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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生态农业与绿色食品的由来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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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greenfood and their development status in China were introduced ,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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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后, 许多国家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工

业文明在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同时, 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

来了危机。二战后,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农业的集

约化、机械化和产业化, 在粮食丰产的同时, 由于大量使用化

学肥料、化学农药与除草剂, 严重污染了人类的栖息环境, 并

通过受污食品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 1] 。追求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和食品的安全、无污染是人类共同的心声。因

此, 倡导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与绿色食品是当今世界农业的

发展趋势。

1  生态农业与绿色食品的含义、产生背景

1 .1 含义  生态农业( Ecological agriculture) 是以环境与经济

协调发展为指导思想, 总结吸收了各种农业方式的成功经

验, 按照生态学与经济学原理, 应用系统工程方法建立并发

展起来的农业方式。

绿色食品( Green food) 是生态农业的具体体现。绿色食

品是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根据生产方式和认

证标准的不同, 可将其分为 A 级和 AA 级。A 级产品的质量

标准总体上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AA 级产品相当于国

际有机食品[ 2 ,6] 。

1 .2  产生背景  20 世纪30 年代瑞士科学家 Muller 发现了

DDT 的神奇治虫功效后, 人类对害虫的治理进入了新阶段 ,

Muller 因此而获得1948 年的诺贝尔奖[ 3] 。然而 , 人类半个世

纪的实践发现, 化学杀虫剂在使害虫暂时得到控制的同时又

给人类带来了严峻的不良后果: 人类的栖息环境遭严重破

坏。二战后 ,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先后实现了大规模的农

业机械化, 并将大量的化学肥料输向土地, 导致土壤肥力下

降, 土地的生产能力萎缩和水土流失, 最终造成生态环境严

重恶化[ 4 - 5] 。

为了解决常规农业带来的种种问题,1972 年, 有机农业

运动 国际 联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IFOAM) 在德国成立, 开始尝试“生态农业”和“有机

农业”, 并开始组织生产无污染、无公害食品。因此, 绿色食

品也就应运而生[ 1] 。

2  现状

2 .1  发展现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生态农业和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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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食品的实施相对较晚。我国绿色食品工程自1990 年出台

后, 就得到了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经过十几年的

艰苦奋斗, 其发展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5 ,9] 。

1990 年农业部推出了“中国绿色食品工程”,1992 年成立

了组织、支持与协调全国绿色食品工程实施的“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 这标志着绿色食品事业的发展进入了系统、有

序的发展时期[ 5 - 6] 。1993 年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正式加

入了有机农业运动国际联盟( IFOAM) , 并积极参与了IFOAM

的各项活动, 使我国绿色食品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

步[ 1] 。1996 年, 为打破绿色食品开发所涉及的多行业界限 ,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在北京成立。该协会吸纳了食品科研、生

产、储运、销售、监测、咨询等领域的500 多会员( 包括团体) ,

是一个全国性的绿色食品组织, 它的成立对我国绿色食品业

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5] 。

截至2006 年6 月[ 9] , 全国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企业

总数已达3 962 家, 产品总数达10 708 个。世界各国特别是

欧美市场巨大且具潜力的有机食品消费需求, 为中国绿色食

品的出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此外,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已同世界上9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0 多个相关组织建立了联

系, 在质量标准、技术规范、认证管理、贸易准则等方面广泛

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 为中国绿色食品的出口奠定了良好基

础, 中国绿色食品近年出口的增长速度均保持在50 % 以上。

2 .2 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态农业起步较晚, 研究进展与发

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绿色食品业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 ,

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

2 .2 .1  消费者及厂家的环保意识较差。很多消费者对绿色

食品的关心主要是出于对食品卫生的考虑, 并非是出于对环

境的保护; 一些厂家打出绿色食品的品牌只是为迎合消费者

对绿色食品的青睐, 很少考虑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 10] 。

2 .2 .2 粮食、果蔬的产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冲突。人们一味

追求粮食和水果蔬菜的高产, 这就意味着要使用化学肥料等

对环境有污染的物质 , 这正与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的本意相

冲突。因而 , 在 实际 生产中 实施 绿色食 品 工程 有较 大

困难[ 6] 。

2 .2 .3  绿色食品开发与害虫治理的协同研究工作偏少。绿

色食品的开发离不开生态农业, 而生态农业的实施与害虫防

治息息相关。当前我国在绿色食品开发与害虫治理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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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我国水稻的IPM 研究较早,1987

