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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日本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有

机农业和环境保全型农业为主要路径的农业绿色发展模式。通过创新组织机构、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强化优良

案例的引导作用等主要举措, 在体系建设、政策支持、生态农户认定、化学品投入减量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本文采用归纳法系统梳理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相关组织机构创新与法律法规体系的演变, 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对

比优良案例的成功路径与主要经验。研究发现, 首先, 日本通过社会团体、议员联盟、有机学会等组织机构的创设,

逐渐形成了官民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其次, 行政主管部门不断完善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 逐步构建了较

为精准的法律法规支援体系。同时, 为了鼓励和激励农业经营主体选择绿色生产行为, 日本农林主管部门设置了具

有日本特色的各项荣誉, 涌现出众多的优良事例, 为日本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尽管

如此, 日本农业绿色发展整体规模在国家农业布局中仍属小众化产业, 虽然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普及率实现了较大幅

度的增长, 但仍然面临生态农户数量不断萎缩、绿色农产品溢价空间有限、有机农业规模与认证面积相对较小等

现实难题。为应对上述挑战, 日本采取了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积极推进有机农业国际化发展; 立足“产消连携”,

创造地域环境共生产业链等创新路径。基于此, 对我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明确农业绿色发展路径,

建立化学品投入减量化技术标准; 制定生态农户认定制度, 培育农业绿色发展接班人; 重视发挥社会学术团体的功

能与作用, 营造农业绿色发展法治化环境; 立足优质农产品“地产地消”, 构建绿色农产品全国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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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a green perspective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Since the 1970s, a green development model for agriculture has gradually formed in Japan, with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griculture  as  the  main  paths.  Japan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system  construction,
policy support,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farmers, reduction of chemical input, and other aspects by undertaking sever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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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the  innovation  of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legal  system,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  guiding  role  of  excellent
cases. The inductive method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to systematically determine the innovation of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evolu-
tion of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apan. Additionally, the case study method was used to
summarize and compare the successful paths and main experiences of some excellent cases. We found that, first, a coordinated pro-
motion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officials and citizens has gradually formed in Japan up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groups, parlia-
mentarian  unions,  organic  societ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Second,  a  more  accurate  support  system for  laws  and regulations  has
gradually been built by compete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under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Meanwhile, various honors with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set by the Competent Depart-
ments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in Japan to encourage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business organizations to choose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many excellent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s have emerged and they play a good demonstration and leading role in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Japan. However, the overall scale of organic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g-
riculture  in  Japan  remains  a  niche  industry  for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layout.  Although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griculture has increased considerably, Japan still faces some realistic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ecreasing number of ecologic-
al farming households, limited premium space for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relatively small scale and certification area of or-
ganic agriculture. To cope with these challenges, Japan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cultivat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act-
ively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addition, Japan has explored many innovation paths, such as
creating regional environmental symbiotic industrial chains based on the idea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green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irst, clarify-
ing the path for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the reduction of chemical inputs; second, for-
mulating 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farmers and cultivating successors to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r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academic groups for giving full play of their roles and functions to create a legal environment for green de-
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fourth, building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for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those products with good
quality and based on the idea of “local production for local consumption”.

Keywords: Green development; Japan; Organic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griculture; Ecological subsidy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

对立统一的关系, 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

证关系 , 彰显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念, 为我国走

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

向 [1]。“两山”理论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

和高效生态的现代化发展, 这一思想对当今中国具

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2]。在经过多次阐释

和深化之后 , 2015 年 3 月 , “两山”理论被正式写入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不仅成为

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 同时也是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3-4]。尽管我国

仍然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 仍然要正视农业生

产中化学品投入过量的实际情况, 仍然要面对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 但农业绿色发展已经成

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向, 不仅

事关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成败, 同时也是全面落

实绿色发展理念, 提升农产品品质, 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舌尖上安全”的必然选择 [5-6]。因此, 探寻农业绿

色发展的有效路径, 构筑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 增强

消费者对国产优质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的信心

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日本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 , 也遭遇

了环境污染问题的困扰, 这是因为震惊世界的八大

公害事件中有 4 件发生在日本。伴随着工业化而来

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方面使日本的食品安全与农业

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另一方面也为日本转变

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实施农业绿色发展战略提供了新

的契机。虽然中日两国农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 , 但
就农业经营体制而言, 两国同属于东亚小农制经营

体系, 同样面临农业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农村

可持续发展问题, 农业绿色发展是中日两国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共同追求。尽管日本解决农业环境问题

同样遵循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路径, 但其通过

组织机构创新、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创设生态农户

认定制度、奖励优良经营事例等一系列措施, 已经

确立了以有机农业与环境保全型农业为核心的农业

绿色发展路径与机制。同时, 积极与国际接轨, 推进

有机农产品国际认证认可, 实施高端优质农产品“走

出去”战略 ,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农业的衰退 ,
维持了农村的存续。

 “两山”理论提出以来,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

著提升, 农业绿色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但化肥和农

药过量投入的现象仍然存在,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任

务仍然严峻 , 守护国民的食品安全仍然任重道远。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在第四部分在聚焦产业促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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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发展方面明确提出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强调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深入推进农业投入品

减量化, 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开展农业绿

色发展情况评价”等。为此, 总结日本的相关经验与

教训, 对我国构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

产体系, 早日确立农业绿色发展的特色路径, 满足人

民群众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以农业绿色发展为视角, 尝试解读日本农业绿色发

展的具体路径、主要成效及现实挑战, 为推动我国

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探索从“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路径与机制, 助力国家“双碳”战略提供有

益的启示与建议。 

1    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文献综述

本文从以下 5 个层面梳理研究日本农业绿色发

展的相关文献。第 1 个层面 , 探讨日本有机农业的

具体形态、定义与标准、“产消连携”理论的开展。

宫崎猛[7] 通过对比美、英两国有机农业的定义, 分析

美国有机农业发展的成效, 认为日本有机农业的早

期发展模式类似于美国的低投入农业, 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思考如何制定激励政策推动有机农业的进一

