成功《 改良技术的目的是要建立产量高而稳定的耕作制度，这个制度

不仅能够利用象优良品种、化学肥料洳机械设备等现代投入来突破劳动力的瓶颈， 

而且还能充分利用作物残梗来饲养动物并且利用作物残梗洳动物粪便以及产生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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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的作用来维持土壤的肥沃T 在有些情况下* 例如沼泽地的稻米生产,这些改良 

的耕作制度也能同养鱼结合在一起.

i s a 现有的改良技术也能使森林同作物洳牲畜生产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已在 

非洲许多地区使用的陶恩雅制度只是提供了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 因为在重建森林 

之后，耕作便中断了.  现代农林学包括土地的综合管理以供生产田地作物、牲畜

洳树木作物. 利用迅速生长的豆科树木的品种特别重要，不仅是为了稳定轮作.而 

且是为了供应燃料•

1 5 7 . 在热带非洲的许’多地区* 多年生出口作物，例如可可- 咖啡、油棕、橡肢、 

波罗麻和甘廉都生长在大型农场内.这些农场一般都使用可获得的最现代技术来 

生产洳加工，但近年来在许多情况下，水准（特别是病虫害控制）已下降了，原因 

是缺少技术人员、缺少进口的投入以及出口价格偏低 有些国家已试图利用农场 

作物把改良的技术推广到邻近小规模生产者的中心，但尚未莸得什么成果。 在其 

他组织起来的种植茶与咖啡的小块田地则很成功，包括高水平技术的使用. 生产 

大宗粮食或每年出口的作物例如花生的大规模并且一般是高度机械化的方案, 时常 

都证明是失败的《

规划

158. 包括作为整体一部分的技术在内的综合规划对于经济也有组织地吸收适 

宜技术如创造有效的本土技术而言^ 是极为重要的. •非洲有少数国家巳制订具体的 

技术计划* 经济政策的设计应有利于技术进步，但在非洲的情况却非如此• 部

门与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的联系并不是按照有利于适宜技术发展的方式建立的，部 

门与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的协调非常差• 虽然有些国家例如苏丹，已设立专门机

构来处理技术，打算在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范围内设立技术转移单位，它们还未获授 

权去协调湘影响最高规划层的决定• 由于技术几乎是潜移默化地影响所有的经济

活动，最好是把处理技术的机构或部门设在规划部或总统或总理办公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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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在技术规划工作上，应充分注意诱因的重要性• 要使人接受洳采纳技术

革新，就必须充分适当地调整诱因以应付新的情况》 应使农民革新者的风险湘不

确定性减至最少（或增加保险) . 也必须制订有利的价格/ 补助办法、国家税收 

结构洳政策、信贷制度并实施土地改革•

研究和推广

1 6 0 . 研究是适应洳采纳转移的技术以及发展有效的本土技术能力的最重要因素. 

在非洲，大多数国家已建立命加强研究机构，其中有些已达到先进水平• 但是研

究工作仍然遭受若干限制，例如缺少训练有素的人力、设备与设施不足、工作条件 

差，研究人员缺少诱因、研究机构湘政策与规划机构之间缺乏协调. 此外，缺乏 

充分的财政资源是阻碍有效发展研究的一个主要构成•因素• 研究工作集中在出口

洳都市的消费作物• 对于传统作物则很少进行研究. 但是，有些国际机构正对

传统作物，特别是干旱耕作地区的传统作物的研究，提供有用的援助与鼓励.推 

广工作不足以及农民普遍文盲，再加上缺乏协调和研究成果的后续行动，减少了发 

展同农民具体需要直接有关的解决问题的研究工作的可能性《

1 6 1 . 因此，极其重要的是建立研究、推广服务洳农民需要三者之间的制度联系• 

以便不断修正研究工作以适应耕作的现实情况* 从而减少研究与推广之间的疏离*

改善采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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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差距

1 6 2 . 在试图评估技术差距时，考虑到差距是由以下两部分构成的是有帮助的： 

第一部分差距是，现有技术（有时还包括传统技术）未得到充分应用的程度；第二 

部分是，未引进或未使用新的和改良的或先进的技术的程度。 基本上对前者需要 

排除或减少使技术迄今未得更广泛应用的各项限制因素，而后者则取决于各国取得 

和吸收新技术的容量和能力。

1 6 3 . 显然，只要能够对付若干非技术性的限制条件，那么非洲在更广泛地应用 

现有技术方面，包括改良的技术和传统技术的某些部分，仍然大有发展余地。 不 

幸，现有资料只提供了巳经应用的现有技术性质上的情况，但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 

况下数量极小。

1 6 4 . 当然，现有的改良技术和将来需要的进一步技术进展是无法绝对区分的。 

除了极特殊的突破以外，两者都是同样的连续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后者建立在前者 

的基础上。 最需要的常常是一整套新技术，把若干现有的改良归并在一起，或是 

简化这种改良，使贫穷的小农也能用得起。

1 6 5 . 在粮食和农业方面，非洲的技术能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非洲，关 

于改良农业技术的现有知识同非洲农业的实际做法和表现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非洲国家农业上的特征是，现代技术运用不足和土地与劳力的生产力偏低。 这项 