年首次加入 FAO 的水稻IPM 项目; 蔬菜IPM 起步较晚 ,1993

年才正式进入由世界银行支持的IPM 项目。另外, 部分企业

的项目仅是为了开发绿色食品而研究的。

2 .2 .4 绿色食品出口存在的问题[ 9] 。①仍受国外“绿色壁

垒”的限制。目前我国有大约10 % 的 AA 级绿色食品可与国

际有机食品的标准接轨, 而90 % 的A 级绿色食品由于达不到

进口国苛刻的技术条件和安全性指标要求, 目前还难以领取

出口国际市场的“绿色护照”。②产品结构不合理。存在品

种单一, 粗加工产品多、精深加工产品少, 同类产品品牌繁

杂、著名品牌少等诸多缺陷 , 所以有实力参与国外竞争的绿

色食品加工企业不多, 这已成为我国绿色食品规模化出口的

障碍。

3  发展对策

( 1) 进一步加强环保宣传与教育工作。我国由于教育普

及率较低, 加之教育内容中本身对环境保护的强调不够, 相

当一部分人对生态农业缺乏了解 , 对绿色食品的认识也仅局

限在其安全无毒性 , 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另外, 一

些厂家也缺乏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 5] 。

(2) 完善绿色食品组织管理、技术保障以及与国际标准

接轨的标准体系和认证体系。在尽快完善管理和标准的同

时, 要尽快促进 A 级绿色食品与国外有机产品认证标准的接

轨, 同时进一步加大 AA 级绿色食品的开发力度, 加快国产

AA 级绿色食品的国际化。另外, 要加强著名品牌的培育工

作, 使之有更强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 3) 加强高技术产品的开发力度。管理部门要引导市场

纠正粗加工产品多、精深加工产品少的不良现象, 重点支持

精深加工产品的研发。

(4) 绿色食品的发展应与无污染杀虫剂的研制相一致。

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工程之际, 应加快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

及其他无污染杀虫剂的研制步伐, 以促进生态农业的实施 ,

从而加快绿色食品业的发展[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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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高粱抗旱、耐涝、耐盐碱 , 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 我国南北

方均可种植。甜高粱糖份积累快, 生物学产量高, 一般可产

籽粒3 000 ～4 500 kg/ hm2( 高的可达6 000 kg 以上) , 可产净

秆60 ～75t( 国内最高为157t) 。16 t 茎秆可制取1 t 燃料乙

醇, 废渣可制取500 kg 柴油[ 5] 。因此 , 甜高粱开发利用已得

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 是许多国家生产燃料乙醇的主要原料

之一。我国把开发甜高粱茎秆制取乙醇技术列入国家“十

五”期间“863”高科技研发计划, 已取得重要成果。2005 年

10 月16 日,《能源作物甜高粱良种培育及其茎秆制取乙醇

技术》获联合国工发组织授予的《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具

投资价值的十大领先技术蓝天奖》, 制取乙醇技术基本

成熟。

3 .3 .3 试种其他能源作物。要正确处理发展能源农业与

保障粮食安全的关系 , 在切实保护好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基

础上 , 充分利用荒山、荒丘和废弃地发展能源作物 , 不与水

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争良田。可试种黄连木、乌桕等树种,

它们对环境要求不高 , 不仅适宜植树造林 , 还有较高含油

量。尤其是黄连木 ,2 .5 t 种子可生产1 t 生物柴油。黄连木

原产我国 , 分布很广, 北自河北、山东 , 南至广东、广西 , 东到

台湾 , 西南至四川、云南, 都有野生栽培 , 其主根发达, 萌芽

力和抗风力强 , 对土壤要求不严 , 耐干、旱瘠薄, 对土壤酸碱

度适应范围较广, 可在全市荒山、荒坡种植。

3 .4  建立多渠道融资机制  发展能源农业, 需大量资金。

作为欠发达地区, 淮安正处工业化的中期, 经济薄弱, 资金

是发展能源农业的瓶颈。因此 , 一方面, 要积极主动争取上

级财政对生物质能产业化专项的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 , 应采

取灵活的政策, 吸引境内外投资者兴办以能源农业为原料

的企业。同时, 要适当增加地方财政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

力度 , 建立专项扶持资金。

3 .5  依靠科技, 发展能源农业  能源农业的发展, 离不开

科技的支撑。可依托科研院所在能源植物优良品种选育、

栽培、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支持 , 进行联合研发

攻关 , 特别是在秸秆充分燃烧、纤维素制取乙醇等关键技术

上争取获得突破, 以降低成本, 增加产量 , 获得较高利润[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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