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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态农业，助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于法稳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切实发展生态农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期间迫切需要破解

的重大问题之一。

第一，从战略层面，切实重视生态农业的发展。加强科学的顶层设计，制定生态农业发展的路线图，确定

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并配以切实可行的生产标准、有效机制与政策设计。同时，建

议尽快制定并实施《生态农业发展条例》，将生态农业的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此外，针对农村耕地确权颁证之后，

耕地流转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建议国家层面出台《土地流转实施办法或条例》，以规范农民在发展生态农

业中的行为。

第二，科学规划生态农业发展的空间布局。一是基于不同区域的生态资源条件，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规划的农产品主产区的“七区二十三带”，结合农业的生产、生态、生活、文化等多功能性，在国家层面制定生态

农业发展规划。二是明确不同区域内生态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重点目标和农业产业适宜发展模式和规模，以

促进不同区域在国家生态农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框架下，编制区域生态农业发展规划。

第三，完善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从不同类型区域生态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传统农业技术精

华以及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进行生态集成，从而实现从单一技术向综合技术的转变，进而发挥出集成技术的综合

优势，以实现生态农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

第四，提升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水平。一是转变经营主体，建立示范基地。不同区域应立足自身生态资源、

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农业发展的传统，选择最优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开展新技术试验示范、成果转化，建设一批

现代生态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二是规范耕地流转机制。针对农村耕地确权颁证之后出现的实际情况，应出

台有效的规范耕地流转实施办法，满足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所需要的土地规模，提升生态农业基地建设水平。

第五，强化生态资源保护，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土资源及其环境是农业生产的根基，为此，应采取有

效措施强化生态资源保护：一是从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加大水土资源的保护与污染治理的力度 ；二是降低化肥、

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投入品的施用强度，减少对水土资源的污染；三是建立农药包装物、塑料薄膜的回收机制，

降低其对水土资源的二次污染 ；四是建立种植业、养殖业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提高规模化养殖废弃物的资源

化率，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第六，规范相关行为，提升农产品质量。一是规范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行为。二是规范农业生产主体的生产

行为。三是规范农产品质量认证机构的行为。严格审核认证机构所认证的产品在认证规程、认证时间、认证费

用等方面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发现问题应严格追责，甚至吊销其认证资质，以确保认证农产品的市场信誉。

第七，创新模式与手段，推动生态农业产业化。一是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服务体系建设。政府、金融、保

险等部门需要完善和优化服务体系，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资金保障 ；同时，要建立各种生态农

业服务体系，稳定生态农业服务技术人员队伍，提升生态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二是尽快建立与提高农产品

追溯体系。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农产品生产、销售、消费完整渠道的追溯体系，以确保农产品质量

的安全。三是搞活生态农业产品的市场流通。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整合各种农业信息网络资源，建立有利于生

态农业发展的信息平台，创新生态农业产品销售模式。

第八，建立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有效机制。针对生态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应尽快建立

相应的有效机制 ：一是建立生态指标约束机制，强化“生态红线”意识，以加强区域生态资源对实现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保障。二是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明确补偿行为、补偿主体与补偿对象。三是建立监督评价机制。以

各级农业资源环境管理部门为主体，对不同区域生态农业的运行效率、生态效益进行客观评价，以作为区域政

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进而突出地方政府在发展生态农业中的主责地位。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