技术差距反映在农民经营的农场同实验站之间每公顷产量的差别上。 举例来说， 

在布隆迪、埃及、卢旺达、塞内加尔、苏丹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农民经营的农场 

大多数作物的产量平均只达到这些国家农业研究站产量的30—80 % 。 拿非洲的 

生产力同发达国家相比，这种差距就更大了。 以下数据显示就谷物来说，非洲

0 . 8吨 / 公顷的产量比起西欧和北美3 . 5吨 / 公顷的产量来是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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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吨/ 公顷产量

西欧和北美 3 . 5

东 欧  3 .1

中 国  2 .1

苏 联  1 .6

大洋洲（最不发达国冢），拉丁美洲 I .4 —1 .7

非 洲  0 . 8

1 6 6 . 非洲的技术后进是物质生活水平低、卫生不良和无力控制或改变水、旱灾 

等环境因素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多数非洲国家所使用的传统技术一般说来很少利 

用科学和技术的进展，因此常常效率较低。 创造本土技术的能力很低，部分原因 

是许多非洲国家无力或不愿给予必要的重视，即制定适当的国家发展政策，包括能 

导致技术自力更生的技术政策。

1 6 7 . 除了缺少有意义的政策之外，非洲国家未能发展本国技术能力的另一个原 

因是，不具备有效的国家机构来执行和监督既定的政策。

1 6 8 . 大多数新技术的研究工作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非洲同这些国家的技术差 

距所造成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形成依赖。 非洲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得依赖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不但产生资本和技术，而且还节制其流动。 这是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 

个主题，影响到《拉各斯行动计划》和《关于工业发展和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 

划》所设想的迅速的工业增长率（见 A / 1 0 1 1 2 , 第四章）。 由于非洲国家缺乏 

选择、取得、适应和修改技术的能力，使技术依赖更加恶化。 因为没有本地技术 

能力，所以技术转让没有效用，有时反而有害。

1 6 9 . 技术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改变的，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而且这种趋势大概 

会继续下去。 发达国家技术改变的特性是，经济规模日益重要，在一定的因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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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相对于劳力来说资本的使用曰增，而生产要素相互替代，例如用劳力替 

的弹性日减。 因此，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技术发展，大概会越来越不适合穷

国的需要。

1 7 0 . 技术依赖不仅涉及必须由发达国家转让给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且涉及 

投资和生产方面现有知识的利用。 一国因技术依赖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除其他 

外，包括：

⑷进口技术的费用：直接费用（支付专利权、许可证、商标、技术服务等）； 

(切对决策失去控制；

⑷接收许多不适用的技术—— 无法容易地加以改变使之适应本地的需要；

⑷助长了缺少有效的本地科学和技术和创新能力的状况。

1 7 1 . 然而，技术转让还是使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能够不经创造发明过程就有效地 

使用这种技术，从而能缩小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非洲国家没有分享 

到有些后来者所享受到的技术转让的好处，因为外国制造和加工公司没有把技术转 

让给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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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缩小技术差距的措施的 

补救政策、方案和建议

1 7 2 . 我们企图查明有哪些技术差距和提出技术差距存在的原因。 相信下列建 

议将大有助于非洲区域及非洲各国减轻粮食和农业方面日益恶化的情况。 当然，

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决定其优先顺序，并相应排列这些建议。 执行这些建议时， 

应特别注意制定具体项目，以解决在农作物、牲畜、渔业和林业等方面的案文中着

——u 出的紧迫问题》 _ _ _ _ _ _  _____

A . 国家一级

1 7 3 . 非洲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制定适当和有效的国家计划、方案和政策文书， 

以发展科学和技术并推动利用科技来发展粮食和农业，其中特别强调监测和评价工 

作。 此外还应推展一些方案以创造令人满意的鼓励制度，激励农民采用新的改良 

技术，并通过建立有利可图的价格结构、储存、信贷、销售和运输设施来鼓励在本 

地生产必要的农业投入品。

1 7 4 . 由于农业在非洲国家的经济中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所以绝对必须对 

农业给以最高优先，并作出努力大大增加分配给整个农业特别是农村部门的国家资 

源，以便产生和传播适当的农业技术来增加农业生产。 应当修改财政和货币政策 

以及税收制度，以求有利于农业发展。 应当建立和/ 或加强为农业服务的金融机 

构。

1 7 5 . 对于加强和巩固现有农业研究机构以及设立和/ 或加强有效协调这些机构 

的活动的机制，也应给予最高优先.因为在一国国境内有时存在着具有不同生态 

的农业区，因此促请尚未这样作的非洲国家政府建立研究机构来处理这些农业区的 

问题. 为了尽量缩小或减少不应用现有研究成果的比例，旨在研创适当技术供有

关对象人群，特别是妇女，使用的研究优先顺序和方案，不应只在国家发展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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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范围内作出决定，而 应 适 当 考 虑 到 社 会 现 有 本 地 投 入 和 生 态 等 因  

素 . 应当认识到接受技术者的首要和生产性作用，并采取特殊的步骤使他参与整

套技术的设计.

