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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主
同

由于农业生产过程的工业化，因而农业生产关系及农产

品生产的组织形式也正在发生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在犬规模

农业生产实现集中化和专业化之后，在协作化，特别是在综

合化方面的尝试，也已在匈牙利进行。

七十年代初，在综合化和协作化进程中产生了"生产体

系"。生产体系是一个综合化、协作化的"组合"。在这种组合

里，某一类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单位，承担一定类型的畜牧

或作物生产的开发工作。将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及管理科学

的最新成果综合成为一种一元化的生产技术z生产体系继续

发展这些技术，并将其与物质的、讯息的、知识的服务结合

在一起，应用于农场。这种结合有助于在综合化范围内应用

国际性的开拓生产技术，从而创造一种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

生产发展速度。在匈牙利，正是因为依靠这种生产体系，加

快了整个农业领域的发展。

在匈牙利，这种体系是取得十年进展的决定性因素。一

定类型的生产体系，由于其丰富的国内经验和在国际上卓有

成效的工作，如今不仅在国内已取得发展地盘，而且也可望

在国外得到这种地盘。当然，协作的方式将有所变化。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使人们对匈牙利的农业体系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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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希望这种合作超出国界进一步增强我们这方面知识;:

口的潜力。此外，我们认为，我们的生产体系参与国外的打

动，必将产生一种虽小但却意义重大的结果z缓和世界紧张

的政治气氛，促进各民族的和平合作。

农业食品部副部长

G均or Magyar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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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匈牙利农业的发展、成就及当前形势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各个时期农业政策

的连贯性， '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农业巩固时期p农业系统的

格局首先在国营农场，随后在农业合作社，很好地确立起来

了。技术的进步加快了，物质鼓励措施更为完善，农场的管

理也达到更高水平。实现大规模农业的方向，越来越依赖于

正确的经济政策。国家支持的体系，中央机器站的废除，保

护个体农业，承认家庭级的农业以及合作社社员保证工资制

体系的扩大，对农业合作社的稳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在

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局面有所缓和而农业生产也

加快了发展速度。

由于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所开创的条件，现代化的、大规

模的农业于 1968年开始出现。农业改革的某些因素则比这出

现得更早一些。随着大型国营农场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被赋予

更大的自主权，市场的作用增加了，经济调节体制发展了，

从而给予生产发展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单在实行经济改革的

第一年，这种影响便已显示出来了。将农业和食品工业置于

同一个部领导下，使其在组织上互相联系p经济综合化的大

力推行(在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方面，在中央经济政策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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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面以及在垂直的合作方面)已经对全面发展产生良好的

影响。合作农场联盟的创建以及在合作社社员社会保险体制

方面的进展，对合作社的发展产生肯定的作用。七十年代农

业发展的特色是z技术进步加快，生产不断增涨p国营农场

生产性和销售性活动发展F在农业方面的企业化特性和工业

化的生产方式不断加强。随着这些特色而来的是多种形式的

公司级的合作和联合投资。

第二个十年，匈牙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给匈牙利农业

也给世界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政治经济奇迹。由于社会的、

经济陆更替以及世界经济的变化，匈牙利农业也曾面临不断

发展的困难条件。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感受到这种影响。特别

在该十年的后半期，我们不仅要克服主观上造成的困难，而

且要克服外部的、客观形势造成的困难。

在最近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于食品的需求(不仅在

数量上，而且在品种及质量方面)大为增加。我们必须在更

为困难的经济形势及农业形势下，努力创造条件，调整我们

的经济以适应国内外的(主要是国外的)需求。最近十年的

进步表明E总的来说，我们已经在取得历史性的重要进展方

面以及在保证与社会日标相一致的进步方面获得成功。和其

它国家相比，在若干方面匈牙利的发展显得相当突出。

在世界各国p随着一般的工业化的发展，在经济中农业

及食品工业所占的比重便逐渐下降。在匈牙利，过去的十几

年当中，由于某种有利形势(例如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

化，食品出口增加，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我们的优势等等) ,

这种趋势表现得非常温和。因此，食品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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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性(在总收入当中所占份额〉才刚刚开始改变。虽

然它在净产值中所占比重下降，但食品工业今天仍占国民收

入的20%，占联合出口值的22% (以美元计算的出口值，它

占 30%左右)。占国内消费的45%。国际的统计资料表明，在

各国当中，匈牙利农业生产所取得的进展，速度最快。

在我国，食品生产的重要性已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

由于世界经济的需要，我们应进一步对食品生产的潜力给予

更大的重视，这是因为E

我国特殊的经济地理条件，耕地是国民经济最重要

的资掘，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代替它。我们可以进一步增加

其肥力，以获得更高产量F

我们所处的温带气候环境，给予我们充分的可能性

去发展几乎一切种类的种植业F

目前，我国食品生产部门在多种食品的生产能力方

面，已大大超过国内需求，预料此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

现在，食品生产已成为一个战略问题。高度工业化的国

家更加注意发展食品生产，这绝不是偶然的。同样，匈牙利

的经济政策也把发展食品生产置于重要地位。

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组织形式还在继续发展，各种不同级

别的企业化农业(各种综合体)的关系业已建立，这种企业

化的农业在实现我们的生产目标方面起主要作用。

国家及有关部门一直在探索并调整农业政策，以鼓励大

农场、个体农户小块园地，以及辅助农场勘探并利用尚未被

开发的资源，以及实行更为合理的劳动分配形式。

大型农业单位的基本活动产生新的联合体的同时，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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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和辅助的活动也有所改善。它令人信服地证明z这些活

动在改善供求平衡方面，在为农村多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方面，以及在为基本活动提供经费方面，都发挥了有益的作

用。

由于社会对个体农户及附属农业的承认，以及所给予的

物质支持以及其它必要的支持，我们已成功地放慢了某些生

产部门(例如养牛业〉下降的局面并稳定了另一些部门的生

产。

我们不妨提一提人们常谈到的一些进展: 1980 年农业生

产总值比 19 70年提高60%，而同一时期内农场的农业生产值

提高4 1-4 2% 。

作物生产总值提高50%以上，在这十年的前五年比后五

年增长更快。在作物中占优势的谷类作物，其种植面积占耕

地62-6 3%。谷物除作为粮食供人们直接消费外，尚有1， 00 0

万吨以上的谷物用作饲料。谷物生产不但为畜牧业的大发展

作出了贡献，而且大量提供出口贸易。谷物生产是我们最有

生气的发展部门之一。( 1980 年人均 占有谷物1.3 吨， 在欧

洲仅次于丹麦的 1 . 5吨。)

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出谷物生产水平的提高z第四个五年

计划期间<1971一19 75)，小麦及玉米单产分别为每公顷

3325kg飞和417Zkg， 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 平均单产分别

达到tl 4 0 6 5 kg和4852kg。丰收的 19 80年小麦单产达 47 6 0kg/

公顷，玉米达 53 20kg/公顷，已接近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

平。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的象征。

拙料作物〈特别是向日葵〉和甜菜生产取得了肯定的成



绩。它们以及其它作物仍有进一步取得更大进展的潜力。

由于园艺生产条件有了改善，蔬菜、水果比 1970年增加

27% ， 其中葡萄增加29% 。 园艺生产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其它

部门。园艺生产的大基地是约 300个专业园艺场。然而，家

庭农场以及大型农场的附属园艺场在园艺生产方面起着更为

重要的作用。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畜牧业大发展时期。十年中畜牧总产

值增加40 % ，牲畜头数、畜产品产量以及单位产量，都有很

大提高。生产技术现代化了，饲料管理以及智力开发也都发

生了有利的转变。

养禽业及养猪取得十分显著的进展。大型农业单位养牛

生产专业化已经在进行并迅速取得进展。在这十年里，在奶

牛高产化的同时，牛奶生产巳迈向工厂化生产方式，并取得

十分显著的成果。 1980年平均每头奶牛生产 3， 500多升牛

奶，比十年前多 1， 400升。国营农场奶牛平均单产达 4， 500

升。这一期间奶牛头数减少了，而牛奶产量却提高51-52%。

近年来，通过实行生产及市场调节措施，养猪生产周期

性下降的局面业已扭转。 1974年猪肉生产首次突破 100 万吨

指标， 1980 年猪肉生产水平比十年前提高70% ， 我们在保证

国内供应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猪肉出口。

养禽生产猛增65%，今天，匈牙利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禽

蛋产品已跃居世界第二位。除充分满足国内需求外，出口量

也不断增加。

七十年代初，对羊毛的需求是剌激绵羊生产发展的决定

因素q 近年来， 世界市场上羊毛及羊肉价格上涨， 鼓励我们

'昌'



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我们的绵羊群不断扩大。根据我们的

经验，劣等牧草的草场以及许多农副产品均可用于养羊并获

得良好效益。因此，我们大力发展养羊业。今天，羊肉生产

比十年前增加30%。在该十年的后五年开始着手进行"小畜"

的育种工作。此外，我们还努力发展养兔生产，因而兔肉出

口大为增加。

由于畜牧业的发展，舍饲方式的采用以及引进优良畜禽

品种等等，从而对畜禽环境卫生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预防

疫病成了畜牧业生产中头等重要的任务。为此， 1982 年颁布

了新的牲畜卫生法及兽医法。

年复一年，我们一直成功地做到使人民的基本食品供应

情况不断改进。我们的行动的出发点是z满足国内需求及商

品供应，以优良质量及足够的数量的食品，保证所规定的消

费指标和生活水准得以满足。这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说

消费水平提高，不仅是与我们的过去比，而且以我们的经济

发展水平与国际标准比也是如此。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已向

更加有利于健康的营养结构转化。蛋白质〈特别是动物性蛋

白质)的消费增加，粮食及粮食制品的消费则相应地减少。

尽管我们已取得上述成绩，但水果、蔬菜及牛奶仍然供应不

足。消费的趋势可以从下列统计数字看出: 1980 年人均消费

肉类比 19 70年增加 26%，鲜奶及奶制品增加 48%，蔬菜及

水果分别增加 3%及 14%。谷物制品消费量则减少了 9 %。

由于大型农业单位对环境改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农衬

面貌已大为改观，农村生活条件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今天，在匈牙利，农业的重要意义已为人们所认识，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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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也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稳定的大型农业单位在农村地隘

的社会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具有高级学位的农业专家对农

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在最近的十年里，从事农业的人数减少了 20万人。所以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农业生户的物质一技术基础已大大

吱善，以及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提高，总是

与技术培训水平的提高相联系的。老一代农民从事农业无须

受任何正规培训，而如今大部分农事活动则需要技巧及专门

知识。随着教育水准的提高，工作环境也得到改善。新的现

代化公寓住宅和单门独院的新住宅已成批地出现，农村的面

貌在迅速地改变着。

在过去的十年中，"协作化"成为农村致富的新因素。更

大的生产规模，为现代化大农业及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创造

了条件。扩大生产规模通常采用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法。

这就对主管农业的各部门提出"综合"这个新课题和更高的

要求，他们必须有政策观念，懂得合作社的管理、经济管理

井有较高的领导艺术。

集中，已为发展生产力、引进现代技术和最新科学成果

以及农业管理程序创造了条件。F而工业方式的生产体系，又

反过来促进了更大程度的集中。土地的集中使农场规模更大

了。国营农场及农业联合体 19 70年平均面积为 5， 54 8公顷，

而 19 80年为 7， 588公顷;生产合作社的农业用地面积最近十

年由平均 1， 985公顷增加到 3， 9 61公顷。其它生产资源的集

中程度也大大增加。生产的集中为专业化农业组织的发展、

为更高的劳动分工铺平了道路。今天，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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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达到合理的经营规模并为获得经营效益提供了良好条件。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利用适当规模提供的条件，进一步发展生

产技术，将物质的以及精神的资源结合起来，促进在农场内

部、农业企业之间建立更为合理的关系。

由于我们的生产部门所处的特定环境，在农业部门的企

业内部的联合势头比国民经济其它部门要猛3该种企业内部

联合的 85%与基础性农业活动有关，或者与和农业密切联系

的食品工业、商业、建筑业以及农业工程有关。大部分农业

及食品业公司同时是几个经济联合体的成员。

早在该十年的开始，工业型的生产体系作为联合体的一

种特殊形式便已出现。它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农业生产的特

性并使自然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

在我国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建立了四个农工联合体。

在其范围内包括 45个合作农场， 5 个国营农场 ， 12 个食品

工业及商业公司以及 3个经济联合体，相互协作，共有 26 万

公顷土地和 46， 0 00工人。

个体农户及附属农业的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二分之一左

右。在农业的某些部门(在劳动密集型的养殖业及种植业，

如浆果、坚果种植，塑料大概蔬菜栽培，猪及小畜饲养等等〉

它们的产量有决定性的意义。 19 7" 6-1 9 80年这类行业的集约

化有所发展，在畜牧业方面发展尤其快。预计这种发展势头

将继续下去。不泣，个体农户及附属农业现有生产水平的保

持和发展，需要大型农业全面而充分的支持。

今天农业生产的技术条件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

一期间，工业规模的生产技术、高性能的现代化机械被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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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业中来。随着农业机械数量的增加，人们可以看到一种

明显的"质"的变化。今天，机械及车辆已占到大型农业企业

固定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机械及农具

在投资中的比例达 54 . 5%之多。农业生产对制造业的依赖程

度增加了。生产手段及农业经营对技末一工艺装备及其供应

情况的依赖越来越深。

过去的十年，机械牵引动力增加95%，拖拉机发动机完

成的总工作量增加30%。主要农作物的种植，现在都已有了

与之相适应的机械。谷物、甜菜等重要作物生产的机械化程

度实际上已达到 10 0%。园艺的一些部门(主要是大回蔬菜

生产)其机械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工厂化畜牧业生产技术已

被广泛应用。适应此种技术的特殊需要，在品种、育种、舍

饲技术以及建筑方面的技术，也都有相应的进展。

适用于个体农户和附属农业的小型农业机械的供应情况

有所改善，从而使他们的生产也得到发展。

上一个十年的末期，对建筑及房屋设备的需求也增加了。

基础生物学的进展也是过去十年里农业生产取得巨大进

步的重要因素。在几十年里，农作物生产水平的提高有25

30%要归功于遗传学。 仅在七十年代 ， 就 有140 个 作 物 新

种和远缘杂种通过了试验。但是，我们不可能对栽培的每一

种作物都进行育种研究(这是不经济的)，因此，我们的选

种、育种工作的重点只能放在主要作物及牲畜方面。我们的

育种工作试验及鉴定是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

我们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其目的有两个z一方面可以迅

速提高我们的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内的研究工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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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较高水平的基础上υ

