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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碳经济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发展低碳经济，推进低碳产业，已成为国内外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发展低碳经济、低碳产业，首先应大力倡导发展低碳农业、低碳作物生产 。 文
章第一部分，讨论了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低碳经济的内涵、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以及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采取
的行动与实践；第二部分简述了低碳农业的概念、特征、 功能、意义和主要模式；第三部分，从低碳作物品种、低
碳耕作制度、低碳施肥养地和低碳栽培技术等四方面，探索了低碳作物生产技术和措施。同时紧密结合当前国
内外形势和农业生产实际，具有资料新、观点新的特点，对发展低碳经济、低碳农业与低碳作物生产具有现实指
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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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低碳经济
（一）提出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事实，造成气候变暖

的根本原因是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温室气体
的主要成分是 ＣＯ２ （还包括 ＣＨ４ 、Ｎ２Ｏ等）。 因此，
要减缓甚至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必须千方百计减
少 ＣＯ２ 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逐步降低大气中
ＣＯ２ 等温室气体的浓度

［１］ 。 基于这种严峻形势，
英国于２００３年在英政府文件———能源白皮书枟我
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枠中，首次提出“低
碳经济”（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的概念［２ ～４］ 。 作
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

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
胁。 之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加拿
大、印度等国都纷纷针对本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未
来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规划和具体措施。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５ －６］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第 １５ 次领导人会议上，本着对人类、对
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郑重提出“发展低碳经
济”，令世人瞩目。 胡锦涛主席指出，气候变化从
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下才能妥善解决⋯⋯应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
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
业升级，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按照胡锦涛主席的重要指示，近年来我国各级政
府和部门积极发展低碳经济，采取了各种有效对
策和措施，并在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
面取得显著成效。

（二）内涵
那么，到底什么是低碳经济呢？ 由于与低碳

经济相反的概念是“高碳经济”，因此要弄清楚低
碳经济的概念与内涵，首先必须了解 “高碳经
济”。 高碳经济，是以依靠化石燃料石油、天然
气、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以高耗能、
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显然，
高碳经济是不可持续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
与“高碳经济”相反，“低碳经济”则是在可持

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
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

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

展形态
［７ －８］ 。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

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
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显然，低碳经济
是一种“绿色经济”，是 ２１ 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
方向。

（三）意义
由上可知，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气候变暖，这

是发展低碳经济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由于气
候变暖已成为全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的首要原因，
而 ＣＯ２ 等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是气候变暖的罪

魁祸首；建立在依靠化石能源基础上的高碳经济
是 ＣＯ２ 等温室气体过量排放的根本原因；建立在
依靠化石能源基础上的高碳经济又是造成不可再

生能源日益枯竭的根本原因；现有的高碳经济能
源结构基础上的节能减排不能成为遏制生态恶化

资源短缺的治本之策。 因此，必须大力提倡和反
复强调发展低碳经济［９ －１０］ 。
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是进入

“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面临着开好局、起好步的
发展态势，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具体来说，我国发展低碳
经济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应对气候
变化，为营造持续发展的“地球”———这个全人类
共同的“家园”作出应有贡献；二是转变发展方
式，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三是节约能
源资源，缓解日益紧张的能源形势，为消除世界
“能源危机”作出努力，为建设党中央提出的“资
源节约型”社会作出贡献；四是保护生态环境，保
护人居环境；五是提高经济效益，建设小康社会，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不懈努力并取得实效。

（四）行动
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到底该如何发展低碳

经济呢？ 近年来，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我国政府
和部门积极行动起来，采取了各种有效对策和措
施。 国家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需
要优化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发展清洁
能源和低碳能源，改善土地利用方式；需要综合考
虑能源安全、节能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和
“吸碳经济”等重大问题。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
心主任胡鞍钢认为，气候变暖也可能会对中国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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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个巨大的机会，它将强有力地促进中国从黑
色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从高碳经济向
低碳经济转变。 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
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
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
笔者认为，我国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地

热能、水能、煤碳、石油、天然气、核能等多种资源，
各种能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用途，要根据建立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建设一个能源
生态体系。 如我国北方牧民使用太阳能进行生产
和生活；北京平谷建设“太阳能村”；新疆有我国
目前最大的风能发电厂；广东南粤县是我国最大
的风能发电海岛；在我国广大农村大力发展沼气，
广泛开发利用农作物秸秆资源和各种生物质资源

等，这都是我国各地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行动和
实践，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

　　二、低碳农业
如前所述，当前低碳经济已成为国内外研究

的热点。 发展低碳经济（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推进低碳产业（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已成为国
内外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农业大国，发展低碳经济、低碳产业，首先应大力
倡导发展低碳农业（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低
碳作物生产（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一）低碳农业的提出
由“中国知网”检索，在国内“低碳农业”一词

