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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综合分析了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形势下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紧迫性，指出农业生态环境安

全对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重要性，同时分析r生态农业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提出我国生态农业

的发展应重在固地制宜、创新模式。

关键词农业生态环境生态农业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日标，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役有和谐的

农村，就没有和谐的中国。在懈决三农问题、建设和谐农村的过程中，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生

态环境的改善显得异常重要，这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历史任务

中国农业生产始终面临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无疑来自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农业资源的限制，粮食安全

或食物安全始终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题。到2030年我国人VI将达到16亿、人均粮食需求量按400kg计

算，203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超过6．4亿t，而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仅为4．3亿t。受人口和耕地、

水资源条件的约束，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在现有基础上须再提高55％以上。面对日益减少的耕地数量、日

趋降低的耕地质量和日益严重的耕地生态问题，如何在未来27年内实现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近50％，同

时还要面临市场竞争，对中国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99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5．12亿t，粮食安全问题一时间被人淡忘。与1998年相

比，199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水平略有下降，此后4年我国粮食产量持续下降，2003年更出现了水稻、小

麦、玉米三大谷物同时减产的局面，粮食总产量只有4．3亿t。粮食安全问题一时间显得空前严重。接下

来几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支农惠民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

性，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成为宏观调控取得成效的突出

亮点，对稳定全局、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新形势和新任务对农业发挥基础地位的作用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稳定实现的农业综合产出水平和农业竞争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农业生产总体水平和农村经济宴力的主要标志。实践表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且还体现在它是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结合点，是化解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着力点，是解决当前矛盾和关系长远发展的关键点。只有提高

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夯实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促进农村的繁荣。

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是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保障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三农”的方方面面，其中农业生态环境改善

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关系到优质农产品的生产，还关系到农产品竞争力的提

升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耕地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耕地安全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与粮食安全形势比较起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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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耕地资源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耕地资源绝对量大、人均量小，总量和人均量持续下降的趋势长时间难

以逆转；耕地资源整体质量欠佳，优质高产田在减少，劣质田在增加，耕地质量总体水平下降；后备耕地

资源量少、质差，开发利用难度较大；耕地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水土资源匹配严重错位等。此外，随着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生态退耕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我国耕地资源安全问题将日趋严

重。

涉及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集中体现在耕地生态安全和农区的水体环境安全。

(一)耕地资源的生态安全不窖乐观

1．耕地质量下降难以逆转。目前我国耕地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我国耕地中有近1／4属于三等或三

等以下耕地，15。以上坡耕地占14％以上，有机质含量偏低，土壤缺素问题严重，土壤质量限制因素多、

面积大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到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耕地普遍存在重用轻养、耕地

质量退化严重，加之片面强调数量的“占补平衡”，耕地总体质量下降，且在一段时问内难以逆转。

东北三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土壤肥沃，是世界上三犬黑土带之一，仅在黑龙江省，黑土、

黑钙土、草甸土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67．6％。但自大片的黑土地开垦以来，农业生产过多依赖土壤

自然肥力，田间管理粗放，秸秆还田率低，有机肥施用少，加上水土流失，致使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下

降，黑土和黑钙土有机质含量已由开垦初期的6％～8％下降到现在的1％～3％，深厚的黑土腐殖质层由

最初的60～70cm下降到20era。目前，坡耕地黑土每年藏少0．1～0．5era，不同开垦年限的黑土将在40～

100年内完全消失。长此以往，“北大仓”还会变成“北大荒”，且对湿地、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

失⋯。

2．水土流失严重。我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结果显示，截止2000年，我国有4 200万hrn2耕地