我国在作物育种工作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而这种成结

又主要体现在两种主要作物z小麦及玉米。尽管在育种方面

已取得长足进步和杰出成果，但我们仍面临一些问题，而且

常常是很要紧的问题。

在提高生产效益及竞争能力方面跟不上生产发展的步

伐F质量方面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F作物生产的增长率低

于所要求的水平F大量饲料仍由农田来生产(而不是由工业

方式生产);果树的种植及种植的结构未能实现计划要求。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经济政策的实

施和生产者的努力，我们的耕地己达到这样的生产水平，即

可以称之为"工业化的农业"的水平。今后的任务，也就是

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指标，只要我们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一定能够完成。我们深信，我们的

目标…定能够达到。但是，我们现有的手段及条件尚不足以

实现它。而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已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当我fU更加合理地利用资源，我们的讨

划才能完成。我们还应当重新研究我们总的前景及经济现实

以及创造更高的适应能力以对付不断变化着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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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术开发的特点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

2 • 1 技术开发的过程及其对

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技术开发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和

产品质量的改进，使生产活动进行得既快又好，从而提高社

会劳动生产率并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

机械化是整个技术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它是

最有生气的一部分，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但是，

绝不能认为技术进步就是机械化。今天，其它技术进步因素

(如电子学、化学、生物技术等〉已经占有重要地位甚至领

先地位。

发展机械化应当综合考虑。要依据机械化在生产过程中

的重要性以及其水平、方向、效率和机械的其它特性来决定。

只有从总的技术水平发展的角度，才能对机械化作出正确评

价。然币，无论技术的发展或是机械化的发展都不是沿着一

条笔直的道路前进的，时而这个领域领先，时而那个领域领

先。(一度是遗传学，而后是应用化学、牲畜保健技术。〉这

样，在一般的技术边步的过程中，我们不一庭都能做到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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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立即)判明z发展机械化在现阶段是否比其它方怯更为

有效，是否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在发展机械化方面还要考虑

一些其它问题，如取代人力问题、劳动安全以及环境保护问

题等等。此外，某种新技术可能尚不适应目前的联合体系并

超出了一般的技术水准。即使如此，新技术仍将对未来发挥

作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将会推动整个体系取得"质"

的进展，因而它为未来技术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机械化对农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它对农业生产发展的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改变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程序。

机械化在生产上的作用是代替人力，改善劳动条件以及

逐步增强能动性一一因而增加完成最佳作业的可能性一一和

导致作业质量的提高并直接反映在生产的结果上。

技术发展要求我们大大提高技术熟练程度，强化劳动分

工并将农业工人改造成为技术工作者，成为各种农业专业人

员(奶业专业人员、植保专业人员、饲料监督、机械师等等)。

技术发展在农业专业的形成、技术知识的增长以及在农业工

作性质的改变方面起直接的作用，当然也对农业工人本身的

改造发挥直接的影响。

农业机械化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减少了完成作业所需

的时间，因而为不误农时地完成必要的生产活动提供了保证。

这就直接和有力地促进增产并使品种的遗传潜力得以充分发

挥。此外，还有一些能够增产的新技术，但要采用它就不能

用人工或手?工工具进行操作，只能使用机械。对有机体〈作

物及牲畜一一译者注)生产条件的改进，被报之以更高的严

量或更好的产品质量。机械化在保存产品内在的价值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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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质量的损失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技术进步的第二个作用，几乎在农业的每-个领域都能

应觉到。防大量解放劳动力之外，它促进了劳动力的社会流

动性。由于广大农民受到更多的教育以及农民生产技能的提

高，展现了农民大众真正解放及自由的前景。但是，农民文

化技术水平提高，也必然带来增加收入的需要和改善工作条

件和生活条件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反过来促进农业工作的

技术环境和农村居住区面貌的改变F促进农村社会基础结构

(公共供应、公共教育、保健服务等等)的形成。

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能带来增产。但是，只有当其它适

当条件具备时，方能用得经济，用得成功。为了创造与机械

相适应的条件，生产集中程度必然进一步提高。这样，机械

化便促进了农场间的集中和农场内部的集中(和中央集权

化)，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高组织水平。

技术发展是促进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关系更加密

切、更加一体化的因素之→。今天，农业需要建立在新的物

质一一技术条件基础上。因而，供应与需求、物资及备件、

修理及服务、生产用能源等均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最有特

色的变化。我们特别重视农业能源，这是因为能源消费在农

业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在急剧增加。

上面我们说到，农业技术的发展对基础结构的需要急剧

增加。例如对交通运输、通讯、水和电力供应以及废水处理

等方面的需要，都应得到满足。基础性设施为现代化生产设

备的采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例如重型及高速农业机械、农

用车辆的使用及其运输，需要良好的公路系统;污水处理及排

, t~ !



放系统的正常工作，需要充足的水电供应F没有适当的疫病

防治设施，牲畜发病率就会上升，从而使大型畜牧场陷入绝

境。此外，电讯设施也应跟上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

事实说明，农业越发展，它对工业的需求也越多。农业

不仅为工业产品提供广泛的市场，而且也是加快工业发展的

重要原料基地。

2 ·2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机械化发展的特点是z首先在生产过程中的某)环节采

用机器，然后，整套机器用于生产过程。当然，这绝不是马

上就能做剧或一次行动就能完成的，它要通过一个所谓部分

机械化的阶段。部分机械化就是基本作业过程机械化，但尚

未使整个生产过程全部实现机械化。全盘机械化通常要使用

一整套机械方能实现。实现全盘机械化之后，不仅基本生产

活动使用机械，而且辅助生产活动(如物料搬运等操作)也

使用机械。

一种机械系统通常被设计用于某一生产部门或完成农业

生产中特定的作业。"部门性"机械系统被设计用于农业行业

的各种作物生产及畜牧生产，使其生产过程机械化。这种机

械化既可以是完全的，也可以是不完全的。

"功能性η机械系统用来一一完全地或不完全地一一解

决某种作业的机械化。而这种作业在许多不同部门都有而且

或多或少地类似或相同。〈例如土地拼作、植物保护等等。)

如果部门性的机器系统或功能性机器系统包括了农场的

• H •



?手 A 项;后在id 而且它们互为补充或起协调作用， 那么， 人们常

常把它称之为"农场级机器系统"。

人们常常忘记，农业领域的一些部门，其工作条件远非

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可能使这种工作条件象工业部门或其它

部门那样标准化。由农业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偶然事件发生

的机会要比其它部门大得多。但就农业的总体而言，其生产

因素的规律性通常是不断增加的罗百ij偶然性因素不断减少。

因此，通过改进管理和加快技术程序的应用去有效地控制生

产条件的可能性便越来越大。这便是农业生产工业化的基本

原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农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及社会经

济生活中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

2 • 3 技术知识及人员培训方面的发展

技术及技术条件的发展，其最重要的影响是技术知识的

迅速提高和知识结构的改变。今天，这种趋势在农业方面表

现尤为明显，它进展极快，影响很大。

就在不久之前，农业几乎还是不划分专业的，农业知识

是通过古老的方式代代相传，而且农业知识仅仅靠经验来发

展，因而这种知识的应用只能是低水平的。许多世纪以来这

种模式一直保持不变。但是，现代技术的发展仅仅在几个十

年当吁就改造了农业和农业工作人员。它迅速地加强劳动分

工.促近农业领域的各种专业和行业的形成。现代技术的发

展妥求农业工作者具有丰富的生物学的、技术的以及化学等

方面的知识租经验。农业工作必须以专业技术和职业水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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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对传统的农业工作和农业技术来说，自然的和环境的因

素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它们面前，人几乎全然无能为力。因

此，在生产过程的任何阶段，在每一种级别的工作中，瞬时

形势(instantaneous situation) 的判断非常重要。 为减

少可能的损失，随机决断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今天的农

业技术水平条件下，偶然性的作用对获得最终产量的影响变

小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可能发生的变化预

先有所准备并采取适当措施，以及制定措施的具体操作程序。

现代技术对人员的专业培训要求提高了，只有预先受过适当

培训并完成了培训科目的人才能胜任。

在生产体系的应用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上述变化。匈

牙利的经验表明，在生产体系中，生产的监测和管理已经变

成一种进行精细准备的过程。个人随机决断的作用、可能性

及重要性都显著下降。只有已经拥有适当培训过的、有经验

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那里才能应用生产体系。

工业型工作的日益增加，首先影响到劳动结构，改变了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在-定范围内，从前极易区别

的体力劳动与脑力的技术性工作的界限变得模糊了。随着技

术因素的普遍引入，在体力劳动方面9直接操作机器的工作

所占比例也有所下降，而修理及保养工作比重日益增加。→

般地说，我们的大型农场还没有对这种转变作好人力方面的

准备。此外，培训及技术教育体系也还不能适应这种新形势

的需要。

现代农业对脑力劳动专家有很高的要求，造就这样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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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靠正规学校的基础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受到两方面

的高水平的培训J:高水平的学校教育仅仅使他们掌握基本原

理。我们还要结合生产实践对他们进行工程师(技师)培训

课程。在职人员专业训练以及已完成学校教育的人，均须接

受此种培训。与过去流行的反向专门化趋势相比，这是一个

很大的变化。

在对熟练工人的培训要求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变化。例

如负责机械挤奶的人员不应当只是-名熟练工人，而是一名

专业化的畜牧工作者。此外，他还应当是一个好的电工、管

道工、熟悉管道安装、机械的装配及保养。这就是说，他必

须是…个多面子，集电工、管钳工、机械工于}身。仅仅为

了从事一种作物或一种牲畜的生产，就需要人们有多种专长，

这一点与工厂工作相反。在工厂，我们需要更高程度的劳动

分工。对从事基础性农事活动的体力劳动者进行现代技术的

培训，这是一项紧迫任务，因为这种培训是应用现代技术的

前提。

职业训练方面的新要求在中层管理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通过对成人的职业训练培养领班的构想因而产生。通过企业

培训，使具有高中程度的业务领导能担负专业管理职务以及

使他们能够承担大量咨询工作。此项工作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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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业生产体系发展的历史及其活动

六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逐步实现，匈牙利农

业也取得相当进步，到七十年代初，这种进步已达到较高水

平。大型农业单位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学的、技术和工艺的巨

及管理科学方面酌经验。显然，只有当技术及工艺的应用不

仅能使农业增产而且也能增收，技术的运用才能达到一个

"质"的飞跃。

在匈牙利，农业的技术开发以及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

首先是由农业生产体系提出来的。

3 • 1 生 产体系 的早期发展

生产体系 Chroduc tion system) 是一个与管理、监测

及开发有关的组织。一个体系研究并发展一套用于科植业或

窗牧业的综合技术。每个体系所开发的综合技术适用于一种

或数种作物的种植，一种或几种牲畜生产。

技术综合体是这样一种体系E它将科学研究的发现运用

到业务过程的实施中去，从土壤分析、品种‘育科、土地耕

作、牲畜喂饲等等，到商品市场的开拓，都组织到一个有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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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法规的体系中。这些法规是根据共同的和最有利的生态的

及经济的因京确定的。该体系提供了详细的业务指令及操作

规程并从农业单位收取适当津贴。

体系的主体 (system master) 发起并组织生产体系。

通过不断调整，以便利于农场与之联合。体系的主体通过服

务与推广工作帮助这些农场应用由生产体系开发的技术。

建立密切职能关系，以及规定生产中技术的、人的和生

物诸因素的关系。这是工业型生产技术体系的特点。任何一

个基本生产要素的改变，都会导致整个生产过程中数量及质

量的变化。

工业型生产体系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E它不仅吸引更多

的农场参加到体系中来，而且促进农场或工厂的现代化，也

促进与之相关的部门的发展。

生产体系最先建立在某些农业部门。近代技术及工艺的

应用和发展，其第→个结果是产量急剧提高。后来，这种提

高的趋势放慢了，这是由于增加投入常常和降低投资效率相

伴。因此，技术平衡发展的必要性就变得分外重要。减少专

业性大型单位生产的季节性便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一个最

重要的方法是使被纳入体系的部门与企业发生联系。这样做

导致整个农业的技术体系发展到更高水平。另一方面又为农

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水平创造了更高的标准。

由于生产体系活动的结果，农场之间以及农场内部合作

的新形式正在发展起来，其最重要的特点是z某些职能已经

超出了单个农场或-个企业的范围。

例如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技术开发及合作活动，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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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心联合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以及生产的和销售的公司共

同进行的。

生产体系的历史要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期，那时巴博纳

(Babona) 的国营农场 (今天叫做巴博 纳农业联合企业)

首创了一种相互密切依赖的体系为养禽业服务，其服务范围

包括z喂饲、繁育、种鸡生产、畜禽卫生、生产过程机械化

以及管理和专业人员培训等方面。后来，一个与之类似的玉

米生产体系也在巴悻纳建立起来了。两个生产体系均在国际

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活动。该种合作主要在推广进口的或合作

生产的畜种、种畜、重要机械设备、饲料及化学药品等等。

该农场的业务范围逐渐发展到对已进口的设备的仿造及改

进，畜禽繁育等等。这些机械设备及种畜由体系繁育、改进

后通过合同关系销售给国内的公司，后来甚至远销国外。

生产体系取得了成功。后来，许多其它国营农场和农业

合作社也效法这种首创。第一个官方承认并予以注册的生产

体系使包含上述那些早期的组织形式。在几个农场的支持

下，这种生产体系在作物生产方面的推广情况，比在畜牧方

面更快、更广泛。到七十年代中期，在畜牧业方面的生产体

系的发展才加快了。

农业生产者和农业管理部门很快认识到生产体系固有的

优势。这种优势至少可从下述两个基本因素表现出来z

第一，生产体系可以努力获得无论是国内的或国外

的最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充分运用现代工艺过程的每一个细

节F

第二，生产体系将同一水平的现代化技术的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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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从而建立工业型的技术组织和工艺组织。

最早的生产体系由大型国营农场首创，首先崛起于农业

部门。企业本身获得利益是生产体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他们的利益来自两个方面z

从提高生产水平获得收益P

从出售其生产的、技术的和组织管理方面的经验获

得收益。这就是说，在建立和发展生产体系方面的投资的成

果也是可以出售的。

生产体系的技术及其生产潜力不仅对有关的公司很重

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国家对生产体

系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帮助之一是协助它进口生产

设备1其二是帮助其建立合法的组织机构以及在企业级别和

合作的契约条款方面予以协助。例如为了帮助生产体系进口

设备，匈牙利国家银行向它提供贷款，所放信贷若干年后

由出口商品来偿还。适当的法律管理对于体系的经理与股

份农场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法律管理有助于在

相互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合作，有助于农业公司活动的迅速

发展。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引导，生产体系的发展加快了。

到七十年代初期，生产体系终于被普遍采用。

现在，越来越多的生产体系建立起来了。但是，生产体

系尚未达到我们要求的水平，因为国家又向它们提出更高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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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生产体系的成就及其当前所处的地位

