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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高值农业是充分应用现代及未来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以及新信息技术、新生物技术等武装起来的农业高

新技术体系与生产模式，其宗旨是在确保生态环境友好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农业科技内涵和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水平实现农业产业

的高值化，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产业化水平、竞争力和比较效益。生态高值农业是包括生态农业及环境与农产品高

产、高质、高效及科技、市场、产业经济价值相结合的总概念，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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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大力发展生态高值农业，

不仅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规律，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更体现了循环经济和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发展

要求，对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转

变农业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1  生态高值农业的内涵 

中国未来农业发展将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农

产品市场的扩张、农业比较效益的提高、农业生产结

构的改善和农业科技的发展等，都将为中国未来农业

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同时，农业发展面临着 5 个方

面的巨大挑战：日益严峻的耕地、水资源和生态安全，

小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劳动

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与就业，农业多功能需求的增长对

中国的粮食与农产品安全和水土等资源超载压力的威

胁，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冲击和影响等。而发展生

态高值农业是应对未来农业巨大挑战、实现农业持续

发展的一项 重要的创新举措。胡锦涛主席在 2010 年

6 月 7 日，两院院士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构建我国

生态高值农业产业体系”。 所谓生态，就是要体现农

业既能为社会提供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又能实现农业资

源的永续利用，将农业纳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所谓

高值，就是要体现农业有很高的土地产出率、投入产

出率、劳动生产率。 

生态高值农业是充分应用现代及未来新能源、新

材料、新装备以及新信息技术、新生物技术等武装起 

 

 

 

来的农业高新技术体系与生产模式，其宗旨是在确保

生态环境友好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农业科技内涵和提高

农业生产管理水平实现农业产业的高值化，从而大幅

度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产业化水平、竞争力和比较效

益。生态高值农业是包括生态农业及环境与农产品高

产、高质、高效及科技、市场、产业经济价值相结合

的总概念，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表 1）。 

 

表 1  生态高值农业的实质内涵 

Table 1  Essential concept of Ecological High-value Agriculture 

内容 内涵 

生态 生态农业；水，土，气，生，岩，污 

高值 农产值，农技值，农市值，农经值，其中： 

农产值：农产品高量、高质、高效（农一产） 

农技值：智能农业、高科值农业（农技一产） 

农市值：市场经济价值（农二产）-农加转工 

农产经值：产业化经济价值（农三产）-农经贸旅游文

生态高值 生态高值农业是包括生态农业及环境与农业品高产、

高质、高效及科技、市场、产业经济价值（包括农业

的一、二、三产产值）相结合的总概念 

2 国内外生态高值农业现状与发展趋势及模式 

代表的生态农业，主张少用或不用人工性化学品、

机械等，降低能耗，减少污染，通过作物轮作、种植

绿肥、有机肥和秸秆还田以及采用生物防治病虫草害，

使农业生产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 

另一种是以我国及印度为代表的类型。这些国家

人多地少，经济基础差，发展能力弱。同时面临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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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贫穷，另一方面，面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

问题，在实践中并不排斥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

并与传统农业技术相结合，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等资

源，运用生态系统工程学的方法，全面规划、合理组

织农业生产，实现农业优质高效和持续发展，达到生

态与经济两大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三

大效益的统一。 

西方与我国生态农业有明显的差别，但不能因此

而否认其共性的东西，这些主要共通之处表现在：①

都面临全球性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共同挑战和威胁；②

都把农业生态环境的维护与建设作为系统的基本输出

目标或目标之一；③都不排斥高科技的应用，都重视

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的规范化。

这些就是我国今后“生态高值农业”应走的发展道路。 

我国大致可概括为下列 4 个不同层次的典型农业

生态经济模式。 

（1）农户小循环经济模式：①北方“四位一体”循

环经济模式；②“鸡-沼气-蚯蚓-鸡”循环经济模式；

③“猪-沼气-果”循环经济模式；④“立体种养”模式；⑤

基塘生态农业模式。 

（2）村庄循环经济模式：①以清洁能源为纽带的

综合利用模式；②以秸秆综合利用为主的生态村模

式。 

（3）乡镇大循环经济模式：①农业和工业之间的

循环；②农业与第三产业的循环。目前主要体现为生

态观光农业，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必然要求按照自然

生态系统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把清洁生产、资源及

其废弃物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

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 

（4）循环农业圈层模式的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模

式）。随着农业的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出现了专

业公司把农业从农业物资生产和供应，农业生产，农

产品收购、储运、加工、销售等所有环节联成了一个

有机整体，形成了农业一体化经营。同时利用田园景

观、自然生态等环境资源并借助现代物质技术条件，

融现代农业、乡村文化、观光休闲以及环保教育、农

事体验职能于一体，实现农业生产功能、生活功能、

生态功能的统一。该模式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控制技术和精准变量投入技术为装备，实现 佳的产

