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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片面开发农业的经济生产功能, 这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大误区, 也是农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

要原因。 事实上农业具有多元功能, 且这些功能相互促进, 优化农业功能结构, 强化农业非直接经济生产

功能, 这是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文章在深入分析农业功能结构特征基础上, 结合时代背景

和发展任务, 确定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和各个分目标, 并对其发展原则和发展障碍作了分析,
认为政策构建可由基础准备层、 中间支持层和高级强化层三次构成, 每个层次对应着不同的行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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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 我国农业被偏重于作为一个经济产业来对待, 重视其经济生产功能而忽视其环境、 资源等

服务价值, 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的恶化并最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生产的持续进

行。 在新时期, 我们要建设美丽中国,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 促进生产方式转

变, 这些建设任务不仅要求继续强化农业生产功能, 更将农业的服务价值功能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农业可

持续发展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 虽然农业可持续发展提法由来已久, 然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时间过程, 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任务,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理念、 新的目标、 新的思

路, 基于此, 该文联系新时期的有关背景探讨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定位、 发展原则和政策构建思

路等, 以资有助于我国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更好进行。

1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背景

1． 1　 现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农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然而我国主要走的是一条依靠投入来促进增长的石油

农业发展模式, 1991 ~ 2011 年, 化肥、 农药、 农膜、 机械动力均成倍增长 (表 1), 这使我国农业发展在

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可持续性问题突出。
首先, 化肥农药等使用使土壤板结, 地力下降, 面源污染突出, 生物多样性降低, 农业资源环境持续

恶化。 全国土壤普查资料显示, 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 左右降到不足 1． 5% ,
其中有 11%的耕地低于 0． 6% , 在某些局部地区情况还更严重, 东北黑土区黑土土层厚度已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平均 60 ~ 70 cm, 下降到目前的 20 ~ 30 cm, 而且还在以每年 0． 3 ~ 1cm 的速度流失, 有些黑土区域

已丧失了农业生产能力[1]。 2010 年完成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农村污染排放已占到全

国 “半壁江山”, 农村排放的化学需氧量 1 324． 09 万 t, 占全国总量的 43． 71% ; 总氮排放量 270． 46 万 t,
占全国的 57． 19% ; 总磷排放量 28． 47 万 t, 占全国的 67． 27% 。 除此之外, 长江、 黄河等 7 大水系和许多



江河湖泊 (水库) 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表 1　 1991 ~ 2011 年我国农业要素投入量

年份
农药使用量

(万 t)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万 t)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

(万 t)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 kw)
1991 76． 53 64． 21 2 805 29 389
1994 97． 86 88． 71 3 318 33 803
1997 119． 55 116． 15 3 981 42 016
2000 127． 95 133． 54 4 146 52 574
2003 132． 52 159． 17 4 412 60 387
2006 153． 71 184． 55 4 928 72 522
2009 170． 90 207． 97 5 404 87 496
2011 178． 70 229． 45 5 704 97 735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1992 ~ 2012

　 　 更重要的是, 农业资源环境的恶化还形成一种严重的恶性循环, 使农业发展的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

持续性同时受到威胁。 由于地力下降和环境恶化, 农户为获得更多的产量, 不得不施用更多的化肥、 农

药、 农膜等, 这不仅加重了环境负担, 更使农户的单位成本收益下降。 以稻谷、 小麦、 玉米三种粮食平均

生产成本为例, 1992 年化肥、 农药、 农膜三项总成本费用 525 元 / hm2, 占总成本的 39． 10% , 成本利润

率 26． 86% ; 2002 年和 2012 年, 每 667m2 化肥、 农药、 农膜三项总成本就分别上升到 1 020 元和 2 580
元, 三项总费用分别占总成本的 35． 78%和 43． 29% , 成本上升挤占了利润空间, 导致生产在经济上的不

可持续性 (图 1)。 不仅如此, 农业环境污染还引起了海内外社会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和恐慌, 国

内企业食品生产和出口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如近年来毒豇豆、 毒大米、 毒奶粉等一系列有毒食品事件就

引起了社会上对中国食品安全的普遍不信任, 中国家长漂洋过海去国外抢奶粉事件更是把这问题弄得甚嚣

尘上。 从长远看, 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 更是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问题、 基础