由于生产体系所取得的进展，到八十年代初，在匈牙利

已建立起 75个生产体系。其中作物生产体系 22个，因艺生

产体系 30个。成员总数约为 2950个。(1 980年底大农场为

1469 个， 但一个农场可以 同时是几个体系的成员。 〉 只有350

农场尚未加入任何生产体系。

22 个作物生产体系联合 了1100-1150 个农 场， 其耕地

面积达 26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 55%。在某些种类的作

物生产上，他们获得辉煌成就z生产体系现已扩大到国内小

麦面积的 75-80 %，玉米面积的 80-85%，甜菜面积的70

75% ， 水稻面积的100% 。 此外， 豌豆 、 油菜 子 、 纤维 亚麻

和油亚麻、大豆、烟草、大麻、高梁、土豆以及饲料生产和

种子繁育，也都与生产体系有}定联系。

30 个国艺作物生产体系拥有650-680 个成员 农场， 这

些农场应用由体系开发的技术经营着 50 0 0 0-5 10 00公顷果

固， 31000 公顷葡萄园 ， 21000一22000 公顷菜园。

畜牧业生产体系拥有 1300个成员农场，其综合活动的

范围己包括全国 40 %的奶牛， 49% 的肉牛 ， 70% 的 繁 育母

猪以及 45 %的种禽。

生产体系所占百分比表明E生产体系的推广确实带来了

经济效益。我们还可以从单产提高和品种改进方面的成就来

说明这一点，玉米从每公顷 5. 1吨增加到 6. 1吨，小麦从

3.6 吨增加到4.3 吨， 葡萄从4.8 增加到8.6 吨， 苹果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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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14 . 3吨，与此同时，投资利用率也提高了。由于体

系的努力，化肥施用量有所减少，每生产一吨作物的化肥用

量小去为 7巳kg，玉米 62kg，甜菜为 12kg，向日葵为 162kg。

同一时期内，畜牧业生产指标也有显著改进z奶牛平均

单产从每年 28 70kg提高到 3 620kg，肉牛日增重从 1 . 1kg

提高到 1 . 6kg，每头母猪生产的销售嗣体重从 1 . 48吨增加

到 1 . 71吨，而单位产品的饲料谷物消耗量却下降了。

在匈牙利的自然条件和农业条件下，生产体系所取得的

这些成果十分突出，它超过了国内的平均水平。当然，生产

水平的增长还很不平衡，有一些部门的改进不大。此外，各

年份之间生产量有相当大的波动。产量不够稳定或增产不显

若就会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这是因为生产体系采用最新技

术，需要大量投入·，这些投入只能从提高产量得到补偿。举

例来说E在一个最发达的玉米生产体系，只有当平均单产达

到 6. 5一7吨/公顷，才能取得经济效益。当然，该体系确实

达到了这个产量。事实上，该体系的某些农场玉米单产甚至

超过 10吨/公顷。

3 • 3 生产体系的活动及其经 营 控制

生产体系是由体系的组织者附友起并建立起来的.体系

*投入(i丑put)指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 6投入"一词与产出

(output) tExt.

制本节的"体系的组织者»~￥边就是丰立:Wr娓到闹"体系的二主体n "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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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体系成员的共同利益。生产体系今天对匈

牙利农业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由于其重要性，体系的活动

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调节，体系的经营活动也不能不

受到国家某种方式的影响。国家安排其活动并为之提供机构，

提供援助。反过来，国家也对他们提出某些要求。

生产体系是同级单位组成的一体化组织。在这个组织中，

体系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通过经济联系，在双边合同的基础上

进行活动。分享利益和共同承担风险在它们的关系中是很流

行的。体系的组织者和成员双方的权利及各自承担的义务，

必须作出明确规定。

体系的组织者有责任在现代化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开发

既经济又有效井适合当地条件的新技术，将这种新技术交给

合作企业。体系的组织者还应当在为充分利此新技术创造必

要条件方面提供帮助z作物品种、牲畜品种、种畜、物资、

机械设备、农用化学制品、配合饲料等等以及在为有效益地

应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咨询服务方面。体系的组织者还要为来

自联合农场的专家提供培训及后续培训。(农业及食品部的

"工程师及经理后续培训学院"在这方面提供合作。)体系的

组织者还可根据合同向体系成员租让机器或提供适当的生产

性服务。(成员从服务中受益应大于所支付的酬金。〉在)般

情况下，体系的组织者参与机械设备修理的组织工作并供应

零件z 制定技术规划， 制造机械和浓缩饲料， 承包工程建设、

畜舍建设及设备安装等等。体系的活动还可能扩展到农产品

贮存、食品加工及产品销售。

为娓道里;富于成果的合作，体系的组织者向其成具怡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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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生产设备的最新发展、价格及市场的

发展趋势等方面信息。

体系的组织者的基本兴趣和职责是z不断开发新技术并

确保获得经济地应用这些技术的条件。只有体系的组织者参

加改革的进程并积极地影响该进程，它才跟得上体系之间竞

争的步伐。因此，它必须与研究、开发、计划机构保持多方

面的合作关系，在生产、育种、土地耕作、施肥、植保、饲

养、兽医以及其它领域进行试验和实验p承担机械、建筑、

安装等工作及上述技术的每个部分的开放工作P探索物资及

能源节约方法，研究更有效地利用人力和资金的方法以及提

出资源保护的方案。

生产体系的成员按合同规定的条件向体系的组织者支付

酬金。酬金通常由基本费、红利分成和租赁费或服务费组成。

基本费数额不大，通常按土地面积或牲畜头数来征收。红利

分成按应用体系技术而增产的一定百分比来提取。这个费用

有重要意义，因为它鼓励体系的组织者不断开拓增力日产量的

新技术，继续发展现行体系。

体系的成员应该承担的义务是z为有效地采用新技术而

努力创造条件F遵守体系制订的技术规范p对包含在体系中

的部分保持单独的纪录。

体系的主体根据成员农场提供的纪录评估其活动，证明

其合格并据此向农业食品都报送必要的基础性资料。

体系申报并取得合格证明必须符合明确规定的条件。农

业食品部定期检查体系的提营情况，进行评估，必要时可吊

销其国家级证书。国农业食品都委托的专家委员会，每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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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调查经济成果 、 农场对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营效益以及

每个生产体系的发展情况。根据调查作出评估报告，根据平

估情况，必要时可吊销其国家证书。

如果生产体系取得经营的资格并遵守规定的义务，那么，

它便能从国家得到某些优惠及方便条件。这类优惠通常是z

生产体系在购买最现代化生产设备(这类设备总是供不应求

的〉时有优先权。而把这些短缺设备供应给能够最有效利用

它的生产体系，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此外，国家在研究、

开发以及制造问题上也都征求体系的组织者们的意见。

体系的组织者也进行开发活动。事实上，一些体系一直

在进行研究工作，农业食品部以"中央技术开发基金"为这

种研究工作提供财政支持。

国家在许多方面给生产体系以优先权，因而国家在经济

效果方面对它们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由于生产体系拥有现代

技术及工艺，社会对它们有更高的期望。希望它们掌握更高

的、超出平均水平的专业知识以及更高的组织水平。现阶段，

这已成为生产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焦点。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已是众所瞩目的重要问题。

3 ·4 生产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

在社会关心生产体系的同时，在八十年代匈牙利国民理

挤在高质量的发展方面已经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当然，这

不是说我们不要继续将生产体系扩展到新的农业企业，不去

增加体系的面积和牲畜头数@但是，这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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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主要的任务是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以及经济效益。

生产体系的发展目标是z继续保持在技术进步中的领先

地位，保持革新尖兵的作用，促进农业生产高水平地发展。

为此，应作出经常性的极大努力改进技术水准、技术组织、

劳动训练和提高效益。

每个生产体系都在某个生产领域有其特长，因而它的技

术或工艺的现代化对整个系统效率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它们的研究一一开发任务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和具体的

说明。这些任务可以在科研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解决或完成，

而其中的-部份就是由体系的主体本身的研究开发工作完成

的。下一阶段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更加合理地利

用现有资源以及对这种资源的建设性开发问题。为此目标，

我们需要定向投资，包括非资本性投入的集约化方面的更高

要求。最终归结为改进组织管理，对物资和能源厉行节约，

不断提高技术知识和劳动训练。所谓合理的农业，就意味着

在农业领域的潜力的更好发挥、少花投资和提高投资效率。

在豆为严格的工作环境下，应当重视高水平的劳动分工

以及体系之间的分工。同时，努力改进体系的研究、开发及

生产协作。体系间的竞争应予保持。但企业之间或部门之间

的过份竞争和有害的重复劳动则应避免，因为这既不符合体

系的利益，也不符合社会的利益。

由于匈牙利各地生态环境有很大差别，因此，农场在应

用体系的技术时应加以调整F使之适合当地条件，从而获得

最高效率及收益。技术体系微妙的分化对其未来的发展及经

济效果也会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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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果的改进、收益和效率的提离都是建主在ZT产的

基础上的。应用现代技术需望大量投入，单位成本很高。只

有获得足够高的产量，采用现代技术才是可取的。可主超过

某一生产水平之后，投入的效率便会下降，生产的基本消祀

不是下降而是趋于上升。因此，必须在投入与产出之间进行

衡量以恰当地选择最经济的方案。总之，无论选择何种方案，

总离不开正确选择在基本消耗与收益之间的最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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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产体系对农场经济的影响

生产体系的推广，生产体系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农场

内部及外部关系，其中包括在农业单位沿用的管理及组织方

法。简要地说，参加生产体系的农业单位，由于它接受了体

系中心的指导作用，它的劳动组织、生产方向和生产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被从本单位的综合管理中排除出去。这种影响虽

主要发生在加入体系的单位，但它也影响其它农业单位，并

最终影响整个农业部门的组织及管理，常常使整个农业部门

组织的模式因之改变。

在农场经济中受此种影响最大的领域是组织和人员雇

用、管理及管理模式。在讨论生产体系对农场经济的影响时，

应当着重指出这一点z那就是生产体系导致生产的高度集

中。例如从技术角度来看，最低限度的经营规模不应小于z

小麦 400公顷，玉米 600公顷，甜菜 250公顷，而实际上在

今天比这样的规模更大一些才更为适当。园艺及畜牧生产体

系也有类似情况。如果考虑到这样-些生产因素，如土地

质量、农业机械的使用以及技术知识，生产的集中则更为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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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生产体系 的组织方面及人 员 雇用

生产体系的实际组织工作发展到以下主要方面z

适合于农场的高水平技术F

组织生产技术措施方面的准备工作以及与之相关联

的物资管理P

-呵'生产过程的中央控制及指导，有时还包括专业训练。

由于生产体系与生产过程的组织工作，它获得丰硕成果，

这些成果对改进农场的组织工作颇有影响。

尚未开发的、最大的潜力的挖掘，取决于"改进生产过

程的组织工作"。这就是说要利用这种潜力，不是应当着眼于

物质~技术条件的提供，利用这种潜力的关键仅仅是一个组

织问题。拖拉机手在工作班开始就要加油p拖拉机由于未配

以适当农具而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F啧药的直升飞机由于药

掖没有送到而停机等待......诸如此类组织工作上的小错误可

能引起不小的损失。但是，只要仔细进行安排，这类损失都

不难避免。

匈牙利在推行生产体系方面获得的一条经验是z在体系

经营中所碰到的问题，-般来说，不在新技术本身，而在缺

乏相应的实践经验以及对技术潜力的片面利用。举一个片面

的、纯技术观点态度的例子z技术设计脱离了所在农场的实

际生产条件，又如认为按照 50 0-600公顷小区为单位，甚至

只有 100公顷的小区是可行的设计。此外，还有-种片面方

法的例子，就是按一种作业来设计地块，而不去考虑这一点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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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播种及收获作业的适宜地块是很不相同的。

生产体系成功经营的基本条件是z要有足够的农业企业

组织的水平。参加到体系中的部门、企业与按传统规范工作

的、体系外的企业、部门，在技术方面有显著差距。大部分

生产活动在体系外进行的农场的这种技术差距会产生许多矛

盾。例如一个在有空调设备驾驶室工作过的拖拉机手，必定

不愿意在传统机器上工作。在畜牧业上采用双班工作制也会

发生类似情况。

高敖能技术带来大幅度增产，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如

何克服由于组织工作不善以及人力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损失方

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虽然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消耗减

少了，但辅助劳动(运输、贮存等等)却增加了。在人力使

用方面的改进不够显著。

体系对农业生产的部分生产过程规定了严格的工艺纪

律，而其它部分农业生产过程及其组织工作却未受这种严格

工艺的约束或只受很小的影响。这里也产生一种矛盾。

生产体系的宗旨是开发生产上的组织和管理的新方法。

这些新方法与最现代技术密切相关。生产体系的活动集中在

提高产量及高产的技术和工艺基础。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需

要昂贵的费用，因而也必然产生对更高产量的经济要求。因为

高的按入只有从更高的产量才能得到补偿。高级而昂贵的技

求及其生产和经济潜力的利用，使得我们有必要利场际生产

组织形式?因为单个农场不能全面地和充分地利用现代技术

的优势。

新技术的利用带来了许多组织上的问题。例如一套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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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生产能力常常超出一个农场的范围，而且也常常超出

一个生产体系的范围。假如在某个生产体系所建造的机械化

青贮塔可共喂养 20 00头母牛(及其小牛)，其供应范围达方

圆 20 公里。 按匈牙利牛群分 布密度， 便涉及 几个 农场的范

围，因而需要建立共同使用机器的联合体。要使机械能力得

以充分利用，这样的联合体可能包含几个生产体系。这种联

合生产组织当然超出业已建立起来的专业化合作社形式并使

得体系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在这样一种变化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的作用及责任增加

了。随着生产过程不断实现机械化，人力的使用减少，但对

工作人员的经验与技巧的要求却大大提高。由于体系内执行

的技术规范的强制性，劳动强度增加了。总之，采用新技术

之后，对工作人员的挑选变得更为严格。那些不大有才能、

不得力的人们便成为多余。这种副作用引起了一批社会问题。

这种进步过程(从技术发展的观点，这是不可避免的)加宽

了不同的农场企业之间的鸿拘，从而既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

起点，也蕴育着新的矛盾的源泉。

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已在农场和在社会上引起一些问题。

人们很容易想到2农业生产中多余的劳动力可以在其它经济

领域(例如工业及服务行业)就业。这是确实的，而且多余

的农业劳动力常常是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只

有当工业本身处于向上的和发展的阶段，上述方案才是可行

的。否则，工业吸收不了这些多余劳动力，农村失业便会增

加。若是无业的人们从农村流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失业者情

况就会更糟。社会的责任不能睿许这种现象继续发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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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某种解决办法。