步发展。足立恭一郎 [8] 根据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提

出的“产消连携”十大原则, 从定义和目标两个视角对

有机农业原本的含义进行了重新梳理, 结合当时日

本各地有机农业生产与认证标准泛滥的问题, 认为

应当效法美国建立严格的处罚措施并积极同国际认

证标准接轨 , 推动日本有机农业良性健康发展。波

夛野豪[9] 以“产消连携”理论为基础, 从组织成立形态

和组织运营形态两个视角出发, 分析消费者团体和

生产者团体彼此互动、相互提携的多样化发展过程,
认为日本农业协同组合 (简称“JA”) 和日本生活协同

组合 (简称“CO-OP”) 应当在有机农业“产消连携”的

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 2 个层面 , 分析日本有

机农产品的认证制度与流通体系。永松美希[10] 以日

本地方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为考察对象, 重点分析

了首都东京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与销售情况。通

过与农林水产省制定的有机农产品标识制度相对比,
认为缺乏统一的认证制度将会引起各地区之间的恶

性竞争, 将会阻碍日本有机农业的良性发展。波夛

野豪[11] 认为在日本颁布统一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

之后, 应当思考构建区别于一般农产品的有机农产

品流通体系, 建设有机农业全国统一大市场, 进一步

克服早期“产消连携”运动带来的有机农业的特殊

化与地区认证差别化等问题, 力争将有机农业打造

成全体国民能够信赖和支持的产业。第 3 个层面 ,
侧 重 研 究 有 机 日 本 农 林 标 准  (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JAS) 认 证 制 度 的 国 内 认 同 与 国 际 互 认 。

小川華奈 [12] 梳理了日本有机 JAS 认证体系的概要 ,
列举了国内外有机农产品认证的相关机构, 认为与

国际接轨的有机 JAS 认证制度有利于提升日本有机

农业的可信度与知名度, 今后政策关注的重点应当

是持续强化增进消费者的理解与支持, 降低有机检

查和认证的费用等。小川華奈[13] 从消费者的购买认

知出发, 通过分析兵库县明石市的消费者问卷调查

数据, 明确了消费者对有机 JAS 认证标识的认知度

与信赖度, 认为今后的有机农产品应当重点围绕口

感、健康、环保 3 个方面展开。横田茂永[14] 详细对

比了日本与欧盟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 发现在法

律体系与认证流程等方面两国存在一定的区别。认

为作为世界上有机农业的先进地区, 欧盟的认证标

准值得日本借鉴。第 4 个层面 , 解读有机农业与地

域振兴之间的关系。宫地忠幸[15] 将有机农业嵌入地

域农业振兴的视角当中, 通过梳理发展历程与制度

演变, 分析东京都、北海道、熊本县等有机农业发

展现状与普及等现实问题, 认为日本有机农业的‘点’
的发展已经形成, 但是距离到‘面’的发展仍有很大差

距, 提出了应当重视有机农业面临的农户经营危机,
通过出台新的支援政策推动法制化发展。第 5 个层

面 , 重点关注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富岡昌雄 [16]

认为, 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进是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

农业政策当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熊澤喜久雄[17] 认

为环境保全型农业能否成立需要满足 3 个条件 , 即
农户可以增加收入、环境负荷有所改善和消费者能

够接受。胡柏 [18] 以“追求生产效率的同时能否兼顾

环境保全”为题, 基于统计数据与计量分析, 认为追

求生产效率本身并没有问题, 只要重视节约资源, 减
少过量投入就可以达到二者兼顾的效果。同年 , 胡
柏 [19] 从生产者的视角出发, 认为从常规农业过渡到

环境保全型农业, 农户面临产量低、劳动多以及收

益不稳定等经营风险, 因此需要思考适度扩大农业

经营规模 , 实现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桑

原考史[20] 和中塚華奈[21] 分别以新泻县和关西地区为

例, 探讨了环境保全型农业对地域农业的影响及取

得的成效。池上甲一 [22] 以村落学为视角, 将环境保

全型农业纳入联合国 2015 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 的理念当中, 提出了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

展与自然界生物共存的“生物农业”的新理念。

国内学界对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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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4 个方面 : 1) 分析日本有机农业的价值观念、

技术特点、认证制度以及产消协作, 认为有机农业

在日本将有所作为 [23-26]。2) 梳理日本有机农业的发

展阶段, 总结支持有机农业的相关政策及成效, 揭示

社会团体在推动日本有机农业运动中的重要作用[27-29]。

3) 关注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法律制度与环境政策 , 认
为越来越严格的日本环境技术标准, 可能会影响中

日农产品贸易 [30-32]。4) 通过聚焦发展现状与分析典

型案例, 发现日本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十分注重立法

先行、依法推行的原则, 同时重视确保农民利益, 鼓
励城市居民、科研人员以及私营企业等多方参与协

同推进[33-35]。

综述国内外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富有价值的

参考与借鉴, 但鲜有文献是从整体上系统地分析日

本农业绿色发展战略, 大多数文献是将有机农业纳

入环境保全型农业整体框架之内进行考量, 或者是

将有机农业独立于环境保全型之外加以考量, 缺乏

梳理有机农业与环境保全型农业之间存在的内在逻

辑关系。因此, 本文的特点在于: 从农业绿色发展以

及乡村振兴的视角出发, 系统地总结了日本有机农

业与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总体脉络, 将二者各自不同

的发展路线以及面临的挑战统一在农业绿色发展大

背景下, 并结合各自成功的事例, 提出了我国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综上所述, 为了更好地

梳理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举措, 进一步明确其

路径选择与现实挑战, 本文从主要成效、面临问题、

创新路径 3 个层面入手探析相关举措与经验、问题

与对策, 旨在为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

的借鉴与启示。 

2    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成效
 

2.1    组织机构不断创新, 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

创新组织机构 , 注重官民一体协同推进的合作

机制是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特征。如表 1 所示,
1971−1999 年 , 日本先后成立了 4 个与农业绿色发

展 相 关 联 的 组 织 机 构 , 其 中 社 会 团 体 法 人 机 构 有

2 个 , 分别是“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简称: 研究会)
和“日本有机农业学会”(简称“有机学会”); 具有行政

色彩的推进组织有 2 个 , 几经演变最终成为『有机

农业推进议员联盟』(简称“议员联盟”) 和『环境保

全型农业推进本部』(简称“推进本部”) 。研究会的

成立拉开了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序幕, 标志着日本

有机农业由最初的福冈正信所提倡的“自然农法”阶

段 , 进入到以一乐照雄为核心的组织化发展阶段。

研究会成立之初就以生产者、消费者和学者为中心,
秉持启发、交流、实践、普及和研究的基本理念 ,
通过设立有机农业学校、定期组织生产者与消费者

的交流会、举办有机农产品展销会等方式, 积极推

动日本有机农业的发展。同时坚持以会员会费以及

志愿者的赞助为主, 不刊登任何具有商业性质的广

告 , 以保证其作为社会团体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发

展至今, 研究会已经成为推动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

重 要 社 会 团 体 , 其 主 要 贡 献 有 两 大 方 面 : 第 一 , 在
1978 年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总会上, 提出了著名的“产

