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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农场作为生态农业的落地载体, 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具有市场灵活性, 在带动

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绿色化生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新形势下, 各地已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农场典型

案例。2016—2017 年, 作者重点围绕面源污染防控与农业清洁生产, 以我国东部 15 个省市的 468 家生态农场为研

究对象, 制定调查问卷开展典型案例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90%的农场成立时间在 15 年以下, 生态农场经营者

的平均年龄为 47.5 岁, 土地面积在 6.6~16.6 hm2的农场占到 40%, 土地平均租金为 11 040 元·hm2·a1; 以公司、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组织形式的农场各占 23%、40%和 30%; 进行了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农场占到 73%; 生态农

业措施采用率排在前 5 位的是有机肥/堆肥、人工/机械除草、轮作、清洁田园、杀虫灯/秸秆还田; 养殖农场的

生态意识较为淡薄, 生态措施的采用情况也不乐观。在农场投入方面, 种植农场的肥料投入和养殖农场的饲料

投入最高, 劳动力工资平均在 3~4 万元·cap.1·a1; 种植农场收益率为21%~70%, 养殖农场为 13%~337%, 种

养结合农场为21%~152%; 50%的农场获得过农业补贴。从调研结果看, 我国生态农场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但还处于初级阶段, 缺乏相应的指导。文章在调研的基础上还从技术应用、产业融合、成本收益、销售途径

及补贴政策等方面分析了生态农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期对我国生

态农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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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farm, as a practical carrier of eco-agriculture, can meet the needs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rket flexibility. It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speci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green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Under this new approach, a number of typical cases of eco-farms have been developed. A questionnaires 

survey of 468 eco-farms was carried out in 15 provinces in East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016–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90% of 

the farms were less than 15 years old. The average age of eco-farm managers was 47.5 years; 40% of eco-farms had land area of 

6.6–16.6 hm2 with lease fees of 11 040 ¥ per hectare per year. The farms with organization forms of corporation, cooperative and 

family accounted respectively for 23%, 40% and 30% of the surveyed farms. 73% of surveyed farms were certified for agro-products. 

The top five eco-measures applied in the eco-farms were organic manure/compost application, artificial/mechanical weeding, rotation, 

farmland cleaning and insecticide lamp/straw return. Ecological awareness of animal production farms was weak and adoption of 

ecological measures was not optimistic. In terms of farm input, fertilizer cost for crop farms and feed cost of animal farms were 

highest. The average labor wage of eco-farm was 30 000–40 000 ¥ per person per year. The range of profit of crop farms was 21% 

to 70%, that of animal farms was 13% to 337%, and that of farming-animal husbandry combination farms was 21% to 152%. 50% 

of the farms received agricultural subsidies. From the survey results, eco-farms in China had a strong momentum for development, 

but were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lacking corresponding guid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farms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cost-benefits, sales channels and subsidy policie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eco-farms in 

China,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also advanced, which were 1) to establish national policy for 

transformation of conventional farm to eco-farm; 2) to improve cognition of eco-farm of government, farmers and publics; 3) to set 

up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eco-farm, and to implement the affirmation of eco-farm; 4) to recommend the 

eco-farm technologies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subsidies of eco-farm; 5) to construct information and selling internets of 

eco-agricultural products; 6) to launc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s to provide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eco-farm. 

Keywords: Eco-agriculture; Eco-farm; Control of non-point sources pollution; Cleaner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生态农业的积极

探索,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和实践, 已基本形成了

省、市(县)、乡、村、基地 5级生态农业典型带动体

系。各地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 坚持试点先行、

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取得了显著成效[1-2]。2000年

以来 , 随着多样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出现 , 

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 也开展着生态农业的

实践 , 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批散发着现代农业气

息、现代技术与生态技术密切结合、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同时体现的生态农场。 

2016—2017 年,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

站联合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中国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在东北

