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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的生态化转型与发展生态农业新视野* 

林文雄, 陈  婷 

(福建农林大学农业生态研究所/福建省农业生态过程与安全监控重点实验室  福州  350002) 

摘  要: 本研究从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 分析了我国农业发展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并在充分吸收国

外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基础上, 提出了发展我国农业生态化转型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新

视野。讨论了现代农业生态学的主流思想及其在现代生态农业实践中的应用, 并强调应加强协作攻关, 探索一

套切实可行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技术体系用于生态农业建设与实践。特别强调在推进乡村振兴, 促

进生态产业化向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进程中, 应着力研究并建立适合各地实际的生态文明制度, 保证乡村生态

资源有效保护, 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转化, 为乡村产业兴旺, 农民生活富裕提供良好环境和经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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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of agricultural systems to ecologicalizaton and new vision of modern 
eco-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LIN Wenxiong, CHEN Ting 

(Agro-ecological Institut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gro-ecological 
Processing and Safety Monitoring,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we analy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a selected path for the transition of agricultural systems to ecologicalization. This new paradigm of 

developing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gro-ecology) in China was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full absorption of successful experi-

ences and lessons learnt from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ther countries. We also discussed the mainstream ideas of modern 

agro-ec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emphasized the strengthening 

of cooperation to tackle key problems and explored a set of practical and feasible environment-friendly and resource-conserving 

technology system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gro-ecology. Special emphasis and elaboration were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industrial ecologicalization. Moreover, we focused on research and establish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s suitable for rural actualization of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Therefore, promo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at effectively transforms ecological values to provide good environmental condi-

tions and economic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well-off farmers was critical for any success in this di-

rection. 

Keywords: Transition of agricultural system to ecologicalization; New paradigm of eco-agriculture;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

tion; Industrial ecologica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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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生态化转型(agricultural ecological tran-

sition)是指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个动态

的历史进程, 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

选择, 标志着一个特定时代的农业发展特征。纵观

世界农业发展 , 农业转型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 

即: (1)农业生产力保持长期的持续增长; (2)大部分

农民或农村家庭有持续的收入增加, 但也存在经济

发展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诸多问题, 制约着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 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绿色高质量发

展是农业生态化转型的终极目标。世界许多国家都

经历了农业的生态化转型, 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与教训, 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1  发达国家的农业转型与启示 

