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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中国生态农业发展分析* 

高尚宾, 徐志宇, 靳  拓, 魏莉丽, 居学海, 习  斌, 薛颖昊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北京  100125) 

摘  要: 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分析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必要性, 并就目前的生态农业发展现状进行反思, 剖析农

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供需不平衡等多方面的压力, 指出发展生态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举

措, 市场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客观要求, 解决农业生产所面临资源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 以及对发达国家农业持续发

展经验的理性借鉴。在对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反思的基础上, 提出“七个一批”的发展建议, 即编制一批发展规

划、出台一批扶持政策、培育一批生态产业、发展一批生态农场、壮大一批生态农庄、培养一批生态农民、构建

一批信息平台。以此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农村环境宜居及农业产品的多样化、优质化, 更好满足城乡人民群众对农

产品安全优质、营养健康的消费需求, 同时提升生态农业“养眼、洗肺、悦心”的生态价值,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农村增绿, 为更好促进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世界性的农业清洁生产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乡村振兴; 生态农业; 绿色发展; 农业转型发展; 七个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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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co-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GAO Shangbin, XU Zhiyu, JIN Tuo, WEI Lili, JU Xuehai, XI Bin, XUE Yinghao 

(Rural Energy & Environment Agenc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125, China) 

Abstract: We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eco-agriculture in China based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thought the pro-

gress of eco-agriculture and analyzed the pressures on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cours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ment of eco-agriculture in China.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developing eco-agriculture was a key measur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lso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changes in market demand and the inevitable choices of solving the pressure on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were critical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inally, there was a rational reference on experiences learned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the rethinking of eco-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develop-

ment proposals of “seven batches” were put forward. These included 1) drawing up a batch of development plans, 2) issuing a batch 

of supporting policies, 3) cultivating a batch of ecological industries, 4) developing a batch of ecological farms, 5) strengthening a 

batch of ecological granges, 6) training a batch of ecological farmers, and 7) building a batch of information platforms. It was helpful 

to realize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industry, livability of rural environ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and high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also better met the demand of the peopl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safety, quality, nutrition and healt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eanwhile, it enhanced ecological value of “keeping the eyes, washing the lungs and pleasing the heart” and of 

eco-agriculture. It also promoted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increased farmers’ income and increased rural greening. It further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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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Eco-agri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Seven batches”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 实现农业生产

的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改善 , 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 2014 年

全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循环农业现场交流

会上 ,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提出要把生态循环

农业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

重要抓手, 以实现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

化、废物利用循环化、环境影响无害化, 为全面推

进生态农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目前, 中国处

于农业生态转型关键时期 , 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

台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新步伐, 农业发

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实现了农业

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 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

资源环境、供需矛盾等问题。尤其是十九大明确提

出新时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 矛盾的转变对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 清洁生产和绿色生活已成为民心所向。因

此 ,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从产业振兴和生态

振兴角度出发 , 在统筹全局发展的同时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 把绿色、有机放在突出位置, 大力推进

生态农业的发展。 

1  发展生态农业是新时代推动农业绿色发

展的必然要求 

1.1  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

策, 坚持重中之重战略地位, 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农业生产环境是乡村生态环境的主体部分。推

进生态农业发展, 走绿色发展之路, 是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应有之义, 也是乡村振兴的客观需要。生态

农业的蓬勃发展将助力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未

来。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一起融合到农业发展道

路上, 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求之一。现代

生态农业作为整个农业产业的核心和支柱, 对自然

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降到最低 , 是集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一体的, 生态农业的蓬

勃发展将助力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未来, 有效

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还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

生态产品和服务, 实现环保与发展双赢的目标[2]。同

时, 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会带动能源创新、生态维

护、环境保护、土壤改良等等一大批产业的发展, 从

而形成对整个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进一步促进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1.2  是市场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客观要求 

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增长 , 农业

农村作为产业和生态的重要载体 , 其地位更高、作

用更大 [3]。新时代下 , 安全、绿色、健康、多元将

逐步成为中国消费者对农产品和各种农业新业态

的新要求。城乡居民不仅需要农业提供种类更多、

品质更高的农产品 , 还需要提供生态和文化供给 , 

比如 , 更清洁的空气、更干净的水源和更怡人的风

光。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 人群结构的变化导致消

费者对农业需求发生变化。这种新变化和新要求 , 

也将推动中国农业生产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

绿色、健康、多元的农产品、涉农服务和各种涉

农新业态。以前没饭吃 , 吃饱就很不错 ; 现在温饱

了 , 就开始想着吃好、吃出健康。新时代就要求

农民把优质优产摆在重要位置 , 其对农业生产也

提出新需求 , 生产更多更好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

以切实满足消费需求。当前 , 农产品供给大路货

多 , 优质、品牌农产品不多 , 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

快速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推进生态农业发展 , 

实行农业生产过程清洁化 , 提供更多优质、安全、

特色农产品 , 促进农产品供给由主要满足“量”的

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 , 同时提供优美

生态环境。  

1.3  是解决农业生产所面临资源环境压力的必然

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巨大成

就。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主要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经