问题。
1． 2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保障粮食安全和继续完成农业革命需要农业可持续发展。 粮食增长既可以看成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成

就, 也可以看成中国农业革命的表现之一。 2004 ~ 2012 年, 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 “九连 (年) 增”,
2012 年达到 5． 895 7 亿 t, 但即便是这样, 2012 年中国粮食进口还是超过了 0． 7 亿 t, 是历史上粮食进口

量最多的一年, 且中国粮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要素投入增长[2]。 如上述分析, 今后依靠要素大量投入

来促进粮食增长的模式很难具有现实可行性, 有关研究表明[3], 土地、 农药、 塑料薄膜、 电力、 农用机

械、 农业劳动力、 农业科技等生产资源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同时, 中国还面临着食品安全

问题、 资源环境恶化问题、 农村劳动力老化问题, 这些问题迫使中国不得不探寻新时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 继续完成农业革命, 实现从主要依靠外在要素投入增长的外延增长模式到依靠内在的持续制度创新

和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

图 1　 三种粮食 (稻谷、 小麦、 玉米) 生产的三项总费 (化肥、 农药、 农膜) 用成本利润率

数据来源: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02 ~ 2013 有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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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农业可持续发展。 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意味着中国在保持高速发展

的同时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生态稳定和环境优美, 农业在这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功能上看, 农

业不仅是一个产业, 具有经济上的生产功能, 更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 具有环境容纳、 生态保育、 资源

保障、 文化传承等一系列非直接经济功能。 如在环境容纳功能中, 农业好比就是一个巨大的调节、 中和系

统, 具有纳污净化、 减碳增氧等起着抵消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负面环境效应的作用。 遗憾的是当前不当的

发展方式弱化了这种积极作用。 以碳减排为例, 化肥的低效施用大大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据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统计,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了 14% , 大于整

个运输行业所占的比例, 而我国农业源排放甲烷占我国甲烷排放总量的 80% , 排放 N2O 占我国 N2O 排放

总量的 90% 以上, 这与化肥、 农药的过量使用分不开, 我国化肥有效利用率仅仅 30% ~ 40% , 远低于欧

美国家 60% ~70%的水平, 每年因不当施肥造成 1 000 多万 t 的氮素流失到农田之外, 最后成为温室气体

N2O 的重要源头, 而其温室效应系数为 CO2 的 310 倍[4]。 此外, 从国土面积构成来看, 农业用地面积约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56%左右, 农业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建设美丽中国和中国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需要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对二、 三产业发展的贡献包括产品贡献、 劳动力

贡献、 资金贡献、 土地贡献、 环境贡献五个方面, 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中期后, 农业

的劳动力贡献、 土地贡献、 环境贡献尤其突出。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 只有在它能经济、 高效地解决整

个社会的吃饭问题后才能向其它产业释放大量低廉、 足量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 在现阶段, 我国劳动

力成本上升, 土地资源紧缺, 这些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问题归根到底在于我国农业生产率

还比较低, 农业比较经济效益上升, 致使大量劳动力还固化在农村, 为保住最低的农业用地需求只好限制

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用地供给, 2009 年我国土地农用比为 56． 21% , 而同时期世界土地农用比平均只有

37． 66% 。 此外, 如上所述, 农业的生态环境调节功能也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大支撑。 从今后看, 支持

农业, 提高农业生产率, 发挥农业的综合功能才能有力支持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顺利进行。
1． 3　 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代任务性

从时间连续性上看,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过程, 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同时, 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

累积循环性, 上一个时期的任务完成质量影响到下一个时期的任务执行条件和执行效果。 从中国的实践来

看, 由于缺乏明确的时代目标任务, 一定程度上使农业可持续发展失去行动上刚性约束力。 农业可持续发

展理念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获得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 而与之异曲同工的中国生态农业更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在中国得到广泛探索和发展, 但不论是国外引入的可持续发展农业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生

态农业都只强调发展理念或技术体系, 没有根据特定时期的需求提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具体发展任务。 如可

持续发展农业是比较笼统的 “既不影响当代人需求的满足又不影响下一代对资源环境使用” 的农业发展

模式, 而中国生态农业强调运用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而获得较高经济、 社会、 生态三大效益