存在水蚀问题，667万hm2存在风蚀危害，二者合计占全部耕地面积35％以上，其中水土流失面积较为

集中在黄土高原和西南地区。1949年以来，我国因水上流失造成的耕地损失总计达267万hra2，造成的

经济损失每年在100亿元以上，每年因水土流失造成的耕层土壤流失量为30亿～150亿t，平均每年至少

50亿t，占世界的1／3以上【1 J。我国由于水土流失造成的土壤流失量相当于在流失的耕地表面刮去1cm的

地表土，流失的养分相当于4 000万t标准化肥，即全国1年化肥的氮、磷、钾含量；而在自然条件下形

成1cm厚的土层需要120～400年，这就意味着土壤流失的速度比土壤形成的速度快120～400倍，年复

一年的水土流失使耕地的土层变薄，质量下降。

3．耕地污染日趋严重。我国各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耕地污染问题，农业生产巾化肥、农药和农膜

等农用化学品的过量和不合理使用，利用效率低，残留严重。2003年我国单位面积耕地化肥施用水平为

357kg／hm2，是美国的4倍，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设置的225kg／hm2限制，目前我国至少有1300万～

1 600万hm2受到农药污染。目前我国受工业“三废”和城镇生活垃圾污染的耕地面积达587万hm2；据

2000年对30万hm2基本农田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其中有3．6万hm2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12．1％。

另据国家环保总局对23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2000年共发生农业环境污染事故89I起，污染农田

4．0万hm2，直接经济损失达2．2亿元。引用污水灌溉过程中，大量污水达不到灌溉水质标准，也会对耕

地造成严重污染。

(二)农区水体污染日趋严重

根据国家环保局1999年的统计，我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受污染河长比例

由1980年的21％增加到1999年的38％，其中受污染较重的是淮河，海河、滦河、松花江、辽河和黄河

流域。湖泊和水库的水污染主要以富营养化为特征，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总氮、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

指数等，在我国131个主要湖泊中已经达到富营养化程度的有67个，占51％；5大淡水湖中，太湖、洪

泽湖和巢湖已达富营养化程度，鄱阳湖和洞庭湖目前虽然维持中营养化水平，但氮、磷含量偏高，处于向

富营养化过渡阶段，在39个代表性水库中达到富营养化程度的有12座，占30％，。

近20年来，虽然我国污水的处理率在不断提高，但我国污水的年排放量仍在大幅度增加。1999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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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t，比1998年增加6亿t。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t，比

2004年减少4亿t；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t，比2004年增加10亿t；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

排放量。1998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395亿t，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01亿t，生活污水

排放量194亿t。工业废水排放量中，乡镇企业排放量为29．2亿t，占工业排放总量的14．5％。化学需氧

量(COD)排放量为806万t，其中乡镇企业排放量为296万t，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36．7％。这些

污水都不同程度地直接造成广大农区的水体污染。

三、生态农业是21世纪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发展生态农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农业和农村可持续

发展也成为各国首先重视的课题。为克服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集约化农业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

衡等弊病，世界各国陆续开始了生态农业的研究和探索。发达国家中，由于农产品相对过剩，人VI及食物

压力较小，其推行生态农业重在控制农业化学品的投入，降低成本，防止农业污染的发生，为社会提供安

全无污染的有机食品和其它生态类产品等，以保护现有的生态环境，修复以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为人类

提供健康的农产品。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多数国家人口众多，生活水平低，许多国家和地区依然承受着生

态和经济的双重贫困。为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的发展老路，避免现代

农业带来的发展与持续、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也努力找到了一种低投入、不降低产出甚至

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输出的农业模式——发展生态农业。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目

的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为了农业环境和人类生存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综合效率高、农产品质量改进等

单一措施不能达到的目标，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这三大效益的统一。因此，发展生态农业，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是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为世界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我国农业资源环境和面临的形势决定了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国人均耕地、水等资源数量严重不足，且质量下降；工业“三废”对农业环境的污染正由局部向整

体蔓延，污水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农业污染事故时有发生；由于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品的不合理使用，

以及农业废弃物未能资源化利用，导致部分地区农业面源污染El趋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部分农

产品污染加剧，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威胁着城乡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草地退化、沙化、碱

化，水土流失，生态系统平衡失调造成农业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下降。此外，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产品安全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现

代化建设和提高农产品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竞争力的需要，也要求农业生产无论从环境控制、生产资料供