量、 优的品质、 低的农业环境污染和 好的生态

环境，达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 终实现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典型的实例如：上海崇明岛前卫村（“生态高

值农业”举例）。近十年来，全村坚持“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理念。以生态农业为核心，加

强了全村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建设，以“种、

养、沼、加”，“科、高、旅、教”，“路、桥、林、田、

水”相结合，不仅发展了农业生产还促进了其他多种

产业的发展。全村 333.3 hm2土地，500 人近年年收入

8 000 万，人均年分配达到 16 万。这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生态高值农业”的典范，值得在上海及全国有关

地区推广。 

3  生态高值农业的特征与技术体系 

3.1  生态高值农业特征 

3.1.1  低碳循环经济型农业    未来生态高值农业

将用太阳能、氢能等新型绿色能源逐渐替代现在的化

石能，包括产前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生产资料

和设备的生产，产中农业机械和农用物资的使用，以

及产后农产品的加工、储运等过程；同时，未来生态

高值农业将充分采用农业废弃物的多级化生态农业利

用模式，实现农业生产废弃物的零排放，保证农业的

清洁生产，并 大程度地创造农业生产的生产能力和

产值。 

3.1.2  高产优质高效安全型农业    未来生态高值

农业将实现高产、优质、安全、高效的有机统一，以

满足食物和生态环境保育的需求。未来生态高值农业

将在确保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农作

物生产和养殖的高产、高效绿色生产技术体系，以替

代目前农业生产的掠夺式经营方式，同时建立农产品

加工、储运和销售的绿色管理技术体系，确保农产品

自农田/养殖场到餐桌的食品质量安全。 

3.1.3  高科技型农业    未来生态高值农业将借助

现代生物技术改良、设计、培育高产、优质新品种；

借助新材料生产技术开发新型智能肥料、农药、兽药、

农膜、饲料等生产资料，大幅度提高化肥、农（兽）

药、水分、光能、土地的利用率，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的排放，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借助现代土壤学、

物理、化学、生物学原理和工程技术，开发设计土壤

和快速改造土壤的技术体系，快速定向提高土壤功能

和持续生产能力；借助现代物理、化学、生物、机械

制造、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开发新型食品加工与储藏、

保鲜、物流等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延伸农业产业链，

大幅度增加农业产业的产值。 

3.1.4  规模化市场经济型农业    未来生态高值农

业将以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为特征，逐渐改变目

前土地分散经营的粗放生产模式，大幅度提高农业的

比较效益和规模效应，增加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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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态高值农业的技术体系 

3.2.1  无公害农产品种养殖技术    主要包括环境

友好型肥料、生物性农药、病虫草害生物防治、可降

解农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污染物处理技术等。 

3.2.2  农产品加工技术    进一步提升营养水平和

商品化水平的高附加值加工技术及相应加工设备的研

制。 

3.2.3  我国传统农业精华技术    充分挖掘和整合

我国传统与常规农业中的经验及技术精华，整合合理

轮作和间套复种、保护性耕作、病虫综合控制等技术，

形成一整套生态化种养殖业技术。 

3.2.4  标准化生产技术    重点就生态化物料投入、

生态化种养殖业、无公害产品加工、产品营销等过程

的技术规程、标准等进行规范化研究，为我国生态高

值农业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3.2.5  高新农业技术    目前主要表现为生物技术

