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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环境和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显得尤

为重要。2018 年，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和美国医学院共同组建特别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凝练出美国

2030 年前在农业和食品领域的 3 大发展目标：提高农业和食品生产系统的效率；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

续性；增强农业生产适应极端环境的能力。委员会通过将 3大目标进一步分解，形成 9 个小目标，并凝练

出 7个重点研究方向。本文对美国农业和食品领域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介绍，同时提出

对我国农业和食品领域未来研究和发展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布局和科研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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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出现了粮食需求量

快速增加、农业生产增长平缓、食物浪费严重、食

品安全问题频发、自然资源匮乏以及农业投入减少

等问题，世界各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当前，全球科技

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革命已蓄势待发，在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3D

打印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推动下，生物育种、智慧

农业、植物工厂等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喷薄而出，

引领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对我国农业科技部署提

出了新要求。我国恰逢“十四五”以及新一轮中长

期科技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期，农业发达国家的发

展战略和规划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2018 年，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和美国医

学院共同组建了一个特别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

“委员会”）。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研究，发布了

美国农业和食品领域未来 10 年的科技突破研究报

告 [1]，即 2030 科技突破报告，旨在更好地利用现

有技术在短期内促进农业与食品生产的发展，增

加农业的竞争力，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拓展新的

研究方向。

1……………3大发展目标

该报告凝练出在 2030 年前美国在农业和食品

领域的 3 大发展目标：提高农业和食品生产系统

的效率；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增强农业生

产适应极端环境的能力。在这 3 大目标下又形成

9 个小目标（见图 1）。

同时，随着农业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迅猛

发展，学科交叉已成为常态，委员会认为交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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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和系统研究法、传感器技术、大数据与信息化、

基因组学和精准育种、宏基因组学研究方面的突

破将备受关注，并根据这 5 类技术的特点分别给

出了应用建议（见表 1）。

图 1　美国农业和食品系统的主要发展目标

表 1　5大科技突破的优点与建议

类别 优点 应用建议

交叉学科和系统
研究法

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效率、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用于解决农业中的瓶颈问题

传感器技术 能够进行食品和农业领域快速检测并建立完
备的检测系统

进一步提高传感技术的效率，开发新型传感技术

大数据与信息化 数据科学、软件工具和系统模型的应用和整
合使食品和农业管理系统的决策分析成为可
能

制订培育食品农业信息学方案，提升信息技术、数
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食品和农业研究领域的应
用

基因组学和精准育种 能够精准快速改良农用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
相关等重要农艺性状

设立研发计划，利用基因组学和精准育种技术改良
动植物的遗传性状

宏基因组学 可提高作物产量，饲料转化效率，作物抗病
性和动物免疫力

设立研发计划，研究并完善相关微生物功能信息，
并推广应用

针对 3 大发展目标和 9 个小目标，按照学科

或类别分类，委员会共凝练出了作物学、畜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土壤高效利用、水资源高效利

用、大数据科学和系统研究法 7 个重点研究领域 [1]，

现对这些研究领域做重点介绍。

2　7大重点研究领域……

2.1　作物学

作物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美国作为全球农业

与食品体系大国，在作物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

位。近些年，虽然美国作物科学家仍具有顶尖研

究水平，但是随着投入资金的减少，对于新技术

的运用可能会逐渐落后。目前作物学研究主要面

临三大问题：一是自然资源的滥用，如地下水正

在逐渐耗尽，部分地区的土壤退化严重，导致生

产力下降。二是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气候频繁，

过去 10 年中由于干旱时间延长、洪涝灾害频发导

致美国农业面临生物和非生物的威胁。三是农业

集约化、全球贸易加剧导致包括虫害和病害在内

的生物威胁增加。科学家通过开发新的基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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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和食品生产系统效率

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增强农业生产适应极端环境的能力

提高作物养分利用率

减少土壤流失及污染

增加作物遗传多样性

优化农业水资源利用

改善动物的遗传结构

病害早期快检及防治

开发精准畜牧生产系统

食源性致病菌早期快检

减少食品供应过程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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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培育广适性品种、研究植物 - 微生物互作、