地区、环渤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 15

个省市, 对不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开展了典型

生态农场案例调查研究。本文基于这些调查, 对生

态农场概念及我国生态农场的现状、问题、挑战和

发展建议进行了讨论。 

1  生态农场的定义及内涵 

生态农场指符合生态学原理 , 遵循“整体、协

调、循环、再生、多样”原则, 并吸收优良传统实践

和现代技术的可持续农业生产经营单元。具体来说, 

“生态农场”是指那些采用了一系列生态友好型农业

技术体系, 并优化了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相互

关系, 使得农业生态系统体现出结构合理、功能高

效, 不仅能获得可持续的较高产量, 而且能达到资

源匹配、环境友好、食品安全基本要求的农场。 

生态农场应具有以下特点[3-4]:  

1)本地化。生态农场是建立在合理和充分利用

当地自然资源和生产条件基础上的凸显本地化的农

场。在不同区域和地区, 只有在对当地资源禀赋特

点进行全面总结和提炼基础上, 才能建立起因地制

宜、独具特色的生态农场。 

2)整体性。生态农场与普通农场的区别, 主要在

于生态农场通过对资源和能源利用的整体规划、设

计和实施来提高系统生产率, 从而避免了对自然资

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 

3)稳定性。包括生态系统功能的相对稳定和社

会经济效益稳定增长两方面。生态系统功能的相对

稳定包括营养物质和能量平衡, 可维持一个稳定的

输入和输出。农场经济效益的稳定增长应建立在对

营养物质和能量动态平衡基础上的, 对多目标的投

入、产出与循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选取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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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化的方案, 以达到系统产出经济效益稳定增长