在匈牙利，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法律上的责任去照管社员

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因为社员是生产

资料的所有者，他们依靠合作社而生存。

多余劳动力主要是妇女，非熟练工人以及老人和残疾人

等等，他们最缺少在现代技术设备上工作的技能。但是，他

们仍可在其它农业领域工作。因此，问题只是一个如何为他

们创造工作可能性的组织工作问题。这种可能性首先是在劳

动密集型的园艺及畜牧企业可以找到U，在农产品加工、食品

工业还有一些其它工业型工作中也可以找到。

在匈牙利，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常常可以在(向农村居民〉

提供供应及服务的部门找到工作。大型农业单位(合作社及

国营农场)建立工业及服务行业，不仅可为农村居民提供生

计，而且也为住在农村的其他劳动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这

些单位胜任地承担了农村地区的多方面的需要z基建与服

务、机械制造及修理等等，它们与大工业公司合作还承担了

许多工业方面的工作。

以上经验表明z农业生产迅速现代化与社会的及经济的

迅速发展并不矛盾。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产生了许多问

题，但通过全社会和地方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是不难克服

的。国家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实现的。

4 • 2 生产体系对企业技术管理的影响

在生产体系内部，体系中央与农场在技术管理方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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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特有的分化现象:一切重要的管理职能都集中在体系中

心。在体系中心工作的专家可以摆脱日常生产活动中的事务

性工作，从而可以按部门或按行业实现专业化。而对于在农

场工作的、从事实际生产活动专家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体系中心的专家比起他们那些在农场工作的同僚〈在

一定的领域里)，便拥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匈牙利的农业

(研究、培训、技术管理等等)已经取得明显的"质"的进

步。而此种进步的取得是由约2%在体系中心工作的专家(与

其他专家密切结合)进行的活动的结果。

开发工程师的工作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他们与匈牙利的

研究部门密切合作，应用国际科学的最新成果，不断发展最

现代化的、效率最高的技术程序。此项工作使科学发现和研

究成果在目前条件下得以最好地利用，并通过此种利用提出

有科学价值的、高水平的报告和新的设想。

在生产体系内进行研究和开发工作，其结果使得农场级

的管理职能大为简化并在农场技术管理范因内开辟了新的致

富门路。

由于生产体系实行统一的业务管理，使生产领域的管理

职能简化了。主体农场不仅提供新技术，而且还在使该项技

术适应当地条件方面，提供业务上的帮助。在业务转让方面

进行的合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使股份农场摆脱了工

程工作。生产农场可以雇用企业的工程师、技术员，而不必

自己拥有大学程度的工程师。

在匈牙利，具有大学程度的工程师逐渐参加到开发活动

中去。生产体系非常需要他们的参加。虽然如此，迄今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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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技术活动如生态调查、劳动分析、组织改进以及生产控

制等信息系统的开发，内部信息系统的发展等等，这些方面

的潜力尚有待发掘。

对高水平的农业技术而言，最好的生产组织是专业化的

经营单位(畜牧场、作物农场、机器站等)。这些单位劳动生

产率高，以相对少的工人，却能生产出大量产品。采用先进

技术需要扩大农场规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必要的先进

技术装 72 p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生产管理中更好地发挥工程

师(技师、会计师等)的作用以及技术知识的优越性。

由于生产的集中，大型农业单位有可能采用最现代化的

装备。可是仍有许多现代化技术措施(例如飞机喷药、先进

的运输及贮存实施等)在目前的生产联合体也难于采用。为

使这些拮施得以有效地应用，这就需要将几个生产实体的相

同职能合并起来。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是由生产体系来承担

的。

生产体系还参与小农业的发展工作并对农村居民〈不仅

是农业人口)的充分就业作出贡献。在小农业一体化方面，

生产体系也分担了大农场的某些任务。

大型农业并不是匈牙利农业的唯)形式，除农业生产合

作社和国营农场之外，在匈牙利还有私人农场、自留地以及

其它小生产者。〈他们的产量之和在匈牙利农业中占有重要

位置。)但泉，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熙的自然还是大型农业。

离开大农业本身的发展，小生产者就不能紫荣。通过大型农

业的支持，建立起企业管理、服务、供应体系，并使小农业

在一定程度上与之联合，也能取得某种优势。但是，这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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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然不应是强制的，更不应导致对扰，它是一种援助，通

过这种援助使小生产者容易得到农具和必要的生产物资(机

械、种子、化肥、饲料、药品〉以及产品的市场。

虽然大型农业单位的一体化工作给小生产者提供了经营

安全感，但小生产者仍有随时脱离这种"联合"的自由，他

们可以继续保持独立并自己去承担风险F反之他们也可以加

强〈与大型农业单位〉合作的范围、强度和规模。

在对小生产者支持方面，不同的生产体系有不同的规划

目标以使小型农业技术现代化。他们在建立技术体系时，充

分考虑到小农业在经营管理和组织方面的特点，将现代农业

的诸因素与小生产者的这些特点结合起来。例如小生产者在

经营中不需要大量投资，它的生产活动极其分散，因而也不

可能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监督。(因为农业小生产者还靠其它职

业谋生，他们可能只在一天中的某一个时间一一畸早晨或傍晚

经营农业。)

为小型农业生产者(养蛋鸡、养鹅、养鸽和养兔〉建立

的生产体系，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匈牙利农业实力，特别是出

口的潜力。同时使相当的一部分农村人口以及工人、知识分

子也能从事附属农业从而给予匈牙利农业以有力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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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产体系中心的"公司级"经营

由大型农场过去和现在建立起来的生产体系其基础是他

们的共同利益。生产体系按一般公司的规则和章程进行经营

活动。发起并建立体系的农场称之为"体系主体"，指导体系

经营活动的是"体系中心"。体系中心通常是体系主体的一部

分，是公司一个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但是体系中心有时也

会变成一个由成员农场合营的独立企业。(玉米生产体系

CPS一是由巴博纳国营农场建立的， 后来， 它变成各成员农

场和生产合作社的合营公司，隶属于"工业化玉米生产体

系"0 )

在生产体系中，体系中心通常是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位，

体系主体的一个农场内单位。下面我们用"社会主义玉米生

产合作" (简称SCCP)来说明这种典型的组织模式。

5 • 1 "社会主义玉米生产合

作"的发展及其活动

"社会主义玉米生产合作"工业化生产体系是由斯赛克

斯查德国营农场于 1 9 72年建立的，它是一个独立核算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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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加者有五个国营农场，七个合作农场，土地面积超

过 14000公顷。体系的目标、活动以及体系中心与成员场之

间的关系，均在合同里作出明确规定。基本合同规定，体系

的目标是z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以及通过引进科学

的最新发现及成果的实际应用，发展玉米高产的综合技术。

自 1972 年体系建立以来， 参加体系的农场 (或合作社〉

数目以及体系的面积均有很大发展。〈见下表)

成员场数 合同面积 成员场平均

国营农场 合作社
J口L 计 (公顷〉 面积(公顷〉

1972 5 7 12 14083 1174

1980 27 154 181 406668 2246

此外，体系的人员情况及物质条件也不断有所改善。

在技术开发和农业服务方面，该体系已取得重大成果，

一个专业咨询网己建立起来，专业技术机掬也已扩大，除玉

米外，其它作物(小麦、向日葵、紫花百宿、甜菜等等)酌

生产也依附于玉米企业。体系定期举办培训班以及强化职业

教育学习班z体系还与研究机构、工业公司、批发公司建立

了多方面的业务联系。

1981 年1 月1 日 ， sccp 与另一生产体系合并， 合并后

成员场数达 2 34个，面积超过 50万公顷。

体系中心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活动，现择其

要者介绍如下。

每年由体系研究试验的玉米品种有 30 0-4 00个之多;引

进的不经干燥的玉米贮存技术已获得良好结果;在土壤试验

• 38 •



的基础上，土壤肥力管理及作物种植方面的特别咨询服务已

开展活动;匈牙利的第一个液态施肥农业化学中心也在该体

系建立起来了。以体系自己的研究和专利为基础的植物荷尔

蒙试验正在进行，丘陵坡地水土保持的详尽技术措施业已拟

定p工业用草莓收获技术已经试验成功。

体系中心还负责向成员农场推荐机器并组织供应工作F

发放信贷并监督信贷的使用F向机械维修保养单位供应零件

及技术文件。在体系中心还建成了一个装备优良的机器修理

车间p体系中心及地区单位均设有零件库，保证维修用的零

件供应。此外，还设立了一个机械预防检修体系，从而不仅

大大提高了操作安全及机器寿命，而且也减少了泊耗及修理

费用。

体系中心的技术人员与国内外制造厂家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并积极参加产品开发活动，提供技术咨询以及推广机械操

作技术。为了加强培训工作，该体系建立了一个培训中心，

对来自成员农场的专家进行后续培训II。

体系中心在贮存、加工及产品销售服务活动方面与成员

农场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结算以

及对所完成的服务工作的评价问题。应当说，这种价值是双

向的和互利的，它服从于进一步发展的总目标。

体系活动的中心集中在开发方面。在这方面，体系间的

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对 sccp来说，不停顿地向前发展是

至关重要的。新品种、机械、物资、化肥、植保材料以及新

的技术程序等方面的探索、试验以及技术合作，绝不能停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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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1000公顷的成员农场约需 8-10人去承担必要的

生产活动。 SCCP50万公顷农田，由 40 00-5000人耕种。只

有 216人在体系中心工作，其中 70名专家承担技术咨询工

作， 50 名搞汽车修理工作， 其他人员负责技术开发、 经济工

作及培训工作。他们当中许多人 ( 35一38 % )有较高学历，

其余在农业技术、农业工程、农业化学、经济学等学科受过

中等教育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体系中心特别注意开发那些土壤、气候以及地形条件较

差的成员农场。体系对每个成员农场分别做成本及收益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收益分配作周密的考虑，首先对获得增产的

所需的投入付给报酬，然后，对获得增产的必要技术投入支

付报酬。确定报酬的原则是保证农场获得最大限度的岁入。

5 • 2 "社会主义玉米生产

合作"所取得的成就

生产技术成功与否，直接反映在产量上。 sccp的平均

单产相当令人满意。在匈牙利现有条件下，该体系所获得的

单产总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虽然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有两点应当指出 E

各年度之间、农场之间产量波动(虽已逐渐减弱〉

仍然相当大。这就是说，产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气

候及自然条件F

产量的提高常常是在起初的跃升之后便放慢了。这

说明现行技术的潜力已经用完，必须尽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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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p 的技术体系的主要作物产量如下 (吨/公顷) :

'且

年 份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玉 米 6.43 4.70 5.94 6.28 6.36 6.32 6.83

麦 3.67 4.44 4.80 4.89 3.63 5.46 4.35

向日葵 1.31 1.61 2.09 2.05 2.13 2.04 2.48

甜 莱 35.1理 33.75 33.55 31.78 35.54 38.71 37.18

要对生产体系的经济成果进行判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虽然作物产量提高了，但是，在匈牙

利作物生产的收益反而下降了。原因是生产费用提高了。

(主要是由于能源、化肥、农用化学品、机械以及零件价格

上涨。)例如sccp的成员场 1 973一1 980年期间玉米平均

产量增加 1 3. 7%，而同期生产费用却上升62 . 6%，玉米生产

的收益因之反而减少。(当然，仍超过国内平均水平。〉其它

作物也有类似情况。尽管如此，生产体系的每种作物都比用

传统技术生产的收益更高。

5 • 3 公 司级收益在生产体

系中的作用及地位

一种三元利益模式已在 sccp以及其它类似的生产体

系建立起来。

农场参加生产体系是为了增加生产收入。在一定的价格

水平下，这取决于所应用的技术。公司的兴趣所在则是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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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部分超过它们的投入。

农场和公司之所以愿意参加体系，这是因为和体系中心

合作，能得到比体系外的农场更高的产量和收入。增收的源

泉之一是应用新技术。这种技术是由体系中心开发而又不断

改进使之现代化的技术。增收的另一个源泉是来自体系中心

的服务活动。这些服务活动由体系中心承担比之由小面积农

场自己干更为经济。体系中心也确实不负众望， sccp 的成

员农场的净收入比国内平均水平高 30-40 %。

斯赛克斯查德国营农场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利益。作为

体系的主体，在资本投入之后，至少它可以期望所得收益不

少于它在其它农业部门。另-方面，作为体系的成员农场，

可以从它属于体系那些部分获得收益。也就是说，它可以得

到体系中心高水平的服务而仅支付廉价的服务费。对斯赛克

斯查德农场来说，体系的成功经营，它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

任，而且也是其利益之所在。

体系中心不是一个独立公司，但它以公司的方式经营。

它可以用其收益进一步发展它的活动。它的利益与斯赛克斯

查德国营农场基本一致。但是体系中心相对地独立于该农场，

因而它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为关注。当然，体系中心的生

存和发展也取决于股份农场和上级领导部门。

体系中心的收入是由生产的收益与戚本之羞来确寇的。

收益的主要部分(约二分之一〉来自成员农场的支付，其余

部分来自佣金。(体系中心作为工业、商业和贸易公司的代

理，在销售、贮存等方面提供服务而获得酬金。)

成员农场有义务为体系中心的服务支付酬金，酬金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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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z一、基本费u它是固定的，只取决于成员场的面积。

二、附加费。由成员农场按增产部分的一定百分比支付。附

加费有很大意义，它使得双方都致力于更好地应用现代化技

术并从增产中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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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些生产体系活动情况简介

在一个特定的农业生产部门，常常有几个农业生产体系

同时存在。这些体系各自进行研究并制定适用于不同生态和

农业生产条件的新技术，同时，它们也互相竞争。竞争促使

各个生产体系努力探索最现代化技术及其应用并选择最佳方

案。

下面我们通过对几个生产体系的简要回顾说明生产体系

早期活动情况。

6 • 1 种植业生产体系

巴博拉工业化玉米生产体系 GKR) :

巴博尔纳 (Babolna)国营农场经过多年研究试验，于

1970年编制出工业型玉米生产程序。 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巳梅

尔纳工业化玉米生产体系(简称 IKR) o

IKR 非常注重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每年向他们介绍技

术科学及劳动管理科学的最新成就。

1982年初 ， IKR 共拥有243 个成员农场。 这些农场应用

体系的技术在 540， 0 00公顷的耕地上种植五种作物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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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233 . 2 (单位千公顷，以下同〉