消连携”理论。这一理论有效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

极性, 有力地增进了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理解, 加快

了有机农业推广的进程, 带动了有机食品市场的快

速发展。第二, 鉴于当时利益驱动下有机农产品认

证标准的泛滥以及有机农业定义的模糊, 为了以正

视听, 1988 年研究会重新向社会公布了日本有机农

业的定义, 为日后农林水产省制定有机农业相关标

准与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议员联盟是以自民党籍参议院议员中西一郎为

首, 成立于 1987 年的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官方组织。

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味着日本有机农业从民间的社会

运动逐步进入政府视野, 开始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

关注 [36]。1989 年农林水产省在其下属部门设置了

 “有机农业对策室”, 1992 年将其改组为“环境保全型

农业对策室”, 1994 年将其升格为由农林水产大臣担

任部长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本部”。自此, 日本农

业绿色发展有了“指挥塔”, 不断统筹各方资源开始协

同推进。

尽管如此 , 农林水产省的部分官员对有机农业

仍然怀有冷淡和轻视的态度, 而且始终坚持将有机

农业作为环境保全型农业的一环而统一施策。为了

扭转有机农业在日本农业绿色发展格局中的边缘化

地位, 纠正有机农业早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强

调“无化肥无农药”(简称“双无”) 模式的技术体系, 重
新树立日本有机思想启蒙运动所强调的重视农业本

源的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 使有机农业重回良

性发展的轨道 [37], 同时也为有机农业相关的研究者、

生产者、消费者等在理论与实践上提供一个学术交

流平台, 多角度、综合性地探讨有机农业发展现状

及未来方向, 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科研院所

在内的一部分热衷于有机农业研究的学者在 1999 年

成立了日本有机农业学会。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 作
为日本农业关联学会中较为年轻的学术团体, 有机

学会取得了令各界认可的成绩, 其中 2006 年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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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组织机构创新与政策、法律法规的演变 (1971—2021 年)
Table 1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evolution of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Japan

from 1971 to 2021

举措 Measure 年份 Year 内容 Content

组织机构创新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1971  “有机农业研究会”成立
 “Organic Agriculture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1976  “有机农业研究会”改称为“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
 “Organic Agriculture Association” was renamed as “Japan Organic Agriculture Association”

1987 『有机农业国会议员联盟』成立
 “Organic Agriculture Parliamentarians Union” was established

1989 『有机农业国会议员联盟』改称为『有机农业推进议员联盟』
 “Organic Agriculture Parliamentarians Union” was renamed as “Organic Agriculture Promotion Parliamentarians
Union”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设立“有机农业对策室” “Organic Agriculture Office” was established

1992 『有机农业对策室』改组为『环境保全型农业对策室』
 “Organic Agriculture Office” was reorganized into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griculture Office”

1994 『环境保全型农业对策室』升格为『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本部』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griculture Office” was upgraded to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griculture Promotion
Headquarters”

1999  “日本有机农业学会”成立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Organic Agriculture Science was established

政策法律法规
体系创新

Innovation of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1999 颁布《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 《持续农业法》, 提出“生态农户”的概念
To promulgate “The Basic Law on Food,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Act on Promotion of Introduction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actices”, and to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Farmers”

2000 颁布《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To promulgate “Basic Act on Establishing a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第一次修改《JAS法》(农林物资规格适当表示的相关法律)
The first revision of “Act on 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the law related to the proper repres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materials specifications)

2001 实施有机JAS标志
To implement the “Organic JAS Logo”

2002
 

2003

第二次修改JAS法
The second revision of “Act on 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认定“生态农户”
To identify “Ecological Farmers”
出台《农药危害防止运动实施纲要》
To promulgate “Implementation Outline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Hazards Prevention Campaign”
第一次修改《农药取缔法》
The first revision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Regulation Act”
颁布《食品安全基本法》 To promulgate “Food Safety Basic Act”

2004 第二次修改《农药取缔法》, 确定农药残留标准
The second revision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Regulation Act”, which established pesticide residue standards

2006 颁布《有机农业推进法》
To promulgate “Act on the Promo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第三次修改JAS法
The third revision of “Act on 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2007 出台『农地·水·环境保全向上对策』
To promulgate “Measures to Conserve and Improve Land, Water and Environment”

2009 第四次修改《JAS法》
The fourth revision of “Act on 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出台“对于篡改原产地标识的食品销售者的惩罚规定”
To promulgate “Penalties for Food Sellers Who Tamper with Appellations of Origin”

2011 出台《环境保全型农业直接支援对策》，实施环境保全型农业直接补贴制度
To promulgate “Direct Support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griculture”, and implement the direct payment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griculture

2014 出台『关于推进有机农业发展的基本方针』
To promulgate “The Basic Policy on the Promo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2015 颁布《关于促进农业发挥多样性功能的相关法律》
To promulgate “the Law on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e’s Multifunctional Roles”

2018 颁布《SDGs行动计划》, 启动实施有机农产品商业化流通试点建设工作
To promulgate “SDGs Action Plan”, and carry out the pilot construction of commercialized circul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2020 修改『关于推进有机农业发展的基本方针』
To revise “the Basic Policy on the Promo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2021 制定《绿色食品体系战略》, 提出2050年将实现有机农业规模达100万hm2的目标
To formulate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and propose the goal that the scal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will
reach 1 million hm2 by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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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农业推进法》可以被看作是有机学会自成立

以来对日本有机运动的最大贡献所在[38]。

组织机构的创新虽然开启了日本农业绿色发展

上下联动的动力机制, 但由于相关法律与制度的缺

失, 导致地方自治体各自为政, 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

标准与规范。因此, 1992 年农林水产省制定了『有

机农产物相关的青果物等特别表示指南』(简称“指

南”), 首次将有机农产品与化肥和农药减量化栽培农

产品加以区分。但毕竟有机农业自身提倡的理念与

化肥农药减量化种植的理念不同, 『指南』的发布

并没有完全打消社会各界对有机生产标准不统一的

质疑, 仍然有农户打着“无农药栽培”的旗号来冒充有

机农产品, 消费者的疑虑并没有消除, 同时“减农药

栽培”的定义也被认为比较模糊。于是 , 从 1996 年

到 2003 年, 农林水产省 4 次修订『指南』, 并最终规

定只有满足化肥和农药减量化达到地域常规农业用

量 50% 以上的农产品才能被称为“特别栽培农产品”。

同一时期, 有机农产品的表示标识更加规范化和明

确化。1999 年, 农林水产省颁布《食物·农业·农村基

本法》(简称“新农业基本法”)、《可持续农业法》,
提出“生态农户”的概念。2000 年开始修改《JAS 法》,
全 面 提 高 了 有 机 农 业 的 法 律 门 槛 和 处 罚 力 度 。

