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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列举我国农业现状, 结合可持续发展与人力和资源状况的相互关系 , 利用定性研究分析的方法 ,分析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现状和制约因素 ,并针对现状和制约因素提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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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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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 li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he sustai 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human and natural resources , the study onthe status quo of Chi-
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conducted . With the approach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 the issue of the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vari-
ous constrai nts were briefly discussed . Based on this , the author also put forward his proposal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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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 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是保

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实现农业和农村可持

续发展, 对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强调, 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而在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无疑

是重要的一环。

1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受到世人关注。20 世纪80 年代

末, 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反映在一些主要国际组织的文件和

报告中。1987 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2000 年粮食 :

转向农业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报告;1988 年, 联合国粮农组

织( FAO) 制定《农业持续发展: 对国际农业研究的要求》计划 ;

1989 年11 月, 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 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

性农业发展活动的决议, 强调在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

时, 维护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1991 年4 月, 联合国粮农组织

在荷兰召开农业与环境国际会议 , 发表了著名的“丹波( DEN-

BOSCH) 宣言”。拟定的关于农业和农村持续发展的要领和

定义:“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基础的方式, 以及实行

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 以确保当代人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

求得到了不断满足。这种可持续的发展( 包括农业、林业和

渔业) 旨在保护土地、水和动植物遗传资源, 是一种优化环

境、技术应用适当、经济上能维持下去以及社会能够接受的

方式。”

1 .1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最早

源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主要有3 个方面:

( 1) 强调发展。发展是满足人类自身需求的基础和前

提, 停止发展 , 人类就难以继续生存, 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

起。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 就必须强调经济增长, 但是, 这种

增长不是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的增长, 而是以保护环境为核心

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通过经济增长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 并把消除贫困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 2) 强调协调。经济增长目标、社会发展目标与环境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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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目标三者之间必须协调统一, 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经

济增长速度不能超过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 必须以自然资源

与环境为基础, 同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要考虑环境和资源

的价值, 把环境价值计入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之中, 逐步建

立资源环境核算体系 , 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 3) 强调公平。既要体现当代人在自然资源利用和物质

财富分配上的公平, 也要体现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代际公

平;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也要力求公平。

1 .2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在

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

同时, 提高生活质量和保护生态环境。依据FAO 提出的实现

粮食安全( 体现在数量上的保证与质量上的安全) , 乡村地区

就业与增收, 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3 大目标。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尤以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

农业资源的持续利用、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作为人类生

存与发展的基础, 受到了更加广泛的重视。1988 年 ,FAO 制

定了《可持续农业生产: 对国际农业研究的要求》文件, 其中

明确提出: 可持续发展农业是一种不造成环境恶化、技术上

适当、经济上可行、社会上能接受的农业。具体地说, 首先是

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 提高食物生产的产量, 保障食物

安全; 其次要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 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

源, 以满足人们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说: 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 没

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3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

当今世界性潮流, 方向正确, 内涵丰富。但各国应根据自身

的资源特点和农业发展阶段水平 , 确定本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199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中国21 世纪

议程———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其中包括确立实

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措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思

想涵盖农村、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3 大领域。中国政府制定

的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目标明确, 内涵丰富, 强调了农业的

生产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生态持续性的统一。

2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众所周知 ,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 , 我国

农业迅速发展 , 取得了以占世界7 % 的耕地, 养育约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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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人口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农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 ,

但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 , 我国农业综合生产力低, 农业基础

脆弱,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 人口增长多。虽然我国粮食

总产2002 年与1952 年比, 增长了3 倍, 但人口增长多, 增加

的粮食被新增人口所消耗。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

我国农业的发展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 无论从基本国

情出发还是从国际竞争考虑, 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都是

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和必然选择。1994 年3 月, 我国国务

院第16 次常委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21 世纪议程》, 第

一次明确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国家方略中去。10 年过

去了, 我国农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许多困境。

2 .1 人口数量增长较快, 人均占有农业资源量逐年减少  

我国人口过快增长, 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快增长与农村教育、

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 加剧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