谷类 198 . 3

甜菜 14 . 1

向日葵 27 . 3

青饲料 45 . 1

生产体系的每套农业机械可用于耕种 1， 0 00公顷玉米地

或500公顷谷类。

1981 年 IKR 下属农场玉米的平均单 产 为 每 公 顷6.7

吨，生产每 100公斤玉米所用工时为20分钟。

体系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每个成员农场在董事会

都有一名代表，各代表的表决权取决于他所代表的农场ι体

系中的投资股份。董事会选出…名董事长，董事长定期剖开

董事会。各专业技术委员会(生物、经济、竞争、技术开发、

肉类生产和检验)负责提出建议以协助董事长作出有关决

策。

在全国各地， IKR 有 8 个直属 中心。 这些中心的专家将

体系的技术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所在农场的实际条件。 IKR

不断利用世界上最新成就和知识来充实现行技术，使现行技

术得以年年更新J IKR 的实验网不断地对新发现、 新设备进

行生产试验并迅速将它们应用于农业生产。

采用 IKR新技术的农场，可以从 IKR获得五年为期的

贷款，以购买种子、化肥和机械。 IKR的机械维修服务网为

成员农场提供修理及保养服务。此外，也随时供应零配件。

每年，在 IKR的品种试验中心对 300多个杂交品种进

行试种。然属，将最好的品种推荐用于大回生产。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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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副经理，负责培训、资料情报、企业经济部门及行

政部门的工作F

生产组织及发展副经理，负责组织生产及开发工作(通

过各级企业及部门领导人进行) ;

技术副经理，负责投资、采购以及服务维修部门的工

作F

经济副经理，负责会计、财务、销售以及劳务部门。

设在拉杜德瓦 (N:id udvar)体系的行政中心，首先集

中力量研究并开发应用技术。其次负责机械、材料、工具以

及零配件的采购与调拨。行政中心还负责新技术的准备、组

织与实施工作。

分布在全国14个县的K ITE所属的 19个农场均建立了

地区性的分中心。分中心负责指导农艺实施及技术咨询工

作，供应机械，提供维修服务以及零配件。分中心的技术顾

问通常只负责某一种作物的咨询工作。

根据成员农场的需要，体系可以提供多种服务z

安排外汇许可和福林(匈牙利货币)贷款的发放，

供应生产工具z组织产品的国内外销售p

为各类机械提供使用、维修等技术服务并供应零

件F

提供土壤分析服务。土壤化验分析是正确施肥的前

提p是进一步发展技术并使之适应不同条件下作物种植的基

础F是根据土壤条件正确选择作物的基础。

KITE 的技术咨询活动还扩展到小麦、 甜菜、 向 日 葵、

水稻、土豆以及饲料的种植和收获z扩大到奶牛饲养、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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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肥、种子繁瘟、植物保护以及水利等方面。

保存农业成果纪录。 KITE组织此项工作并对纪录

进行分析处理，对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进行评估并将评估所得

结论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一-用实验、现场示范表演、技术讲座、学习班以及组

织国内外考察等办法进行农艺及技术培训，定期介绍科学技

术动态。 KITE每年对1000-1 200名工人进行农艺培训，对

1200一1300人进行技术培训。

一为使农艺与技术不断进步，为了提高技术的、生物

的以及管理科学的水平， KITE 与→百多个国内外机构建立 .

了联系，其中包括工业、商业公司以及科研机构。

为了事业的不断发展，体系努力改善其经营工作。体系

长久发展的可能性取决于以下因素z体系应能不断满足农业

对最新科技成果的需要F不断满足农业在工业化生产过程方

面的需要，在工业化生产过程的应用、推广以及农场内部→

体化程度的提高方面的需要F不断满足农业对改进质量和提

高经济效率的需要。一句话，生产体系应能满足成员农场在

生产实践中各方日的需要。

巴佳玉米生产体系 (BKR) :

巴佳玉米生产体系 (BKR)是由巴佳 (Baja)地区的

农业联合体于1971年建立的。 BKR于 1972年正式开始活

动，它拥有 9个下属农场和 10349公顷玉米地。 BKR发展

迅速，到1973年它已拥有 75个下属农场， 1981 年又发展到

164 个下属农场和254000 公顷耕地。

:BKR 建立之初只负责玉米生产。 自 1 9 74 年起， 体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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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大豆与向日葵的特别咨询服务。 19 75年开始承担小麦和

紫花盲宿的咨询业务。 19 79年开始承担草牧场、青贮玉米民

及高梁和油菜的咨询业务。

BKR 的基本原则是z 最大限度地满足 植 物 的 生 理 需

要。 BKR对每种作物制定一种基础性的生产工艺。然后，

再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进行修改补充。体系中心

每年都要修订生产工艺，使之适合各个成员农场的具体条

件。体系中心还向成员农场提供最新的作物品种和商品杂交

种子F提供必需的化肥、农药和机械设备，以保证实施体系

工艺的各项条件。

体系中心与研究及育种机构保持着经常性的密切的联

系，共同进行品种的小区试验和大面积的试验，进行农艺试

验和植保试验。

体系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保障机械的正常运转。为此，

BKR 建立了维修服务网及零备件仓库。

BKR 与成员农场之间的关系 是合同关系 。 这 就是说z

成员农场应用 BKR的技术， BKR 则参加 农 场 的 利 润 分

成。成员农场将由于采用体系技术所获利润的某→百分比交

给 BKR。但是，若未能达到协议规定的利润指标，农场就可

以拒付酬金。

巳 BKR 所提供的服务项 目有z 定期为成员农场进行土 壤

分析(免费);用电脑进行植物病虫害预报s按合同生产并供

应优良作物种子F机械租赁及维修服务。

BKR 为其下属农场的号'家提供系 统的 培训。 此外， 还

举办→年一度的各专业培训班，培训ftz物生产经理、机械工

, 49 ,



程师、农业化学专家、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手、朝械伊

理工以及熟练的植保人员。

BKR 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十个地区性生产 中心， 帮助 所

在地区的人们应用新技术并提供所需的物资及设备。件:系还

为这些地区性中心雇佣了一批农艺师、机械工程师以及维告

人员协助这些地区中心工作。

由于 BKR在匈牙利取得成功，也由于 BKR技术的高

度适应性，使得它能够将其业务活动扩展到国外。近几年，

BKR向苏 lift 、 保加利亚、 墨西哥输出 了玉米生 产 体 系 。 这

一事实说明 BKR的技术确实有很高的效率。

BKR 的技术有高度酌适应性， 在极不 相同的 条件 -f ，

它的技术既适用于小型农场，也适用于大型农场，并且都能

取得良好的效果。

生产体系在国外承担任务时，它的技术要根据当地的经

济状况和生态条件进行调整，同时也要尽可能地使用当地的

机械设备。

FLR 牛饲料和饲草生产体系z

为了促进饲料、饲草生产， "V. C. "生产合作农场和

华凯斯县的十个农场于19 73年共同建立了本生产体系。 1 98 0

年，体系与斯赛阿隆 (Szegha lon)茵宿种子生产体系以及

沙瑞特 (Sarr e t)养羊生产联合体合并。

FLR 生产体系的 目 标是z 制定现代化大规 模饲革 在料

生产系统，促进以放牧和用农副产品喂饲的养牛业的发展。

FLR的主攻方向是提高单产。 体系主要在平 原 均 区 活动 。

FLR 共有 102 个成丛牧场， {其 中94个为合作牧 场， 8 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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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牧场) ，共有粗饲料地 378 00公顷，母牛 114 000只。

体系的生产成果从下表可见一斑。这种成果主要体现在

单产不断提高以及拥有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

紫 花 育稽 革 地

1973年 I 4171公顷 I 3，6吨/公顷 I 4324公顷 I 1. 63吨/公顷

1981年 I 15800公顷 I 6.83吨/公顷 I 19500公顷 I 4.02吨/公顷

FLR 在其所属的领域提供→整套服务。 它不 仅提 供酋

程及饲草生产用的种子，也提供相应的生产技术。草子销售

则通过一般商业网点进行。

体系在首稽的种植、收划和加工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成

果。例如一种最现代化的节能干草调制技术一一干草化学调

制法，已在生产中应用J另一种用热风干燥牧草并加工成颗

粒饲料的综合技术，也己应用于生产实际。

体系中心致力于草场的开拓及改良并为之提供必要的化

肥和改良技术。体系还帮助制定草场改良规划设计(沼泽地

排水、土壤改良、灌溉等等)。

体系在研究成功南瓜子榨泊技术之后，开始收购南瓜子

并出口南瓜子泊。体系还拟定了一套饲料蚕豆生产技术并组

织了大规模的饲料蚕豆生产。体系中心提供种子和生产技

术、收购产品并组织出口销售。

FLR 设计 了收刘玉米秸轩的技术， 制备 玉米 秸秤、 甜

菜叶混合青贮。这种技术也可用来收割谷物秸忏11民饲牲畜。

FLR 研究并拟定了一套以放牧及廉价青饲 料舍饲 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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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养牛技术。体系还承担简易牛舍设计、室内装修、设备

制造等等。此外，体系制定了草场轮牧规划、精料补饲方

案。体系还提供剪羊毛及毛质检验服务，提供挤羊奶服务和

肉用羔羊销售服务。

FLR 向所属牧场出售机械及配件， 提供修理服务以 及

出租机器。体系还代办机械及零件的进口业务。此外，体系

自己也制造某些机械及设备。

体系承担为下属农场制定技术及经济规划，为部门发展

编制程序及电脑化的中期规划。

体系中心不仅与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有关公司合作，进

行技术开发活动，体系中心自己也独立进行技术开发活动。

例如FLR购买了用于国内制造干草防腐剂的专利，自己生

产并出售这种防护剂。体系还进一步研制成功防腐剂添加设

备。

FLR 研制成功一种节能型草场改 良机具。 这 种机 具配

备有凿形犁，可用于草场松土，改良透气性。

海克甜菜生产体系 <HCR) :

该体系建立于19 73年，由 27个农场组成，共有土地46 1 8

公顷。到 1980年， HCR 已发展到包括36个农场和 10 ， 0 0 0 公

顷土地。

从一开始， HCR 便拟定了一套以使用 机械 和化肥为主

的甜菜生产工艺。这套工艺的特点是极少使用人力。体系特

别注意不断改进生产方式及生产装备。

体系技术的要点是z

与所属农场专家禽作，在两年之前挑选出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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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何种情况，种植甜菜的前茬作物应为谷物。

土地耕作制度是建立在深耕的基础上的。

土地进行秋翻和春耕、整地，使之适合于每公顷种

9 万株苗。

根据土壤分析的结果进行施肥。利用电子计算机计

算出每块耕地在不同产量时所需的肥料种类及施肥量P

利用体系中心的试验成果进行植保工作。以联合施

药的方法防治甜菜的病虫害及杂草蔓延F

生产体系通过自己的试验，选择适合本地大田生产

的最佳甜菜品种F

生产体系为其成员提供优良品种的合格种子F

体系与成员农场及糖厂共同测定甜菜含糖量并依此

确定甜菜的收获日期p

HeR 的专家们与各生产场签订了定期合同 ， 合 用的 范

闺包括从地块选捍到作物收获F还包括农业技术及植物保护

措施等等。

技术专家们负责进行甜菜专用机械的操作及维修服务。

体系主体非常重视技术开发工作，每年要拨出数百万福

林的资金用于研究和试制甜菜生产专用耕作机械。

体系的专家们每年都被送进各类培训班学习，不断更新

知识，他们也经常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以开拓视野。

由于体系所属农场参加了以提高甜菜生产为目标的各种

各样的活动，近年来，在这些农场甜菜生产已开始变得有利

可图。其中，生产的集中也起到→定的作用。 19 80年甜菜平

均单产已接近 40吨/公顷，原糖产量达到 5. 6吨/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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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赛玛向日葵生产体系 CBNR) :

该生产体系是巴克赛玛国营农场组织机构的一部分，它

又是经营单一作物的专业化生产体系。 BNR利用匈牙利和

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工作，它组织了从科学研究直至收获

的全部活动。

BNR 发展了一套 自 己的向 日 葵生产技术并通 过利 用科

学成果，使这套技术不断完善和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种

技术的特色之)是它能适应每个成员农场的现有条件。 BNR

的技术专家与成员农场合作进行一系列生产活动z地块选择、

土壤肥力测定、品种选择、施肥、种植密度、播种时间、播

种深度、植保措施等等。

BNR 的专家们通过定期的监测活动 ， 促使成 员农 场严

格遵守技术规范。如果发生任何干扰因素，他们及时采取措

施予以排除。他们还注意生产用种子是否及时运到并在提供

植保用药剂和其它必要的生产物资方面给予帮助。

BNR 管理产品销售工作， 组织并安排 运输、 贮存 以及

支付等经济活动。

生产体系的专家为从事向日葵生产的人员举办讲习班，

向他们介绍最新的生产技术F专家们还为熟练工人举办技术

讲座，为直接从事管理监测的人员举办管理监测学习班。有

时，他们还组织国外考察以及每年举行几次技术示范等等。

BNR的生产成果见下页表。

BNR 与科研及开发机构建立了广泛的业务 联系 。 它也

建立了自己的农业技术研究站，该站拟定适合不同品种及杂

种的栽培措施，收集国内外的生产经验，并在生产领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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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参加农场数
向日葵西双 单 产

(公 顷〉 (kg/公顷〉

1974 13 2879 1460

1979 27 11241 2160

1980 38 13442 2200

利用这些知识。生产体系将所收集到的新知识加以综合整理，

每年修订并出版"向日葵生产技术"专著。

体系在施肥试验、区域育种、播种试验以及某些特种加

1;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七十年代初巴克赛玛国营农场开始生产向日葵种子并为

此建设了-个专门的种子工厂。他们除经营国内的优良品种

外，还与国内外的许多育种机构建立联系，以便获得最好的

向日葵杂交品种。

在体系工作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与其它部门的种于

繁育专家共同收集具有很高生物价值的基础材料，利用这些

材料可以培育出优质的向日葵种子。

BNR 的种子生产单位不停地向现代化迈进。 从育 种材

料的收集到成品的封装都已采用相应的现代技术，这些技术

不断地改革并更趋完善。

6 • 2 园 艺 生产体系

"都乐"蘑菇生产体系z

1975年 "都乐" (DUNA) 农业生产合作社申请并获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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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蘑菇生产体系。

