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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民收入提高及农业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加快生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总抓手，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主要途径。论文立足本人基层实践，结合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和孟津乡村振兴发展规划，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索加快生态农业与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对策。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aking root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ccelera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agricultural economy has become the main focus of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main way to achieve strong agriculture, beautiful rural areas, and rich farmers. Based on my 

own grass-roots practice,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of Mengjin villag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lor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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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经济思想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孟著作涉及农业经

营问题，中国传统农业转现代农业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农业

经济研究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科

学，它伴随社会发展、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而不断发展。生

态农业最早由 William（美国，1971）提出，以循环农业、

高效优质农业为依托，保证农产品高质量的同时使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农业从业者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可持续是指发展

农业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

的协同发展 [1]。

2 中国洛阳市孟津区农业经济发展概况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孟津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种

植结构单一、以小米、玉米为主；养殖以养猪、养牛、养鸡

为主；杂粮饲养牲畜，主粮自给，牲畜粪便堆沤成农家肥再

施往耕地，自给自足同时卖出农产品供一年开销。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负担减轻，与此同时，

物价上涨压力下，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逐年增多，传统精

耕细作、五谷杂粮喂养已成为历史，在良种、良法普及同时，

使用化肥、饲料、农、兽药促进农民增收；近十年，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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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态农产品已成为农业发展新趋势，一大批青年回乡创

建家庭农场、生态农业园区，共同助力乡村振兴。生态农业

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取优补

缺革命性的战略方向。

3 农业发展面临难题

3.1 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农业产业可持续，必须发

展生态农业。农业企业虽多，但未能满足人们对纯天然、高

品质和品牌知名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国际上，澳大利亚是经

认证种植有机农作物面积最大的国家，有机产品享誉全球，

国际公认长期使用化肥、农药种植下的农产品不仅影响人类

自身健康，而且作物和食用作物牲畜的群体也非常不利，因

此制定完善有机农产品法律法规，因此在出口农产品占绝对

优势。

2021 年 2 月习主席宣布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给建党 100

年献上满意答卷。虽消除绝对贫困，但是中国人均 GDP1.05

万美金，世界排名 63 位，特别是作为中国生态农业生产方

式代表有机农业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消费存在偏食现象。2019 年

中国有机产品销售额达 678.21 亿，以奶制品及葡萄酒占比

最大，植物类产品占比仅 5%，中国生态食品企业总体上规

模小，技术依赖度高，深加工有待挖掘。

中国有机农业发展势头迅猛，有机生产面积、总产值、

示范基地年增长超出其他农业生产方式，已成为 4 大有机

产品消费国之一。保守估计，中国内地有机农业生产商在

2500 家以上，有机食品在市场上规模在 30 亿美金。生态农

业前景看好，有更大的挖掘空间，但市场上良莠不齐，鱼目

混珠现象时常发生。

3.2 孟津区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一，政府需加强自身导向能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建设推进，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被大众悉知。一方面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占用农田耕地，使得耕地逐年下降，

为了占补平衡，一些不适宜种植庄稼的荒山荒坡也被纳为农

用地。另一方面，种粮投入成本高，收益率低，导致农民不

愿从事农业活动，存在撂荒现象、粗放管理、靠天吃饭现象。

农业、财政等部门对耕地地力、种植大户进行补贴，一方面

对农户补贴资金有限，另一方面存在农业企业套取补贴现

象，对种粮积极性调动性不明显。

第二，农业项目科技创新支撑力度有待加强。现有农业

项目起点低、科技含量小，缺少有效论证，即便政府引进新

的技术、新品种与当下陈旧栽培、营销方法不能融合，造成

生态农业项目水土不服，因市场认可需要一定周期，导致经

济效益不明显、综合制约生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另外，

先进生态农业设施普及率低，新设备转化率不高，更谈不上

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大，与中国沿海

发达地区也存在不小差距，成为制约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因素。

第三，基层农村农业合作组织亟待发挥效应。部分农村

村民委员会缺少集体经济收入，对村民管理和约束能力有

限，组织村民发展生态农业力不从心。乡镇农业技术咨询服

务不到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挥效果不出应有效果，农业

从业者对生态农业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有待提高。导致现代生

物防治技术、生物肥料、科学除草技术在大田推广滞后，不

能满足生态农业规模化发展，导致农民一家一户松散化生产

经营成本较高 [2]。

4 可持续发展措施
第一，争创国字号示范县，叫响农业品牌，提升知名度。

孟津区被授予“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入选全国

第一批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荣获全国村庄清

洁行动先进县，获得“河南省级生态县”称号。政府推动“三

品一标”、地理标志农产品配套申报、合格证、农产品免费

检测等鼓励政策，区政府将乡村运营、城乡融合、“三变”

改革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致力加强基层领导能力。乡

村振兴责任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乡

村更加生态化。合理布局乡村产业，制定村庄发展规划。生

态农业企业追溯体系推广区域小、品牌农产品集聚效果待加

强，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体系提升空间大。

第二，加快生态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经济可持续发

展依靠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在生态农业发展中，要结合农产

品产销、售后环节关键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和应用，推

进农业科技产业升级战略，优化农产品的品质、提高农业资

源的利用率，以科技进步助推生态农业发展迈上新阶段。孟

津现代农业园区位于孟津东中部，结合县域优势资源，以农

业特色为主导产业，规模化种养，为产业发展、农民经营转

型，集聚现代产业要素和经营主体，实行生销全产业链创新

发展，实现三产融合，提供现代农业发展平台、园区涵盖 5

个乡镇 59 个行政村（社区），总面积 10 万余亩，成为河南

省生态农业观光基地。2020 年底，该园区总产值达 27 亿元，

成为孟津乡村振兴新的引擎。

第三，政府推动生态农业力度、建强基层组织。在村级

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进行清产核资，理清村级“资产、资源、

资金”底数，助力乡村振兴。我区（数据不包括原吉利区）

自 2016 年 8 月向 86 个贫困村派驻扶贫驻村书记，配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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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发展农业产业扶贫项目，助力脱贫攻坚，2020 年底

我区所有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2021 年区政府号召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我区在辖区成立 273 个农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健全基层经济组织，以“三变”改革为抓手，

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活力。组织电商培训，在镇区孵化电商产

业园，依托电商平台构建覆盖全国农产品快速销售体系，缩

短生态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居民家庭餐桌的距离 [3]。

5 结语
生态农业大力倡导生产有机产品，也是可持续发展重要

环节，促进供给侧结构调整，确保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生态农业实践中，不可避免有阻力和难题，农业部门加大引

导力度，提供技术、政策、资金等支持，特别是新型农民、

合作社、龙头企业定期培训，构建适应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

体系、促进生态农业先进机器设备利用、加快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和升级，推动生态农业发展迈上可持续发展的中流

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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