盾, 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和充分就业等问题; 现

有近5 000 万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农村, 贫困造成资源环境恶

化, 资源环境恶化又加剧贫困, 最终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

制约, 造成了人口增多—贫困—资源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减

缓的恶性循环。

由于我国人口逐年增多, 耕地被占用, 土地严重沙化, 使

原本占国土面积很少的耕地还在逐年减少。据统计,1949 ～

1999 年的50 年间, 全国人口由5 .4 亿增加到12 .2 亿, 耕地面

积由9 788 .3 万hm2 减少到9 500 万hm2 ,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由0 .181 hm2 下降到0 .078 hm2 , 不足世界平均值的1/ 3 。在减

少的土地中大部分是高产良田, 人增地减的趋势已成为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瓶颈”。

粮食是关系到我国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 粮食问题也是

我国农业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1995 年, 我国粮食总产量为

4 .66 亿t , 人均388 kg 。21 世纪初, 我国人口达到13 亿, 按人

均400 kg 粮食计算, 总量需5 .2 亿t , 尚有0 .5 亿t 的缺口, 人

多粮少矛盾突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水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我国水资源数量不足 , 陆地平均年降水量为648 mm,

既小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0 mm, 也小于亚洲的749 mm。另一

方面, 水资源分布不均, 南方耕地较少, 而水资源较为充足 ;

北方耕地多 , 水资源却很紧张, 而且明显反映出干旱的发展

势头。

2 .2 农业资源非常紧缺, 但浪费现象又非常严重, 导致系列

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许多地区仍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 , 手段

落后, 科技含量低, 农业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有关研究表

明, 我国气候资源利用率仅为发达国家的50 % ～70 % , 农田

光的利用率为高产国家的60 % 。

( 1) 水短缺。目前大面积采用的地面灌溉, 农田灌溉水

利用率平均仅在0 .4 左右, 而农业用水技术先进国家可达到

0 .8～0 .9 ; 我国农业正常用水缺300 多亿m3 , 受旱面积0 .2 亿

～0 .27 亿hm2 , 每年因旱减产几百亿千克, 因水问题每年农业

产出减少900 万t 。

( 2) 耕地资源日益减少, 水土流失加剧。从1995 年起, 中

国粮食生产连续7 年丰收。到了2003 年粮食产量急剧下跌。

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粮食种植面积的大幅度减少。我

国每年流失土壤50 亿t ; 每年毁掉耕地6 .7 万hm2 ; 发生在坡

耕地上的水土流失量占人为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量的50 %

～60 % 。林草坡地, 一旦开垦为农田之后, 水土流失速度也

会增至数十倍数百倍。

(3) 由于不科学的投入方式, 化肥农药的利用效率低并

加剧环境污染。我国目前化肥中氮肥的利用率为30 % 左右 ,

比发达国家低10 % ～15 % ; 磷肥和钾肥的利用率仅为10 % ～

20 % 和35 % ～50 % 。以山东省的大棚蔬菜为例, 蔬菜大棚里

浪费的化肥每年让山东农民白白花掉了12 亿元。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一些水稻田由于农民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除草

剂, 稻田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不仅鱼虾龟鳖, 就连蚂蟥和杂草

也难以存活。

( 4) 农业废弃物 , 特别是畜禽粪便加剧水体污染。全国

畜禽粪便年排放量2000 年超过27 亿t , 相当于工业固废排放

量的3～4 倍。杭州湾水体的污染, 以无机氮为例, 排第1 位

的是化肥污染( 40 %) ; 第2 位的是禽畜粪便污染( 35 %) ; 生

活、工业污染分别占10 % 和5 % 。20 年以后禽畜粪便将上升

到第1 位。

2 .3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给农业发展造成极大压

力, 农业生产损失严重 生态环境( 这里特指自然环境) 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 具有包括直接或间

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要素, 如大气、水、岩石、

土壤、生物等。而环境对农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产业 , 离

开良好的自然环境农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随着工业化

和城市化的推进, 人类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烟尘和有害金属, 污染了空气 ; 而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工