支持下的分子育种技术、全球卫星定位支持的精确农

业技术、可降解塑料生产的农用薄膜、害虫的性引诱

技术、新型纳米材料制作的控释肥生产、新型微生物

制剂等。 

4  生态高值农业的建设目标 

到 2020 年，通过重点农业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和

突破，使中国农业具备生态高值农业体系所需要的国

家食物和纤维总量供给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国家食品

质量安全得到基本保障，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生态和

功能实现根本转变，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安全得到

一定提高的科技支撑条件。 

到 2050 年，具备实现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国家

食物总量和质量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农业进入传统功

能与现代多功能并存的未来农业所需要的科技支撑条

件，使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生态高值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时代，全面实现农产品优质化、营养化、

功能化，实现农业生产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精准

化，建成农业高值转化的产业体系，形成生态系统持

续良性循环、景观优美、功能多样、城乡一体的新型

农业。 

5  生态高值农业的建设内容 

生态高值农业的产业体系主要包括农产品安全、

可持续农业、智能农业和高值农业建设等 4 个方面。 

（1）农产品安全。至 2020 年，形成分子育种技

术体系，通过对多个基因的组合实现对多个性状的分

子改良，分子育种品种的数量增加一个数量级以上，

获得 80 ~ 100 个具有特定高营养组分或对人体健康具

有可靠功效的功能型动植物新品种，生产和加工等环

节的污染得到完全控制，粮食自给率 95% 以上，其他

农副产品基本自给。 

至 2050 年，实现覆盖全基因组的基因时空表达、

翻译、修饰和调控技术，通过分子模块的耦合对动植

物个体实行全基因组优化组装，从而创制出智能品种，

肉蛋奶等人均占有量增加 1 倍以上，全面实现农产品

优质化、营养化、功能化，高营养及功能型农产品占

比提高 50% 以上（表 2）。 

 

表 2  农产品安全 

Table 2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现状 2020 年 2030 年 2050 年 

数量 粮食基本自给，其他农产品的进口

总量与出口总量基本平衡 

粮食自给率 95% 以上， 

其他农副产品基本自给 

肉蛋奶等人均占有量 

增加 60% 

肉蛋奶等人均占有量 

增加 1 倍以上 

质量 以自然携带的营养组分的动植物

品种为主体，缺乏人工设计和创制

的高营养与特定功能品种，同时生 

产和加工等环节受到污染 

获得 80 ~ 100 个具有特定高营养组

分或对人体健康具有可靠功效的功

能型动植物新品种，生产和加工等

环节的污染得到完全控制 

具有高营养和功能型特

征的优质农产品占比提

高到 20% 以上 

全面实现农产品优质化、营

养化、功能化，高营养及功

能型农产品占比提高 50% 

以上 

 

（2）可持续农业。至 2020 年，建立不同区域结

构合理、功能稳定的生态农业模式，实现化肥和农药

适量使用，开始应用可降解农膜，稻麦等 C3 作物光能

利用率提高到 1.2%，土肥水综合利用率提高 10%。至

2050 年，实现农业生态系统持续良性循环，多功能安

全高效肥料占 30%，生物农药用量占 30%，稻麦等 C3

作物光能利用率提高到 2%；土肥水综合利用率提高

30%（表 3）。 

（3）智能农业。至 2020 年，生产流通全程信息服务

覆盖到县级，实现全国及全球遥感估产、各种灾情遥感监

测，90% 大型温室设施农业、50% 的禽畜鱼大型人工养

殖场、东北和新疆 20% 的种植业实现单项或多项作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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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开始大面积精准作业试点。

至 2050 年，生产流通全程信息服务覆盖到每个生产和流

通单元，实现全国农业资源和产量动态监测和预报，智 

 

能温室、人工养殖业基本实现精准化管理，东北和新疆

70% 的种植业实现精化作业，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

40% 精准化作业，其他地区 20% 精准化作业（表 4）。

表 3  生态农业 

Table 3  Ecological agriculture 

 现状 2020 年 2030 年 2050 年 

生态农业模式   生态农业初具规模，覆盖 10% 左

右，没有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

本模式；模式多样，经营规模小，

劳动投入高，产业化和商品化水

平不高，技术体系不完备 

建立不同区域结构合理、 

功能稳定的模式 

主要农区的生态系统结

构得到优化 

实现农业生态系统持续 

良性循环 

农业清洁生产 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 20% 以上，

可降解农膜处于研制阶段 

实现化肥和农药适量使用，

开始应用可降解农膜 

化肥和农药用量减少10% 

~ 15%，可降解农膜等材

料广泛应用 

多功能安全高效肥料占

30%，生物农药用量占 30%

土肥水光利用效率 稻麦等 C3 作物光能利用率 1%， 

土肥水综合利用率低下 

稻麦等 C3 作物光能利用率

提高到 1.2%；土肥水综合

利用率提高 10% 

稻麦等 C3 作物光能利用

率提高到 1.5%；土肥水综

合利用率提高 20% 

稻麦等 C3 作物光能利用率

提高到 2%；土肥水综合利

用率提高 30% 

 