应、生产过程控制，还是最终产品质量要求，都要求环境的无害化和生态的合理化，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三)党和政府一贯支持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并将其纳入国家建设发展计划，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我国政府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进行了阐述。2004年3月5日，

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就必须“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用科学的发展观对待我国人口资源环

境工作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进行阐述时，要求“发展生态农业，整治农村环境，切实解决农业和农村

面源污染问题”。

四、实践证明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国的生态农业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农业几乎与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同步，

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此后有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及地方开始生态农业理论探索和实践，并经历了生态户

   



第6期 邱建军等：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与生态农业发展 45

一生态村一生态乡一生态县，由小到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农业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日益

恶化的趋势，农业部先后与国家计委、科技部等7部委局联合进行了一系列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经过多

年的努力，到2000年我国已建设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生态农业试点2 000多个，其中县级规模的达160

多个，地(市)级规模的10多个，生态农业示范面积超过667万hm2，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左右，生态

农业户、生态农业村、生态农业县遍布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年以来，国家又相继批准

全国生态区试点314个，其中生态省4个(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生态市40个、生态县264个、

其他试点10个。据调查，各地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后，粮食总产增幅均在15％以上，单产较试点前增加

10％以上，分别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4．5倍和9．2倍，人均粮食占有量比试点前增加21．4％，同时农

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民人均收人大幅度提高，引起了有关国际组织的关注，其中已有7个生态村

(场)被授予“全球环保500佳”的称号。

我国生态农业是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培育和高效利用融为一体的

新型综合农业体系。它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整体、协

调、循环、再生”为基本原则；以兼顾传统农业技术精华和现代农业科技手段为技术特点；强调农林牧副

渔大系统的结构优化，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农户微观经营、农民脱贫致富结合起来，从而建立

一个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全面协作的综合管理体系，实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达到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的蘸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

总之，生态农业的实践证明，我国农业必须采取农业和农村经济与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的生态农

业发展模式，我国资源环境特点和面临环境形势也决定了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这电是实现我国农

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正如温家宝同志所说“2l世纪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历史阶段，现代化的农业应该是高效的生态农业”。

五、园地制宜创新模式是当前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虽然在生态农业的基础理论、试验示范、推广普及、组织管理等方面取得

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不能否认，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基础理论尚不

完备、技术体系不完善、服务水平和能力建设相对滞后、推广力度不足等，尤其是缺乏一套适合我国国情

的、科学的生态农业标准。

(一)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创薪模式

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应从概念和口号的误区中走出来，重在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农业生产中的

实际问题。生态农业的发展和壮大需要在实践中总结和创新模式。目前我国生态农业已形成了一些较为成

熟的生态模式和技术：如北方“四位一体”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南方“猪一沼一果”生态模式及配套技

术，平原农林复合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种植生态模

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渔业模式及配套技术，丘陵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利

用型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设施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观光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等等。

(二】重视山区生态农业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占国土面积的66，4％，全国有l／3的人口生活在山区，40％的耕地、

25％的粮食产量、90％以上的森林资源在山区。【【j地是重要的生态源和资源宝库，是平原的“水塔”。山

地生态脆弱、环境复杂，极易引发人为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生态退化、灾害加剧

的问题十分严重。同时，山区普遍存在贫困化现象，直接影响着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应根据我圜山区的

生态类型和经济特点，发展山区特色的生态农业。一方面以水土保持为中心，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

理，修建梯田和沟坝地、集雨工程、造林种草、农林复合经营；另一方面，合理开发利用山区资源，发展

山区特色的种养殖业及其加工，发展生态旅游等_2 J。

(三)重视生态农业标准体系研究和重要技术标准的形成

要使生态农业真正成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刨新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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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研究构建适合我国农业资源和环境特点的“生态农业标准体系”。该

体系以实现“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包括资源高效利用、模式选

择、配套技术、环境控制、评价方法、组织管理等方面。

同时针对若干较为成熟的生态农业模式，组织力量在试验、总结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与其配套的关

键技术标准，并将其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使我国生态农业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有规可循、有矩可依，做

到真正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和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使生态农业技

术得以在全社会推广，全面提高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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