2001 年, 出台有机农产品表示制度 (有机 JAS 标志),
正式开启有机农产品的认证和检查。2002−2009
年, 农林水产省又 3 次修改《JAS 法》, 颁布《有机

农业推进法》, 出台『农地·水·环境保全向上对策』

和“对于篡改原产地标识的食品销售者的惩罚规定”。

2014−2021 年, 农林水产省又陆续出台了围绕推进

有机农业的相关基本方针, 特别是制定《绿色食品

体系战略》, 提出到 2050 年要实现有机农业规模达

100 万 hm2 的目标。 

2.2    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农业绿色发展规模不

断扩大

2011 年 , 为了鼓励农户积极从事环境保全型农

业和有机农业, 降低技术转换带来的生产经营成本,
农林水产省推出了“环境保全型农业直接支援对策”,
开始为生态农户和有机农户提供直接补贴。补贴的

对象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实施农药和化肥用量各

减少 50% 的同时施用绿肥和堆肥, 并致力于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而实现碳中和的生态农户。第二类是完

全不使用农药和化肥, 致力于保全农业生物多样性

的有机农户。补贴的原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采

取 1∶1 的资助原则, 其中施用绿肥的农户补贴 8 万

日元∙hm−2, 施用堆肥的农户补贴 4.4 万日元∙hm−2, 采
用有机生产方式的农户每公顷补贴 8 万日元 (生产

杂粮和饲料作物的农户补贴 3 万日元∙hm−2)。
如表 2 所示, 2011−2019 年, 农林水产省累计资

助了 69 498 个项目, 资助总金额为 332.2 亿日元, 平
均每个项目资助金额接近 48 万日元。日本农业绿

色发展总体规模也从 17 009 hm2 增加到 79 839 hm2。

生态农户的数量在 1999 年只有 13 户 , 2011 年已经

达到历史最高的 21.6 万农户。虽然资助的项目从

2015 年开始减少, 但同期的资助金额却保持在 45 亿

日元的规模, 占同期农业预算的比例也从 2011 年的

表 2    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直接补贴项目数量、补贴金额、实施面积及生态农户数量
Table 2    Number of direct subsidy projects, subsidy amount, implementation area and number of ecological farmers for environ-

mental friendly agriculture in Japan

年份
Year

项目数量
Project quantity

补贴金额
Subsidy amount

(108 Yen)

比例1)

Proportion one1)

(%)

实施面积
Implementation area

(hm2)

比例2)

Proportion two2)

(%)

生态农户数量
Number of

ecological farmers

比例3)

Proportion three3)

(%)
2011 6622 13.3 0.06 17 009 0.37 216 341 13.86

2012 12 985 30.0 0.15 41 439 0.91 201 760 13.41

2013 15 240 30.8 0.18 51 114 1.13 186 376 12.81

2014 15 920 34.0 0.20 57 744 1.28 166 373 11.79

2015 4081 42.1 0.24 74 180 1.65 154 669 11.63

2016 3740 45.6 0.24 84 566 1.89 129 389 10.25

2017 3822 45.9 0.25 89 082 2.01 111 864 9.32

2018 3609 45.1 0.24 79 465 1.81 95 207 8.18
2019 3479 45.4 0.24 79 839 1.83 83 767 7.41

　　数据来源: 农林水产省、日本政府统计综合窗口数据『農業構造動態調査』各年版笔者整理(https://www.e-stat.go.jp/)。比例1)为补贴金额占日本
农林水产业一般预算(农林水产省本级预算)的比例; 比例2)为实施面积占日本农地总面积的比例; 比例3)为实施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生态农户数量占日本
销售农户总数的比例。补贴金额为中央政府预算与地方补贴的合计金额。Data source: collation of dynamic investigation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over the
years by the MAFF and Japan Government Statistics Bureau. Website: https://www.e-stat.go.jp/. Proportion one: the proportion of the budget amount in the
general budget of Japan’s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aquaculture industry (the budget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at the same level);
Proportion two: the propor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area in the total area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Japan; Proportion three: the proportion of ecological farmers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sales farmers in Japan. The subsidy amount is the total amount of central
government budget and local 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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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提升到 2019 年的 0.24%。虽然生态农户数量

从 2011 年的峰值下降到 2019 年的 8.4 万农户, 占日

本销售农户的比例也从 13.86% 下降到 7.41%, 但由

于资助面积的扩大, 单位项目资助的金额也在扩大,
说明日本农业绿色发展呈现出适度规模化经营的趋势。

2010 年, 日本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数量为 12 000
户 , 占当年日本农户总数的 0.5%。其中 , 取得有机

JAS 认证的农户基本维持在 4000 户以内, 没有取得

JAS 认证的农户基本维持在 8000 户左右。从 2009
年到 2018 年, 日本有机农地规模从 16 269 hm2 增加

到 23 700 hm2, 其中获得有机认证的农地面积约为

10 850 hm2, 9 年间增加 20%。没有取得认证但从事

有机耕作的农地面积约为 12 850 hm2, 同期增加 45%。

有机生产规模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例从 2009 年的

0.4% 上升到 2018 年的 0.5%, 虽然增加幅度不大, 但
却涌现出了众多的优良事例, 为普及日本有机农业

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因此, 本文从大规

模农场经营与小规模农户经营两个视角出发, 选取

北海道 (事例 A) 和埼玉县 (事例 B) 的 2 个优良事例

进行分析[39-40], 具体如下:
事例 A 创立于 1913 年 , 是以家庭经营为核心 ,

具有法人性质的, 以“水稻+小麦+蔬菜”为主体的农

业产业化家庭农场。目前员工规模约为 21 人 (正社

员 7 人、契约社员 3 人、外国人实习生 5 人、临时

雇佣 6 人), 总体经营规模约为 20.4 hm2。其中, 水田

(水稻)17.04 hm2, 旱田 0.96 hm2(包括流转地 0.86 hm2),
有机蔬菜大棚 2.4 hm2 (38 栋)。2005 年农场经营总

收 入 超 过 了 4000 万 日 元 , 此 后 基 本 上 每 年 增 加

1000 万, 截至 2017 年农场的总收入高达 1.2 亿日元。

其中, 有机西红柿销售额最高为 4000 万日元, 占农场

总收入的 1/3 强 [41]。事例 A 充分发挥日本有机农业

 “产消连携”理论, 通过巧妙的经营创意, 积极推进 6
次产业化。具体措施包括: 1) 多品种少量栽培; 2) 重

视发挥女性的力量, 关注女性的消费特点; 3) 突出绿

色发展对地域农业的贡献等。事例 A 的成功, 带动

了 本 村 从 事 有 机 农 业 的 农 户 数 量 从 6 户 增 加 到

30 户, 同时农场还成立了 NPO 非营利性组织, 主要

目的是通过生产出口加工品为当地的残障人士提供

就业机会以实现其生活自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
事例 A 不仅取得了较高的经营收益, 其特色产品也

