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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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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不可持续性 

 

虽然现代农业暂时解决了养活65亿人的问题。但是，现代农业没有解决土壤侵蚀、

土壤盐化以及农村贫困问题。更有甚者，现代农业虽然支撑着现代城市和经济，它却依

赖矿物能源（煤、气和油），因此其基础摇摇欲坠。 

城市勃兴，上百万的贫穷农民迁居到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工厂，以摆脱农村的赤贫。

现代农业只为少数利用机械、石油化学制品进行大片土地耕作的农民带来了财富。在澳

大利亚，仅98,000农民就生产了足够的食物，养活了21,000,000澳大利亚人，另外还可

出口可养活5千万人的食物。同样在美国、仅仅1百万农民就可养活两亿八千五百万城镇

居民。还有成百万的人也靠这些为数不多的农民出口的粮食养活。我们甚至不该把这叫

做“务农文化”，还不如叫它“务农工业”，或者干脆把它称为由跨国公司控制的“务

农商业”。 

难道中国真的渴求发展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相同的“现代”农业吗？如果真的那样，

那么，中国充分“现代化”的农业只需要一千三百万农民（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充

分“现代化的”农业工业会让大约8亿人继续向业已拥挤的大城市大规模地迁移。这一迁

移会迫使中国再建80个像北京上海那样能容纳1000万人的城市。正如人们所见，这在美

国、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它是全球最城市化的大陆）是可行的。然而，中

国需要80个巨型城市吗？或者说，是否存在着一种适于中国的后现代的未来？ 

就像世界上很多地方一样，对于澳大利亚的很多地方来说，要挽回局面已为时太

晚。森林已经消失，剩下的是贫瘠的土地和遭罪的农民。我目前在“绿化澳大利亚”组

织的工作就是帮助农民重新种植澳大利亚森林，以保持当地野生动物，恢复土壤肥力，

改变河水质量。这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农业方法，现代农业不可

能为澳大利亚提供将来。 

我们认为，中国别无选择，唯有发展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完全依赖矿

物燃料，随后又要释放二氧化碳。它需要太多太多的人离开农村的家园，迁居到本就人

满为患、遭到污染的大城市。现代农业是靠过去100年的发展创造发展起来的，它不可能

以它现在的形式再持续100年了，更不消说1000年。必须发明一种后现代农业。 

 

后现代农业的原理 

 

后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伦理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理论上。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既要满

足当前的需要，又不能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那种能力。这对于后两代人是个极大的

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既要保证多至100亿人体面地吃住，又不能继续破坏环境，。应对这

一挑战，惟有创建一种后现代农业，它应建立在实质上不同的环境和伦理的原理之上。

我们并不知道它看起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现代农业，但我们可以提出它需要以之为基



础的那些基本原理。我们将之概括为下面四条规则。 

（一）必须认识并尊重土地的潜力 

表现为山坡土壤流失和沙漠侵蚀的土地退化，就是人们妄自尊大、无知无识、不顾

一切所造成的后果。在澳大利亚，大多数土地退化的根源都在于傲慢的政府政策。那些

政策鼓励农民耕作和灌溉那样的土壤，该土壤上的保护性林地和灌木地却是永不该清除

的。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不允许富有的农民在那些每十年才能得到一、两次充足雨水的

贫瘠而寒冷的大草原过度的放牧，是因为太多的牲畜要在恶劣而无性的环境里求生存。

在中国西部进行可持续性放牧是可能的，只要人们懂得并尊重土地的容纳力。 

（二）裸露土壤是对地球的犯罪 

我们已逐渐认识到，栽种小麦这样的庄稼，需要牲口拉犁头，或农民开拖拉机来耕

地。不管怎么说，耕地这事一直是过去一万年农业史上的一桩传统。然而历史表明，耕

地造成了土地侵蚀和沙漠化。世界上很少有旱地农业持续了一千年以上的地方。在很多

情况下，只持续了几百年或更少。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便是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水稻

田。水稻田特别经受得起犁，但旱地耕作（小麦）却不是那么回事。 

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既能使小麦那样的庄稼高产，又无须耕犁土壤，使之遭受风蚀

和水蚀。无害的耕作是可能的。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的科学和实践是可持续性后

现代农业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在美国萨斯土地研究院试图种植常年生小麦和玉米，无须

每年栽种。目前他们正取得进展。这些只能算是后现代农业的初步开端。 

（三）彻底生物化的、太阳能化的农业方法 

现代农业醉心于大量投入石油制品，用以耕作、施肥、灌溉、收获、加工以及杀

虫。耗费的能源超过生产出的能源—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如此依赖矿物燃料是不可持续