在经历了19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领土扩张和20

世纪早期化学肥料、杀虫剂、除草剂和作物杂交品

种等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之后, 美国农业生产力得

到了大幅度提高和持续增长, 使其一跃成为世界上

唯一的人均粮食年产量超过1 t的国家, 也是最大的

粮食出口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 如石油化能消耗大、能源利用率低、水土流失

严重、农业环境退化严重和农产品安全等, 促使美

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深刻反思, 并及时启动农业转型

研究与实践, 取得了重要进展。总结其行为轨迹, 作

者认为, 除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 美国在农业

转型过程中“以农立国”的政策基础、对农业科技的

重视与应用、特别是75%以上从事农业的工人或农

场主都是涉农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直接参与的社会化

专业服务体系, 农业与工业综合一体化、对农业支

持与生态环境等保护体系的完备, 促进国内农业生

产与环境生态的同步发展, 是其农业转型成功的经

验与重要路径。 

日本是一个自然禀赋不高的岛屿国家, 促使其

农业转型的原因主要有3个 : 其一是农村人口转移

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严重。据报道, 日本

60岁以上人口占农村全部男性就业人口的比例高达

70%以上, 60岁以上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女性劳

动力的比重高达65%以上, 可见日本老龄化问题十

分严峻。其二是贸易自由化导致农产品进口增加 , 

市场竞争加剧, 影响农业效益。其三是农业规模效

益低, 导致农产品市场国际竞争力不强。据报道, 日

本农业平均经营规模仅为2 hm2, 超过60%农户经营

规模低于1 hm2。可见日本农业仍然处于小农耕作, 

因此资源比较优势天生不足。面对这一问题, 日本

政府通过创新机制, 组织整合形成强大的农业经营

组织体系, 同时通过大型农业企业进行收购和合并, 

组建跨国公司, 以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

势。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或跨国公司凭借其拥有多

种产品和多家工厂的实力, 在农业生产资料供应、

农场生产、农业技术开发与服务等方面, 形成了产

业化的经营体系, 这些经营主体还拥有极强的创新

能力, 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农产品市场的挑战。此

外, 日本政府还通过国立、省立和私立院校和科研

机构三大系统组成的农业科研体系, 强化社会化的

专业服务, 保证农业生产高产优质安全生态, 增强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这是日

本农业转型的成功之道[1]。 

法国是欧洲农业的典型代表, 其自然禀赋虽不

富裕 , 但其农业产值却占欧盟农业总产值的22%, 

农产品出口长期位居欧洲首位[2]。历史上小农经济

一直困扰着法国的农业和工业现代化。二战以后 , 

法国政府始终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采取加

大支农投入等积极干预政策; 建立健全工业反哺农

业机制 ; 开展领土治理 , 推动土地适度集中 ; 发展

一体化农业, 推进农业专业化、商品化等措施, 到20

世纪70年代初顺利完成从传统小农经济到现代农业

的转型, 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仅用20多年时间就实

现了农业的历史性跨越[3]。然而, 正如马克思早年所

提出的论断, 当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农业不能

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 , 

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

外”[4]。在法国, 甚至是整个欧洲, 随着农业生产的

专业化和商品化的不断发展, 农业内部的分工细化

日益加强, 各种石油化能公司、食品公司、零售商

和超级市场蜂拥而生, 导致化肥、农药和机械燃料

等大量投入、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 爱农重商主义

思潮抬头和利润效率至上, 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恶

性竞争并伴随着环境污染加剧的封闭循环之中, 给

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挑战。它倒逼政府, 甚

是草根阶层开始思考如何重新设计一个涉及农业部

门甚至是整个食品生产供应产业链, 旨在解决农业

环境问题的完整制度。据此, 一场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化转型思潮和草根运动应运而生[2]。 

近年来, 为探索农业生态转型的可行性和远景, 

欧洲自然保护与牧业论坛(EFNCP, European Forum 

on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Pastoralism)设立了10年

生态农业项目(Ten Years For Agroecology Project, 

TYFA), 旨在把生态农业建成整个欧洲的主导模式, 

并且取得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这个计划从两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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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即垂直和水平的维度, 探索农业转型的路径与

技术要素选择。从垂直水平说, 要探索建立农业系

统与食品供给的关系, 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人们

对当下与未来食品安全生产与保证人民健康和生活

质量的关切问题; 从水平角度, 就是要探索解决农

业系统与当地环境, 包括乡村景观、农村活力、环

境服务、雇佣情况和社会结构等的关系问题。解决

问题的关键就是不搞一刀切 , 因为既然环境多样 , 

农业生产方式也应多样, 但目标必须一致, 即对环

境友好、产品生产与供给方式健康、短链高效、功

能多样、安全环保。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强调对

耕地低强度经营, 采用高比例自然植被, 多样化生

境布局[5]。 

从上述例子, 我们体会到农业转型的路径选择

关键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 农业资源禀

赋的差异性决定农业转型及其发展路径选择的不

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大量

的实证研究得出, 任何国家的农业增长受资源禀赋

条件的制约, 要有效降低资源禀赋的制约程度, 最

有效的方式就是技术变迁。化学生物技术和农作机

械化技术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两大模式。据此, 弗农

拉坦把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归纳为3种模式: 第1种

模式是机械化技术主导的发展模式, 适用于人均耕

地资源充足的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第2种模式是化学生物技术主导发展模式 , 主要适