DUNA 生产体系的}项主要任务是z 用新鲜 马粪 或秸

秤、玉米棒和鸡粪的混合物，按体系研究的配方在培养基制

造工厂生产通用的蘑菇培养基。现代化的培养基制造设备以

及高性能热处理设施由下述部分组成z培养基棚、热处理间、

催芽箱、装袋间以及其它附属设备。

将新鲜马粪或其它原材料弄捏，混入肥料和水，边加边

翻动，然后进行热处理灭菌，最后接种蘑菇菌种，装入塑料

袋送到生产现场。全部生产过程均为机械化操作。菌种亦由

DUNA 自 己生产。

菌种于 18 °C进行人工促长。种植后 30-40天便可收获

蘑菇。单产可达 13-1 5kg/m2。

到 1 98 1 年年底， DUNA 的成员已发展到40 个农场。 他

们用由体系中心供给的原材料生产蘑菇，种植总面积达17 . 5

公顷。体系中心的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家为成员农场设

计生产车间并且提供多方面的帮助z在蘑菇生产的全过程给

予技术指导，统-安排市场销售。DUNA生产体系的活动获

得显著成效，其成员在蘑菇生产方面的利润率平均高达15 %，

这在匈牙利的农业领域中算是相当高的了。

蘑菇生产体系是一个专业化的生产体系，因而它提供全

面服务。实际上它将蘑菇生产全过程作为-个完整项目来看

待并给予服务。服务的范围还远)步扩大到工程设计、施工、

技术人员的培训和选修、整套操作规程自U制定等等。体系中

心供应培养基或拌了菌种的培养基，也单独供应蘑菇菌种。

E收购成员农场的产品或进行合作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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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A 既提供普通食用菌(Agaricus bisporus) 的生

产服务，也提供晚熟型叶蘑菇 (Fleuro tus Qstreatus) 生

产服务。

巴克斯佐勒斯葡萄生产体系z

巴克斯佐勒斯国营农场在该地区传统的葡萄栽培的基础

上进}步发展了葡萄生产及加工。 19 57年以后的十年间，新

栽了 1 8 00公顷葡萄。七十年代发展成现代化的种植园，其产

量达每公顷 8-9吨。他们与周围的葡萄农场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在大力引进国内外葡萄栽培新技术并使之适应当地条件

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一整套技术。巴克斯佐勒斯国营农

场的成就，股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登门求教，和他们签定技术

援助合同。最后，搀于建立了巳克斯佐勒斯葡萄生产体系。

体系的基本准则于1 9 73年拟定， 1974年国家正式发给营业许

可证。体系的主体是巳克斯佐勒斯国营农场。

合作胁试书是双方合作的法律依据，它明确规定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以及财务结算方法。

体系中心不断提供为成功经营所必备的资料及讯息，与

成员农场共同发展适应当地条件的生产技术。这种技术包括

修枝、施肥、除草、耕作、植保、收获以及机械化作业等等。

此外，还包括物资及成本管理和农场组织方面的问题。总之，

它的服务植围极广。体系的技术专家每两周巡视农场一次，

就地讨论下阶段的工作任务。在土壤测定的基础上确定每年

的施肥计划。每年还研究并确定植保措施，注意采用最新的

植保药剂及除草剂。

体系中心定期举办适合于高、中、低不同水平的技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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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及工人的后续培训学习班。体系中心还组织并协调设备及

物资的联合采购工作。

体系成员的任务是进行生产、联合投资以及按预先规定

的技术要求及格式向体系中心报送数据。

过去的五年里，每年成员农场将由于采用体系的技术所

得增产部分的→定百分比支付给体系中心作为酬金。体系中

心的专业咨询服务以及协调活动也均收取一定费用。此外，

体系中心还协助成员农场筹措用于葡萄种植、处理、加工、

包装及产品商品化所需资金，协助成员农场制定投资方案。

体系承担使葡萄种植屈现代化的设计工作，承担;新建葡

萄种植园的设计，购买所需的机械设备、生产物资和建筑材

料F 体系向农场出租某些葡萄种植用的机械， 使之能进行栽

培作业。体系还提供现代化的技术监测及生产作业服务，并

按"合作协议书"的规定收取费用。

鲍萦德水果生产体系l

该体系由 4个国营农场和 4个合作农场联合建立，于

1978年元旦开始营业， 共拥有2184 公顷果园。

1979 年和1980 年又有6 个生产合作社参加 体系 ， 从而

使体系成员增加到14个，果园面积扩大到26 82公顷。

体系的活动包括以下方面z

发展包括加工在内的综合性生产技术。

对现代技术进行修定，使之适合当地实际条件。这

种修定应当既考虑到当前现状又考虑到将来的发展。

不断改进现行技术。

设计并组装现代化成套机械，这些机械应能满足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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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术的需要并带来经营效益。

为体系向"→条龙"模式发展精心制定中期发展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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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植保机械提供最优技术服务，已建立了一个专业

性的植保机械修理基地。该基地不仅承担件系内果园用植保

机械的修理及保养，而且还承担鲍索在:一阿巴一扎姆楞县地

区生产中使用的植保机械的修理。体系打算增加修理工程车

及修理工，以便进)步扩大机械维修网。

体系已建立一个零件库以保证确有成效地进行维修服

务，保证及时供应维修配件。

体系为成员农场的动力机械和工作机械编制适当的修理

工艺规程，从而使机械故障下降，寿命延长。

观赏植物工业化生产体系(lDR) :

1976年元旦， 由奥披达农业生产合作社倡议建立了IDR

生产体系。以青年工程师为支柱的该生产体系基本目标是充

分利用耕地。由于蔬菜幼苗及蔬菜生长前期土垃并未充分利

用，为此， IDR 采用套种观赏植物的方法使耕地得以充分利

用。最佳方案是生产蔚香石竹和 Chr i sant hemum，它们现

在是奥披达合作农场园艺场所生产的最重要的观赏植物。与

此同时，它们掌握了用近代技术栽培一品红和天堂葵的方法。

IDR就是从生产这四种观赏植物开始其经营活动的。

随着体系的迅速发展， IDR栽培的花卉又增加了两种z

室内玫瑰和文竹。从而使IDR经营的主要观赏植物品种发展

到六种。此外，还有几种花卉如仙客来、紫罗兰和藏也越来

越成为IDR的重要经营品种。

IDR与其它生产体系不同， 它有着独特的组织结构。 该

体系的中心是奥波达生产合作社的一个农场级斗:位，由该农

场组织了生产体系。 IDR的活动有三个方面z对技术咨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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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和监督p负责产品销售F以及技术培训。

该体系将全国划为三个区，每个区拥有约 10公顷温室或

塑料大棚。每隔两三周进行一次特别咨询活动，包括生产技

术、植物病害防治以及施肥。

成员农场与体系中心分别签定产品销售合同并通过IDR

的批发销售网出售产品。为此，成员农场应交纳 12一 1 5%的

佣金。 IDR在布达佩斯设有两个批发中心，在全国各地还有

四个批发中心。

体系中心每年-度举行高水平管理科学讨论会z为熟练

工人及专业干部举办几次理论的或实际操作的培训班。此外，

还组织国外考察。

6 • 3 畜牧生产体系

卡波斯瓦养牛业联合生产体系 (KSZKV) :

卡波斯瓦养牛联合生产体系 (KSZKV) 创建于 19 78年。

它是由卡波斯瓦农业技术学校组织的一个工业化养牛生产体

系。体系除介绍新技术外，还提供采用此种技术的物质条件。

从应用体系技术的农场数的增加以及体系范围内牛群头

数的增加，可以看到体系迅速发展势头。

应用体系技术的农场数

体系范围内牛的头数

其中奶牛

肉牛

1978 1981

76 144

26992 54420

26420 51465

572 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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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头奶牛年产奶(升) 3099 3900

体系提供一整套综合服务项目，其中包括 z牛奶及牛肉

生产F小牛饲养、青年牛的盲肥 F青贮饲料的生产以及草场

的利用等等。

体系所创造的技术，其宗旨是为集约化牛奶生产创造最

佳条件并通过杂交育种(匈牙利红白花奶牛×黑白花奶牛)

培育优良奶牛品种。奶牛的主要饲料是牧草和玉米青贮饲料。

牛舍是一种廉价的、装配式建筑。体系饲养奶牛的劳动消耗

大大低于国内其它单位的平均消艳。

体系肉牛饲养技术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广泛采用季节性

(同期〉产棋的方法获得高的产辑率。由于幼牛断奶体重高，

使得体系的养牛业收益可能与其它畜牧行业大体相当。

体系提供咨询服务及基础性服务并按合同规定收费，收

费的多少与产出的多少相联系，亦即所谓"联产计费'气体系

所提供的合同外服务要另外收费。体系的基本服务项目有 z

应用遗传学技术进行育种z起草杂交育种申请书，取得

官方批准，制定杂交育种计划，对计划的实施进行定期监测

井评估育种效果。

对草场管理及饲料作物生产的全过程提供技术咨询。体

系参与种子选购、选择饲料作物收获及保存方法、选购牧草

和饲料作物种植收获机械以及组织农业机械联合会，等等。

根据实验室试验结果科学地制定饲料配方。体系为各种

不同饲养条件均制定了相应的配方，从而形成了 KATAP饲

料系列。在此基础上，体系承担有关饲料方面的技术咨询。

体系为保健奶生产的综合生物学加工及牛奶场下水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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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咨询服务。

体系为牲畜散养屑的廉价简易畜舍的建设及设备安装提

供专业性咨询。体系还设计了一种称之为 "UNIBOX')的

廉价木结构畜舍，此种畜舍毋须熟练工人，在农场由当地人

员即可迅速建成。

此外，体系在为使农场的劳动组织及管理的现代化方面

提供援助F定期评估农场收益情况并就如何增加收益的措施

提出建议3体系还提供各种技术性的、兽医方面的以及商业

性的服务。

j皮斯科勃农业生产工业化联合公司 (BOSCOOP) :

该公司的业务植围包括养牛业(奶牛、肉牛〉、绵羊生产

及育种(肉、毛、奶〉、饲料生产(草场管理、调制干草和制

备青贮饲料)以及各种植物副产品的利用。

BOSCOOP 农业生产工业化联合公司创建于1975 年， 由

16个合作农场联合建立。 今天， 参加该体系的农场数已发展

到 250个，另有300个大型生产单位从 BOSCOOP购买饲料、

机械和得到其它形式的服务。

BOSCOOP 及其七个子公司向参加该体系的 农场 提供

最现代化的专业技术、高效的方法、优质全价饲料及预混饲

料、精良的仪器设备、药品、现代化的挤奶设备、牛奶收集

设备、微电脑(硬件〉及电脑程序(软件〉。此外，还有种畜、

饲料收获机械、种子等项服务。体系的约 100名专家定期到

农场巡回服务z体系的 1 50名技术高超的维修工及技术人员

协助农场越筑牛舍、马展及维修设备。

体系牲畜卫生部门的兽医在匈牙利首先应用牛乳房及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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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消毒程序、在农场应用胚胎移植新技术以及应用再生生物

学。

BOSCOOP 引进并采用最先进的机械设备， 最先进的含

有药品、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的预混饲料、先进的饲料配方

以及杂交种子等等。虽然这些大部分为国内研制的产品，但

也有些来自世界各地。

BOSCOOP 的工业化牛奶生产体系提供多方面的服务。

首先，它向畜牧场提供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综合技术。随后F

每月提供定期综合技术咨询，每年进行一次评估(对全部活

动的效果均进行评估〉。然后，对各项工作如何进行提出建议。

体系中心还组织定期技术培训工作，对专家、专业人员以及

技工进行培训1 0

除固定的服务工作外，体系中心还向农场提供特别咨询

服务。例如小牛早期断奶 (60天〉的技术，饲料供应，牛喂

饲技术，电脑选择最佳喂饲方案，初生母牛的喂饲技术，用

青贮育肥肉牛的技术，挤奶及冷藏机械的维修，新设备的安

装，保修期设备的保养及修理服务z牛修蹄去角P部门发展

计划的拟定p 与 AGROBER合作的投资方案及实施计划的

拟定z饲料种植F草场管理的结合规划s机具的采购供应及

防护F 劳动管理方面的服务 〈管理形式、 管理组织以及工资

政策等方面的建议〉。

体系拟定的小牛舍饲技术减少了小牛的死亡率。该项技

术的要点是g初乳的保存、初乳的喂饲控制以及抗菌药剂的

喂给。

在锦羊惆鼻方面，体累申心承据以下工作，拟定企业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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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规划及育种工作的规划，采购井供应种公羊，喂饲系

统的设计;供应饲料添加剂F某些技术装备的制造，挤羊奶

机的采购以及保修期的维修p繁殖生物学服务及该方面(同

期发情、人工授精、怀孕测试)器械的供应F疫病防治措施

的拟定，兽医药品及器械的供应F其它专业服务以及组织产

品销售工作。

HUNGAHIB 猪肉生产体系z

、HUNGAHIB 猪肉生产体系由赫斯阿隆试验农场创建，

该体系主要承担 HUNGHIB杂交猪的繁育并出售种猪。

目前，该体系约有 100个成员农场。用于杂交的基础品系

〈祖代〉以及父系和母系亲代种猪由种畜基地场生产。这些

基地场与研究部门的专家们合作，按 HUNGAHIB猪肉生

产体系的要求进行育种工作。-其它成员农场共拥有 40， 000

头生产母猪，每年生产约 100万头商品肉猪。

Hungahib一39 和Hungahib-50 是获得 匈牙利国家

证书的杂交猪种，其质和量的参数在匈牙利猪种里每年都名

列前矛。

成员农场与生产体系签定的协议，通常包含下列条款=

一一提供为生产 HUNGAHIB杂种猪所需的种畜。

提供与该杂交猪生产有关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特别咨

询服务(育种、饲养、喂饲、生产管理、经济学、牲畜卫生、

再生生物学、技术开发以及投资等问题)。

各种生产设施的采购(如牲畜打号器、人工授精器

械、兽医器械及药品、实验室设备及装置、喂料及饮水装置、

塑料漏粪地板、产仔栏和育成栏等等)，其中一些设备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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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及其所属农场自己制造的。

如果进行投资，体系协助拟定投资计划，提供所需

资料以便作出决定。此外，体系还承担投资项目的实施。

以最先进的方法及化学药品控制畜舍及其它建筑内

的鼠害及虫害。

对成员农场的技术经理进行培训及定期的后续培

训。

成员农场向生产体系支付酬金，其金额与采用体系技术

所获效益成比例。这种方式在匈牙利是 HUNGAHIB生产

体系首先采用的。

近年来，该生产体系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大型国际展览

会上，从而将它的国内业务扩大到国外。在国际合作中，该

体系提供母系祖代及父系亲代种猪F而后，该合作者便可与

体系合作建立繁育场，出售这种品系的猪，以便在当地生产

HUNGAHIB 杂交猪。

体系还在国外承担投资项目，给牧场提供种畜，帮助该

场开始营业并为之培训人员。该体系还准备与第二世界国家

在销售方面进行联营。

KA-HYB 猪肉生产体系z

KA-HYB猪肉生产体系是一个经营KA-HYB 猪种

(卡波斯瓦杂交猪 Hybri d of Kaposuar) 的 综 合性技术

体系。 KA-HYB是一种拥有优异遗传特性的猪种。KA

HYB 生产体系的技术包括猪肉生产的生物学、 技术 科学以

及化学诸因素的各个方面。

KA-HYB是国家承认的猪种， 也是 第一 个匈牙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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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只