的，其理由有二：1、世界廉价石油的供应正在迅速消失。2、生产和消费这些依赖石油

的产品，会释放温室气体，这引起迅速而危险的气候变化。 

我们必须记住，农业的基本生物化学过程是以太阳能为基础的。农业的基础就是，

通过光合作用将阳光的能转换成养料的能。表现为燃料、化肥、杀虫剂的矿物能被引进

了现代农业，只是因为它们便宜、好用、速效。用生物的方法控制杂草和昆虫要复杂得

多，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农民的生物和有机方法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能的。用于

收割的燃料（生物燃料）可产自长的作物。氮肥不一定非出自耗费大量矿物燃料的化肥

厂不可。氮其实是空气中含量最高的气体。根瘤菌在与许多类植物共生的过程中发展出

这样一种能力，它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变为对植物有用的形式。应将更多的植物和动

物与农业结成一体，以大大减少对矿物燃料和有毒杀虫剂的依赖。这样做是可能，但却

是复杂的。所以需要大量的农民，而不是少量的。 

现代农业的目标现在是不恰当的。以尽可能少的农民生产最大量的庄稼和肉类，耕

耘最大面积的土地，这样的目标是不能持续的。而后现代农业所追求的目标却应包括： 

1、每公斤食物所燃烧物的最小量。 

2、每公斤食物所需的最小水量。 

3、每公斤食物所含的土壤中及农场中的最大生物多样性。 

4、每公斤食物所占的最小量的时间和裸露土壤的面积。 

5、每公斤食物所含的最小土壤流失量。 

现代“绿色革命”是以每公顷土地生产最大量的粮食为基础的，但其代价却是投入

和环境的损失。后现代绿色革命的目标是最小的投入和环境的损失。后现代绿色革命是

要加强对知识和太阳能的利用，而不是加强对物质的利用。 

后现代农业的社会—经济原理 

我们也要把后现代或者再生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归结为下面几条原则： 



 

（一）教育和医疗服务 

为什么在过去的50年间，大量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农民及其家庭迁居到城市去？为什

么很多中国农民现在也这么干？答案是，他们普遍渴望他们的子女获得好的教育和医

疗，教育和医疗服务在过去的三千多年中在城市里发展起来，至今大多数还停留在那

里。只要教育和医疗服务不能传播到农村地区，人们就会继续蜂拥进越来越庞大的城市

里。后现代农业经济应承担起成熟的、针对农村男女老少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现在，这是可能的了。在澳大利亚，互联网的突出好处之一便是，年轻的农民可以

从离他最远的千里之外的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澳大利亚率先开始了针对这个广漠大陆

僻远地区居民的“远程教育”服务。现在，互联网的威力已把世界大图书馆搬到了每个

澳大利亚人的电脑屏幕上。这要求澳大利亚每个僻远的农家都能享有电力和卫星通讯服

务。澳大利亚政府在短短的20年完成了此事。由于低价电子通讯的卓越发展，在一代人

期间（25年）可望普及高等教育。现在所需的只是一块太阳能发电板，一个小型的卫星

接受器和一台便宜的电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澳大利亚曾致力于让每一个农村家庭

有电话。现在中国在工业和技术上完全有能力在今后的十年内在每一个村子至少安装一

个互联网上网处。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这种在低能消耗电子通讯方面的投资，会极大

地有助于改变中国的农村。 

最后还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把城市的好处带到农村去，而不必花费巨大资金去建设

城市。要让全体中国人吃得好、有书读、有地方看病，不必一定要走一条“现代化”的

路，让人们住在庞大水泥城市的小公寓里。应该用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驾驭现代通讯和

分散的电力生产系统。应把城市的好处带往农村，而不应把农村的人弄到城市里来。 

（二）农业的崇高地位和职业特性 

后现代农业是一种持续性农业，这是一桩挑战性的职业，需要的是有才干的人才。

传统上，农业一直是穷人和没文化的人的职业。这是不道德的：65亿人居然要依赖农民

的才干和艰苦劳作。为什么这一在任何社会都要算最重要的工作却注定是人们最不想干

的、报酬最低的、最不受尊重的？没有了人类中的农民的聪明才智，所有的现代经济在

几周之内就会停止运行。我们无须经常去见医生、律师或政府官员，但我们却必须每天

同我们的农民同事打交道，因为我们要吃饭。城市居民不能自己种粮食吃。 

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却偏偏被给予最少量的正规教育。为什么政府官员就需要大学

教育，而人们希望不识字、不能用电话、不能得到及时保健的农民把农业搞好？前现代

农业依靠穷人干农业，现代农业不依靠人干农业，后现代农业依靠的却是让成百万的农

民受良好的教育，得到很好保健，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参加多样的消遣活动，包括艺

术活动。后现代农业不仅要求转变基本的人的服务，而且要求转变人的态度。农民的价

值应该与教授、医生、官员是一样的。 

有才能的农民需要三种资本以便持续地从事农业。 

1、自然资本，它包括肥沃的土地、水、树以及恰当的庄稼种类。 

2、社会资本，它包括对土地使用权、医疗和教育服务的保障以及公平的管理（法

律、法规以及执行机构）。 

3、财政资本—低息贷款。 

没有这三种形式的资本，农民将永不会有足够的资源和保障从事农业，以便“既要

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能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那种能力。” 