用于人均耕地资源匮乏的国家, 如日本、韩国、以

色列等; 第3种模式是机械化技术-化学生物技术多

轨道发展模式, 主要适用于人均耕地资源相对均衡

的国家, 如法国、英国、德国等欧盟成员国。这3种

模式分别促进了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农业现代

化的快速发展[2]。近年来, 世界不少学者研究认为, 

从全球生态学角度讲, 工业化农业将把人类带入死

胡同。据报道, 全球农业中, 90%采用工业化单一化

农业种植模式, 作物品种多样性显著减少, 禾谷类

作物只剩下12种, 蔬菜作物只剩下23种。工业化农

业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化石能源, 占世界耕地

面积12%的工业化农业, 消耗了70%的农业用水, 水

分效率低, 生产1 kg牛肉需要消耗3.0万L的水分, 谷

物为1 500 L·kg1, 水果为1 000 L·kg1, 因此没有足

够的水分能够满足如此高额的水分消耗方式。据估

算, 全球农业即使都采用工业化农业模式, 也满足

不了全球人口对食物的需要, 因为依靠这一农业生

产方式所获得粮食只供我们食用的30%, 但却用掉

了全球70%的水分、80%的耕地和80%的石油化能。

因此采用这种高能耗水平的农业生产方式, 即使全

面满足其对资源与能耗的要求, 也只能养活50%的

世界人口, 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目前全世界还有34

亿人口遭受饥饿、营养不良和肥胖症的痛苦。工业

农业的提倡者也正是借着解决人类温饱问题的旗号

大做文章。但是实际上不少学者认为, 造成这种饥

饿很少与生产有关, 而是与贫穷和不平等有关。他

们认为造成饥饿的根源是食物系统受控于多国集团

公司。由于市场投机造成粮价一直居高不下, 致使

不少人买不起, 导致营养不良甚至饥饿, 一些大型

粮食集团往往因此创下利润纪录。这些粮食帝国集

团公司控制着粮食生产、技术要素和消费者的食物

数量与质量及其价格。因此生产者和消费者实际上

都是这种粮食系统的牺牲者, 即丧失了食物主权。

值得重视的是一些粮食跨国集团公司还与其他集团

公司形成联盟, 如他们与汽车、石油等公司交集形

成利益共同体。如17个国家用掉50%的世界能源, 其

他175个国家共享另外50%的能源。为了满足农业能

源的需要, 迫使一些国家发展并种植能源植物, 种

植面积约占全球2%的耕地面积, 造成严重的占地现

象, 其中非洲南部的Sub-Saharan地区种植这种能源

植物约占75%, 大大加剧了粮经作物的用地矛盾。更

有甚者, 这些集团大力研究并推广转基因作物, 促

进了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大量使用, 大大提高了工

业化农业的生产能力与效益, 减少了生产成本, 提

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

境问题, 包括生物多样性减少、产品污染、食物主

权丧失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迫使人们, 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人民深刻反思, 探索走出一条适合各国实

际的农业转型之路[6]。  

2  我国农业的成就与存在问题 

已如上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以单一化种植、

规模化生产、化学化促生、机械化操作、产业化经

营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工业化农业(也称“石油农业”或

“无机农业”)模式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兴起, 并迅速

在农业产出和经济效益上获得巨大成功。随后, 一

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 着力对本国传统农业进

行改造和提升, 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向现代农业

的转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业发展先后经历了

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时期 , 

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体制也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 , 

但其基本目标取向仍以西式现代农业为范式。尤其

是改革开放后, 中国农业开始在资源配置、生产技

术、品种结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与

西式现代农业接轨并取得了非凡成就 [ 7 ]。1981— 



172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19 第 27卷 

  