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造成了水体与土壤污染; 土地沙漠化、

森林面积的减少、草原退化、酸雨、酸雾⋯⋯人为的破坏 , 工

业的污染使农业的外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由此引发的

各种自然灾害更是频频发生。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 导致

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这是城市化过程的必然

结果。由于农业生产效益较低, 转移的劳动力大多为文化水

平较高的青壮年和男劳动力, 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的

老人、妇女和外来人员比例不断提高, 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

都较差, 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 且后继乏人, 同时, 由于农业

效益不高, 劳动强度大, 又缺乏政策引导, 使有农业技术的劳

力仍在不断流失。

3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总体上趋于恶化, 农业生产受到严

重威胁的情况下, 立足生态农业, 重视农业资源的科学开发

和利用, 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就是不以破坏农业再生资

源、降低环境质量为代价换取农业的发展, 要把保护环境和

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与满足人类需要相结合, 达到生态合

理、发展持续之目的。

3 .1 合理开发农业资源, 加强资源的保护利用  今后中国

各项建设都应力求减少对资源的破坏, 避免以破坏资源环境

为代价的经济发展, 农业发展尤其要如此; 坚持资源的有偿

使用, 加强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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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用制度来保障农业资源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3 .2 正确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 , 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

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规律, 但以削弱农业发展来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做法是违反客

观规律的。通过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是帮助农业与

城市化、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办法之一。农业产业化就是充分

合理利用农业资源, 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并使生产、加

工、销售紧密衔接, 即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

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以此提高自身发展能

力, 并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

机械化, 科学应用是前提条件。譬如农业机械化技术有利于

推动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是现代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农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农业机

械化。因为从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到农业生产过程现

代化水平的提高, 从农业的投入到产出, 从农业生产方式的

转变到农业增产方式的转变, 都与农业机械化技术体系有间

接或直接的关系。农业机械化是实现现代农业生产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

3 .3  加快农业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

会经济的发展, 在占用各种资源导致农业生产环境恶化的同

时也给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但是, 同时农业生产又

面临着资源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 立足生态农业, 重视农

业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 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

善, 改善农产品的质量,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 提升农业的效

益。结合各地的实际, 探索形成当地的主导产业, 带动与促

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资源与环境。

总之, 要树立全面发展的新观念 , 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

国农业面临的挑战, 用发展的手段解决农业面临的问题, 坚

持走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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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利润空间 , 将市场取得的土地抵押给银行所获的成

本低于从市场上取得土地使用权所付出的成本, 再加上获

得土地的成本增加 , 企业也丧失了圈地的实力和动力。不

仅能够使工业用地资源从效益差的企业向效益好的企业流

转, 提高了工业用地的产出率, 同时也使投资企业获得土地

资产产生了更高的收益回报。

实行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 关键是提高工作透明度, 实

行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竞争。为了切实克服和防止土地出

让“明收暗返”搞“两笔账”的问题 ,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土地

出让金的专项监督审计 , 确保专款专用、合理使用[ 6] 。

目前有条件的地方, 如在经济发达, 土地市场成熟, 区

位优势、工业实力强的苏南地区 , 可以对工业用地实行招拍

挂出让 ; 条件暂不具备的地方 , 如经济欠发达 , 土地市场起

步晚 , 工业实力弱的苏北地区, 可以先从落实工业用地控制

指标着手 , 实现严格管理、合理利用的目标。控制指标由投资

强度、容积率、建筑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

重4 项指标构成,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必须同时符合这4 项指

标, 才能批准, 实行协议出让; 而苏中地区则可以采取灵活的出

让方式, 根据具体情况, 实行招拍挂出让或协议出让。随着时

机成熟, 全省各地的工业用地最终都实行招拍挂出让。

4 .3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业地价管理工作  在以 GDP 作

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机制下 ,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片

面追求经济总量最大化 , 必然延续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

为了吸引项目和资金, 在项目和地价两者之间 , 自然把项目

作为首选目标 , 并为此随意压低地价, 甚至以零地价出让,

引起土地过度需求和低效利用。为此, 应对各级干部进行

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教育 , 改革干部考核机制 , 坚决摒弃片面

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理念 , 构建以市场配置工业用地为主

的机制, 充分发挥土地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

制, 通过工业地价杠杆 , 全面提高工业用地的配置效率。建

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 , 加强工业用地计划管理, 科学编制

年度工业用地供应计划 , 并及时向全社会公布 , 提高工业项

目供地信息的公开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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