的农业发展模式, 这些发展模式理念的共同特点是由于过分强调农业长期发展过程的统一完美但忽视了农

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在某个特定阶段具有特定的目标和任务, 因此在指导行动上失去刚性约束力和明确指

导性, 中国农业发展环境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从反面映衬了这些理论的局限性。 从国际农业可持续发展来

看, 如美国的 “低投入可持续农业” 和 “高效率可持续农业”, 日本的 “环保型可持续农业”, 法国等一

些欧洲国家 “环境保护型农业”, 印度的 “合理利用资源、 保持生态平衡” 的农业[5], 到一定时期, 农业

转型发展是必然, 且不同时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具有针对性、 合理性和有限性以及明确的主次性。
新时期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然是要解决目前突出的不可持续性问题, 为新时期发展建设任务

服务。

2　 农业功能结构与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向

2． 1　 新时期我国农业的功能结构及其特征

农业, 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一个具有生产功能的经济产业, 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生态-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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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复合系统, 具有丰富多样的功能 (图 2)。 从其功能结构来看, 现阶段农业功能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1) 农业完整的功能结构包括直接的经济生产功能和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 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丰

富多样, 涵盖环境、 资源、 文化、 社会等各个方面, 在某种意义上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甚至超过了直接的

经济生产功能, 在农业功能开发中, 绝不能仅仅偏重于经济功能的开发。
(2) 在一定条件下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经济生产功能。 如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中,

休闲观光和文化传承可以合称为休闲审美功能, 在当今经济环境下, 优美淳朴的农业自然景观和承载悠久

中国传统文化的农业文明本身就可以作为生态旅游开发的重要构成要素, 因此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在一定

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经济生产功能。 这就说明即使在追求经济收入中也不一定要把农业资源开发为

直接的经济投入要素, 就地利用农业资源的天然特质也能创造大量的经济收入, 同时更加有利于减少对资

源环境的破坏程度。

图 2　 农业的功能结构组成

(3) 农业内部功能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 如在直接的经济生产功能内部, 产品生产状况可以影

响到经济收入情况; 在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内部, 农业对生物基因的遗传保存功能可以影响到资源安全状

况, 农业对社会的保障能力程度可以影响到农业对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释放程度。 功能之间的相互关联

与影响说明结构优化是强化农业综合服务功能的必须途径。
(4) 农业的生态综合服务功能是一个重要的核心功能。 农业对生产建设过程中有害物质排放的消解

作用称其为环境容纳功能, 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涵养功能称其为生态保育功能, 农业

为生产生活提供足量必需的优质自然资源的能力称其为资源安全功能, 农业对物种、 文化、 技术等保存、
继承功能称其为遗传保存功能, 这四个功能合称为农业的生态综合服务功能。 现阶段农业的生态综合服务

功能是一个重要的核心功能, 对其它功能都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 农业的生态综合服务功能影响到农产品

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收益如污染了的环境使农产品减产、 品质降低, 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 其次, 生态综合

服务功能影响了农业开发收入, 如破坏了的自然环境通过影响农业自然景观而影响了农业旅游收入; 再

次, 生态综合服务功能与农业的社会保障功能相互影响, 进而影响了生态保育和农业要素释放等功能。 如

在我国生态功能脆弱的连片特殊贫困区, 人们的生活资源来源高度依赖于农业, 在社会保障度低的情况

下, 农业实际上起到一个社会保障的功能。 由于环境恶劣, 土地贫瘠, 人们为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只能过度

开垦土地, 而由于环境脆弱、 生态修复能力弱, 生态环境就随着人们的过度开垦而更加恶化, 进而形成一

种环境恶劣———过度开垦———环境更加恶劣的恶性累积循环。 综合以上来看, 不论是从直接增进生态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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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本身还是增进对农产品生产的保障能力、 农业旅游开发的促进作用以及对贫困区扶贫开发的支持

作用角度, 生态综合服务功能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功能。
(5) 农业的经济生产功能始终不可替代。 第一, 农业的经济生产功能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必须产品,

尤其是食物来源。 第二, 农业经济生产解决了为大量的农业人口提供了就业途径和收入来源渠道, 这对城

镇化和工业化不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第三, 农业经济生产方式直接影响了生态保育、 环境容纳