 
http://www.ecoagri.ac.cn  

2017年, 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由3.25亿t增加到2017年

的6.18亿t, 肉蛋蔬菜果鱼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人均

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31

元增加到 1.3万元 , 城市化率由 21.16%提高到

58.52%。但是, 在农业现代化迅猛发展的同时, 与之

相关的许多弊端和问题也接踵而至。主要是农业资

源利用率不高, 农业成本加大。同时环境污染加剧, 

农产品质量不佳, 影响人们的消费心理, 严重影响

市场竞争力。据报道,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农药使用

国, 2011年全国化肥施用量达5 704.2万t, 为世界化

肥总消费量的40%, 但耕地面积却只有全世界耕地

面积的10%[8-9]。目前我国平均1 000 hm2耕地化肥施

用量大于300 t, 单位面积耕地施用量为434 kg·hm2, 

是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的两倍(国际上限

是225 kg·hm2), 而美国只有100 t左右 , 印度约为

120 t。近几年, 我国实行“一控两减三基本”, 虽然化

肥使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是仍然居高不

下。可见, 我国化肥利用率不高,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

的《中国三大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研究报告》表明, 

目前我国水稻(Oryza sativa)、玉米(Zea mays)、小麦

(Triticum aestivum)三大粮食作物氮肥、磷肥和钾肥

当季平均利用率分别为33%、24%、42%。其中, 小

麦氮肥、磷肥、钾肥利用率分别为32%、19%、44%, 

水稻氮肥、磷肥、钾肥利用率分别为35%、25%、41%, 

玉米氮肥、磷肥、钾肥利用率分别为32%、25%、43%。 

此外 , 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正在威胁着1.2亿

hm2耕地红线。2014年4月17日由环境保护局和国土

资源局主导的全国土地调查公报称全国土壤总的

超标率达到16.1%, 约合100.8万km2。轻微、轻度、

中度和重度污染的点位分别为11.2%、2.3%、1.5%

和1.2%。其中约有1.3万hm2耕地受到Cd污染, 涉及

11个省市25个地区 , 而受到Hg污染的耕地约有3.2

万hm2, 涉及到15个省市21个地区。作者曾对福建

省9个地市城郊、平原和山区3种生态类型的土壤和

稻米的重金属污染状况调查研究, 结果发现, 土壤

和 稻 米 Cd 和 Hg 超 标 率 分 别 为 50%~82.4% 和

23.3%~78.5%, 其中稻米Cd超幅达27.0%~1155.0%, 

Hg超幅达10%~995.0%。总体而言 , 我国土壤重金

属污染状况: 耕地>草地>林地; 无机型污染重于有

机型, 而复合型污染较轻; 南方土壤污染状况重于

北方。 

在除草剂方面 , 2010年达268.7万 t, 同比增长

18.79%。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

倍。每年约使用175万t农药, 但是其利用效率不高, 

不到20%的农药被吸收。尤其是在我国农业的发展

过程中, 农牧结合重视不够, 导致各自成为农业环

境的污染源。据报道, 我国养殖动物每年产生27亿t

动物粪便, 大约为工业固体废料的3.5倍, 由于未能

充分合理利用, 造成农田和水体污染。特别是养殖

过程中过量使用添加剂和抗菌素, 造成畜禽尿液粪

便重金属和抗生素含量超标。有数据显示, 我国猪

粪检出的抗生素中浓度最高为四环素5.6 mg·kg1, 

河流总体抗生素含量高达303 ng·L1; 而意大利、法

国和美国分别为9 ng·L1、20 ng·L1、120 ng·L1, 加

重了农业环境的污染程度, 验证了国内有些学者提

出的“我国农业已从提供双重正外部性变成了制造

污染和食品安全恶化的双重负外部性产业” 的观

点 [10-12]。因此, 中央强调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 促进农业向生态化转型, 走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3  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新视野 

反思过去, 工业化农业为何如此盛行, 主要原

因还是缺乏系统思维, 同时也深受当时主流学派的

影响。第1种学派是基于De Carte的思想而提出的, 

这一学派主张打破整体详细研究不同组分功能的思

想方法, 之后许多科学家和农学家不断细化研究该

思想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应用 , 并取得了成功案

例。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忽视系统思维的重要性 , 

他们看不到系统的整体功能往往大于构成该系统的

各组分功能之和。导致夸大组分的作用, 最终系统

严重失衡的生态后果。第2种学派是基于达尔文

(Darwin)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不适者淘

汰的观点提出的。这种思想确实也影响了几代生物

学家和经济学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有竞争才

能出效益, 通过竞争才能淘汰劣势, 因而看不见在

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的协同 (cooperation)和互作

(interaction)现象要比相互竞争多得多, 生物多样性

是系统稳定性的前提, 协同演替, 互惠共生是系统

实现稳定平衡,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三种学

派是基于利比希(von Libergis)的限制系统生产力的

最小因子理论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学派认为要获

得最适宜的系统生产力必须克服最小因子的限制。

持这种观点的学派往往忽视了限制因子的表现特征

是系统深度功能失调(dysfunctions)的综合反映(或称

综合症状, symptom)。因此, 针对症状医治症状, 只

能产生更多的问题。换一句话说, 当我们控制了一

种限制因子, 系统将会产生另一个限制因子, 比如

增施化肥, 虽然产量跟着提高, 但当产量提高到一

定程度时, 就不再增高, 即产生报酬递减现象。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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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更换新的耐肥高产品种。但是化肥不断增施, 