优化作物生产系统、环境控制等方法来解决上述

问题（见表 2）。但是这些技术的运用仍然存在一

定的困难，如虽然通过模式植物筛选定位了许多

重要的功能基因，但是在具体农作物中其表型和

等位变异的遗传基础相关知识仍然缺乏，为后续

改良造成了不小阻碍；改善多物种转化效率的能

力较低，以基因编辑技术影响最大，编辑后的植

物组织转化为植物的效率过低，导致该方法的应

用性价比极低 [2]；劳动力、教育培训资金的缺乏

使美国植物科学研究力量出现断层；基因变异与

表型的联系不紧密。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

农业大国地位，保证美国科学家能够继续引领尖

端技术研究，委员会提出了 3 点建议 [1]：（1）采

用传统遗传学和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引

入目标性状，去除非目标性状；（2）建立易操作、

高效率的遗传转化和再生技术体系；（3）利用传

感器技术检测作物受到的胁迫和养分状况，同时

结合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和宏基因组学技术培

育作物新品种，更好地应对环境带来的挑战。

表 2　作物学研究中的 7大机遇

类别 优势

基因编辑系统 提供了从基因水平改良植物性状的方法，为新性状的快速鉴定和应用提供了可能

广适性作物品种培育 可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与极端天气，在保障食品安全上具有优势

植物多样性挖掘 大量植物物种的农业潜力尚未被挖掘，未来在经过一定程度改良后具有很大的种植价值

植物 - 微生物互作 可驯化和改良特定植物相关的微生物作为土壤和种子的接种剂，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

高营养食物创制 提高植物源食物的营养价值，增加消费者喜好

优化作物生产系统 增加农作物生产的广适性和可持续性，促使农作物达到最大生产潜力

环境控制农业 采用精准控制水分和养分利用的高效耕作系统，增加农作物（例如果实、蔬菜和看草药）生
产的可持续性

2.2　畜牧学

美国在国际畜产品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

与美国的动物饲养方式与新技术的应用密切相关。

大规模集约化的养殖场通过大规模遗传改良和营

养的最优化利用，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

了资源消耗，提高了美国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但随着全球对畜产品需求的日益增加，

对动物福利问题关注度的提升，动物疫病频发以

及与动物农业相关的环境、经济可持续性问题的

凸显，美国仍需要抓住当下科学技术进步的机遇，

进一步发展动物农业 [3]。下一步，畜牧学研究机

遇表现在：（1）动物遗传学，通过将基因组信息、

先进的繁殖技术和精准育种方法纳入常规育种计

划，加速家畜遗传改良。目前，这些技术已在奶

业中取得了巨大成功。（2）动物营养，通过对精

准饲喂和胃肠道微生物系统的不断研究，开发精

准饲喂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饲料利用率并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4]。（3）动物健康，动物疫病

的早期诊断以及利用基于基因组学方法的反向疫

苗学将大幅提高动物的整体健康水平，减少因疫

病造成的经济损失。（4）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与动

物福利，减少畜牧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注重养

殖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及动物的舒适感与安全感，

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动物应激，提高畜产品品质。

（5）精准畜牧业，通过应用传感器和通信技术建

立一个实时自动监控并可控制动物生产、繁殖、

健康、福利及对环境影响的管理系统，提高动物

健康水平和生产效率。（6）系统分析法，在各种

生产系统中，通过对动物性食品、植物性食品和

合成的替代食品进行比较和优化，并进行全生命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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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分析，优化碳排放、水分利用和营养效率指标。

虽然以上技术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目前在实

际应用中仍存在不少困难（见图 2），包括如何在

生产中解决新技术和资金的投入不足、数据存贮

与共享、消费者对新技术的疑虑、新技术过高的

成本等问题。为此，委员会根据各类技术的特点

提出了 4 点建议 [1]：（1）通过传感器技术与算法

的开发，使用数据驱动的方法更好地实现疫病监

测和管理；（2）通过遗传改良和精准育种技术提

高遗传改良的效率；（3）确定畜牧业可持续性发

展和动物福利的客观评价标准，并将这些标准纳

入精准畜牧业管理系统；（4）和消费者保持密切

的沟通。

2.3　食品科学与技术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和高性价比的食品，

不仅是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的责任，也是政府、研

图 2　畜牧业发展的科学问题

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消费者的共同责任。受人

口增长、气候变化、全球化等因素影响，食品领

域主要面临 2 大挑战：（1）如何满足不同消费群

体的多元化需求；（2）如何应对全球化和高度网

络化的食品供应链给食品安全带来的挑战。为了

更好地应对公共食品安全事件，保护全球食品供

应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建立一个全程可追溯的

信息交互系统，显得非常迫切 [5]。委员会建议 [1]，

随着组学技术、传感器技术、材料科学、综合数

据管理系统的进步，可应用组学技术分析食物营

养成分、感官特征和微生物学特征；应用传感器

技术测量食物的物理化学属性；应用区块链技术

改变数据的管理和存储，促进食品分配系统的集

成与可靠性；应用新型材料提高食品的质量和安

全性并减少食品损失和浪费。虽然这些技术的运

用在很大程度上能推动食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但目前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见表 3）。为此，委