以及资源安全等, 对生态综合服务功能的形成有着重要的直接影响。 第四, 农业在贫困地区有着强大的社

会保障功能, 是扶贫开发的主要途径, 也是保护环境的良好方式; 第五, 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收益能力

直接影响了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释放, 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推力。
2． 2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定位

2． 2． 1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

通过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以及新时期我国农业的功能结构特征的分析, 不难发现:
(1) 新时期, 我国需要农业的全面功能, 尤其是功能多样的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 (2) 新时期, 获得高

效的农业开发经济效益, 不一定要将资源推入直接的经济生产领域, 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继承也

是一大途径, 这为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开辟了新领域、 新路子; (3) 农业功

能结构必须优化, 优化了的农业功能结构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业全面服务功能的根本途径; (4) 生

态综合服务功能是新时期功能的核心构件, 必须重点培育和挖掘; (5) 农业传统的经济生产功能还是不

可替代, 只能强化不能弱化, 其中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其核心内容。 因此, 新时期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总

目标可以基本确定为: 在继续强化农业经济生产功能的同时, 通过生产布局调整和功能结构优化, 充分重

视和挖掘农业潜在的全面服务价值尤其是生态综合服务功能, 为新时期的发展建设任务提供强大的支撑、
服务作用。
2． 2． 2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分目标

根据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针对性、 有限性和主次性原则,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分目标包括以下内容:
(1) 产品供给目标———首要保障国内粮食供给安全。 为社会生产提供充足的必须农产品是农业生产

的最基本功能、 内在固有功能。 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粮食供给不能完全依赖进口, 否则将造成外交上的

被动和国内社会的不稳定, 必须提高粮食自给率。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是保障粮食安全, 提

高粮食自给率。
(2) 生态保育目标———形成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 当前我国农业既是一个环境破坏的主动施害者又

是一个环境恶化的被动受害者, 根源在于不当的农业生产方式, 如过量施用化肥造成温室效应, 而温室效

应又造成气候变化、 自然灾害和粮食减产, 据有关研究[6], 气温每上升 1℃, 粮食产量将减少 10% , 我国

近年的气温升高使农作物受灾面积居高不下 (图 3)。 今后我国必须形成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 不但通过

农业获得所需产品, 更要通过农业修复, 改善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
(3) 环境容纳目标———增强环境自净和碳汇减排能力。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 环境

污染物排放增加, 农业作为一个巨大的生态调节系统必须提供相应的自净消解能力。 同时, 农业作为一个

绿色产业, 具有强大的碳汇吸收功能, 今后农业发展一方面应积极通过化肥农药农膜的施用技术的提高,
减少碳排放, 另一方面应通过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碳交易制度创新, 提高碳汇减排能力, 为国家的碳减排

和低碳经济作贡献。
(4) 资源安全目标———重点提供食品安全保障程度。 资源安全意味着农业不仅要在数量上经济、 及

时地提供足量的农产品, 更要在质量上提供能满足人们健康、 营养、 保健的优质农产品。 我国目前不是农

产品供给数量不足的问题, 而是供给了人们敢不敢吃的问题, 今后农业的资源安全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善

农产品的质量, 提供食品的安全程度。 另一个资源安全的目标就是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防止外来有害物

种侵害, 保卫农业种质资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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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休闲审美目标———开辟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途径。 传统的发展途径使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

发展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农业的休闲审美方向开发很好地规避这一问题, 资源与环境不直接进入

生产领域也能创造很高的经济效益, 这开辟了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途径, 有利于实现增收与保护并

举, 为资源用途激烈竞争下农业功能结构调整提供了现实可能, 是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

一, 也是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农业上的重要实现途径。
(6) 经济收入目标———促进农民增收和扶贫开发的顺利进行。 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过半, 但

还有将近一半总人口的农民滞留在在农村, 而农业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提高农业经济收入是促进农民

增收、 普遍提高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主要措施。 更重要的是, 提高农业经济收入也是当前新时期连片特困

区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
(7) 要素释放目标———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所需要的劳动

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主要来自于第一产业农业的释放, 而农业释放劳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前提是生产率足够