的目的。 

2  生态农场发展现状——基于 468 家农场调查 

2016—2017 年生态农场调查[5]共涉及 468 家农

场, 其中东北地区 95 家, 黄淮海地区 155 家, 长江

中下游地区 118家, 华南地区 100家。种植、养殖、

种养结合农场分别占比 50%、18%和 32%。 

在调查的样本中, 有一半的农场是近 5 年成立

的, 40%的农场成立时间为 6~15 年。生态农场经营

者的平均年龄为 47.5岁, 农场经营者的年龄段在 55

岁以下的比例占七成以上。这个平均年龄要比全国

农民的平均年龄 55 岁年轻 7.5 岁[6]。从农场经营者

受教育情况看, 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经营者占 3/4, 

这说明生态农场经营者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因此可

以看出农场经营者的年龄相对较为年轻, 受教育水

平较高, 有一定的生产和经营经验。 

从农场规模来看, 土地面积在 6.6~16.6 hm2的农场

占所有调查样本的 40%, 小于 33.3 hm2的农场比例占所

有农场的 72%。生态农场的土地大部分是通过流转方式得

到的, 生态农场土地平均租金为 11 040元·hm2·a1。从农

场的组织形式上看, 公司、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各占

23%、40%和 30%, 经营主体呈现多样化。从经营模

式和农场的收入来源看, 80%的农场还是以生产型的

农产品外部直接销售为主, 但还有 1/4 的农场有加

工、配送和采摘旅游的经营模式。农场的农产品质量

认证中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农场占比 26%; 其次是

绿色食品认证, 占比 21%; 有 17%的农场进行了有机

认证; GAP 认证和地理标志认证的农场分别占比 4%

和 6%; 未进行认证的农场占比 27%。 

在种植农场生产中, 有机肥以及有机无机配施

的农场比例占 93%, 从不同农场采用的生态农业措

施的普及率来看, 排在前 5 位的生态农业措施是有

机肥/堆肥、人工/机械除草、轮作、清洁田园、杀虫

灯/秸秆还田, 其普及率都达到了 50%以上。位列后

5 位的措施包括: 沼液或沼渣、释放天敌、林带/花

带、豆科作物、间套作, 采用率不足 25%。在灌溉

方面, 生态农场采用大水漫灌方式占比为 41%, 节

水措施的采用率还有待提高。 

从养殖方式来看 , 圈养舍饲的农场比例较大 , 

大概占 60%~75%, 放养和笼养的农场所占比例分别

为 14%~33%和 7%~30%。在动物病害防治方面, 采

用接种疫苗来保证动物健康的农场占比达 51%, 抗

生素的使用占调查农场的 31%, 采用其他措施如植

物源制剂、菌剂、维生素等以预防疾病为主的农场

所占比例都低于 10%。这说明大部分养殖场还是以

疫苗预防为主, 辅之以抗生素措施予以防治。从整

体上看, 养殖农场的生态意识较为淡薄, 生态措施

的采用情况不容乐观。 

从不同类型农场生产各项投入来看, 种植农场

的生产投入成本在 195万~333万元。种植农场中所

有投入费用的顺序为肥料、种子、机械设备、病虫

害防治、运输、灌溉和技术咨询, 技术咨询的投入

占比较低, 还有待加强。养殖农场的生产投入变幅

在 70万元(长江中下游地区)和 978万元之间(黄淮海

地区), 主要的投入都集中在饲料方面, 除长江中下

游地区外(48%), 饲料投入占比都达到 75%以上; 其

次是幼畜禽的投入占比达到了 9%~37%, 位列第二; 

其他投入占比都很低, 小于 10%。对于种养结合的

生态农场来说, 投入在 509万元(东北地区)和 111万

元(黄淮海地区)之间。总体来看, 种养结合型农场的

各项投入以饲料、幼畜禽、肥料、运输及种子为主。

从劳动力投入来看, 种植型农场需要的最多, 而养

殖农场和种养结合型农场的劳动力投入较少。从人

均工资来看, 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工资最高, 人均

年工资在 4万元以上, 而其他几个地区基本上都在 3

万~4万元。 

从收益情况看, 种植农场收益率为21%~70%; 

养殖农场为 13%~337%; 相比种植和养殖农场, 种

养结合农场的收益率较高, 达到了21%~152%。将

4个地区的农场投入产出及收益平均后, 发现种植、

养殖和种养结合 3 种类型农场的收益率基本相当, 

分别为 54%、55%和 58%。养殖农场的绝对收益最

高为 527 万元 , 种植和种养结合型农场基本相当

(251万元和 208万元)。 

从农业补贴来看, 种植与养殖获得补贴的农场比

例在 50%左右, 种养结合获得补贴的农场比例高达

85%; 从补贴来源来看, 3种类型的农场 90%的补贴都

来源于政府, 行业协会占 5%~10%的比例; 从补贴形

式来看, 59%~68%的农场是以资金补贴, 23%~34%的

农场是以物资形式补贴; 还有 8%~12%的农场是以培

训方式获得的补贴; 从获得的补贴金额来看, 种植农

场平均为76万元, 养殖农场为 92万元, 而种养结合农

场为 107 万元。通常这些补贴是通用农业补贴, 并没

有针对生态农业方面的政策倾斜。 

3  生态农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3.1  生态农场相关生态化技术应用水平较低 

生态农场生产中由于少用或不用化学品所导致

的产量降低是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调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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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农场经营者也反映出农场在病虫草害防治方面