越来越受欢迎, 而且在 2014 年还荣获了日本农林渔

业振兴会会长奖, 同时还获得了耀眼女性特别奖的

重要荣誉。

事例 B 是日本有机农业先驱者创立的全国知名

的小规模有机农场, 属于典型的东亚小规模农户开

展有机农业的经典范例。农场的创始人生于 1948
年, 1971 年作为第 1 期学员毕业于农林水产省创办

的农民大学, 同年开始尝试有机农业。作为小规模

有机农户 , 农场最初的经营面积只有 2 hm2, 不仅要

面临从常规农业过渡到有机农业所要承担的技术复

杂、产量减少等经营风险, 而且还要面临能否被当

地消费者所接受的销售风险。事例 B 同样遵循了

 “产消连携”理论 , 积极构筑与地缘消费者的信赖关

系, 不断提升农场的知名度。经过 10 年的艰苦探索,
1981 年农场终于度过了艰难时刻 , 年收入接近 600
万日元。其主要举措有: 1) 以有机农业激活农村经

济, 打造“有机农业的故乡”; 2) 聚焦特色产品, 推进 6
次产业化。事例 B 通过构建循环一体的农业绿色发

展体系, 打造全日本第一的覆盖地域全体村落的有

机农业, 优化了整个村落的生态环境, 实现了农业生

产与社区发展的有机融合, 推动了地域农业的再生,
扩大了有机农业的影响力, 提升了有机农业在日本

农业产业布局中的地位。其创始人走进媒体、走进

课堂, 不仅获得了日本有机农业“魅力人物”的称号,
同时也获得了多项重要荣誉, 为日本小规模农户从

事有机农业树立了良好的示范。 

2.3    化学品投入减量化效果明显, 有机农业认可程

度不断提高

农林水产省 2020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全国

化肥的需求量从 1990 年的 183.8 万 t 下降到 2016 年

的 90.3 万 t, 减 少 50.8%。 其 中 , 氮 肥 的 需 求 量 从

53.7 万 t 下降到 22.9 万 t, 减少 57.4%; 磷肥的需求量

从 69 万 t 下降到 30 万 t, 减少 56.5%; 钾肥的需求量

从 61.2 万 t 下降到 37.5 万 t, 减少 35.3%。以日本主

要农作物水稻为例, 每公顷化肥的使用量从 1990 年

的 289.2 kg 下降到 2016 年的 176.3 kg, 减少 39%[42]。

同期日本国内农药的出货量从 1990 年的 51 万 t 下

降到 2014 年的 23.7 万 t, 减少 53.5%[43]。以滋贺县的

琵琶湖为例, 为了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投入, 改善琵琶

湖的水质及周边生态环境, 滋贺县从 2001 年开始实

施化肥 ·农药用量 50% 以下削减农产品认证制度。

其主要成效有: 1) 2013 年滋贺县全县农药的出货量

与 2001 年相比减少 40.5%; 2) 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化

(50% 以下) 种植的农作物面积从 2001 年的 394 hm2,
增加到 2016 年的 15 550 hm2, 扩大近 40 倍 ; 3) 与常

规水稻相比, 实施化学品投入减量化的稻田含氮化

合物以及农药的排放量, 每公顷分别下降 10.2 kg 和

0.364 kg。曾经作为日本内陆污染严重的琵琶湖,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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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农业生产的含氮化合物的流入总量已经从 2000 年

的 2241 kg∙d–1, 减少到 2010 年的 1892 kg∙d–1, 表层水

体的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无论是生产者选择农业绿色生产行为 , 还是消

费者选择购买绿色有机农产品, 其对农业绿色发展

的认可程度都有所提高。根据日本全国农业会议所

的调研数据显示, 有机农业在新规农业者 (从其他产

业辞职或退休而进入农业的人员) 当中具有较高的

人气, 至少有 28% 的新规农业者会直接选择从事有

机农业, 而考虑从事有机农业的新规农业者的比例

为 65%, 而对有机农业不感兴趣的比例仅为 7%[44]。

2015 年农林水产省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从事有机农

业的生产者中, 选择维持现状的比例为 48.0%, 选择

扩大规模的比例为 29.6%, 有 65.0% 的有机农户对目

前的有机农产品销售价格表示满意。通过对 650 户

常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得知 , 有 11.4% 的农户有较

强的意愿从事有机农业 , 有 43.7% 的农户表示如果

条 件 允 许 会 选 择 从 事 有 机 农 业 , 二 者 比 例 合 计 为

55.1%。根据农林水产省 2015 年、2017 年实施的有

机调查结果显示 , 有 27.5% 的消费者愿意以高出常

规农产品 30% 的价格购买有机农产品; 有 2.3% 的消

费者愿意以高出常规农产品 50% 的价格购买有机农

产品; 有 17.5% 的消费者每周至少购买一次有机农

产品, 有 90% 的消费者表示了解有机农业, 同时也清

楚有机 JAS 标志, 能够区分有机农产品与常规农产品。 

3    日本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生态农户地域分布不均衡, 总体规模呈现缩小