高, 其所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且使农业比较经济效益下降。 当前农业劳动力老化弱化, 农

村生态环境恶化, 生产力下降, 今后为能给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比较便宜的劳动力和足够的土地资源, 还

必须大力支持农业发展, 尤其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图 3　 1978 年以来的中国年气温变化与农作物受灾面积

数据来源: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2009 ~ 2012; 中国统计年鉴 1990 ~ 2013

3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思路

3． 1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有限目标与多元功能的目的一致性原则。 有限目标是针对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首要要解决的问题而

言, 即有效遏制农业环境恶化趋势, 改变当前不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 全面挖掘农业的功能, 以农业功

能结构优化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而多元功能的目的就是改变当前农业偏重经济功能的发展模式, 以全

面发挥农业非直接经济功能中的多种积极作用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
结构优化与功能强化的手段经由性原则。 功能强化是指全面发挥农业的功能, 特别是非直接经济生产

功能, 以此来为新时期的发展建设任务服务, 而结构优化是一个必经途径, 通过农业空间布局结构和内部

生产结构的调整来改变当前农业注重经济生产的单一功能开发模式, 以多功能协调发展来支撑新时期建设

发展需要。
服务价值与经济功能的目标并重性原则。 挖掘农业的非直接经济功能、 提高农业的服务价值功能固然

是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点, 但是发展中国家、 人口大国、 地区发展差异、 城乡发展差异、 人口

收入差异等现实基本背景决定了农业的经济生产功能在新时期依然重要, 必须继续强化农业的经济生产

功能。
促进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内容重点性原则。 与上述服务价值与经济功能双重目标并重性原则一致, 为了

强化农业经济生产功能必须促进生产, 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了发挥农业的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的服务价

值, 最关键最核心的必须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这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依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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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放与资源集约的路线明确性原则。 人多资源少、 生产率低较、 农业本身的弱质性等, 这些特征

决定了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利用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来武

装农业, 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 而资源集约利用一方面是人均资源少的现实选择, 另一方面也是优化农业

功能结构、 减少有害物质排放和促进生产方式转变的需要。
生态保育与环境友好的特色鲜明性原则。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任务是扭转农业生态环境

恶化势头, 终止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而农业与生态环境关系最密切, 二者的关系是双向的、 互动的, 而

农业本身对环境的影响又是是双重的, 既有可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也有可能直接破坏生态环境, 一切取

决于生产技术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 新时期, 我们要利用环境来促进农业经济生产和综合价值的发挥, 只

有生态保育和环境友好的技术和生产模式才能胜任这一任务。
简便易行与政策诱导的行动可行性原则。 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广大农村进行, 越简便易行就越有生

命力, 各地富有特色的传统生态农业技术提供了这一可能, 同时, 新时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功能结构

调整, 不仅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问题, 更涉及到资金、 技术、 信息、 人才等支撑问题, 需要有效的政策进

行诱导。
3． 2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传统观念的制约障碍。 概括起来说, 传统观念对农业就是 “两不重视”: 一是不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作用, 二是不重视农业的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 的确, 与二、 三产业相比, 农业的资本利润率低, 又

是一个古老的产业, 在产业结构中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 因此在片面追求 GDP 增长和产业结构非

农化的观念中, 农业是一个 “不重要” 产业, 因此对其投入少支持少; 就是重视农业, 重视的也是直接

的经济生产功能, 对农业的生态服务价值、 文化传承、 社会保障等未见明显经济效益的服务价值重视

不够。
规模经济的诱惑障碍。 新时期优化农业功能结构意味着具体资源具体开发, 而资源分布的地域差异性

使资源千差万别, 为优化农业功能结构、 最大程度发挥农业的综合价值必须因地制宜进行小区域、 小规模

开发, 这与统一、 标准的工业化开发模式相悖, 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这也是资源难以进行因地制宜开

发的经济原因[7]。
资源用途的竞争障碍。 农业资源用途具有多宜性, 既可直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 用于生产产

品、 创造收入, 也可以将其留置在自然环境中, 用于增强服务功能, 但前者一般效益明显, 有实物、 可计

量, 受益主体清晰、 明确, 而在后者中, 效益是非可见实物的服务功能, 一般难以计量, 且受益主体不明

确, 存在外部效应, 因此资源的直接生产用途和间接的服务价值存在着竞争, 这也是阻碍新时期农业功能

优化的主要障碍之一。
功能调整的风险障碍。 新时期农业功能结构优化必须通过调整农业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农业内部的生产