最早是 ２００８ 年提出来的。 枟中国农业信息枠于
２００８年第 ８ 期发表了“低碳农业经济略论”一
文

［１１］ ，这是最早提出“低碳农业”一词的论文。 随
后，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３月出版了枟２００９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枠，该书第八章“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的对策”中，提出了“提高
我国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发展有机、生态、
高效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４］ ；中国农业大
学程序教授在枟中国生态农业学报枠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撰文指出：“我国农业和农村在节能减排中应
有所作为。 农业是唯一生产生物质的产业，在我
国的节能减排及向低碳经济战略转型中，生物质
能可发挥重大作用，也能成为生态农业的新内
涵”［１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日，作者以“低碳农业”
为题名，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博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共有“低碳农业”论文 １２５

篇。 考虑到还有相当论文未进入以上数据库，或
是发表于报纸，是或有其他期刊发表，或是在有关
学术会议发表。 据笔者粗略估算，至今，国内发表
有关“低碳农业”的论文在 ５００ ～６００篇左右。

（二）低碳农业的含义
低碳农业是从低碳经济“延伸”过来的，低碳

农业是指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采用和推广各
种“先进”技术，以尽可能减少能量、物质消耗，减
少 ＣＯ２ 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从而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由
此可以看出，低碳农业具有“四低两高”的特征：
即：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高效
益。 显然，发展低碳农业才是中国特色的“低碳
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农业是我
国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主导模式。

（三）低碳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高碳农业”发展模式相比，低碳农业

具有以下明显特征［１３ －１４］ ：
１．节约性。 低碳农业首先是资源节约型农

业。 发展低碳农业，要求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
减少化石能源的投入，即减少化肥、农药、农膜、除
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土壤改良剂、饲料添加剂
等各种农用化学品的投入，以减少 ＣＯ２ 等温室气

体的排放。 低碳农业，节约了能源和资源，是一种
典型的资源节约型农业———特别适宜在人多地
少、人均资源不足的我国大力发展。

２．环保性。 低碳农业是环境友好型的农业，
对生态环境具有良好的保护功能。 由于低碳农业
减少了农用化学品的投入，不仅可避免或减少因
大量生产、制造农业化学制品而产生的生态破坏，
而且还可减少或消除环境污染，因而对保护和优
化生态环境具有直接作用。

３．安全性。 低碳农业是优质安全型农业。 由
于减少了农用化学品的使用，特别是通过推广
“生态减灾”技术与措施，可大大减少或基本做到
不使用农药、除草剂等“有毒、有害”化学品，从而
可有效地保护天敌，这对生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
品和有机食品十分有利，不仅有利提高农产品质
量，更有利于提高其安全性和保健性。

４．高效性。 低碳农业是经济高效型农业。 由
于减少的农用化学品的投入，从而可大大节省农
业生产成本，这对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促进
农民增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这也是低碳农业
之所以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５．和谐性。 低碳农业是社会和谐型农业。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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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低碳农业，减少 ＣＯ２ 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可有
效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或消除国际、国内的各
种“环境纠纷”（因环境问题产生的矛盾和争执），
从而对构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有利，从这
一意义来说，低碳农业是一种社会和谐型农业。

（四）低碳农业的功能
传统农业的主要功能就是生产功能，即为人

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农产品。 现代农业的发展，已
大拓展了农业的范围和功能。 低碳农业，作为现
代农业的重要模式和组成部分之一，其功能已大
大超越了传统农业模式和一般现代农业模式。 从
总体来讲，低碳农业至少具有以下多方面的功能：
一是农产品生产功能，提供数量充足、种类丰富的
各种农产品，不仅包括“天然”农产品，还包括多
种“人工”农产品；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功
能，要求提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
产品，既有营养功能，更有保健作用；三是气候调
节功能，低碳农业显著减少了包括 ＣＯ２ 在内的各

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大减缓了气候变暖的速率；
四是生态涵养功能；五是农业金融功能等。

（五）发展低碳农业的意义
与发展低碳经济一样，发展低碳农业同样具

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如：发展低碳农业有利于应
对气候变化、缓解能源紧张；发展低碳农业，有利
于节约农业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农业；发展
低碳农业，可有效保护农业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发展低碳农业，有利于提升农产品质量、确保农产
品安全，提高健康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发展低碳
农业，还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建设小康社会和构
建和谐社会等。

（六）低碳农业的主要模式
可以说，低碳农业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常

见的有：立体农业模式、生态农业模式、绿色农业
模式、循环农业模式、休闲观光农业模式和生态高
值农业模式

［１５］
等。

　　三、低碳作物生产
作物生产，即种植业生产，是农业生产（包括

农、林、牧、副、渔“五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最基础的部分。 作物生产担负着把太阳辐射
能转化为化学潜能并贮藏在植物体内，即进行光
合作用、从事植物性生产的重要任务。 作物生产
的主要场所是农田（包括旱地和水田）。 根据研
究［１６］ ，农田是 ＣＨ４ 与 Ｎ２Ｏ的重要来源，在全球温
室气体的预算中具有重要影响。 １９９４ 年中国稻