趋势

1999 年开始认定的生态农户是日本农业绿色发

展的主力军。随着环境保全型农业的不断推进 , 生
态农户的认定数量也从最初的 13 户增加到 2011 年

史 上 最 高 的 21.6 万 户 , 约 占 同 年 日 本 农 户 总 数 的

8.5%。但其后开始逐年减少, 从 2012 年的 20.2 万户

减少到 2018 年的 9.5 万户, 降幅高达 56%, 而且生态

农户的分布也呈现出地域不均衡的特点。如表 3 所

示, 本文以 2007 年 (政策支持)、2011 年 (历史最高)、
2018 年 (数据更新) 3 个关键节点 , 选取生态农户数

量超过 1000 户 (以 2018 年数据为准) 的地域, 梳理日

本生态农户的区域分布及总体数量变化, 分析如下:
总体而言 , 东北、关东、北陆和九州地区是日

本生态农户的重要分布地区。2007 年全日本生态农

户的总体规模接近 16.7 万户。其中, 东北地区最多,
超过 5.4 万户, 占生态农户总数的 32.4%。关东地区

虽然生态农户总量不及东北地区, 但总体比例也占

日本总数的 22.5%, 而且地域分布较为均衡。靠近首

都东京的茨城、栃木和山梨 3 县的生态农户数量都

超过了 6000 户。九州地区的生态农户数量仅次于东

北地区和关东地区 , 占生态农户总数的 19%。地区

内以熊本县最多, 占地区总体的 28.7%。

2011 年 , 日本生态农户的数量达到顶峰 , 超过

21.6 万户。东北地区依旧领先, 总体数量达 5.7 万户,
比 2007 年增加 2909 户, 比例虽然有所下降, 但也占

生态农户总数的 26.4%。其中, 福岛县的数量仍然最

多, 超过 2 万户, 占地区比例也从 2007 年的 33.1% 上

升到 2011 年的 37.0%。关东地区的总体数量相比

2007 年增加 5083 户, 总体规模接近 4.3 万户, 占生态

农户总数的 19.7%。其中, 长野县的生态农户数量大

幅度增加, 从 3549 户增加到 7531 户, 增幅高达 112%。

北陆地区取代九州地区成为日本生态农户规模第 3
大地区, 2011 年生态农户数量达 4.0 万户, 比 2007 年

增加 2.6 万户, 总体比例也由 8.4% 上升到 18.6%。其

中, 新潟县的增幅高达 57%, 而福井县 2011 年的规模

更是 2007 年的 14 倍。相比而言, 九州地区的增幅最

小, 总体数量相对于 2007 年也只增加 1217 户, 地区

总体规模的比例也从 19.0% 下降到 15.3%。

2012 年开始 , 生态农户总量呈现逐年递减的趋

势, 从巅峰期的 21.6 万户下降到 2018 年的 9.5 万户,
降幅高达 56%。其中 , 东北地区从 5.7 万户减少到

2.3 万户, 降幅为 60.0%; 关东地区从 4.3 万户减少到

1.8 万户, 降幅为 57.4%; 九州地区从 3.3 万户减少到

1.2 万户, 降幅为 62.5%。除京都之外, 日本所有县的

生态农户数量 (包括北海道) 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少,
福岛县、栃木县、新潟县和长崎县都是各自地区中

降幅最大的。作为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主力军 , 生
态农户数量的大规模减少 (退出) 势必会严重影响日

本农业绿色发展。虽然日本有机农业的规模有所扩

大, 但无论是生态农户, 亦或是有机农户, 其数量占

日本农业整体规模的比例都很低, 都属于小众化的

产业形态, 说明日本农业绿色发展整体规模仍然偏

小, 产业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 

3.2    绿色农产品价格优势不明显, 政策支援力度有

待进一步提高

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确保

农户的经营收益。胡柏 [45] 通过分析 1999 年九州地

区事例发现, 除采用“减化肥·减农药”(简称"双减") 模

式的水稻农户的单位纯收益低于常规水稻 11% 之

外, 采用“双无”、无农药、无化肥这 3 类耕作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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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单位纯收益要高出常规水稻 53%~140%。进

一步对比单产、销售价格、纯收益, 发现常规模式

单位产量为 5300 kg∙hm−2, 每 60 kg 销售价格为 16 258
日元 , 单位面积纯收益为 68 040 日元 ∙hm−2, “双无” 
模式依次为 4300 kg∙hm−2、28 031 日元、423 380 日

元∙hm−2, 无农药模式依次为 4420 kg∙hm−2、25 995 日

元 、 322  740 日 元 ∙hm−2, 无 化 肥 模 式 依 次 为 4470
kg∙hm−2、22 191 日元、335 810 日元 ∙hm−2, “双减”模

式 依 次 为 4710 kg∙hm−2、 18  094 日 元 、 112  950 日

元∙hm−2。虽然“双减”模式单产高于其他 3 类减量化

耕作模式, 但与常规模式相比没有优势, 同时单位销

售价格也低于其他 3 类, 仅高于常规模式 1836 日元。

综合以上分析, “双减”模式无论是产量还是纯收益都

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 而同时又是生态农户主要的

生产方式和认定条件, 产量和价格上的优势不明显

很可能是生态农户大幅度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常规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换 , 技术层面的

要求从表面上看是化学投入品的削减, 但从具体技

术措施上看则相对复杂。根据 1999 年颁布的《持续

农业法》对环境保全型农业生产方式的要求, 以水

表 3    日本生态农户的地区分布及变化情况
Table 3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of ecological farmers in Japan

地区
Region

都府县
Prefecture

2007 2011 2018

数量 Amount
(households)

比例
Proportion (%)

数量 Amount
(households)

比例
Proportion (%)

数量 Amount
(households)

比例
Proportion (%)