176。 为了在发展有效的农业技术能力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非洲各国政府应当 

尽力设法把国民生产总值的至少1 % 专用于发展和促进粮食及农业方面的科学和技 

术.

177。 另一个妨碍非洲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创造适当的技术能力的关键因素是， 

严重缺少各个级别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力资源. 因此，应当釆取措施培养所需 

的技能• 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注意首先改革教育制度，以便按照迫切的需要产生有 

技能的人力. 应当强调所有各级的农业培训，取得学术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正确平 

衡 .

178。 为了收集和传播关于技术和研究成果的可靠情报，我们敦促非洲各国政府 

为此目的设立一个适当的机制，如有必要并向有关国际组织，特别是粮农组织/ 农 

研系统（现时农业研究资料系统）的援助方案，寻求帮助.

179。 应当制定和执行一些制造农业机械、工具和农具的计划和方案.在这方 

面，应当设法使这项活动同农业挂钩，以便提供必要的投入. 应当特别重视手工 

业非正式部门的作用，并应通过提供充分的财政和技术支助使其升级.此外还极

力促请非洲每个政府全力支持1 9 8 2 年 4 月 5 曰至9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关 

于农机工业第一次区域协商会议的各项建议（ID /2 85  ) .

180。 应当在政府的农业部门或任何Sffe看关部门内设立一个自主的单位，其唯 

一目标是协调和谐调农业研究和技术方面的政策和方案，包括技术转让及其对发展 

当地技术能力的冲击，专利制度和任何其他与应用和推广适当农业技术有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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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区域一级

181。 鉴于技术的发展和有关的工业化都需要规模经济，而取得有把握的大市场 

目前又超出个别非洲国家的能力范围，因此绝对必须汇聚努力进行合作.非洲经 

委会和非统组织应该带头加紧努力，促进成员国在有关农业的一切活动上进行分区 

域合作，作为朝向区域经济一体化迈出的顺理成章的第一步.国际社会和非洲各 

国政府应当全力支持非洲经委会的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以及各个分区域政府间 

组织和机构.

18么每一个分区域就农业各个方面的合作范围和联合企业编定详细的计划/ 方 

案，诸如生产和传播农业投入、改良种子品种、机械、农具和设备、肥料、农药、 

灌溉、牲畜、渔业和农用工业.应当为已核准的方案和项目从内部和外界寻找财 

源.

183。 应当建立一个分区域机构网来协调分区域各国间有关粮食和农业技术的活 

动. 应该考虑到本区域多种多样的生态和气候条件• 这个机构网的总目标是抠

任资源中心和推动有关发展分区域适当技术的活动，包括制定联合项目t 收集和传 

播资料、培训％研究和支援各囿的机构. 它应当同现有的政府间组织建立关系， 

如有寸能应设在一个适当的现有政府间机关的所在地，以加速行动和节省费用.

1 8 4 通过分区域机构网，应协助各国的机构进行研究工作的分工，指定每个国 

家研究机构在一个特定方面进行深入调查，以求通过专门化来提高研究效能，从而 

做到最适度地利用资源.

C. 区域一级

1 8 5 . 非统组织1 非洲经委会和粮农组织应不断监测《拉各斯行动计划》中关于 

粮食和农业的章节的执行情况. 为此目的它们应始终词各国政府密切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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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设在达喀尔的非洲区域技术中心和设在伊巴丹的工程设计和制造中心应予 

加强和扩大，主要著重农业和直接有关活动的工作方案• 这两个中心应通过定期 

会议和不断交流情报及经验，使它们的活动同以上建议的分区域中心取得协调.

1 8 7 . 应当对现有的农业技术进行详细的调查，然后制定改进和发展粮食及农业 

技术的具体方案和项目，并为其执行筹措资金，

188.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和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应对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各 

级的努力和活动给以大力支持和援助，以转让技术知识和发展本地粮食和农业技米 

应要求国际社会在分区域和区域各级对本区域所有粮食和农业研究和各有关组织给 

以援助（双边和多边）.

1 8 9 .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应加强协调它们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活动.并建立机制以 

确保这种协调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1 9 0 . 应当加强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以扩展其有关农业的活动.

1 9 1 . 发达国家应增加对农业的援助，并采取有利于农业发展、产生非洲本地技 

术、促进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技术的贸易政策. 此外，整个区域 

应推动南北合作以加强其本地技术和自主的财政能力.

注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农业：走向2 0 0 0 年 》（罗马，粮农组织， 1 9  

8 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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