9.3只

781 克

杂交猪种。目前，在匈牙利的 232个大型畜牧场饲养着12万

头KA-HYB母猪。它占匈牙利大型畜牧场所饲养母猪总数

的 40%。在世界上已有 8个国家饲养并繁育 KA-HYB杂

交种猪，种猪出口量也一年比一年多。

KA-HYB 杂交猪是按照一种有充分科 学依 据和仔细

拟定的饲养工艺进行生产的。通过引进父系并继续进行杂

交，使这种杂交猪性能不断发展。

KA-HYB 拥有十多万头种母猪， 几百个经营单位每年

屠宰约 17 0 万头 KA-HYB 肉猪， 这一事实 不难证明此种

杂交方法的正确和效益以及该猪种的优异生产性能。

主要生产性能

每头母猪每窝产仔成活数

断奶时成活仔猪 (28日龄)

日增重 (3 0-1 00公斤期间)

每公斤增重消耗饲料(从出生至 100公

斤) 3 公斤

净肉率(净肉比嗣体) 46-48%

KA-HYB公司的开发部设计并改 进猪 舍及饲养设备

(例如分娩及仔猪饲养设施、育肥栏设备、单独的母猪栏设

备等等〉。这些设备不仅耐久?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环

璋的需要。此外2它的最大优点是建筑物的空间利用更为合

理。

设汁用于ROTIP-K猪饲养的建筑系列，是一种新型

妇、专用的组装式建筑。这种建筑不仅能够迅速装配建成2

而且节省能源，节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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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YB 饲料系列z

KA-HYB 饲料系列 由为 数不 多的几 种 饲 料组成。

(KA-HYB 单相母猪饲料〉、KA-HYB 单相仔猪饲料、

育肥 I号及育肥E号饲料、母猪-betin饲料)该饲料系列

与其它饲料相比，更为经济并保证喂饲安全。KA-HYB饲

料系列的各种饲料的配方是按 KA-HYB猪生长的需要设

计的。

如果匈牙利国内或国外的生产单位采用 KA-HYB的

杂交猪种及饲养工艺，则 KA-HYB猪肉生产体系可以承

担如下任务z

向不同规模 (20-5000头母猪〉的种畜场提供无

病的 KA-HYB种母猪以及相应的种公猪。甚至对于缺

少工业化生产条件的小型种畜场，体系也能保证其经营效

益。

提供各"1-\::" 父系及其饲养工艺。

提供经常性的特别咨询服务。

种畜运出匈牙利边界以后， KA-HYB生产体系提

供 30天保险。若查明种畜的疾病是在交货前发生的，由体系

负责。

若与国外买主签定了贸易协议，买主有权出售在国

外出生的种母猪，体系承担义务随时可以为这些种母猪提供

相应的种公猪以及预先制定好的繁育工艺。

对大批量定货亦可马上交货，按品系类型的不同，

最迟在 3-6个月内交货。

根据不同喂饲技术的需要，体系常年提供预混饲料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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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整个猪舍的规划设计、交货、安装以及猪舍内

部设备的装修，直至投入使用。

肉鸡生产体系 (HUNNIAHIBRID> :

在赫纳德的"三月十五"家禽生产合作社，自 19 69年以

来发展十分迅速，至 19 80年改组成为一个生产体系并获得国

家证书。 1 9 82年体系出售了 200万种鸡(亲代)和 13 000万

只肉鸡。

如今体系组织了 130个农场进行肉鸡生产。

体系从荷兰优里布里德公司购来祖代系列，这些原种鸡

产生亲代种鸡在 22个农场饲养，种蛋亦在种鸡场孵化。另外

一些农场专门从事肉鸡饲养。出栏的肉鸡被送往附近的屠宰

加工厂加工。

高水平的海波罗育种工作，使得具有世界水平的海波罗

种的遗传潜力，每年提高 2%。体系今天至少能提供 5个体

型的祖代鸡和 12个商品品系。该品种鸡的生产性能已达到相

当高的水平: 7 周龄体重达1.84 公斤， 料肉比为2 : 1 ， 死

亡率仅 2 % 。

现在，体系不仅出售普通海波罗种鸡，而且还出售一种小

体型海波罗变种。体系为该种小型鸡设计了一种舍饲笼养系

统。体系所采用的人工授精方法可能使肉鸡杂交育种方法发

生革命性的变化。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饲抖消耗可减少

20% ， 性比 (Sex ratio) 从 1 : 10 扩大到1 : 50 ， 公鸡体

重有显著增加p整个产蛋期用人工授精，孵化蛋的受精率可

保持在 92-94 %，孵化率达 87 %， 60 周产蛋 达174 个， 孵

化用蛋达 15 6 个， 母鸡 1 26日龄开始产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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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咨询服务部门负责技术工作的管理及监督。他们

以统一的舍饲技术、家禽卫生规范、饲料配方以及饲养工艺

来保证生产效益。为促进技术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体系发

展了精确的数据供应系统，在此基础上对各农场进行评估、

分级。

体系承担的服务项目有E总体技术一工艺规划设计，新

建及改建工程的规划及实施z建筑构件的制造、组装及室内

装修F来暖通风系统的设计、安装及自动控制/;孵化单元的

设计、孵化设备的制造、组装以及调试F预混饲料、浓缩饲

料的生产及供应p疫苗、杀菌剂及其它药品的采购、贮存及

供应F推荐节能装置(漏粪地板、孵化一育雏器、薄片型鸡

笼、热交换器等等)。

HUNNIABRID 家禽生产体系已能够出 口 整套家禽生

产体系以及供应一日龄种鸡、供应种蛋、饲料、全套孵化设

备、家禽舍饲设施以及与外国公司合作生产的屠宰设备。

鲍利<B61y)鸡蛋生产体系z

本体系的主体是"鲍利农业生产联合体"，该联合体在积

累了多年鸡蛋生产经验的基础上，于 1974年开始经营鸡蛋生

产体系，有 40个农场参加了该生产体系。体系的主体农场自

1968年以来一直出 口一 日 龄父母代种鸡p 一 日 龄商品鸡以及

巳育成的青年母鸡。

在匈牙利有很高声誉的谢弗星杂 288蛋鸡拥有优异的遗

传潜力。每年从谢弗家禽育种有限公司进口 6000只祖代种鸡

以为更新之用。这样，优异的生产性能得以保存z每只蛋鸡

每年产蛋 28 0吨300个，每生产一个蛋仅消耗饲料 145-1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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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生产体系研究拟定了一套蛋鸡生产工艺并不断改进使之

现代化。体系的技术专家将这种技术予以改造以适应不同的

生产条件。体系与成员农场签定的合同里所规定的服务项目

不断扩大并经常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例如拥有优良装

备的体系的兽医实验室，使得体系从 19 81年起能够提供家禽

卫生服务J细菌学的、组织的、血清的试验均得以进行，加

上快速诊断工作，使得研究工作得以开展并直接为生产实践

服务。这种服务活动已逐渐被引进到成员农场，也成为成员

农场的服务项目之一。

除组织销售工作外，体系的特别咨询及服务活动还有E

由疫注射、劳动组织及管理、饲料供应、劳动报酬和工资政

策等等。物资部门负责提供零配件。体系的药品仓库给成员

农场带来很大好处，因为这些药品在匈牙利是短线产品。

合同里还可包括由体系提供以下服务项目z一日龄鸡的

切冠断蝶、注射抗 Gumboro病疫苗9用专用运鸡卡车运鸡

等等。体系备有带塑料笼子的专用运鸡卡车可用来运送育成

的青年母鸡。体系中心卡分注意市场前景并依据市场需求安

排生产和组织销售工作。

体系中心的技术专家编辑并发行一种期刊向成员农场通

报最新进展。此外，-一年一度的"谢弗会议"也为成员农场

的专家了解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实践的进展提供了良好机会。

杜拉瓦什尼兔肉生产体系 CDHR) :

该生产体系既能满足大型育种单位的需要，也能满足小

型育种单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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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生产体系是由杜拉瓦什尼的裴多菲农业生产合作社规

划、组织、发展起来的，体系中心按合作农场的组织型式进

行工作。

该体系中心建立了以下部门z

生物服务部，负责繁育管理、农场组织以及辱医等

等。

研究及开发部，负责技术开支、工艺改进以及科学

问题并与有关的部门保持联系，经常获得新的科技情报3

供应服务部，负责种兔及育成兔的销售以及供应药

品、饲料、笼予以及其它设备。

产品销售部，负责兔子的收购、运输、屠宰加工，

并进行进出口市场的研究及预测，该部门在全国每一个县都

设有分支机构。

经济及法律部，负责保护体系的正当利益，拟定合

同以及保管帐目。

组织完善的中央机构和合作机构促进目标之实现和更好

地完成所承担的义务。

4"由a大型种兔场， 负责种兔生产， 保持并提高其遗传潜

力。

『←培训服务部，负责培训工作并接成员农场的需要提

供专家及技术工人。

推广部，通过组织研究及开发课目推广现代化的技

术。

一一中央饲料厂及实验室，负责饲料配方，提供全价饲抖

及被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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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O-VARSANY 农场联合会 不仅 贮存 并供

应其它牲畜饲料，也向兔肉生产体系供应精、粗饲料。

中心运输部，负责体系的运输工作。

若采用体系的技术，体系成员便可获得这样的生产水平，

每只种母兔每年生产断奶仔兔 38只 s

日增重 32 克 (直到 70日龄) J

屠宰后可得 58%修整嗣体F

每只母兔每年可生产 70公斤肉用兔。

体系已达到很高的生产水平，因而它有能力出口其生产

技术并保证经营者的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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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生产体系出口的可能性及其重要性

7 • 1 生产体系对发展食物生产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饥饿一直是一个幽灵。生产食物和养活

居民的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时代。在这方

面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别z某些国家仍然存在着饥

饿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另一些国家有足够食物F还有些国家

存在食品过剩问题，有待解决。

食品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每一个国家的根本

问题，虽然其重要性在不同国家有些差别。在发达国家，问

题主要表现在进一步改善食品质量，解放劳动力，改善劳动

条件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

在发展中国家，首要目标是提高食物的产量，否则要养

活不断增加的人口是很难办到的。过去的情况已经证明E国

际性的食物援助只能解决暂时性的问题，而不能根本解决这

个世界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根本的解决办

法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无论对于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体系的应

用，都是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杠抨。对发达国家而言，舍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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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它法去显著增加产量。我们匈牙利的经验已经证明，当生

产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要想继续取得进步，就必须在

技术程序和科技成果的实际运用方面有一个"质"的飞跃。

而这种技术和工艺的革新，正是匈牙利必然采用生产体系的

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有所不同。一批国家引进了大型综合

农业项目 J这种方式非常明显地产生一个问题:以何种形式、

以什么技术水平和用什么方法发展农业才是适当的?我们不

能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很

显然，发展中国家不应当在其食物生产中全盘采用最现代化

的技术、耕作方式和农业生产制度。也不应当盲目采用集约

化生产的方式发展畜牧业。粗放的生产方式对这些国家的进

步仍然发挥着作用。

另一方面，在那些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应当引进现代

化的大生产方式，以便为日益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数量和良

好质量的食物。此外，这些现代化生产单位也可为国内的农

业生产起示范和推动作用。反过来，这两种作用又是不断取

得成就的必要条件。

现代农业的技术水平、资本密度、复杂程度和生产训练，

务必要跟上工业化生产的步伐。在任何国家建立一个大型农

业单位，都必须将各种生产因素协调成为一元化的体系。否

则，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官本身并不难解决)也会危及整个

事业。

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z综合性的生产体系对发展生产十

分必要。但是.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单位才能出口这样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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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体系。首先，它必须在某个生产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门知

识。它还应当具有综合设计、承包装备、开张营业等方面的

能力以及拥有一支通晓大规模农业生产的专家队伍。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匈牙利在出口农业生

产体系的国家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匈牙利是一个拥有集约

化农业的国家，大型国营农场和合作农场的存在是实行集约

化农业的决定性因素。此外，我们在生产体系的设计、发展

以及大规模推广应用方面已积累了二十多年的经验。这样，

匈牙利便有能力出口其生产体系。而该种体系是一种综合技

术、组织、管理、经营、技术培训为一体的组织形式。匈牙

利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便是这种组织形式所表现的生命力的

明证(每种专门的生产体系均在某一方面具备专门知识并拥

有样板农场，这些实践经验已开始在国外推广)。

在生产体系的出口方面，匈牙利不仅有着经营大规模农

业的经验，而且也有经营小规模农业的经验。在匈牙利小型

农业单位与大型农业单位密切合作并依靠大农场在生产、技

术、组织、供应、销售等方面所提供的服务以改善其经营活

动。匈牙利的小型农业单位正是依靠这种合作方式，日益兴

旺发达，取得远比传统农业为高的生产水平。

匈牙利大型农业单位与小型农业单位的合作方式及其所

取得的经验，对其它国家也可能是非常有益的。一个国家，

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只要它希望发展并建立现代化的农业

结构，它必定会从匈牙利的经验中吸取到有益的东西。这种

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在发展中国家，同时采用现代

化的方式和传统的方式比只采用一种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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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得多。这种办法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化和社会及文化关

系的全面发展。匈牙利的经验对于非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

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文化也同样是有益的。

7 • 2 生产体系 出 口 的 内容

生产体系的出口包括以下方面z帮助建场、培训当地专

家、提供物资装备以及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我们把生产体系

作为一个整体来销售，并不将它分割为物质部分和精神部分。

这种特殊商品出以下儿项组成z

技术部分，亦即机械设备、装置、物资、化肥、农

用化学用品、饲料等等。

生物部分(种子、种畜以及其它繁育材料)。

知识。组织的、管理的、技术的知识以及其它具有

无形价值的知识。

规划及设计(可行性研究及实施规划)。

服务(市场研究、经营管理、技术培训、专业咨询

等等〉。

如果顾客需要上述整套生产体系中所包含的一个部分或

几部分，则均可单独出售。不过，只有把生产体系作为一个

整体予以引进，买主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虽然如此，顾!在仍

可自由选择并购买生产体系所提供的某个方面的优点z例如

提高单产、安全生产、引进新的企业、解决粮食供应的方法、

开拓生产新领域、提供新的劳动就业的机合或者反过来从农

业生产中解放劳动为、自然资源的真好利用等等。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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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部门还负责对匈牙利的生产体系作某些修改，使之更