田 ＣＨ４ 、农田 Ｎ２Ｏ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１８％和
１７％；２００５年估算，稻田 ＣＨ４ 排放 ５８９ 万 ｔ，农田
Ｎ２Ｏ排放 ７８万 ｔ。 可见，要发展低碳农业，首先要
减少农田温室气体的排放，要求在作物生产过程
中，采用“低碳技术”，实行低碳作物生产。 具体
来说，低碳作物生产应采用以下具体技术和措施：

（一）低排作物品种
选用“低排品种”可降低稻田温室气体排放

量。 据国外研究，２个水稻品种（Ｄｉｓａｎｇ和Ｌｉｕｔ）在生
长季内 ＣＨ４ 排放上差异显著，分别为 １．３８ ｇ／ｍ２

和

０．９６ ｇ／ｍ２ ，后者比前者降低 ３０％。 Ｄｉｓａｎｇ 的高
排放与其较高的叶面积指数、根系体积和分蘖数
有关，Ｌｉｕｔ具有高产株形的主要特征。 研究表明，
水稻品种之间的植株 ＣＨ４ 排放有基因型差异；绿
色超级稻品种具有“三节”（节氮、节水、节药）的
特征，值得广泛推广。

（二）低碳耕作制度
一是少耕免耕。 在农田生产过程中，采用少

耕、免耕，可有效增加土壤中碳的固定，并减少
ＣＨ４ 气体的排放量，即少耕、免耕等保护性耕作措
施，具有“固碳减排”的功能。 相关研究表明，免
耕显著影响土壤 ＣＨ４ 排放：对于翻耕稻田处理，
免耕稻田土壤 ＣＨ４ 平均排放通量显著降低了

２７％～２９％ （P ＜０．０５）。 英国免耕土壤比传统
耕作提高 ８％的碳含量；荷兰 １９ 年的综合措施
（包括施用有机肥）使土壤有机质提高 ０．５％；德
国通过 ２０ 年的浅耕，使农田 ５ ｃｍ 土层碳大量积
累，５０ ｃｍ 土层有机碳比翻耕高 ５ ｍｇ／ｈｍ２ 。 国内
研究表明，较常规耕作而言，稻田免耕分别能减少
ＣＨ４ 、Ｎ２Ｏ 排放量的 ２８％和 ３３％。 二是多熟复
种。 三是间混套作。 四是作物轮作。 研究表明，
实行水旱轮作，可显著减少稻田 ＣＨ４ 排放。 五是
复合种植。 稻田养鸭能显著降低 ＣＨ４ 的排放通

量，尤其是稻鸭共作期间，两年平均比淹水稻田减
少 ２５％。 但稻田养鸭显著提高了 Ｎ２Ｏ 的排放量
（提高 ８％～１３％）；还显著提高了 ＣＯ２ 的排放量

（提高 ７％ ～１０％）。 但总体来看，相对于常规稻
作，稻田养鸭的温室气体的综合增温潜势降低了
１５％～２１％，能有效地降低温室气体的温室效应。

（三）低碳施肥养地
一是低碳施肥，如进行 ＣＯ２ 施肥，少施化肥，

多施有机肥，实行化肥与有机肥相结合，推行平衡
施肥、测土配方施肥、精准施肥等。 实践证明，硫
酸盐肥料会减低 ＣＨ４ 排放；减少氮肥，增加磷钾
肥可减少 ＣＨ４ 、Ｎ２Ｏ排放。 二是生物养地，包括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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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豆科固氮、发展绿肥养地、实行秸秆还田、养殖
蚯蚓改土等。 研究表明，秸秆立体还田（即立秆
还田），可减少 ＣＨ４ 排放 ２５％。 此外，利用农业生
产的“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生产沼气，利用沼液、
沼渣养地，其效果更佳。

（四）低碳栽培技术
发展低碳栽培技术，重点是实行低碳田间管

理，要求在作物田间生长发育过程中，采取有利于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管理措施。 研究表明，在水
稻生长期间，采用间歇灌溉，不仅可减少稻田水分

消耗，而且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明显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１７］ ，间歇灌溉稻田 ＣＨ４ 排放量为

２０．０４ ｇ／ｍ２ ，比长期淹灌处理 ３７．２７ ｇ／ｍ２
减少了

４６．２３％；间歇灌溉稻田 Ｎ２Ｏ排放量为１２７．４２ ｍｇ／ｍ２，
比长期淹灌处理增加了 ４０．５２％；间歇灌溉稻田
ＣＨ４ 和 Ｎ２Ｏ 温室效应的总和为 ４ ６５１．７０ ｋｇ
（ＣＯ２ ） ／ｈｍ２ ，比长期淹灌处理减少 ４２．３６％。 研
究还表明，在水稻田间管理过程中，湿润、间歇灌
溉比淹水稻田 ＣＨ４ 排放减少 ２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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