北海道 Hokkaido 3653 2.2* 7859 3.6* 3363 3.5*

东北 Tohoku (4/6) 青森 Aomori 5707 10.5 5491 9.6 2127 9.2

宫城 Miyagi 8714 16.1 8743 15.3 2387 10.3

山形 Yamagata 8577 15.8 10 066 17.6 5837 25.3

福岛 Fukushima 17 915 33.1 21 091 37.0 11 514 49.9

地区合计 Total 54 148 32.4* 57 057 26.4* 23 094 24.3*

关东 Kanto (7/10) 茨城 Ibaraki 6289 16.8 7421 17.4 4616 25.4

栃木 Tochigi 7683 20.5 7261 17.0 1427 7.9

群马 Gunma 2177 5.8 1730 4.1 1209 6.7

千葉 Chiba 2640 7.0 3476 8.2 1235 6.8

山梨 Yamanashi 7475 19.9 7366 17.3 4893 26.9

长野 Nagano 3549 9.5 7531 17.7 2284 12.6

静冈 Shizuoka 2446 6.5 2637 6.2 1610 8.9

地区合计 Total 37 528 22.5* 42 611 19.7* 18 171 19.1*

北陆 Hokuriku (4/4) 新潟 Niigata 9906 70.4 15 565 38.6 5712 23.0

富山 Toyama 1733 12.3 2482 6.2 2116 8.5

石川 Ishikawa 1044 7.4 1181 2.9 1009 4.1

福井 Fukui 1391 9.9 21 108 52.3 16 000 64.4

地区合计 Total 14 074 8.4* 40 336 18.6* 24 837 26.1*

东海 Tokai (1/3) 爱知 Aichi 3725 76.3 3988 81.2 2948 96.6

地区合计 Total 4883 2.9* 4909 2.3* 3110 3.2*

近畿 Kinki (2/6 ) 京都 Kyoto 560 4.5 990 6.4 1619 40.3

兵库 Hyogo 1452 11.7 2057 13.3 1032 25.7

地区合计 Total 12 420 7.4* 15 419 7.1* 4018 4.2*

中四国 Chugoku (2/9) 岛根 Shimane 1576 19.4 1733 11.8 1223 21.2

山口 Yamaguchi 2334 28.7 3447 23.4 1381 24.0

地区合计 Total 8139 4.9* 14 714 6.8* 5764 6.1*

九州 Kyushu (3/7) 佐贺 Saga 5159 16.2 5385 16.3 2585 20.9

长崎 Nagasaki 5704 18.0 7226 21.9 1394 11.3

熊本 Kumamoto 9106 28.7 10 443 31.7 6376 51.6

地区合计 Total 31 777 19.0* 32 994 15.3* 12362 13.0*

全日本总计 All total 166 884 100.0 216 341 100.0 95 207 100.0

　　数据来源:  持続性の高い農業生産方式導入計画の認定状況：エコファーマーの認定状況(https://www.maff.go.jp/j/seisan/kankyo/hozen_type/
h_eco/eco_farmer2019.pdf)。*比例为地区合计的生态农户数量占全国的比例, 其余为各县生态农户数量占本地区的比例。地区一栏中括号表示的是
2018年数量超过1000以上生态农户的地方自治体的数量及地区内地方自治体的总体数量。Data source: Status of certification of plan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highly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  Status  of  certification  of  Eco-Farmer  (https://www.maff.go.jp/j/seisan/kankyo/hozen_type/
h_eco/eco_farmer2019.pdf). * stands f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cological farmers in reg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rest is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farmers in each county in this region. The brackets in the column of region indicate the number of local autonomous bodies with more
than 1000 ecological farmers in 2018 and the overall number of local autonomous bodies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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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的土壤改良为例, 常规模式只需要把收获后的稻

茬翻入土地即可, 技术要求和过程相对简单; 而环保

型模式则首先要进行土壤诊断, 然后施用适量的堆

肥作为底肥, 在此基础上还要施用一定数量的化肥,
不仅要思考用量的问题, 更要思考如何确保堆肥的

来源和品质。同样, 施用农药是水稻种植过程中病

虫害防除的重要手段, 常规模式需要施用 15 次, 环保

型模式要削减至 4 次 , 但为了提高病虫害防治的效

果, 除要采用温泉水对种子进行消毒之外, 还要采用

 “稻鸭共作”等方式。因此, 环保型模式的劳动时间普

遍高于常规模式, “多劳·低产”是环保型模式技术复

杂性的重要表现。最关键的是采用“双减”模式且数

量庞大的生态农户并没有被纳入政策支援的范畴。

产量不稳定、劳动投入多、价格优势不明显、技术

规程相对复杂, 加之政策支持的力度和范围有限, 以
及日本农户老龄化等现象所综合导致的“经营不善” 
是日本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 也是导致生

态农户数量大幅度减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4    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创新路径

综合以上分析, 可以明确的是, 以有机农业与环

境保全型农业为主要路径的日本农业绿色发展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但同样也面临诸如生态农户减少, 有
机农业规模较小等现实难题。就两种路径的发展现

状而言, 一方面, 有机农业虽然在农户数量以及产业

规模上都不及环境保全型农业, 但发展势头较为强

劲,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认可度也较高。根据 2019 年

日本与德国相关智库的研究报告显示, 在实现水土

保全、提升土壤肥力、恢复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 有
机农业效果最好, 高于环境保全型农业和常规农业。

在节能减排、防治全球气候变暖、推进农业碳中和

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以有机水稻为例, 每年每公顷可

减少温室气体 (CO2) 排放量为 930 kg[40]。另一方面,
虽然环境保全型农业面临生态农户减少, 价格优势

不明显等发展困境, 但其倡导的发挥农业多样性, 重
视生态循环功能一直是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方

向和政策法规重点支援的对象。因此, 本文结合石

川县 (事例 C) 和兵库县 (事例 D) 的 2 个优良事例[44],
从有机农业国际化发展与立足“产消连携”2 个视角

分析日本农业绿色发展的创新路径, 具体如下: 

4.1    充分利用荒废农地, 实现有机农业国际化发展

事例 C 成立于 1997 年, 是由农学专业出身的企

业员工所创立的, 是日本新规农业者从事有机农业

经营的成功范例。早在经营之初事例 C 就确立了农

业绿色发展的五大经营理念: 一是积极利用荒废农

地; 二是通过有机农业提升日本食物自给率; 三是培

育未来农业接班人; 四是通过 6 次产业化创造就业

机会; 五是通过发展有机农业为东亚地区的食物安

全做出贡献。并为此实施了三大举措: 第一, 利用荒

废农地扩大有机农业规模, 重视土壤改良实现堆肥

自给供应; 第二, 以充满个性的优质农产品开拓销售

渠道 , 推进 6 次产业化; 第三 , 推进有机农业国际化

战略, 创造地域雇佣机会。

截至 2015 年, 事例 C 已经从最初的只有 1 家生

产企业发展到包括加工企业在内的 3 家具有法人资

格 的 农 业 企 业 联 合 体 。 有 机 农 业 总 体 规 模 达 337
hm2, 其中利用荒废农地 130 hm2, 占 38.6%。同年销

售额达 1.3 亿日元。地域雇佣的员工总数也从 2003
年的 3 人增加到 2012 年的 37 人。作为日本国内最

大规模的有机谷物生产企业, 事例 C 除立足于日本

国内积极推进 6 次产业化之外 , 也非常重视开拓海

外市场。一方面, 积极邀请德国资深的有机农户开

展技术交流与指导;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有机农

业展览会, 不断向国际供应商展示具有日本特色的

优质有机农产品。2009 年其生产的有机纯米酒、大

米、麦茶、年糕、荞麦面、甜酒等有机产品达到了

美国与欧盟的双重认证标准 , 加之日本与美国、欧

盟已经达成有机产品国际互认协定, 进一步助力了

事例 C 生产的优质产品走出国门进入欧美市场, 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有机农业的国际化发展。本

着多年的坚持对有机农业的执着与信念, 事例 C 在

收获较高经营收益的同时, 也获得了同行的认可与

行政主管部门的褒奖。不仅在 2013 年荣获了农林水

产大臣奖, 而且在 2015 年还荣获了日本农林渔业振

兴会会长奖的荣誉称号。 

4.2    立足“产消连携”, 创造地域环境共生产业链

事例 D 位于兵库县的丰冈市, 是人与动物自然

和谐共生的经典范例。作为日本鹳鸟的最后栖息地,
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珍稀野生动物, 丰冈市从 1965
年开始实施“野生鹳鸟复归计划”。而对于野生鹳鸟

