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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报告指出

截至 2008 年———

我国农业经济水平

落后美国 1 0 8 年

据新京报消息 5 月 13 日，中

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最新

研究成果《中国现代化报告 2012：农

业现代化研究》。 报告指出， 截至

2008 年， 中国农业经济水平比美国

落后 108 年。 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

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

农业水平差距明显

据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主任何传启介绍， 中国农业现代化

起步大致时间是 1880 年左右，比发

达国家晚了 100年。

中国农业生产率与发达国家有

多少差距？据分析，美国是中国的 90

多倍， 日本和法国是中国的 100 多

倍，巴西都比中国高。

中国农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有多大呢？ 何传启表示，如果

以农业增加值比例、 农业劳动力比

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

的话，2008 年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

相差约 150 年，与美国相差 108 年，

与韩国差 36年。

报告指出，2008 年，中国农业经

济水平比美国落后 108 年， 中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比中国工业劳动生产

率低约 10 倍，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

比国家现代化水平低约 10%。

2.8亿农民需要转移

报告测算，未来 40 年，中国需

要把 2.8 亿农民转移出去，农业劳动

力总数将从 3.1 亿人下降到 0.31 亿

人。

为此，专家们提出建议，逐步取

消户籍制度，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加

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是必然的选

择。

“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

诸多挑战。”何传启说，比如，2008年

以来， 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仅为世

界平均值的 40%；2008 年，中国人均

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值的 33%；

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

国家的 2%，美国的 1%。

面对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

现代化的一块短板， 报告还提出了

13 条建议， 包括建议明确划分 5 亿

亩左右的优良农田作为“国家食品

粮生产基地”和研制“中国人营养指

南”。

汪洋当选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新华社广州 5 月 13 日电 中

共广东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 5 月 13 日选举汪洋为省委

书记，朱小丹、朱明国（黎族）为省委

副书记， 当选为省委常委的还有黄

先耀、王荣、李玉妹（女）、林雄、徐少

华、林木声、庹震、万庆良、黄善春、

李嘉。 中共广东省第十一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黄先

耀为省纪委书记，钟世坚、毛荣楷、

王兴宁、陈伟东为省纪委副书记。

治考新规剑指监守自盗

———聚焦新修订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新华社记者 吴晶

考试作弊停考几年？ 教育系统内部人员顶

风作案如何惩戒？ 考生对作弊处理不服怎样维

权……教育部历时近两年，修订《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力争使近年来教育考试组织与

管理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有法可依、 有据可

查。

停考 1 年至 3 年：

加大对严重考试作弊行为惩戒力度

新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

节轻重， 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 年至 3

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

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 年至 3 年的处理：一

是组织团伙作弊的；二是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

题信息的； 三是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

弊的；四是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

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

此外，还增加条款：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

生有前款严重作弊行为的， 也可以给予延迟毕

业时间 1 年至 3 年的处理， 延迟期间考试成绩

无效。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实践中，本专科、研

究生招生有关工作文件中已增加停考一年的规

定，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等也设置了停考的规

定。 对于严重作弊的考生给予停考，增大其违法

代价，是教育考试管理的迫切需要。

从重处理：

防范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5 月 10 日，教育部通报了 2012 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泄题事件查处情况， 揭开了教

育系统内部人员在国家考试中监守自盗的黑

幕。 为加大对有关在职人员参与考试作弊、扰乱

考试秩序的处理， 新办法专门增加一款：“国家

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 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建

议有关纪检、监察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从重处理”。

此外， 办法继续沿用对在职教师的警示和

惩戒，提出：在职教师组织团伙作弊，为作弊组

织者提供试题信息、 答案及相应设备等参与团

伙作弊行为的， 教育考试机构应当通报其所在

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予以

解聘。

允许申辩：

增加考生权利救济程序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新办法在对作弊

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 也加强有关程序设

计， 保证有关考生陈述、 申辩和得到救济的权

利。 具体修改内容是： “给予考生停考处理的，

经考生申请，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应当举行听证，

对作弊的事实、情节等进行审查、核实”。 对给予

停考处理的考生， 允许其通过听证程序进一步

申辩说明。

视频取证：

让违规考生心服口服

近年来， 我国标准化考点建设取得了较大

进展， 视频监控已成为加强考场管理的重要手

段。 但是，视频监控录像的证据效力在“办法”中

尚未明确，需要加以规定。 新办法提出：“考试工

作人员通过视频发现考生有违纪、作弊行为的，

应当立即通知在现场的考试工作人员， 并应当

将视频录像作为证据保存。 教育考试机构可以

通过视频录像回放， 对所涉及考生违规行为进

行认定”。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 这一规定明确了视

频录像在认定考试作弊中的证据作用。 此外还

规定；“在国家教育考试考场视频录像回放审查

中认定的违规行为， 由省级教育考试机构认定

并做出处理决定。 ”进一步细化了有关考试违规

作弊的处理要求。

扩大范围：

将艺、体考试及高校自主招生纳入排查

新办法将艺术类、 体育类专业术科考试以

及高校等方面组织的单独考试中出现的作弊行

为，纳入处理范围。 如此一来，艺术、体育考试和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中的学校考试等都将作为高

考的一个阶段，在这些考试中作弊的考生，其统

一高考成绩亦无效。（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减压”

迎高考

5 月 1 4 日，四

川省南充一中高三

学生在操场上将写

有梦想的纸飞机抛

向空中。 随着高考

的临近， 四川省南

充一中针对高三学

生开展多种游戏活

动， 让考生释放紧

张心情， 以自信乐

观的心态迎接高

考。

新华社发

（李向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