结构来实现, 但无论是空间布局调整还是生产结构调整, 都意味着存在一定的风险、 损失甚至是完全失

败, 这些风险如果完全落在农户身上, 功能调整将更加艰难。
支撑要素的缺乏障碍。 新时期农业功能结构优化实际上是基于资源多用途、 多功能特性的资源高效配

置过程, 是一种 “精确农业”, 类似工业上的 “柔性生产” ( flexible production), 它需要信息的高度发达

畅通、 人的主观能动性、 相应技术和必要资金的支持。 而信息、 人才、 技术、 资金正是现阶段农业发展紧

缺的要素。
3． 3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构建

新时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 按难易程度、 按先后顺序其对策构

建大致可由三个层次来完成, 即基础准备层, 中间支持层和高级强化层。 各个层次由于目标诉求不同, 其

行动措施也不尽相同 (图 4)。
基础准备层。 本层次的主要目标是迅速扫除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为新时期农业发展创造

最基本的条件。 其主要措施有: (1) 加大宣传普及力度, 促使全社会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全面认识和高

42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3 年



度重视农业的综合功能, 尤其应重视农业非直接经济功能对新时期建设任务的积极支撑作用。 (2) 针对

农业资源环境信息老化陈旧、 失真不全、 难以支持科学决策的不足, 迅速开展资源调查摸底工作, 为科学

决策提供基础的资源环境信息。 (3) 针对功能结构调整中风险因素的存在和人才、 资金、 信息、 技术不

足等问题, 创新农业保险制度, 出台相关政策, 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支撑要素的供给。 (4) 在重点区

域开展试验, 探索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便于类似地区能够推广、 借鉴。
中间支持层。 本层次的主要目标是为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完善的制度支持体系, 包括行政、 法

律、 经济、 技术等多个方面。 (1) 行政管理制度方面: 主要通过考核、 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地方官员重

视农业尤其是农业的非经济直接生产功能, 如把环境质量、 食品安全、 生态恢复等功能作为硬性考核指

标, 纳入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 (2) 法律法规制度方面: 主要是针对大规模经营可能带来的物种单一

化、 生态脆弱化等环境风险以及资源用途竞争性导致的短视、 投机风险, 通过空间管制和利益补偿等方式

来促进农业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形成稳定强大的生态系统结构。 (3) 经济财政制度方面, 运用经济补贴、
减免税收、 优惠贷款、 财政倾斜、 加大投资等刺激措施, 鼓励农户采用生态保育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
(4) 科学技术制度方面, 一方面鼓励研究、 创新农业非直接经济价值的衡量、 评价办法, 便于管理和考

核, 另一方面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与推广。

图 4　 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构建

　 　 高级强化层。 本层次的主要目的是在前面区域试验和制度构建探索基础上, 在全中国建立起新时期农

业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主要措施包括: (1) 加强全国农业资源的调查与评价, 建立资源动态监测、 预警

系统, 为农业科学决策提供基础的信息支持条件; (2) 对中间支持层的相关制度运行效果进行长期跟踪

和评价, 不断修改、 调整、 创新其设计, 使其更加符合区域差异的需要; (3) 推广先进、 成熟、 适用的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经验, 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 最终使中国各个地区都能因地制宜建立起完全符合

区域发展需要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 (4) 继续调整、 完善农业生产空间布局结构和产业内部产品生产

结构, 协调农业的各个功能, 促进经济生产功能和综合服务价值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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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economic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is over one-sided developed in China, which is the
major misunderstanding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cause to th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act, agriculture
distinguishes itself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and those functions promote mutually, therefore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indirect economic production is the prime orientation of the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riculture functional
structure and ascertain the general target and the various sub targe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e-
velopmental objective, then analyses the principle and the obstacle of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and propose that the policy maybe be comprised of three administrative levels, i． e. , foundation
-provision level, middle-support level and senior-consolidation level, and each level corresponds with different
measures.
Keywords　 the new period;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rget orientation; multi-funct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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