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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的由来

生态农业与生态经济是在农业与经

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环境危机的历史背景

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类在工业文明

发展中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同

时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而导致了

生态革命，进入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

明的新时代。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的基

础，而生态农业又是生态经济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基础的

基础。

生态农业包括生态种植业、生态林

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以及农业

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的食物链全

过程，也就是从田间到餐桌，都要体现

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

确保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

全，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重

大问题，也是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

问题。确保生态安全是确保粮食安全与

食品安全的关键和前提。近些年来，在

生态农业理念的指引下，衍生出了自然

农业、替代农业、持久农业、无公害农业、

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低碳

农业以及可持续发展农业等诸多概念，

其核心是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与保护农业

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建立资

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农业，实现人与

自然的持久和谐，认真改变以牺牲和损

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农业”。

早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美国生态

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

天》，运用食物链生态学的原理，揭示

了化学农药对人类及其子孙后代的危

害。1972 年 3 月，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

长的极限》，用 34 种文字出版，引起绿

色运动的高潮。同年 6月，联合国在斯

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与发展会议，

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类环境

宣言》，引起全球广泛的反响。以挪威

哲学家奈斯为代表的学术界提出一系列

旨在克服生态危机和建立与发展生态经

济学的理念。1980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推出《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提出可持

续发展的概念。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

法制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布伦特兰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定

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

代满足其需要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 年

6 月，联合国在巴西召开了“环境与发

展”首脑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和

《21 世纪议程》，以及《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

题的原则声明》等，在全球实行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会后我国率先制定了《中

国 21 世纪议程》，受到好评。

为落实《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

合国先后多次召开全球会议，制订了《京

都议定书》（1997 年）、《巴厘岛路线图》

（2007 年）、《全球绿色新政》（2008 年）、

《哥本哈根协议》（2009 年）、《迈向绿

色经济》（2011 年）以及 2012 年“里约

+20”峰会发表的《我们希望的未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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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为缓解“温室效应”，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与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方

面取得了局部进展，但总体仍在恶

化之中。

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状况

在中国，最早提出建立和发展

生态经济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

他组织成立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

亲自任理事长，推动生态经济的研

究，这个学会一直延续至今。最早

提出生态农业的是著名的农业经济

学家叶谦吉，著有《生态农业——

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1982

年）、《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986

年）和《生态农业——农业的未来》

（1988 年）。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著

有《农业生态工程》（1982 年），提

出农业生态工程“整体、高效、再

生、协调”的综合效益，是中国生

态农业的奠基人之一。在他们的倡

导与推动下，中国的生态农业逐步

发展起来，由生态户—生态村—生

态乡—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

最早由联合国命名的生态村是北京

南部的留民营村。1989 年马世骏教

授主持提出的《我国农业持续发展

模式》，受到国家计委、国家科委、

农业部的支持，纳入“八五”重点

科研计划。为了推动生态农业向深

度与广度发展，我国按照不同生态

类型的地区，采取分类指导的办法，

组织与实施生态农业建设，先后在

安徽阜阳（平原）、山西河曲（黄土

高原）、四川大足（长江流域）、内

蒙古呼伦贝尔（草地）、黑龙江拜泉

（寒地丘陵）等地召开了生态农业现

场会，交流了经验，研究了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对策措施。参加会议

的既有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的领导

人，又有直接从事生态农业建设的

基层干部，还有高等院校与科研单

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媒体记者。

会后分别出版了《生态农业》、《黄

土高原综合治理与开发》、《生态农

业的理论与实践》、《草地生态研究》、

《中国生态农业的崛起》、《论生态意

识与农业环境》等论文集。到 1990

年止，全国共有生态农业试验县 100

个，生态乡镇 300 个，生态村 500 个，

共计900个。1991年 5月，由农业部、

林业部、国家环保局、中国生态学会、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在河北省迁安县

召开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经验交

流会，有 58 个县的领导和一批知名

学者参加。除了交流经验外，会议

还讨论了生态农业县建设评价体系。

中国生态学会名誉会长马世骏教授

作了重要发言，不幸在返京途中发

生车祸去世，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1993 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农