员会提出了 4 点建议 [1]：（1）改进加工和包装技术、

传感器功能设计和食品组学应用技术，提供能够

满足多元化需求的食品；（2）开发和优化食品加

工和包装技术，以经济高效的方式提供更好的产

品，减少环境污染和食物浪费；（3）集成和开发

具备高级决策的数据工具，最大限度地提高食品

完整性、安全性和可追溯性；（4）加强科普宣传，

增加消费者的接受度。

2.4　土壤高效利用

土壤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直接决定农作

物的产量，间接决定畜牧业的发展水平。由人

类活动所诱导的极端天气与洪涝灾害加剧土壤侵

蚀、密集耕作以及机械化农具的应用导致土壤有

他

如何提高动物先天
免疫力？
如何提高疾病早期
检测能力？
如何更好的预防传
染病？

如何实现对动物生产、健康、
疾病实时监测？
如何利用传感器和大数据以更
好适合每种动物的特定饲养需
求？

如何利用全生命
周期方法评估改
进系统？

如何利用宏基因组学
达成精准饲养？
如何减少畜牧业的资
源消耗？

如何检测动物主观状态
指标？
如何降低环境对动物影
响，提高生产效率？

·

·

·

·

·

·

·

·

·

育种计划如何与其它
领域研究人员协作？
如何在2030年实现10
倍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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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种新技术在食品产业应用中的潜在问题

技术 潜在问题

组学技术 如何利用该技术去理解一个完整的产品，阐明其中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形
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传感器技术 样品制备方法不成熟，分析灵敏度（检测限）低、特异性较差

综合数据管理系统 人才队伍缺乏；数据隐私问题；无法与现有系统完美兼容

材料科学 消费者对新材料的接受程度不高；新材料具有潜在的毒性，可能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机碳及养分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失、不合理施肥（氮