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 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趋势

尚未有效遏制, 绿色优质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供给还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单纯注重经济

效益的农业高投入发展模式对环境、生态和资源的

重视不够, 已导致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 化肥、农

药过量使用较为普遍, 畜禽粪便、秸秆、农膜资源

化利用率总体还不高, 农田、草原、渔业等生态系

统退化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农业生态服务功能弱化, 

使农业发展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据世界银行最新

统计, 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

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8%~12%[4], 粮食产量增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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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时, 相对应的化肥增幅却高达 1 100%, 化肥对

增产的效用明显递减。以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为主

的发展道路,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成为提高农业

产出的重要途径 , 已使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

出。与此同时, 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工业污染和城市

生活污染向农村转移, 也给中国农业生态环境构成

了严重的威胁, 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因素。从目前中国农业生态系统资源与环境承载

力现状来看, 为了实现保障农产品供给和改善生态

环境两大目标, 就必须加快农业转型, 大力发展生

态农业。 

1.4  是对发达国家农业持续发展经验的理性借鉴 

国内外农业绿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农业

发展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挤占农用地。从农业进程来看, 欧美等农业发达

国家的农业发展都经历了效益低下的石油农业—以

高投入高产出为特点的资源消耗型农业—低投入高

产出可持续的高效现代化绿色农业, 是在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的同时, 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环境的

污染、对农业生产自身产生的污染加重, 经历了污

染、关注、防治、保护农业环境的过程, 大约历程

40余年。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40年, 社会经济飞

速发展的同时农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

大, 也到了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阶段; 从农业

补贴来看, 国外农业补贴是由价格补、直接补贴再

到农业生态补偿。目前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尤其是

2015 年开始转变, 如实施草原奖补政策、耕地质量

保护与提升补助、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补助等, 同

时农业补贴逼近“黄箱政策”的“天花板”, 亟需用生

态补偿替代先行的农业补贴政策。 

2  对生态农业发展现状的反思 

事实上中国生态农业是在反思石油农业和工业

化农业的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目

前我国在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试验示范、推广普

及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5], 但不可否认 , 还

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对生态农业发展的不断反思

与总结, 认识并改进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中

国的生态农业才能稳步向前发展。 

2.1  对农业发展观的反思 

生态农业的发展, 是要求继承和发扬传统农业

技术的精华, 对整个农业技术体系进行生态优化[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

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主攻方向。王金南院士[7]指出, 中国用 40 年的时间 

基本上完成了发达国家 100 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发展进程,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 

另一方面也只用了大约 30年的时间“集聚”和“爆发”

了发达国家 100 多年的环境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当

前我国的环境问题, 不但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和老百姓的健康, 还可能会影响执政党和

政府的公信力, 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现在农产品供求总量矛盾大为缓解, 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条件具备、要求紧迫。推动农业绿