会引起土壤酸化, 造成重金属污染, 从而影响土壤

微生物菌群结构, 多样性降低, 导致系统功能失调, 

土壤营养循环受阻, 影响土壤供肥能力。同时, 增施

氮肥, 往往也会提高植物营养器官中游离氮素含量, 

从而诱发昆虫害虫大量繁殖, 导致病虫害猖獗。于

是, 农药使用量也随之增加。这就引发了发展转基

因技术创制抗虫抗病抗除草剂品种, 创造出占世界

耕地种植面积65%的玉米、大豆(Glycine max)、棉花

(Gossypium spp.)和油菜(Brassica campestris), 导致

遗传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系统弹性降低, 

自我免疫能力下降 , 出现了农药与有害生物赛跑

(pesticide treadmill)现象。人们不禁要问这种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何时休？第4种思想方法是

基于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的, 马尔萨斯认为

人口增长大于食物增长, 如不缩小这种鸿沟就意味

着饥饿。持这种观点的学派认为, 解决饥饿唯一的

办法就是生产更多的食物。马尔萨斯理论对第一次

绿色革命起到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因为绿色革命

把通过提高产量来实现提高物质生产力看作高于一

切。工业化农业之所以如此盛行正是为了解决粮食

不足的鸿沟而摇旗呐喊, 发展迅猛, 迷倒众人。美国

就是这样在北部农场采用大量辅助能投入, 生产出

大量的食物, 由此缩小并满足南部贫穷农场生产能

力不足的鸿沟而被推崇的[13]。 

在我国还有很盛行的学派认为农业规模与效益

是呈正比的 , 主张产业资本下乡 , 扩大经营规模 , 

搞农业产业化, 提高农业效益。其结果是农民得不

到社会的平均利润, 反而给那些利益集团得到好处。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认为, 资本化农业必须依

靠土地和其他资源的规模化, 通过占有更大规模的

绝对地租, 来支付提高农业的装备系数、提高设施化

农业水平的巨大成本。从国际经验来看, 只有美加澳

这些殖民地国家才有大农业模式, 主要是通过外来

殖民者大规模占有原住民土地, 才能形成绝对地租

的总量增加, 由此来对冲掉资本化过程中的投入成

本。而在中国这样100%的原住民国家本来就人口众

多, 并且农业已经造成严重面源污染的情况下, 如

果听任资本集团推进这种大规模资本化的农业, 结

果就是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14]。但深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过去我们没有制定不断升级并

严格执行对农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所致的。实际

上, 环境要素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投入要

素, 按理说是要考虑其投入成本的。然而, 它与其他

要素投入不同, 环境容量的高效率利用, 只要是无

损污、科学合理地利用, 可以实现低成本或无成本

的循环利用, 如农业土壤的使用就是这样的。所以

有人认为土壤是一种特殊的资本, 特别是技术要素

投入越高, 即使在生产过程中对其产生污染的风险

越低, 其治理效率也越高, 使用成本就越低, 产品质

量及其收益则越高。但在农业相关制度缺失或执法不

严的情况下, 使用者往往无意识甚至逃避对环境要

素成本的投入核算, 以成本外摊形式来提高环境容

量的使用效率, 势必加大牺牲环境的代价, 这种增长

方式显然是粗放、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转变发展方

式。但是该如何转变或转型, 其具体路径该如何选择, 

这是值得认真考究的科学命题。  

作者认为我国农业的生态化转型应根据自然资

源禀赋和环境状况的实际, 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发展

路径。正如上述, 人少资源禀值高的发达国家可以

靠拉动一农来促变另外两农。而我国则必须三农协

调发展, 这就是国情。这几年, 我们强调适度规模经

营,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这些举措虽然也符合

现代农业发展方向, 但作者认为我们不能忽视我国

小农生产的基本国情。据第3次全国农业普查 , 到

2016年底, 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户的98.1%, 

其从业人员占总数的90%, 所经营的耕地面积占

70%, 种植的三大谷物面积占全国谷物总播种面积

的80%。2.3亿农户中 , 户均经营面积约为0.5 hm2, 

因此比日韩约2 hm2的典型东亚小国还有差距, 是个

超小规模的小农生产特征。因此, 要走具有中国特

色现代生态农业道路。同时要学习借鉴日本专业化

社会服务体系的经验, 通过托管、代耕、购买服务等

办法实现土地的适当流转, 以适度扩大规模经营。涉

农企业还可以向日本等国家学习, 组建强大的具有

现代科技、信息服务, 智能决策和市场竞争能力集团

带动区域农业创新发展。同时要根据区域环境多样性

特点发展适合产业, 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体系,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促进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5]。 