好地适应进口国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市场及经济状况。

各类生产体系产生于各不同的环境，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因而它们是一种有"个性"的特殊产品。它的优越性正是来

自它的个性。出售生产体系对买卖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于买

主，这种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引进生产体系以后，能

够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并取得成就。如果单纯靠自力更生，

要获得同样成就，那就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

生产体系的物质一技术构成、它的技术水平均可按顾客

的需要加以调整。而且出口体系的单位并不限制顾客一定购

买匈牙利的机械、设备和物资(除非由于设备性能有很大差

别，非用匈牙利的某种设备不可)。换句话说，采用世界上最

先进的措施与采用虽不很现代化但是能够适应当地条件的解

决办法同样有效。

为发展匈牙利的农业，我们已试验过许多种类的农业技

术装备并在国内外检验过我们的生产体系。这样就使匈牙利

在生产体系的出口方面占有十分有利的地位。从国外进口农

具、种子等等，补充以国内最好的产品，然后进行试验，一

旦藏得通过，便可供出口。不妨这样说z匈牙利是一个大规

模的农业实验室和试验车间。匈牙利不断发展和完善其生产

体系，虽然可供出口，但首先还是为了本国的生产利益。

与外国(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罔家)合作对开发工作有

很大作用。这种合作体现在专业化的制造行业(主要与经互

合国家)，体现在生产合作、体现在进行共同的研究工作，在

国际性遗传研究项目以及在其它领域-这种合作对友展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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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科学，对改进生产，对增强出口潜力都有积极的作用。

此外，这种合作还能促进双方向第三世界的出口。

我们的出口项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表明我们具有多

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这些项目中甚至包括向中东出口的

椰枣加工线(虽然由于气候关系在匈牙利不适于种植椰枣儿

这个例子说明，匈牙利不仅能出口生产体系，而且也能出口

食品加工业技术体系。国外买主常常成套购买我们的生产体

系，其中包括全套作物生产体系、畜牧生产体系和食品加工

业体系。我们承担从水源调查到灌溉网建设以及提供仪器、

实验室、专家和技术培训I I (在匈牙利)、示范培训I I (在进口

国)、物资供应、保修服务、零件供应等等。

体系出口的价格以当前世界市场价格为基础F运输、交

货、支付条件等均接常例。

7 • 3 甸牙 利生产体系的 出 口 情况

匈牙利农业生产体系的出口，主要由下列单位承担z

AGROBER 农业及食品规划及 投 资公 司、AGRARIA

巴博拉以及大型设备进口公司 (KOMPLEX)。

匈牙利农业的成功和进步，以往出口农业生产体系的成

就，是匈牙利体系出口公司赖以进行其业务的基础。

大批匈牙利专家在外国(进口匈牙利农业生产体的国家〉

工作。仅最近五年，就有 1200名专家投双边协议或受国际组

织雇佣到发展中国家工作。同一时期，约 2000名来自发展中

国家的人员在匈牙利的大学、研究生院或中等水平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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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并获得了农业科学的学位。

阿格罗伯 (AGROBER)是匈牙利最大的出口农业生

产体系的公司L该公司拥有多达 40 00名雇员。匈牙利农业投

资的70%左右就是由该公司负责规划的。因此，他们有着多

方面的经验，与工农业单位以及研究院有着广泛的联系。因

而该公司有充分的能力承担综合投资项目。阿格罗伯公司于

1977年建立其 "出 口 资本合同办公室" (代号为AGROIN

VEST) 。

AGROINVEST 主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进 行活动， 这

些国家有发展食品生产的需要，同时也已具备了一定内在的

条件。当前，主要在北非和中东以及尼日利亚、墨西哥。许

多国家已经进口了匈牙利的农业生产体系或正在准备进口这

种体系。这些国家有z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墨

西哥、伊拉克、伊朗、埃及、叙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尼日利亚等国。

业已在国外营业的匈牙利农业生产体系，给有进口体系

的条件的其它国家树立了样板z它们也可以进口生产体系并

获得同样成就。

迄今所取得的经验表明，以下生产体系最受到国外进口

者的欢迎z

唱一一水利及灌溉生产体系F

大型谷物生产体系(玉米及粮食)，

良种繁育生产体系p

向日要生产体系，

饲料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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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jLL培生产体系z

一一水果及国艺生产体系，

大型蔬菜种植生产体系 p

禽兔生产体系、成套畜牧场设备的供应及安装项目 1

牛及绵羊生产体系，

鱼苗及鱼肉生产体系 F

兽医及人工授精生产体系，

技术培训网的规划与建设。

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生产体系的共同特点是z此种商业

接触最初是由高级的政府部门赞助的。进口生产体系的社会

主义国家已经不满足于按双边商业合同送交单项机械及设

备，越来越多的机械将作为某个完整的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出

口到这些国家。

食品工业体系的出口超出上述范围，但为了完整性，匈

牙利已经注意到努力将它也包括到整套农业生产体系的出口

中去。"综合外贸公司"便是经营食品加工体系出口业务的部

门，还有一些其它公司也经营这方面的业务。这些公司承担

向许多国家供货的业务，这些国家有阿尔及利亚、伊拉克、

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尼日利亚等。主要出口面粉加工厂、

牛奶及奶酷加工机械、罐头厂、饲料制造厂、椰枣加工设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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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获得国家证书的生产体系一览着

1981 年12 月31 日

获合格1 7获级说
生产体系名·称

度 i 级别

1 2 3 4 5

IKR工业化玉米 Babolna工业化玉 1971 联合公司 I
生产体系 米生产联合公司 1979

KITE玉米和经济 在N.dudvar的 1972 经济联合体

作物生产合作 "voros Csillag'农 1979

业生产合作农场

BKR玉米生产体系 Baja农业综合企业 1972 双边合作 I
1979

KSZE社会主义生 Szekszard 国营 1972 双边合作 I
产合作 农场 197 [I

HeR甜菜生产体系 HeK国营农场 + 1972 双边合作 E
Szolnok-Alesi一 1975

Sziget

BNRI句 日葵生产 Bacsalmas国营 1974 双边合作 I
体系 农场 1979

在FUz es gyarmat "v凸 V B S Csillag" 1980 经挤联合体

的给羊场提供苔稽、 合作农场
E

粗饲料的生产联合体

(FLIt>

1:1:: J =获国家证书的生产体系
1[=获限制性证书的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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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生产体系名称|体系组织者名称 获合格 获等级证

证书年 合作形式 书年度和

度 级7JIJ

町'

l 2 3 4 5

GBBR小麦及豌 G凸dollo农业科学 1974 经济联合体 I

豆生产体系 院示范场

DINTER经济作 Salla合作社 1974 经济联合体 E

物生产体系 1979

SZK大麻生产体系 大麻加工和l纺织工 1975 双边合作 I

业公司 1979

KBR小麦生产体系 Kisalf 凸Id因营农 1977 经济联合体 1

场 1980

PICR糖业联合生 Petohaza 糖厂 1977 ;双边合作 I
产体系 1980

HYBAR高粱种植 在 6sa的 ·vor o s 1977 经济联合体 E

及利用体系 Csillag"合作农场 1980

GITR谷物和经济 | "Rak,;czi 11 合作农 1977 经济联合体 I
作物生产体系 场 1980

BRTR纤维亚麻生 亚麻力n工及纺织 1977 双边合作 I
产体系 公司 1980

NYIRDOR烟草生 ~1"riapιcs"Rakti- 1a77 经济联合体 E
产体系 cz i" 合作农场 1980

AGYTR牧草、 革 Koz占ptisza 国营 1978 双边协议 E
坪草籽生产体系 农场

DUFAR牧草及小 匈牙利西部种子 1978 双边协议 E
粒种子生产体系 公司

白羽扇豆和黑麦草 "I I. R..k斗czif"合 1980 双边协议 E
生产体系 作农场， Vaja

土豆生产体系 Nagyatl.d国营农 1980 双边协议 E
场

灌溉土豆生产体系 Szcn t lorinc国营 1980 双边协议 E
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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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7
。 h 川

|获等级证获合格

生产体系名称 体系组织者名称 证书年 合作形式 书年度和

度 级别

2l 3 4 5

园艺生产体系

l!f红柿生产体系 "voros OkLbber" 1974
Ocsa合作农场 1979

洋葱生产体系 "Kos.~uth" 合作农 1973 经济联合体 E

场， Makb

I
na合作农场l 1979

时鲜蔬菜生产体系 I "Arpad" 蔬菜生产1975 经济联合体 I
合作农场 1979

蘑菇生产体系 "Duna" 合作农场， 1975 双边协议| E
Csepel 1979

苹果生产体系 Mat占salka 国营示 1975 经济联合体 I
范农场 1979

Hosszuhe~y 水果 SUkosd 国营农场 1975
生产体系 经济联合体 197 9

Danszentmikl';s "Micsurin"合作农 1975 双边协议 I
水果生产体系 场Danszen tm ikl凶 1979
VITICOOP葡萄 BalatonboglaI、的 1974 经济联合体 I

生产体系 国营农场 1979
B"csszolos 葡萄 Kunbaja- B.icsι- 197 ,1 i 双边协议 I

栽f古生产体系 zoloz国营农场 1979
Halas葡萄生产体 Kiskunhalas 国营 iE74 双边协议 I

系 农场 1979
Hossz.1hegy 葡萄 Hosszuhegy 国毡' 1974 双边协议及 I

栽培生产体系 农场 经济联合体 1979
G o'凸ngyos-Do- Oyongyos-Do 1975 I

moszl'>'葡萄生产体系 moszl占国营农场 1979

"HUMOLON咄 Bb州农业综合企1 1 9 7 5 I 双 边 协 议I 19~
麻生产体系.业 19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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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山?飞U叫 .=~~;OC~

格
年

合
书
度

获
证

rn
z
φ

名者织组-
f
肌体称名系体产生 合作形式

1 2 3 4 5

观赏植物工业生产 6buda，Budaka14日 I 1975 I 双边合作 I
体系 农业及园艺合作农场 1978

NYIRKERT水 "Il . RakJcz i f"合作 1976 经济联合体 I
果生产体系 农场， Vaja. 1980

青豌豆生产体系 Telekgerendas , 1977 双边协议 I
Bekes-Csabe 国营 l 1980

农场

婴粟种子生产体系| Tisza Nagvavi到 凹7 I 双边协议| I
物化学厂 1980

Soroks"r洋葱生产 园艺大学的示范 1977 双边协议| E

体系 农场 1980

Be rnecebar..ti浆 "Borzsony'合作 1977 双边协议 I
果生产体系 农场Berneceb ar..t i

Borsod水果生产 S"rospa tak. Bod -I 1977 I 双边协议 E

体系 rogkoz国营农场

Debrecen水果生 Debrecen 国营农 | 川 | 经济联合体! E

产体系 场

Badacsony葡萄 Badacsony 国营 1 1 9 7 8 I 经济联合体 E

栽培生产体系 农场

树苗生产体系 "RtlkJczi"合作农场 1978 经济联合体| E
D在l-Alfold葡萄 Szeged国营农场 1979 双边合作 i E

栽培生产体系

Eger葡萄栽培生 Ege!'葡萄栽培综合I 1980 I 经济联合体 l E
产体系 体

Torokbtllint核果 Torokbtllint国营 ! 刑。 | 经济联合体 | E
生产体系 农场

Zalaegerszeg的 Z山gerszeg国 l 川 l 经济联合体 E
水果生产体系 营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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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获合格年 获等级证

生产体系名称 体系组织者名称 证书 合作形式 书年级度和
度 别

1 2 3 4 5

Del-Dun<\nt<\l葡 双边协议 EVillany- Mecseka-j 1981

萄栽培生产体系 lja葡萄栽培综合企业

畜牧业生产体系

AGROKOMPIE- Agard农业综合体 1975 双边协议 I
X牛奶猪肉生产体系 1979

TAURINA 牛奶及 TAURINA 肉牛联I 1974 I 联 合 公 司 | I
肉牛生产体系 合公司 1979

、

ISV猪肉生产体系 ISV工业化肉类生 1975 联合公司 I
产组织联合公司 1979

KAHUS-KATE Kaposv<\r养牛联 1976 联合公司 I
养牛业生产体系 合公司 1980

Boscoop工业化牛 农一工联合公司 1976 联合公司 I
奶生产及付产品利用 1980

体系

AGROCOOP 畜牧 "Beke"合作农场 1977 经济联合体 I
及饲料生产体系 噜19 8 0υ

Boov'ina肉牛及绵 Szikszι国营农场 1976 经济联合体: 1I
羊饲羊生产体系

HUNGAHIB 猪肉 Herceghalom 试 | 山7 I 双 边 协 议 E
生产体系 验农场

Mezolcegyes工 Mezohegyes农业 1977 E
业化猪肉生产体系 综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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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获合格年 获级年等级证
生产体系名称 体系组织者名称 证书 合作形式 书度别和

度

1 2 3 4 5

•

KA-HYB猪肉生 KaposVar杂交猪 1979 联合公司 E
产体系 饲养及销售联合公司

HUNNIAHIBRID "三月十五n合作农 1975 经济联合体 I
肉鸡生产体系 场 1979

"Feher gyem"- "Voros Csillag" 1975 经济联合体 I
nt" 肉用火鸡生产体系 合作农场， N"dudvar 1979

B.;ly 鸡蛋生产体系 B占ly农业综合体 1975 双边协议 I
1979

P"lotils蛋鸭和肉 P';lotils国营农场 1975 经济联合体 E
鸭生产体系 1979

Bikal家兔生产体系 Bikal 国营农场 1975 双边协议 I
1980

HUN-OR猎鸟生 Balatonnagy be- 1976 经济联合体 I
产体系 rek国营农场 1980

巴博拉工化禽和禽 巴博拉农业综合体 1980 双边协议 I
蛋生产体系

巳悔拉工业化猪肉 巴博拉农业综合体 1980 双边协议 I
生产体系

Dunavarsany兔 "Dunavarsilny 1980 双边协议 E
肉生产体系 Petofi"合作农场

Columba鸽肉生产 "Voros Oktιbern 1980 双边协议 E
体系 l合作农场， BP . ， Soro

ks"r , Tanyakozpon t
VARJUH绵羊饲 "J!>szerencs抖"台 1980 经济联合体 E

养生产体系 作农场， Vilrpal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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