色发展, 必须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

引, 加快转变思想观念和发展方式, 着力创新体制

机制和政策措施, 回答好农业发展“依靠什么”“产出

什么”“留下什么”“贡献什么”等问题, 变革农业空间

布局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生产管理方式, 走空间

优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稳定的中国特色

农业绿色发展道路。生态农业具有节约、高效、清

洁、优质、持续等典型特征, 它强调农林牧副渔生

产结构合理化、投入减量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废

物利用资源化、产品质量安全化, 强调农业的生态

服务功能, 将农业发展方式由“两高一低”(资源高消

耗、废弃物高排放、物质能量低利用)转变为“两低

一高”(资源低消耗、废弃物低排放、物质能量高利

用)。在中国石油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的历史阶

段, 发展生态农业还要充分吸收现代文明成果, 运

用高新技术、科学管理、现代装备、组织经营方式

创新等改造和升级传统生态循环农业, 使其成为现

代农业的重要形式和现代文明成果应用的重要载体, 

实现从某些环节间循环到全产业链循环的升级, 从

农业产业内部循环到一、二、三产融合的突破, 从

小生产到适度规模化发展的跨越。 

2.2  对生态农业功能定位和现实要求的反思 

在实际生活中, 生态和发展往往是需要平衡的

一对矛盾。对于生命来讲, 生态环境的完好是生存

的基础, 对农业来说, 良好环境是农业发展的根本。

一方面发展生态农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但在我国的许多农村

地区, 把生态与经济严重对立的思想一时难以改变, 

生态优先并未得到切实落实。在目前大环保压力之

下, 有的地方采用一些生态农业措施是为了解决一

些急迫的环境问题, 比如秸秆问题、畜禽粪污处理

等问题, 而不是从发展生态农业角度进行长远规划

和系统谋划, 没有理解和掌握生态农业的精髓, 生

态农业发展还没有进入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战场 , 

更未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

面是农产品价格方面的因素, 也使生态农业发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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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过程与预期目标相差较大。当前优质、绿色、有

机农产品优质不优价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农民费时

费力高成本投资建设的生态农业基地供应的有机、

绿色农产品价格普遍偏低, 仅仅依靠种植业的发展, 

难以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益。生态农业成本内部化

而未转化成生态农产品附加值, 使得生态农业生产

投资者未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补偿, 而从生态农业

正外部性受益的人民群众未付出成本, 使得生态农

业发展的付出与回报不呈正比。 

2.3  对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的反思 

当前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已经公布, 但具体的

配套措施还需进一步细化实化, 以往的涉农支持政

策和技术装备等尚不能很好地适应生态农业发展的

需要。一方面是缺少支持政策, 2004年以来 10多年

的增产导向支农政策, 成功支撑了粮食生产“十四连

丰”, 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态保育和环境治理。

生态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近年来政府也较为重视, 

区域生态补偿、林业和草地生态补偿的政策也取得

了一些成功经验, 但有关生态循环农业规范生产、

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不多, 对种植业、养殖

业以及生态循环农业, 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保障农业产能为目的农业生态

补偿政策很少。生态农业仅仅依靠传统的推广方式

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缺技术

装备配套 , 高产目标导向下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品

种、种养技术、设施装备等方面已经形成比较成熟

的技术体系, 生态农业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

需要包括农学、林学、畜牧学、水产养殖、生态学、

资源科学、环境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

的支持, 需要从系统、综合的角度对生态农业进行

更加深入的研究 , 特别是不同要素之间的耦合规

律、结构的优化设计、科学的分类体系、客观的评

价方法等。但是目前的研究往往是单一学科的, 学

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不深入 , 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 ,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更缺乏配套的技术、装备以及工

程标准等。 

3  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通过上述反思不仅要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农业的

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还应意识到任务的

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着眼生态振兴战略大力

推进生态农业发展,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同时开

发生态农业多种功能, 推进其与旅游、文化、康养

等产业深度融合, 提升生态农业“养眼、洗肺、悦心”

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和文化价值[8]。 

3.1  编制一批发展规划 

2018 年 9 月 26 日,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正式发布,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重点

谋划, 细化了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部署了重大工

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 描绘战略蓝图、强化规

划引领, 是指导各地区各部门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

纲领性文件。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做好生态农业

产业发展规划, 强化规划引领作用, 各地区各部门

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加强

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 形成城乡融合、

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各地要因地制宜, 

按照生态生活生产空间融合发展理念, 将各具特色

的生态农业发展规划融入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中, 打

破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的问题, 对城乡空间进行优化, 

明确管控和发展要求, 为生态农业、环境保护、土

地利用提供指导性意见。在生态农业规划内容上规

划要把种植业、养殖业、工商业和农田、村镇、能

源等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把发展农村经济同保护生

态环境结合起来, 对一定范围的生态农业建设的近

期、中期与长期的高效、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做

出战略部署, 提出具体目标任务和发展对策。 

3.2  出台一批扶持政策 

强化政策引导和制度供给, 是推动生态农业发

展的迫切需要和持久保障。紧紧围绕建立健全生态

农业持续发展的机制体制和政策体系, 重点抓好制

定配套文件、政策等, 完善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框

架和政策体系。在国家层面出台促进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的指导性意见, 明确财政、税收、土地、

金融等支持政策。尤其是要出台一批支持生态农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和落实

国家相关政策。加强生态产业市场秩序监管, 制定

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统一标准规范, 实行标准化生产

和全过程化控制, 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农业生

产资料的使用方面 , 加强对使用品种和量的监管 ; 