难以应对。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生态农场健康

生产体系的重建需要一定的时间, 另一方面也反映

出生态农场建设缺乏技术的强有力支撑。调查发现

生态农场对一些生态技术如沼液或沼渣使用、释放

天敌、配置林带/花带、引进豆科作物和间套作, 采

用率不足 25%, 而这些技术与病虫害防治和作物产

量都有很大关系。 

3.2  生态农场种养循环结合比例低, 一、二、三产

业融合度低 

生态农场的重要特征就是种养结合, 过去 30年

来我国养殖业走了一条独立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种

养逐渐分离, 给目前农村环境和废物循环带来很大

的挑战[7]。本次调查中有 32%的农场为种养结合生

态农场, 已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但与生态农场的

发展要求相比, 种养结合比例还比较低, 仍有 50%

生态农场为单一种植农场。对于种养结合的农场来

说, 种养匹配决定着农场能不能实现物质和能量的

循环, 一个优化的种养结构能够减少农场资源的浪

费, 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这也是评价生态农场生态

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 如何合理将种植和养殖

结合到一起, 即使在自己经营的农场中实现不了种

养结合, 是否可以考虑在村域、乡镇区域或者县域范

围内实现有效的种养结合, 真正实现物质/养分的内

部循环, 这在生态农场规划建设初期非常重要。 

另外, 80%的生态农场以初级农产品生产为主, 

农产品加工较少, 因此其产业链较短, 农产品附加

值较低; 农场-采摘旅游、农场-餐馆等一、三产业相

结合的经营模式在生态农场运营中采用也较少, 导

致一、二、三产业融合度低, 产业结构不合理。 

3.3  生态农场生产成本高、收益不稳定 

生态农场在生产过程中虽然减少了化肥和农药

的投入, 但为了确保养分供应和控制病虫草害, 农

场会增加有机肥料、生物农药以及黄蓝板、杀虫灯

和天敌等生物防控材料的投入。此外, 人工除草、

除虫, 堆肥、施肥等都需要额外的劳力资源, 因此生

态农场在人工和生物型生产资料方面投入均较高。

通过调查了解, 不同类型生态农场物质成本投入一

般都需要 200 万~300 万元, 另外人工成本也都比较

高, 一般在 100 万元左右。生态农场投入品以及人

工成本的增加均影响到了农场的收益。 

从收益情况看, 生态农场收益率表现出较大的

变幅, 反映出农场收益很不稳定, 有相当一部分农

场收益为负值, 如 123个种植农场中有 44个农场出

现负收益, 占比达到 36%。种养结合型 53个农场中

有 11个农场出现负收益, 占比也达到了 21%。这种

收益的不稳定必然影响到这些生态农场的长期稳定

发展。 

3.4  生态农场农产品销售普遍难, 未能实现优质优价 

由于生态农场投入成本较高, 直接导致产品售

价的提高。但目前我国对于生态农场产品的质量认

可度一般, 诚信度难以建立, 消费者在同样的情况

下倾向于选择售价更低的普通农产品[8]。同时生态

农场的产品产业链较短, 多未进行深加工, 这使得

它们在市场上只能以较贵的初级农产品价格销售 , 

销售量和经济效益难以得到有效提升。此外, 国内

目前尚无应用广泛、知名度高、可信度强的生态农

产品展销平台, 如线上销售 APP、线下销售门店网

络等。因此这些农场依靠自身力量开拓生态农产品

销售市场, 解决自身销售问题还存在相当的困难。

在此情况下农场为了维持运营不得不降低价格, 因

而未能实现优质优价。 

3.5  生态农场并未得到相应的政府倾斜性补贴 

农业补贴是“三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

的农业补贴主要有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补贴、农

资综合直接补贴等[9]。实践证明, 这些惠农政策起到

了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实效。从本次调研中

也可以看出, 生态农场均得到了补贴, 但所获补贴

和常规农场没有太大差别。与常规农场相比, 生态

农场使用化肥和农药少, 同时还在农场中采用了系

列生态农业措施, 投入较高, 并且可以带来相当的

环境效益, 因此更应得到国家政策倾斜和较多的补

贴; 农业是公益性程度较高的产业, 如果没有农业

政策的综合性保护, 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靠掠夺资源

来维持扩大再生产, 更不可能使生态农业得到真正

的普及和发展。目前亟需建立有效的以绿色生态为

导向的政策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 给予生态农场以

更多的补贴和支持, 这也是生态农场在发展过程中

需要及早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4  我国生态农场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建立和形成国家层面的由常规农业向生态农