表 4  智能农业 

Table 4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现状 2020 年 2030 年 2050 年 

生产流通全程 

信息服务 

覆盖到省和部分 

农业企业 

覆盖到县级 覆盖到乡村 覆盖到每个生产和 

流通单元 

主要农田信息综合

监测系统 

主要农区遥感估产，遥感

旱情监测，洪涝雪灾灾情

监测，测土配方施肥正在

全国展开 

全国及全球遥感估产，各种

灾情遥感监测，建立农业资

源数据库 

主要农作物品质遥感监

测，各种灾情预测，农

业资源（水土林草）动

态监测 

多基本实现全国程度，部

分内容实现全球程度农业

资源动态监测和预报 

生产过程精准管理 正在开展试点 90% 大型温室设施农业、50% 

的禽畜鱼大型人工养殖场、东

北和新疆 20% 的种植业实现

单项或多项作业精准化，黄淮

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开始大面

积精准作业试点 

80% 的禽畜鱼大型人工

养殖场、东北和新疆 40% 

的种植业实现精化作业，

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

20% 精准化作业，其他地

区开始试点 

智能温室、人工养殖业基本

实现精准化管理，东北和新

疆 70% 的种植业实现精化

作业，黄淮海平原、长江中

下游 40%精准化作业，其他

地区 20% 精准化作业 

 

    （4）高值农业技术体系。至 2020 年，形成生物

基为原料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体系，初步建立集休

闲、观光、教育、文化于一体的高值化服务型农业产

业。 至 2050 年，形成农业高值转化的产业体系，形

成景观优美、功能多样、城乡一体的服务型农业产业

体系（表 5）。 

6  生态高值农业的总体路线图 

6.1  在植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科技发展方面 

主要利用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组学及其技

术、基因工程以及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等

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手段，采用重大产品导向的研发

战略，充分发掘和利用我国丰富基因资源优势，建立

战略植物各层面基因资源库，根据需要优化设计植物

新基因型，对目标基因进行扫描，对理想基因型“吉

祥”组装，创制高产、优质、多功能性，并能够对环

境进行快速响应的智能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能源植

物新品种。 

6.2  在动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科技发展方面 

充分发掘我国丰富的畜禽水产动物资源优势，发

展水产动物种质资源评价、发掘、保存利用技术，增

强畜禽水产动物遗传改良力度。克隆鉴定出有重要价

值的功能基因，进行分子育种价值的功能基因，进行

分子育种设计，并与传统育种相结合，培育出生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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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高技农业 