近年来, 西方各国发展起来的主流农业生态学

思想及其实践效果为我国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提供新

的思路 , 也给我们跨越“环境卡夫丁峡谷”, 实现农

业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

生产模式与技术路径[6]。现代生态农业就是利用生

态学概念与原理设计与管理的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 

它是一门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农业仿生学

(agricultural mimics)。包括3个方面内容: 首先, 它不

是一门通常所说的经验科学, 而是可学习可复制的, 

涉及人类和环境要素的系统科学。具体地说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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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就是应用生态学的生态因子的作用与反作用原

理、生态金字塔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生物生

态位原理、生物多样性介导的系统自动平衡原理以

及资源利用的生态经济学原理设计和管理农业系统, 

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其二, 包含一套用于提高

农业系统弹性(resilience), 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可

持续性的技术特性和实践规程。其三, 它还是一种

社会运动, 即寻找农业及其与社会联盟的推介新方

式。这也是一种适合在地条件、自下而上式的生态

农业模式能否得到政府和社会认可, 并实现食物主

权, 产生效益的重要技术转移路径[13]。它强调利用

生态系统内不同组分间正互作原理与技术, 探索建

立一个实现产量优化稳定的可持续农业系统, 进行

安全高效生态无污染生产, 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与效

益, 并强化公众参与和共享等社会生态农业联盟和

行动, 在追求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的同时, 重

视发掘新的农业多功能性作用, 即强调现代农业既

要重视安全食品生产 , 又要保护农业的生态功能 , 

满足提供生态服务的需要。在实践中强调要系统规

划先行、资源利用高效和田间与景观管理科学同步。

在进行区域生态规划时, 坚持应用“系统整体功能要

大于该系统所有单一作物生产力之和”作为首要原

则, 判断农业生态系统健康与否。同时要坚持系统

的协调性原则, 力求农业系统的生产潜力要与周围

景观环境相协调。在决策资源高效利用上, 强调要

借助生态学的物质循环再生和能量金字塔原理, 进

行农业生产布局与系统结构构建, 保证各种农业资

源要素的高效低成本使用; 特别要注重通过农业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科学保护和土壤、水分的有效

保持与再生来减少能源、水分、营养和遗传多样性

损失, 实现环境容量的持续无损高效使用; 同时强

调避免农业化学品和其他技术的不必要投入, 减少

外源合成物质, 不可更新资源(包括化石燃料)的过

度使用, 以克服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不良影响。

在田间与景观的科学管理方面, 强调通过推拉系统

的构建, 助推农田生态系统中有益生物互作和生物

多样性组分间增效作用的产生, 促进农业生态系统

的关键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 而不聚焦单一物种的

作用; 同时在区域景观层面上通过各种生态屏障和

生态廊道的合理布局, 保证生态系统内和时序水平

上保持物种和遗传资源的多样性; 重视通过提高功

能多样性(天敌, 拮抗物等)增强农业系统的免疫功

能, 并加强对病虫生物的生态管理而不是治早治了

的杀灭控制病虫害。同时, 重视对地方作物和畜牧品

种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增强对复杂多变生物和环境的

适应性和气候变化的弹性; 特别要注重通过加强有机

遗弃物(废物)的在地化资源化管理与利用, 重视开发

与使用有机肥, 提高土壤生物活性, 增强系统营养内

封闭循环, 为植物生长提供最有利的土壤条件, 保证

其生长健康, 产品优质, 环境安全[5,13,16-21]。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不少学者认为, 生态农业很