业转型的顶层政策体系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近年来我国农业生态化

进程明显加快, 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重心

的农业绿色发展行动逐步展开 , 在有机肥替代化

肥、畜禽粪污处理、秸秆综合利用、耕地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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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启动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并初见成效。然而多

数行动是一种压力出现下的被动应急计划, 而非主

动升级作为。总体上目前我国还缺乏对常规农业转

型的迫切性认识, 具体由常规向生态农业转型的目

标、路径和战略还尚未确立。 

为有效推动农业的绿色发展, 应在深入分析和

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农业转型经验的基础上, 从顶层

建立和形成国家层面的推动农业生态转型的政策体

系, 完善和确立我国农业生态转型的基本法律法规, 

强化农业、环保等部门的环保生态职能, 形成国家、

省、县不同层次的相应政府协调管理机构, 并尽快

建立相应的来自科研院校机构的技术支撑体系; 完

善生态农产品认证及管理体系, 建立融合有机、绿

色、生态等为一体的产品标识体系, 绿色标志需要

提出化肥农药“双减”的具体比例, 鼓励发展生态农

业, 对生态农产品进行统一管理, 并实施生态补偿

制度; 启动新一轮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区)建设行

动计划, 切实从区域层次对农业和环境进行整体协

调布局和建设。 

4.2  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培训, 提高各级政府、农场

经营者及公众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从调查结果看出, 当前生态农场存在的一些突

出问题如种养结构不合理、生态技术缺乏、产品销

售困难、未得到倾斜政策支持等, 其根源是各级政

府和公众对生态农业的认识水平还很局限。各方只

考虑开发现存资源的见效快、产值高的项目, 很少

考虑到农业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只重视经济效益和

眼前利益, 未考虑环境效益和长期生态效益, 致使

那些保护资源、环境友好以及具备生态服务功能等

的生态型技术在农业生产中难以得到推广和应用。 

因此, 为了使生态农业发展实现根本性的提升, 

需要从上到下提高各级政府及公众对生态农业的认

知水平和重视程度。政府应把生态农业建设作为今

后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 积极制定促进生态农业发

展的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政策, 在全社会大力开展

广泛而有效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宣传工作, 全面提高

各参与方对生态农业的认识水平。 

针对广大农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对生态

农业认识淡薄等情形, 各级部门应通过主流培训平

台对农场经营管理及技术人员进行有计划的培训 , 

包括生态农场规划、先进生态技术交流、生态农场

示范等, 逐步提高生态农场经营者的技术和管理水

平, 培养一大批懂农技、善经营、会管理等综合技

能的现代生态农业经营管理人才, 努力提高农业从

业者的科技水平、生态意识和品牌意识。 

同时各地要通过政策引导, 支持生态农业企业/

农场与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合作, 一方面开展

产学研合作, 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另一方

面注重教育和培养年轻大学生及科技人员, 吸引他

们到农场来, 为生态农场长远发展积累软实力。 

4.3  建立生态农场建设和评估标准, 开展全国范围

的认定工作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历史比较短, 生态农场更是

一个新生事物。国家未来要发展生态农业, 生态农

场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实施载体, 需要开展生态农

场建设标准、评估及认定工作。在生态农场标准和

认定体系建立和完善过程中, 需要理顺标准体系中

的层级关系, 同时要将生态农场标准的建立与生产

活动紧密结合到一起, 生态农场建设还应与有机产

品、绿色食品、生态农产品等的认证联系起来, 这

样可以对农场环境、生产过程到产品标准实施全链

条追溯管理。同时在生态农场标准发布实施期间要

建立有效的认定和监督机制, 特别是低成本核查机

制的建立, 确保真正优质的生态农产品不受“劣币驱

逐良币”的影响。 

用传统方法对生态农场进行评估, 容易低估多

样化生态农场的综合效益。因此有必要建立全新的

评估指标体系, 例如: 长期生态系统健康、资源物流

