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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gene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n the circumstance that China is fac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t requir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the environmen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t 
also promotes the perfec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China to construct a society wit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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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农业是在绿色发展理论视野下，中国面临环境的破坏的情况下产生的。它要求实现其之间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确保符合绿色发展理论的要求，同时又促进了绿色发展理论的完善与运用以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中国建成生态

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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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农业是在绿色发展理论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强调农、林、牧与渔等和谐发展，要求实现其

之间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确保符合生态理论的要求，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1.生态农业产生的理论来源 

1.1 生态农业受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影响 

第一，马克思的物质变换与物质循环断裂思想。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

使它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有优势。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

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的持久肥力的

永恒的自然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

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

步。”
[1]
 

第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

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抵消了。”
[2]
 

1.2 生态农业受国外生态思想的影响 

在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绿党与团体的成立等等都催发了生态思想的

产生，尤其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如，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生态思想，他在《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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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春天》一书中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

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人类应该另谋出路。《寂

静的春天》所列举的人类滥用除草剂和农药给动植物和土地带来的破坏性结果，震撼了美国人乃至世界，

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不能不考虑生态利益，短期的获利可能带来持久的损害。 

1.3 生态农业受我国传统农业中朴素的生态思想的影晌 

生态农业受我国传统农业在农业发展中形成的朴素生态思想和技术的影响。如，“千百年来我国农民

在生产实践中始终强调土地的用养结合,使‘力常新壮’、 

循环利用、低能消耗；农书《农桑辑要》、《耕织图》等都强调种植业与各业相结合的思想；中国古代

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学说解释和处理自然界的奥秘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3] 

2.生态农业概念的提出与科学内涵 

2.1 生态农业概念的提出 

生态农业（eco-agriculture）一词是由美国土壤学家W·Albreohe于1970年提出来的，而我国提出生

态农业这一术语，是建立在国外生态农业这一概念的基础上，1980年，王益谦在全国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

论会上提出“生态农业”。随后生态农业得到学术界与政府的重视。如，“1981年，提出生态农业是能够促

进生态和农业生产良性循环，保护资源环境和符合区域优势原则的农业技术体系。”
[4]
1982年，叶谦吉结合

我国的农业的状况，并借鉴生态思想，提出了个人关于“生态农业”概念的理解，即“生态农业就是从系

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

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的现代的农业发展模式。”
[5]
 

2.2 生态农业的科学内涵 

1985年后，我国政府认识到生态农业的重要性，要求各级政府重视生态农业的建设，我国陆续出现了

生态农业示范村。关于生态农业的科学内涵，学者进行了探讨。如，生态学家马世骏提出生态工程建设原

理：整体、协调、整体与再生，并与李松华一同出版了第一部介绍生态农业的著作《中国的农业生态工程》；

“2003年李文华通过设计生态模型，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

了经济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6]
“2004年张薰华认为未来农业应向着生态农业

的方向发展，农业生产要符合自然规律，还应注重城乡统筹，不能将城市的污染带去农村，二者要相互促

进，实现城乡一体化”；
[7]
“2009年徐更生认为生态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环境与生物之间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

环，他把农业生产活动视为一种生态系统。”
[8]
„„总之，我国对生态农业的内涵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

来看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如下面几种反映：“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经济”,

“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工程”„„实际上，这是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遵循客观规律的条件下，

逐步对中国生态农业的概念进行完善和丰富的结果。通过上述分析，得知中国的生态农业的科学内涵应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结合马克思生态思想、国外生态农业思想和我国传统农业中的精华，实现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促进生态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生态文明。 

3.当前生态农业的绿色发展路经探析 

3.1 当前生态农业的发展状况 

目前我国生态农业建设全面展开，从生态农业中，土壤得到改良，有利于作物的生长；粮食增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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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的生活环境；绿色食品与生态环境，有益农民的身心健康等，当前中国生态农

业建设走上制度化与规范化的道路。但由于中国是世界生态脆弱地区分布面积最大，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

显的国家之一。近几十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粗放式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脆弱区固有的人地矛盾进一

步加剧，严重影响了中国生态农业发展。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劳动者生态理论知识缺失，生态意识淡薄。由于农村地处相对偏远，农民较少接受系统的

生态教育，同时还受到传统农业思想的影响，使农民仍固守传统的思想观念，如“产品高价、资源低价与

环境无价”。在科技思想方面，生态农业中的科技含量高思想往往被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传统技术思想“短、

平与快”所取代。 

第二，生态农业建设体制不完善。生态农业建设体制的不健全,间接影响生态农业的发展。当前生态

农业建设的体制还不能完全满足生态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需求。如体制分散成为生态农业发展中的障碍，

连锁体系不健全影响生态农产品的“产、供与销”，政策配套不及时，配套服务体制不完善。 

第三，政府投入与宣传力度不到位。在生态农业的资金投入方面，政府投入不足，影响生态农业的顺

利进行。如农民在“推行农业标准化”方面,农民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承担标准化各环节的费用。在对生态

农业的宣传上，往往针对村干部与个别素质较高的农民,没有深入到每个村民,普及生态农业的大众化受到

影响。 

第四，农村土地分散管理，农村企业规模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业资源特别是土地逐渐减少，

农民分散经营土地，导致组织化程度低,难以按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来组织生产,因而，难以形成区域优势。

农办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缺乏自主创新，受市场影响因素大，加之与农民关系相对松散，总之，农办企业

没有形成规模优势与品牌优势，与我国建设生态农业的新形势还有相当差距。 

3.2 走生态农业绿色发展之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与建设生态农业相关的一系列措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因此,我们应按照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要求,重视生态环境的和谐。此外结合当前中国面临资源约

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与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因而，生态农业的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1.在生态农业发展的理论上，生态农业的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农民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与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农业的发展会融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与全过程，推动美丽

中国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永续发展。同时，生态农业的发展在生态经济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循环经济理论下，生态农业发展的理论得以创新。 

2.在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上，十八大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

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此，生态农业在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对农民的培训和农业科技的投入、生态农业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得到加强，并逐步在完善农村杜

会保障制度下，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得到创新。 

3.在生态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

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此，生态农业会在景观道路、循环道路与食物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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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下，生态农业发展的道路得到创新。 

4.在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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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生态农业的发展注重节约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在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与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下，形成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与低碳发展，进而使政策进一步落实，为人民创造更好的

生产生活环境。另外,还应深化农业区域分工，构筑区域优势互补、主体功能明确、人与地和谐的现代农

业区域格局，不断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生态农业自从出现以来，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21世纪必将是生态的世

纪、生态文明的新纪元；生态农业也必将是21世纪的阳光产业。”尤其在中国，生态农业被赋予新的内容：

生态农业与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相结合等。生态农业的发展必将促进生态农

业理论、制度与道路的创新，同时，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得到贯彻，这些会谱写农业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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