磷化肥过度使用）等原因正对粮食生产造成较大

威胁。为了保证现有土壤质量、修复退化土壤、

最大化土壤资源利用率，综合运用微电子学、传

感学、建模学、土壤微生物学、组学、合成生物学、

计算生物学以及整合社会科学技术应用与农民参

与到土壤健康研究中显得十分重要。但由于农民

缺乏管理农业土壤生态系统使其充分发挥潜力所

需的基本知识，新技术的运用存在一定障碍。主

要包括：（1）缺少用于测定、模拟和调控土壤

微生物介导下土壤生物系统的设备或技术；（2）缺

乏在不同分辨率尺度下评价土壤特性的现代传感

技术；（3）缺乏可用于土壤数据分享、分析方

法和模型共享的平台；（4）缺乏对土壤理化性

质的深入分析，无法根据土壤特性进行精准耕作；

（5）土壤生态系统、有效性养分及其与作物生

产力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无法高效利用土壤中的

养分；（6）土壤生态系统与气候之间的作用机

制不明确，无法制定出合理的种植方案。为此，

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下 4 点建议 [1]：（1）利

用最优的农艺技术并结合传感器、生物策略等方

法，保持土壤肥力，改良退化土壤；（2）利用

传感器、数据分析、作物精准育种和土地管理方

法，优化土壤养分，提高氮素利用率；（3）挖

掘土壤微生物功能，活化土壤养分，提升植物对

环境胁迫和病害的抗性，创造更具生产力与可持

续性的作物生产系统；（4）促进土壤利用技术

的推广，减少土壤流失。

2.5　水资源高效利用

淡水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决定因素，在农业

生产中与土壤同等重要。近些年由于人口的增长、

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以及淡水资源的时空性差异，

农业用水矛盾加剧。改变农业用水在于提高作物

的用水效率，目前一批新理论技术的出现对于提

高农业用水的利用率、再利用率、改进管理模式

起到了推进作用。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机遇主要包

括：（1）通过监测用水需求和管理供水能力提高

作物农业用水效率，加强水利用（数量和质量）和

水需求的数据收集、管理和共享；（2）改变土壤

性质（添加工程材料来增加土壤碳、开发新的方

法来控制土壤蒸发、空间解析植物健康实时监测

数据、植物纳米技术），提高植物的水分利用率；

（3）通过替代性水资源和可控环境农业优化水资

源利用和再利用，分散食品生产的部分水源来提

高用水效率，利用传感器技术、机器人技术和人

工智能监测植物健康水平，从而达到控制环境的

目的 [6]。虽然技术的开发与管理方法的改进提高

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就整体而言仍存在诸多

障碍，如新技术的公众接受度还不高、水资源的

管理政策与竞争性需求、系统性管理方法缺失等。

为此，委员会提出 4 点建议 [1]：（1）综合实施多

种节水技术，提高用水效率；（2）通过管理分析，

降低用水量；（3）改善植物和土壤特性来降低水

分需求，提高水分利用率；（4）利用环境控制和

替代水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2.6　大数据技术

近年来，云计算、5G 通信、物联网（IoT）技

术的应用导致了数据大爆炸。在大数据时代，理

解农业系统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需要依赖于

产生和分析大量的数据，数据将成为下一次农业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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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的核心 [6]。但目前在收集、集成和分析

大量数据类型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的挑战，主要包

括：（1）数据异质性和维度，遗传（G）、环境

（E）、管理（M）和社会经济（S）因素集成的

函数（GEMS）代表了农业产量，这些因素之间存

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给数据的协调分析带来了

挑战；（2）数据标准和互操作性，减少纸质记录，

增加数据的电子记录已成为目前的发展趋势，由于

缺乏足够的知识表征（例如，本体、语义网、规

则），建立一套广泛认可的指南，以及支持重用的

标准存在困难；（3）数据隐私，由于农业数据本

身的时空性质，其他系统中（医疗系统）成熟的保

密技术并不适用。如在不扭曲其粒度的情况下对地

理空间数据进行匿名化尚未具有适当的解决方案，

目前的方案限制了分析的粒度，使得无法进行区域

边界或精准的分析 [7]。但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

物联网和量子计算这四大领域的快速发展，改变食

品和农业系统数据科学现状充满希望。目前，在选

择性育种计划中，高通量自动化表型分析能力的开

发可以加快育种过程，从而开发出有弹性但高产的

优质作物。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研究大量的环境，

生长和遗传数据可以帮助阐明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

联系，根据早期植物属性预测不同品种的产量，并

将特定的理想特性与遗传标记相关联。机器人可以

设计为拥有比人类劳动者更高的体积和更快的速度

来收获作物，使用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算法监测

作物和土壤状况，分析无人机数据，并使用机器学

习更准确地预测作物产量。区块链技术作为最新技

术，可用于提高食品系统的透明度，保证食品安全，

减少欺诈，降低浪费和提高生产率。物联网技术作

为将物理世界与计算机系统相结合的技术，目前在

农业领域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其缺乏将计算机和网

络与计时系统结合的有效方法，因此其在食品系统

中开发出物联网设备捕获和发送数据的未来子系统

进度较慢，但其在精准农业和精准畜牧业这些食

品系统中已有了初步运用并展现出了长足优势 [5]。

从 2016 年开始，量子计算一直被认为是农业新材

料、农业化学领域具备革命性突破的技术，其可对

各种类型数据进行实时分析的能力在农业研究中具

有极大的潜力。在农业生产方面，量子计算对具有

高空间分辨率的天气数据分析及预测展示出了极大

优势。考虑到数据科学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潜力，

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建议 [1]：（1）通过构建强大的

数字基础设施来加速创新，该基础设施包含并提供

FAIR（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复使用）以

及对农业食品数据库的共享；（2）制定农业研究

的数据科学战略，通过多学科的结合发展新兴的农

业和食品信息学领域；（3）通过投资匿名化、价

值归属及相关技术，解决隐私问题，鼓励在企业间

共享公共、私人和联合数据。

2.7　系统研究法

食品供应系统由生态系统（自然和农业）、

气候、食品加工和分销网络数据、信息系统以及

社会经济系统等大规模互联系统组成。食品系统

中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导致它们具有相互依赖机

制、异质性、空间和动态复杂性，使其成为一个

复杂多样的系统 [1]。对这一复杂系统的研究将为

食品和农业实践及政策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委

员会针对数据来源、安全性、共享以及收集和存

储成本问题、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提出

以下建议 [1]：（1）改进食品系统模型和决策支持

工具的性能并集成应用，避免技术干预或政策带

来不良后果；（2）将系统思维和可持续性的要素

纳入食品系统中，包括教育、研究、政策等。

3　展望与启示

针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美国为应对中国农

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在食品与农业生产方面的竞争

力成为了一项极重要的任务。依靠科技能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食品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它不仅能改进美