去向、农业和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产

出的可持续性、生计的稳定性、真实的食物和营养

安全、农场主应对债务和气候冲击的生存力等。也

就是说需要建立的是衡量生态农业和可持续粮食系

统的指标体系。因此指标的构成应涵盖营养质量、

资源效率、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提

供和对于生计及公平贸易的影响等。评估体系的结

果可以作为给农民支持奖励和补贴的依据, 也可以

用来描述不同生产体系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这

些方法应进一步发展并且和政策制定联系起来, 以

便让常规化农业的外部成本和多元化生态农业体系

的外部收益都得到内在化, 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政

策制定者, 并用于教育消费者。 

4.4  制定生态农场推荐性技术清单, 推动国家实行

绿色生态农业技术补贴 

目前我国的农业补贴仍多基于普惠制, 近年来

针对水资源耗竭、耕地质量退化启动了一些生态保

护项目, 包括轮作休耕、黑土地保护等, 也大多属于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基本没有针对生态农场的建设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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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真正激励

生态农场发展的政策法规, 如统筹国家涉农补贴政

策, 取消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补贴政策, 调整建立环

境友好型农业的补贴优惠政策体系; 通过建立生态

农场推荐性技术清单, 引导各级政府对于实施这些

生态农业技术的生态农场进行专门补贴; 通过税收

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等获得资金对发展生态农场提

供应有的生态补偿, 并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规体系, 

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 做实生态补偿工作, 激励生

态农场切实转变生产模式和经营方式。 

4.5  借助“互联网+”, 建立全国范围的生态农产品

信息与销售网络 

当前, 在农业由追求产量向注重质量转变的过程

中, 农业生产端和消费端普遍存在巨大落差, 一方面

农产品销售难、价格波动大, 往往增产不增收, 另一方

面城镇居民对健康生态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扩大, 却很

难买到安全、放心、优质的农产品。由于农业生产数

据化、信息化、互联网化程度较低, 优质农产品的信

息难以传达给消费者, 导致优质无法实现优价。 

广大生态农场经营者 , 要借助飞速发展的“互

联网+”, 积极拓宽思路 , 抓住机遇 , 通过利用已有

电商平台或自主建立网络平台, 学习新知识, 宣传

和销售自己的农场产品, 省去中间商直接面对消费

者, 在增加产品销量的同时亦可达到提高利润的目

的。农场还可引进体验式消费、观光采摘和会员制

配售等方式, 满足消费者群体的需要, 促进生产方

与消费者的相互了解、沟通和互信。 

政府主管部门应引导和推动全国范围生态农产

品信息与销售网络体系的建立, 积极推广“互联网+

农业”技术、农业大数据技术和精准农业技术, 加强

生态农场的物联网建设, 以及农业信息管理系统、

生态农业专家系统、智慧农业体系以及生态农产品

质量的可追溯能力建设, 推行二维码、射频码等技

术应用, 使生态农场安全生产全程实现信息化、公

开化、透明化和可视化管理。 

4.6  加强基于生态农场的科研项目立项, 包括长期

定位试验、重大技术研发以及生态农产品开发

和推广 

在调查中, 生态农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

病虫草害的控制技术。现有的生态措施还不能完全

满足农场的需求, 依然需要研发新的技术。同时各

项生态措施普及率相差较大, 各地区农业部门应当

进行交流学习, 同时加强对本地区农场生态农业技

术的普及教育, 提高生态措施的普及率。 

除此之外, 还应加大生态农业的长期定位研究

及关键技术研究, 加大农业推广资金投入力度, 建

立健全多元化的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引导和鼓

励高校、科研机构、农业企业、民间组织等为生态

农场提供标准化生产、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技术服务

与决策咨询, 开展试点示范, 大力推进生态农业新

技术、新装备的研发, 以及生态农业轻简生产技术

等, 全面推进生态农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的产学

研合作, 切实提高生态农场的生态农业技术贡献率

和生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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