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国家计委、

国家科委、财政部、国家环保局七

个部门组成全国生态农业试点县建

设领导小组，按照不同的生态类型

地区在已有 100 多个县中正式选择

了51个县作为全国的第一批试点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部农村能

源与环境保护司。生态农业县建设

领导小组的工作开始由农业部顾问

边疆老部长主持，由农村能源与环

境保护司组织实施，司长为张文庆。

边老部长呕心沥血，全力以赴，为

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

1999 年 9 月 9 日，以国务院原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石山为首的

15 位专家，向中央报送《大力推进

生态农业县建设的建议》。这个报

告总结了各个试点县的生态农业建

设的经验，指出：经过 5年的实践，

成效显著，农村经济高速增长，农

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逐步走上

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高于

全国和本地区的平均增长水平。经

过检查验收，他们的共同经验是：

（1）在调查本县县情的基础上，制

定符合本县实际的生态农业建设规

划，经过专家论证和人代会正式通

过，作为建设生态农业县的依据。（2）

县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纳入议事日

程，有的把生态农业建设作为一把

手工程，成立了由县领导人主持、

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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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综合协调的办事机构。（3）选准

了生态环境的主要障碍因子，确定

了不同生态类型区域的主攻方向。

（4）创造了多种符合不同生态类型

区要求的各具特色的生态农业发展

模式。（5）推广了一大批既保护环

境又推动经济发展的生态实用科学

技术。（6）加强了宣传与培训工作，

使生态农业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生态意识显著增强。（7）在县党政

统一领导下，把各相关部门的人力、

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统一调动，

形成合力，加大投入，充分发挥综

合效益。七部委局组成的领导小组

设立了专家组，建立了以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为依托的科技支持体系与

农业环保部门的监测体系，制订了

《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技术规

程》和《生态农业县指标评价体系》，

使生态农业建设走上依靠科学技术

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根

据专家组建议，全国生态农业建设

试点县新增 50 个，总数达到 101 个，

并对生态农业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

工作者予以表彰。

截至 2000 年，全国各级各类生

态农业试点达 2000 个，区域面积约

占全国的 10％。中国有七个村被联

合国确定为生态农业“全球 500 佳”。

黑龙江省拜泉县原来水土流失十分

严重，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贫困。

县委书记王树清带领全县人民建设

生态农业，实行小流域治理，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奋斗，修复了沟壑纵

横的地貌，实现了山川秀美，经济

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

民收入大幅增加的目标。该县为第

一批生态农业试点县，经过验收，

名列榜首，成为全国水土保持先进

县、造林绿化百佳县等，1996 年被

国际生态工程大会授予国际生态工

程一等奖。2000 年新华社记者写了

《一位县委书记的生态农业实践》在

《国内动态清样》刊登。胡锦涛同志

看后批示：“如基层都有这样的带头

人，治水就有了组织保证”。黑龙江

省委书记徐友方视察后提出全省各

县要向拜泉学习。辽宁省本溪市是

重点煤矿与钢铁基地，环境污染十

分严重，被外国人认为是地球上看

不见的城市。经过多年生态农业实

践，生态环境显著改善，联合国派

专家考察后十分惊奇，在向秘书长

加利汇报后，表示如有机会到中国

不去别的地方只去本溪，并邀请本

溪市长出席在土耳其召开的全球市

长会议，介绍经验。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

与技术促进处组建了绿色产业专家

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20 多个

绿色产业示范区，收到了明显的效

果，受到工发组织总部的赞赏。

在回溯生态农业发展历程时，

应特别提到前面已经讲到的我国生

态农业理论的奠基人叶谦吉教授。

他最早提出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三个效益的目标，为

社会广泛认可并采纳，以后他又提

出增加一个文化效益，成为四个效

益。他最早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

于 1987 年指出：“所谓生态文明是

指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要还利于

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

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与统

一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党

的十七大的重要决定。2006 年，叶

老已 96 高龄，仍孜孜不倦地关注研

究生态经济和生态农业问题，并在

理论上继续创新，连续写出了“人

类纪”三论，即：《“人类纪”新地

质时期理论研析之一——新理论阐

释与解析》、《“人类纪”新地质时期

理论与研析之二——地球环境生态

系统灾变现象与生态灾变论》、《“人

类纪”新地质时期理论与研析之

三——生存斗争导致进化——新进

化论》，叶老从地质学人类学的角度

研究人类进化与地球的关系，把生

态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农业的理

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堪称叶氏