国现有的食品和农业系统，还能更好地保证食品安

全，但这并非全部的决定因素。其他影响因素包括

更加完善的基础研究设施、充足的资金和高水平的

研究人员、高水准的农业教育系统、良好的各部门

协调与完善的政策制度。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需

要考虑到新方法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效应。

委员会依据这一系列影响因素与现实条件制定了农

业和食品领域的 2030 发展战略（见图 3），就是

为了让美国做好应对未来食品体系挑战，并确保该

战略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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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农业和食品领域 2030 发展战略

美国农业和食品领域的 2030 科技突破报告的

发布将进一步增强美国农业和食品领域的研发能

力，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全球粮食生产和

我国农业与食品领域的发展和未来布局具有积极的

启示。

一是立足国情农情，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人

多地少、经营分散、地域差异大的基本国情农情 ,

决定了在较长时期内，小农生产都是我国农业生产

的重要组织形式 , 也是我国农业发展必须长期面对

的现实。基于“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要贯彻落

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适

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严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水平，保障目前及

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坚实的资源保障。同时，将循环经济的理念应用

到农业生产中，促进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和谐，

强调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走“优质、高产、

高效、可持续”的道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坚决依靠科技进步，突破一批变革性关

键技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

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给农业现

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已达 59.2%，但在作物基因编辑、干细胞育种、

生物合成、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缺乏自主知识产

权，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严重，部分畜禽品种

和高端农机部件依赖进口。美国农业和食品领域的

2030科技突破报告中提到的传感器与大数据技术、

系统认知分析、精准育种技术、宏基因组等技术已

呈现引领变革的热点趋势，也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

抢抓的关键技术，需要高度重视，优先布局。在下

一步的农业科技创新中，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

在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作物高效固氮及高光效利用、

农业新材料、农业信息智能系统等领域超前部署，

力争取得一批基础研究成果与重大科学发现，强化

科技创新源头供给。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重点在“藏

粮于技”、畜禽良种培育与疫病防控、农业绿色发

展、智慧农业与智能农机装备等领域联合攻关，集

中突破一批“卡脖子”的核心关键技术。面向农业

建设主战场，重点在作物提质增效、农产品营养与

质量安全等领域联合攻关，加快产出一批引领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成果和产品。

三是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要素投入，利用系统

科学思维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当前，我国农业规模

小、技术分散的现状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按照产业

链条部署创新链条的趋势不明显，也导致资金链注

入不畅，无法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截至

·科技计划与管理·

2030 3大目标

 提高农业和食品生产系统效率

 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提高农业适应快速发展和极端条件能力

5大突破性机遇：
• 交叉学科和系统研究法
• 传感器技术
• 大数据与信息化
• 基因组学和精准育种
• 宏基因组学

7大方向：
• 作物学
• 畜牧学
• 食品科学
• 土壤高效利用
• 水资源高效利用
• 大数据技术
• 系统研究法

改善动物的遗传结构

提高作物养分利用率

减少土壤流失及污染

增加作物遗传多样性

优化农业水资源利用

开发精准畜牧生产
系统

动植物疾病早期快检
及防治

食源性致病菌早期
快检

减少食品供应过程损
耗

9个分解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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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2.5 万家，

其中涉农高新技术企业 8 900 余家（占比 4%），

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仅 4 800 余家（占比 2.1%）。项目、

基地、人才、金融等科技创新要素流通不畅，时常

存在“资源孤岛”“技术孤岛”等现象。通过加强

土地、资金、科技、信息等农业资源要素的有效投

入和配置，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同时，农业生

产涵盖生态系统、气候、加工与销售、信息系统以

及社会经济系统等，是一个系统工程，美国农业和

食品领域的 2030 科技突破报告中提及的跨学科研

究和系统科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全局的角度系统思

考农业和食品领域未来的科技创新布局，统筹考虑

农业生产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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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30 Pla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on 
Agricultural and Food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SUN Kang-tai1, WANG Xiao-long1, 2, JIANG Da-wei1, 3, GE Yi-qiang1,  DENG Xiao-ming1

(1. China Rur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enter, Beijing　100045;
2.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3.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 The rapid growth of global populatio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rely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In 2018,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edicine jointly established a special research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summarized three major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before 2030: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product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adapt to extreme environments. Through further 
decomposition of the three objectives, nine distinct objectives are formed, and seven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summariz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goals and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ts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layout and research work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the U.S.; agriculture and food; 2030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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