对废弃物的规范处理方面, 支持引导全量化、资源

化再利用; 建立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把农业生产

与生态环境保护相挂钩, 把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以及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纳入农业清洁生产技

术补贴清单, 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3.3  培育一批生态产业 

长期以来的生态农业仅仅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

技术或高效农业技术进行试点示范、推广应用和理

论研究 , 事实上 , 生态农业应该是一种产业 , 一种

生态产业。新时期, 下好生态农业发展这步棋,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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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并进, 把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展“生态+”模式, 做大做

强生态产业。注意发掘和拓展生态农业在历史传承、

文化体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多功能属性, 把农村

农业的生态价值充分释放出来。从绿色产品投入开

发、清洁生产设备、农产品加工包装等产业的延伸

支持生态农业发展。改造提升农村传统产业, 开发

绿色投入品, 与绿色生产相适应的清洁生产设备等

延伸产业链, 提高农业产品附加值, 为市场提供多

元的产品供给。 

3.4  发展一批生态农场 

作为生态农业的一种业态, 生态农场已成为生

态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生态农场主要是通过对资

源和能源利用的整体性规划、设计和实施来提高整

体生产率, 避免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平

衡的破坏。根据各地的优势特色产业进行专业化标

准化生产, 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现代生态农业新技

术, 建设高标准的生态化农场。打造种、养、农田

景观相结合的生态农业综合体, 绿色消费带动, 满

足大多数城乡居民对美好环境的向往, 对放心食品

的追求。重点在现代农业示范区、畜禽养殖优势区、

设施农业重点区等区域, 因地制宜、统筹规划, 以生

态农场(园区)为实施主体, 综合考虑农业产前、产

中、产后关键环节, 集成应用农药化肥减量增效技

术, 减少化学品投入量, 实现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 

3.5  壮大一批生态农庄 

近年来农业生产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 农民持

续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 迫切需要节本增效、大力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9]。而

乡村振兴落实在基础相对薄弱的农业, 主要通过重

点壮大一批生态有机农业农庄, 发展休闲旅游观光

产业。充分发挥气候环境和土地资源优势, 以提供

参与乡村生活、体验农场生产为目标, 以新型经营

主体为主导, 发展功能多元、特色突出的服务性生

态农庄, 突出其社会功能和环保功能。集生态、观

光、体验等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农庄, 以城市居民带

动农村农民的美丽乡村发展观光农业、乡村旅游 , 

最大限度发挥生态效能, 挖掘经济潜能, 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同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平均

寿命也在上升,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 在生态农

业, 特别是生态农庄中加入养老元素, 将是生态农

庄发展的又一条新途径。规划合理的生态农庄可以

让老人回归田园生活、回归市井趣味、回归乡村情

趣, 老人们在城市工作的经验、眼界、理念也将会

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和治理有效。 

3.6  培养一批生态农民 

生态农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 作为生

态农业行为主体的农民或者新型经营主体不仅具有

实施生态农业的生态意识, 而且懂得生态农业建设

的方法, 因此要培养一批具有农业生态环保意识的

农民、掌握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的农民、懂得生

态农场经营的职业农民, 既了解农业、农村、农民, 

又了解市民对生态、食品安全的需求, 还会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营销的职业经理人以推进生态农业可持

续发展。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等途

径, 加强农业绿色发展的科学普及、舆论宣传和技

术推广, 尤为注重现场示范、田间教学等方式培训, 

加强规范管理、政策扶持、跟踪服务, 支持其发展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发挥新型职业农民引领

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作用。 

3.7  构建一批信息平台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是以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平

台为基础, 充分借鉴和发挥共享经济优势, 建立生

态示范农场产地环境、资源消耗、农产品追溯、消

费者服务信息一体化的综合信息平台。要完善政府

信息公开公布机制, 实行黑白名单制, 依法及时公

布生态农业发展的相关信息, 并建立第三方监测、

预警、信息公开等链条式服务平台, 以此为着力点, 

做好农业资源环境的基础建设[10], 及时发布农产品

产地的生态环境状况、生产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 , 

以引导生产者正确从事农业生产, 保障消费者的对

生态环境状况和农产品安全性的知情权、选择权和

投诉权, 以此倒逼农业生产者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 以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升级。同

时建立生态农业的产业联盟, 整合涉农支持单位的

资源, 组织化、协同化发展, 为生态农业健康发展提

供新动能; 集聚各类科技创新资源, 为生态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创新发展提供全链条服务的新型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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