Table 5  High-tech agriculture 

 现状 2020 年 2030 年 2050 年 

分子设计 分子育种技术体系正在形成，

已通过少量目的基因的转移和

分子标记的跟踪实现对单一性

状的分子改良，极少数的分子

育种品种得到应用，其余均处

于试验和验证阶段 

形成分子育种技术体系，通

过对多个基因的组合实现对

多个性状的分子改良，分子

育种品种的数量增加一个数

量级以上 

通过对关键基因及其时空表达

过程、基因作用网络的调控实

现对某类性状的分子设计，经

过分子改良和分子设计的品种

占比达到 30% 以上 

实现覆盖全基因组的基因

时空表达、翻译、修饰和调

控技术，通过分子模块的耦

合对动植物个体实行全基

因组优化组装，从而创制出

智能品种 

农业生物质资源 生物质核心种质的分布、筛 

选和培育及其加工工艺和 

设备研究阶段 

获得 50 ~ 100 个新生物质能

源新品种、新种质；每年生

产乙醇和生物柴油 2 千万吨

形成生物质资源相关产业 

群；每年生产乙醇和生物 

柴油 5 千万吨 

每年生产乙醇和生物 

柴油 1 亿吨 

高值转化 

（二产） 

主要以现有动植物产品为原料

进行简单开发的单项技术，缺

乏成熟的技术体系和高值产品 

形成生物基为原料的高附加

值产品的研发体系 

形成营养保健品、天然化妆品、

酶制剂等产业群 

形成农业高值转化的 

产业体系 

服务型农业 

（三产） 

在大部分城市的郊区有所发展 初步建立集休闲、观光、教

育、文化于一体的服务型农

业产业 

围绕大中城市，形成服务型农

业产业群 

形成景观优美、功能多 

样、城乡一体的服务型 

农业产业体系 

 

度快、蛋白含量高、产肉量高、饲料转化率高或抗病

力强的猪、牛、羊、鸡和鱼、虾、贝新品种；发展特

定病原特效育苗制备等技术，实现高效的、无病害的

集约化养殖，提供健康安全的畜禽水产品。 

6.3  在资源节约型农业科技发展方面 

首先建立耕地监测管理，水、肥、能资源利用新

肥料研发平台；在阐明区域耕地、水资源演变和调控，

农业生态系统水、肥、能循环和调控，土壤退化阻止

修复和定向培育等理论的基础上，实现水土资源集约

利用、节地技术、少免耕技术、农田生物质资源高效

利用技术和高效施肥技术体系的单项突破、研发配套

农业机、制定生产的操作规范；创制新型缓释智能肥

料，建立新肥料产业； 后结合农业信息化植物品种

方面的发展，全面建立节时节地型农业、节水型农业

和节能型农业三大生产技术体系，促进农业集约化生

产与耕地生产力的稳定提升，稳定我国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 

6.4  在农业生产与食品安全科技发展方面 

充分采用计算机网络技术、3S 技术、计算机可视

化、地理信息系统、高质量的卫星图 BP 神经网络智能

专家管理系统，并建立动植物病虫害流行的预警监测

系统、智能专家管理系统，并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综合

防治的食品安全生产技术管理体系；建立从源头到餐

桌的完整的食品安全数字追踪预警系统，实现精确监

测、先发制“病”、精确防控的“主动食品安全战略”；

在全面解析动植物安全产品的各要素的基础上，运用

基于精确、快速高通量检测“智能化个性营养食品”，

满足每个人对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持久需求。 

6.5  在农业现代化与智能化农业科技发展方面 

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化所依赖技术相对成熟，基础

条件具备，将在 2020 年前优先发展。农业资源管理数

字化、农业生产过程管理精确化、农业装备智能化依

赖与多项高技术的发展，处于研究开发阶段，需要制

定长远发展计划。基本思路是：技术难点、关键部件

（或模块）、重要系统发展模式，即首先突破关键技术

难点，解决瓶颈问题，然后研发关键部件（或模块），

后进行重要系统的集成。 

7  我国生态高值农业展望 

我国经济面临“三农”问题的困扰和加入 WTO

后的一系列挑战，现阶段的农业已进入了结构转型的

关键时期。我国生态农业在清洁化生产和维护生态环

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效果和作用，也逐渐得到了世人

的认可。另一方面，我国生态农业总体上还是一种发

展中的新事物，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需要根据

其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在新形势下，“生态高值

农业”的提出将丰富我国农业的转型战略，促进我国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客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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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的体现。 

尽管我国的地域类型众多，但从全国范围看，目

前的“生态高值农业”应主要集中在富有区域特色的

清洁食品生产与加工、绿色环保产业、生态观光旅游、

废弃物循环利用、生态肥料、可降解膜、生物农药产

业化等方面。 

总之，解决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人口、资源、

环境这三大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必然是现代化的“生态高值农

业”，只有发展生态高值农业，才能充分挖掘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潜力，实现生态、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终达到经济、社会、

生态综合效益的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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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high-value agriculture, a high-tech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production mode fully equipped with modern and future new 

energies, materials, facilities, IT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ies, aims at achieving high-value agricultural industry by improving the technological 

contents of agriculture and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a good eco-environment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level of being industrialized, competitiveness and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agriculture. Ecological high-value agriculture is a 

general concept that integrate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ing high-yield, high-quality and high-effectiveness 

with integrated technological, market-oriented and industrial economic values. It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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