“人类纪”三论，在理论上有了新的

建树。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人类是

自然的主体，而绝不是自然的主宰”，

成为重要的警示名言。2012 年 6 月

18 日，在叶老 103 岁生日时，农业

部老部长何康同志、石山同志和我

给叶老写了贺信，衷心祝愿老人家

健康长寿。叶老表示还要写三篇新

的“人类纪”。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采取了一系列治理生态环境的措施，

包括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耕还

渔、治理水土流失、治理荒漠化（北

方的沙漠化和南方的石漠化）、治理

草原的“三化”（沙化、退化、碱化）、

治理工业的“三废”（废水、废气、

废渣）污染、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

石化能源消耗等诸多方面，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在

各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好典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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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浙江省滕头村，

在领头人傅企平的主导下，坚持“生

态立村”的方针，否决了一批有污

染的企业进村，实现“蓝天、碧水、

绿色”三大工程，成为“物质富裕、

精神富有”而美丽和谐的典范和“全

球 500 佳”之一。但是由于生态环

境恶化的“生态欠债”太多，目前

仍处于局部有所改善而总体还处在

恶化状态之中。特别是农业的面源

污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而变质以及

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成为影响食品

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主要源头，已引

起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切，提出并采取包括调整政府职能

与干部绩效考核标准以及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等在内必要的措施加以解

决。由此看出，推进生态农业任重

道远。

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

明转变和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中同

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生态农业

的发展趋势具有以下“十个三”特点：

第一，生态农业在区域布局上，

由主要是耕地转向“三地”（耕地、

山地、草地）与水域并进，即面向

整个国土资源，实现资源多元的综

合利用，有力地缓解耕地超负荷的

压力。

第二，生态农业在产业结构上，

延长农业的生产链，由主要生产原

料转向生产—加工—销售“三个产

业”一体化经营，提高农产品加工

率与加工业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

增加农业的附加值，建立以工补农、

以工促农、以工建农的机制。

第三，生态农业的经营形式，

由主要是农户转向龙头企业 +合作

社 +农户“三位”一体的产业化经

营体系，使农民分享农业附加值的

效益。

第四，生态农业依靠科学技术

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抵御自

然灾害与市场（包括国际市场）风

险能力，创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品牌。

为此就需要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

单位的合作，形成产—学—研“三位”

一体的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和农业科技贡献率。

第五，生态农业的技术路线实

行生物技术、农艺技术、工程技术“三

者”的有机结合，而以生物技术为主。

包括生物能源、生物防治、生物肥料、

生物农药、生物饲料等，把我国传

统农业技术的精华与现代科学技术

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

代农业技术体系。

第六，生态农业对我国特有的

生物资源，要处理好保护、开发、

利用“三者”关系，特别是在对外

合作与贸易中严格防止这种资源的

流失，有些已列入世界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又要防止有害生物物

种的侵入。

第七，生态农业开拓农业的多

种功能，除了经济功能外，还有生

态功能、文化功能、能源功能“三种”

功能，提高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

文化的综合效益，突出生态功能和

生态效益，从源头上确保食物安全。

第八，生态农业在国家宏观调

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促进包括土地在内的资

源要素的有序流动，提高农业的集

约化、标准化、规模化的“三化”

水平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第九，增加生态农业的投入，

除了逐步提高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

比重外，主要依靠“三种”金融的

支持，建立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

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体系，特别

要支持以服务为宗旨的合作金融。

第十，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建立

在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形成

具备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三项”

要求的现代新型农民队伍。

总之，把生态农业与实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结合

起来，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现代化中国结合起来，开创

中国农业历史的新纪元，谱写新篇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