难大规模推广, 而且成效慢, 经济效益低。但在强调

农业结构性调整的今天 , 这种规模与效益的关系 , 

就变得复杂多样了。因为生态产品质量可以几倍高

于传统普通产品的效益, 而且几十公顷面积可以创

造出高于传统农业上百公顷的效益, 其案例比比皆

是。近年来各地发展起来的一些高效益生态农业新

的业态便是有力例证。如生态共享农场、田园生态

综合体、特色生态小镇、种植业+模式(水稻+虾养殖、

水稻+鳖养殖、水稻+再生种植、水稻+蟹养殖等)等

多业融合发展, 取得很好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作

者在福建莆田大洋乡瑞云村开展稻田生态恢复与有

机栽培研究, 首先恢复重构田园生态系统, 通过设

计并引入计划内生物和关联性生物, 大大提升了系

统生物多样性, 并借助特异生物作用对境内灌溉水

从源头控制, 过程净化和过程拦截以提高农业用水

的质量 ; 通过在稻田周围建立生物推拉系统

(put-push system), 进行害虫和天敌的迷向诱导和差

异驱赶 ; 通过对稻田土壤投放泥鳅(Misgurnus an-

guillicaudatus), 并控制化肥使用量 , 增施有机肥以

改良土壤, 提高土壤生物活性, 改善土壤供肥能力, 

推广种植一种两收的再生稻和冬季轮作豆科绿肥作

物。5年来基本不用化肥农药, 增施有机肥, 土壤自

然肥力不断改善, 系统生态功能得到有效恢复, 生

物多样性明显提高, 天敌和害虫关系得到有效管理, 

生产成本明显降低 , 农产品数量与质量持续提高 , 

生态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采用种植业加休闲观光、

亲子体验, 一产三产化融合发展, 打造出再生稻米

品牌产品, 经济效益成倍提高, 技术转移效果显著, 

受到当地农民和政府的欢迎, 业已成为重要的生态

农业推广模式, 并得到FAO的认可与推介, 取得显

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22]。 

近年来, 不少地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加大各

种资本与资源要素的投入, 修复污染环境, 还我绿

水青山, 增大环境容量, 提高生态产品数量与质量, 

以充分满足现代人对生态服务的需求, 取得了显著

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提

供了新的思路, 也添加了新的亮点。过去我们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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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定义比较狭隘, 认为产品是一种有劳动对象、

并经过劳动加工而获得有价值的产品, 没有经过劳

动加工的产品就不叫产品, 也没有价值。因此对生

态环境资源就很难理解是一个有价值的生态产品 , 

更谈不上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入理解与

自觉行动。据此, 国内不少学者从多个层面研究实

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与运行机制。强调从国家层

面应根据生态功能区规划, 代表受益人民对于提供

生态产品服务的地区, 采用中央财政予以购买。地

区间层面则应采用生态补偿的制度, 来保护或改善

生态环境, 增大环境容量, 保证优质生态产品质量

以惠及流域内的人民。对于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服务

的地区, 国家可以根据环境容量确定合理的初始分

配量, 然后特定地区可根据国家给定的初始分配量, 

通过出售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和碳排放权等生

态产品交易 , 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与效益实

现。此外, 生态产品还可以通过制度设计, 鼓励对污

染环境进行修复, 而修复后的环境资源则转化为优

质的生态产品, 从而实现环境资源变优质生态产品

的溢价效益。投资人可因此得到一定比例的生态产

品交易量, 以此作为鼓励, 从而实现投资人的经济

效益。成都府南河治理就是典型一例。由于污染河

流治理好了, 两岸土地升值, 从而实现生态产品的

溢价效果。一些学者还通过设计三级市场, 来实现

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他们把乡村资源性资产通过

集体内部协商定价, 以此作为一级市场, 进行货币

化或资本化运作; 然后通过村级资产管理公司招商

引资这个二级市场进行统一谈判, 一旦完成对资源

性资产的二次定价和公平交易, 就可以进入三级市

场的运营阶段, 即把原有资源性资产进行细分作股

投资, 发展生态产业, 促进生态产业化向产业生态

化发展, 以保证资源性资产所有者的长期稳定可持

续利益。这种以金融替代财政的做法, 既可以防止

政府负债率杠杆率过高, 又能有效撬动过剩的金融

资本, 保证农业生产绿色安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总之, 我国已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其实质就

是生物多样性, 现代农业也将带有这个时代特征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迅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需要继续努力。当前我们应加强协作攻关, 探索一

套切实可行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技术体系

用于生态农业建设与实践。与此同时, 在推进乡村

振兴, 促进生态资源产业化向产业生态化的进程中, 

应着力研究并建立适合各地实际的生态文明制度 , 

构建治理有效和强有力的乡村组织, 保证乡村生态

资源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 促进生态产品研发与价

值转化 , 为兴旺乡村产业 , 壮大集体经济 , 实现生

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和农民生活富裕提供

良好的环境和经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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