来说, 水田是最亲近的栖息地之一。2003 年丰冈市

将培育鹳鸟与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相结合, 打造具

有地域特色的“环境创造型农业”, 并确立了 3 大目

标: 1) 立足于“产消连携”, 生产消费者满意的安全、

安心的优质大米; 2) 重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功能, 充
分发挥生物多样性特点; 3) 推进环境经济战略, 实现

水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丰冈

市采取了 2 大举措: 一是以无农药栽培和减农药栽

培为中心, 确立化学品投入减量化为特色的“鹳鸟培

育农法”; 同时成立了“鹳鸟培育与大米生产协会”,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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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了以“鹳鸟的舞”命名的大米品牌。二是以获得消

费者的理解与信赖为目标 , 通过制作产品说明书、

在超市内部设置专门销售区、展示“鹳鸟水田共生” 
模型、推进学校给食与农业体验等方式, 构建地域

环境共生产业链。截至 2019 年, 丰冈市以培育鹳鸟

与环境保全为特色的水田面积为 428 hm2, 约占全市

水田总面积的 15.5%[46]。以农药减量化栽培为特点

的绿色大米, 打破了农业效益低下的传统认知, 其单

位销售价格达到了常规大米的 1.6 倍, 不仅兼顾了生

产者与消费者的各自利益, 而且为鹳鸟创造了良好

的生存环境, 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环境共生型农

业”, 实现了地域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5    启示与建议
 

5.1    明确农业绿色发展路径, 建立化学品投入减量

化技术标准

日本以有机农业和环境保全型农业为主要路径,
通过明确化学品投入减量化标准, 结合生物多样性

特点与农业碳排放的相关要求, 确立了适应不同生

产条件的技术模式 , 进而实现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就化学品投入减量化标准而言 , 我国在最新的《有

机产品生产、加工、标志和管理体系要求》(GB/T
19630−2019) 中明确规定了“有机农业在生产中不

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生物及其产物, 不使用化学合成

的农药、化肥保持生产体系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方

式”。在绿色农业领域, 虽然我国制定了 AA 级绿色

食品标准和 A 级绿色食品 2 个技术等级, 但总体上

看, 绿色农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更未形成自身的标

准体系[47]。因此, 参考和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 首先

应该考虑将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纳入我国农业绿色

发展体系。一方面, 修改和完善绿色农业的技术标

准, 扩大全国禁用农药的种类和范围, 提高农药残留

的标准, 建立农产品分级制度。同时细化绿色农产

品种类, 以化肥农药减量程度作为重要判断依据, 建
议将 AA 级标注为“无化肥无农药”种植的绿色农产

品, 将 A 级标注为化肥农药各减量 50% 及以上的绿

色农产品, 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定位和生产标准, 构建

清晰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体系和政策支持框架。另一方面, 提高有机农业的

国际化认证水平, 积极推进有机认证标准的国际认

可, 实施中国有机认证标准“走出去”战略, 大力培育

有机龙头企业和新型有机农业经营主体, 努力探索

有机农产品“农超对接”新模式, 依托便利店、大型超

市设立本地优质农产品专营区, 降低地产有机农产

品进入超市的门槛, 扩大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5.2    制定生态农户认定制度, 培育农业绿色发展接

班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

水平, 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48]。以经营大

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不仅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而且有

利于弥补小农户在经营能力、技术采纳、资本投入、

市场开发等方面的不足, 是推进农业绿色技术普及、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有机融合

的经营主体。因此, 在确立农业绿色发展体系的基

础上, 借鉴日本生态农户认定经验, 制定符合我国国

情的生态农户认定制度。将从事绿色农业与有机农

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生态农户认定范畴 , 构
建农业绿色发展中坚力量, 在技术普及、贷款融资、

品牌建立、市场准入等方面实施政策支持项目。同

时吸取日本生态农户大幅度减少的经验教训, 完善

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与农业补贴制度, 探索从价格

补贴向直接收入补贴转变, 构建科学的农业绿色发

展补贴支持制度, 鼓励和吸引优秀的经营者参与农

业绿色发展, 培育和打造农业绿色发展接班人。 

5.3    重视发挥社会学术团体的功能与作用, 营造农

业绿色发展法治化环境

就日本有机农业而言 , 虽然在早期发展阶段也

曾经面临各自为政、标准不一、认证泛滥、消费者

疑惑等多重挑战, 但在有机农业研究会、有机农业

学会等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推

动了日本国会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从法律层面认可

有机农业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与法律法规。由此可

见, 日本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过程中功不可没。农业绿色发展是“两山”理论的核

心要素,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国内众多学者关注的

热点研究课题。建议效法日本创新组织机构的相关

经验, 整合国内研究农业绿色发展的学术资源, 组建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 (学会)”等学术团体, 积极

交流各地农业绿色发展的先进经验和优良事例 , 为
国家制定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建言献策。健

全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是日本农业绿色发展质

量能够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比, 我国

目前就国家层面而言, 尚没有出台围绕农业绿色发

展的正式法律法规。因此, 建议参考日本《新农业

基本法》与《有机农业推进法》的立法精神及原则,
构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权威的法律法规体系。

采取“经济处罚+刑事处罚”的双重标准, 加大对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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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的个人与企业的处罚力度, 切实保障农业

绿色发展始终处于法治化的健康轨道。 

5.4    立足优质农产品“地产地消”, 构建绿色农产品

全国统一大市场

高收入消费者群体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是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 只有获得消费者的信

赖和支持, “绿水青山”才能转化为“金山银山”。日本

农业绿色发展的经验表明, 无论是大规模有机农场,
还是小规模有机农户, 要想增加农业收益与实现可

持续发展, 不仅要依赖相关政策支持与法律保护, 更
为重要的是要获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与支持。我国

已经拥有超过 4 亿人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 满足中

高收入阶层对优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不仅有利于扩

大国内高端农产品市场, 进一步推动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 而且有利于立足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满足人

民群众对高品质农产品的迫切需求[49]。建议思考日

本“产消连携”理论的相关经验, 立足优质农产品“地

产地消”, 扩大内需畅通循环, 进一步巩固粮食安全

与食品安全。积极努力探寻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信

赖, 互相支持的长效机制, 着力打造农业绿色发展利

益共同体, 进一步打破地方壁垒, 降低农产品流通成

本, 积极探索多方合作的协同运行机制, 努力构建绿

色农产品全国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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