（三）分中心化 

要更方便地获得社会和财政资本，就要求在电力生产和电子通讯方面大力投资。几

年前，这会要求在集中化电力生产（用煤、气、核能和水力发电）方面进行巨大投资。

 



能源然后必须通过高压线和气管道远距离传送，而这些传送工具都是由消耗矿物燃料的

工厂生产的。现在，再也不需要这种昂贵的“老式”发展方式了。人们现在已有了先进

的方法，可以分散地、相对低廉地进行小型水力和风力发电了。中国的生产技术已大大

提高，毫无疑义她能够提高分散化电力的效用。在以往，电是城市人享有的方便，农民

居民是得不到的。 

 

后现代农业的伦理学原则 

 

西方哲学家，从柏拉图到现今的，都是城市哲学家。除了利奥波尔德是个例外，很

少有哲学思想是基于对乡村环境及其生态关系的深刻理解。因此，现代哲学专注于在城

市环境里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现代哲学必须记住它的前现代的根—人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发明农业和城市出现之前，这种关系维持着所有的人。 

我们对后现代农业提出两条基本的伦理原则，这两条原则一是基于我们对现代哲学

和大量耕作方法的认识，二是基于我们对支撑可持续性农业的诸生态关系的认识： 

1、我们更需要建立以生态为中心的社区，而不是个人所追求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

的社区。 

2、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土地之间的良好关爱的关系是可持续性农业和和谐社会的

基础。 

 

通向中国后现代农业的步骤 

 

我们不知道一种后现代的中国农业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只是为这样一种农业提出

一些生态的、社会—经济学的以及伦理的原则。为中国的后代农业作设计，那不应出自

西方的现代农业。要设计出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和谐的中国农业，那将依靠中国的研究和

中国农民的创造。 

中国可从西方得到启发，尤其是从那些正在进行试验、意在选择某种不同于高投入

现代农业的新途径的革新的农业团体，也可通过对持续了上千多年的那些中国传统农业

方法的研究来获得启发。 

后现代农业的研究必须是整体性的、跨学科的。这样的研究需要把经济学、生物

学、工程学等现代科学简略地融合为一体。后现代农业研究应包括哲学、农村社会学和

艺术。后现代农业应该是参与性的。研究者应与农民合作。在技能技巧、用语、组织方

面都要下功夫，以便农民和研究者能有效地合作。重要的是，农民应参加进农业研究的

每一方面。这是过去50年我们在5大洲所作的农业研究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现代农业的历史就是农民、研究者和工业家共同进行革新创造的历史。然而，现代

农业没有用以下三个重要的问题来检验其技术和方法： 

1、现代农业在环境上是可持续的（可再生的）吗？ 

2、它有助于公正和社会和谐吗？ 

3、它如何才能在经济上切实可行？ 

后现代农业一定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新的农业技术和方法一定要用以上的三个问题

来检验。第一个问题是首要的检验，或者说是一个保证可持续性的“过滤器”。如果一

个新的农业观点无助于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那就应该终止它，或重新考虑它。农业革

新应有助于减缓土壤退化，有助于提高生态体系服务。如果一个新的农业观点通过了这

第一个检验，随后就应提出第二个问题。后现代农业的技术和耕耘实践应有助于社区的

福利，而不止是个人的福利。 



只有当新的耕耘实践被认为是既有助于环境和谐又有助于社会和谐时，才可以提出

第三个问题，即经济可行性的问题。该问题并不是“它是赢利的吗？”而是，一项农业

的革新如何才能在经济上可行。可能需要投资，市场可能需要扩大，一些法规可能需要

改革，农村的基础设施（比方说通讯和运输）可能需要改进。现代农业一直狭隘地以利

润为中心。后现代农业需要以共同福祉为中心，以生态为中心。 

 

结论 

 

我们展望了一种后现代农业，它将使土地复壮，同时让持续地从事它的人们得到尊

严和舒适。我们展望了一种农业，它是一种高度发达经济的一部分。这种经济通过低能

耗的技术，将城里人和乡下人联系起来。显著的例子就是，利用最近通讯方面所取得的

进步（互联网），给大众提供教育的机会；这间接地将大学图书馆开放给地球上的每一

个居民。 

对中国来说，挑战在于，要从自己过去和当前的那些高度污染能源和侵蚀土地的非

持续性做法中吸取教训。挑战还在于，应创造一种后现代的“务农文化”，其中有数百

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农民参加。而不应该是由少数人依靠矿物燃料、肥力枯竭的土

地和大量的资金来经营一种“务农商业”。要发展一种后现代的“务农文化”，关键在

于创造在社会方面公正、在生态方面健康的种种成套的方法，它们将把农场和城市、城

市和农村人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个后现代社会是否可能，这取决于一种后现代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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