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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

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农业绿色发展，是推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

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大 

意义。

本报告以客观、权威数据为支撑，系统反映了

2018—2019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总体水平、重大行动

和重要进展。报告在框架设计上保留了资源节约保育、

产地环境保护、生态系统修复、人居环境整治等传统核

心板块，新增加了绿色发展定量评价、绿色发展十大突

破性技术和绿色发展十大典型案例等内容。同时，基于

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和现有数据基础，报告首次构

建了农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及绿色发展指数模型，并对

全国及第一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进行了试评价，

定量明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现状水平与短板制约。报告

包括概述、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资源保护与节约利

用、农业产地环境保护与治理、农业生态系统养护与修

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农业

绿色发展试验示范、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和农业绿色

发展定量评价，共10章。

报告由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统筹组织，具体编制

工作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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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与区域发展创新团队牵头承担。在报告编制过程中，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

司、计划财务司、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国际合作司、科技教育司、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司、种植业管理司、畜牧兽医局、渔业渔政管理局、农垦局、种业管理

司、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农田建设管理司、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等有关

司局给予了指导和大力支持，浙江省、青海省、上海市崇明区、北京市顺义区、

河北省曲周县、贵州省凤冈县、吉林省通化县、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安徽省

颍上县、浙江省安吉县等有关部门提供了典型案例素材，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业

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等有关单位专家

提出了宝贵建议，中国农业出版社对本报告出版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

诚挚的谢意！

希望本报告的出版能为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践与理论创新提供

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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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17〕56号）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先后出席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厕所革命等绿色发展工作推进现场会并

发表讲话，对相关问题做专门部署。农业农村部门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按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提质增效为目标，以创

新驱动为支撑，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空间布局，节约利用资源，保护产地环

境，推进农业绿色科技创新，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坚持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绿色发展能力明显增强。报告以客

观、权威数据为支撑，系统反映2018—2019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总体水平和重

大进展，主要包括绿色生产、绿色生态、绿色人居、绿色科技、绿色示范、绿色

指数等方面，共10章。

一、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高

报告基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内涵，构建了由资源节约保育、生态环境安

全、绿色产品供给和生活富裕美好4个维度13个指标组成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标体

系及指数模型，定量评价全国和第一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简称“先行

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短板制约因子。

2012—2018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从73.46提升至76.12，提高了3.63％。

从分维度指数变化来看，生活富裕美好项有大幅提高，指数增长20.93％；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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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安全项取得显著成效，指数增长3.92％；资源节约保育项和绿色产品供给项

也有明显提升，指数分别增长1.26％和1.17％。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开展先行先试，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2018

年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平均达到83.05，高出全国水平9.1％。但各先行区之间也存

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崇明区、顺义区等8个先行区指数得分超过85分，农业绿色

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丰城市、蒲县等27个先行区指数得分超过80分，农业

绿色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先进行列；4个先行区指数得分超过75分，农业绿色发展

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二、农业生产方式持续向绿色化转型

通过推行种植业标准化生产、发展生态健康养殖、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等措

施，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促进农业向绿色化转型升级，农业绿色发展扎实稳

步推进。

（一）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

推行种植业标准化生产。完善标准体系，加大各类标准和生产规程的清理、制

修订力度；建设全程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推广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示范引领

种植业绿色标准化发展；强化技术指导服务，制定发布技术指导方案，加强技术

协作攻关，开展巡回指导服务，提高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到位率。2018年共建设示

范基地100个，总面积30万亩①，辐射带动面积100万亩以上。截至2019年底，共

审议通过农药残留限量标准7 400余项，清理整合制定残留检测方法标准114项。

推动畜禽标准化养殖。完善生态健康养殖标准体系，指导养殖场规范建设

和升级改造，全面普及标准化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持续开展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创

建。2018—2019年共创建232家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其中，2018年105家，

2019年127家。

（二）不断提升水产健康养殖水平

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①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5亩=1公顷，下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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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意见》，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渔

业主产区全面实施新一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其中，全国1 513个水产养殖主产

县已基本完成规划编制工作，并依法确定了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允许养殖

区。全面推进示范县（区）和示范场（基地）创建，截至2019年底，分批次分别

累计创建49个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和5 468个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大力

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截至2019年底，分批次累计创建67个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

示范区和36个稻渔综合种养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三）持续提高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向好，2018年农产品抽检总体合格率为97.5％，同

比上升0.3个百分点。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成效显著，全国共建成绿色食品原料

标准化生产基地680个，有机农业示范基地30个，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面积达

到1.57亿亩。“两品一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获证单

位和产品稳定增长，2018年全国获证单位总数16 840家，获证产品总数37 765

个，分别比2017年增长18.6％、18.0％。品牌效应逐步放大，2018年绿色食品

国内销售额达4 557亿元，出口额达32.1亿美元，分别比2017年增长13.0％、 

26.1％。

三、农业资源节约与保育不断加强

强化耕地资源保护，推进节水农业发展，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持续利用，

合理降低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留住肥沃的耕地、干净的水源和美丽的田园。

（一）耕地质量稳步提升

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较2014年提升了0.35个等级。其

中，评价为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积为6.32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面积占比

较2014年提升了3.94个百分点；评价为四至六等的耕地面积为9.47亿亩，占耕地

总面积的46.81％，较2014年提升了2.01个百分点；评价为七至十等的耕地面积

为4.44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1.95％，较2014年下降了5.9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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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高效节水取得显著成效

严格控制地下水资源利用，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大力发展节水农

业，农业用水量以及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比例持续降低，农田灌溉水利用效率

逐年提升。2018年全国农业节水灌溉面积为5.42亿亩，比2013年增加1.35亿亩，

年均增长0.27亿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29亿亩，比2013年多出1.14亿亩，年均

增长0.23亿亩；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4，比2013年增加0.031；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累计实施面积达到1.6亿亩，比2016年（2 200万亩）增加

1.38亿亩，是2016年的7倍多。

（三）农业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持续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加强农业野生植物

资源调查检测、外来物种入侵检测与集中灭除，加快外来入侵物种综合防控技术

集成研发，推进保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截至2018年底，

在全国28个省（区、市）193个县建设原生境保护点（区）205个，保护面积达

34.52万亩；初步建立了外来物种数据库，收录外来物种1 000余种，潜在外来入

侵生物1 600余种，确认入侵我国农林生态系统的120余种重大入侵物种；建立健

全了199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与458个省级保种场

（区、库）相衔接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保护畜禽地方品种553个，其中国家

级品种195个，建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35个。

四、农业产地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通过推动农业投入品减量、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废

旧农膜回收利用等工作，我国农业资源环境突出问题得到初步遏制。

（一）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减少

2018年全国化肥施用量5 653.4万吨（折纯），较2015年减少369.2万吨，连

续三年实现零增长，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22.7千克 /亩，较2015年减少1.35

千克 /亩；全国农药使用量150.4万吨，较2015年减少27.9万吨，连续四年实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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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单位播种面积农药使用量0.60千克 /亩，较2015年减少0.11千克 /亩。2019

年，全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平均利用率达到39.2％，比2013年

提高6.2个百分点；农药平均利用率为39.8％，比2013年提高4.8个百分点。

（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显著提升

深入推进东北地区秸秆处理行动，稳步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试点，不断加强秸

秆利用科技支撑，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推动了秸秆商品化

和资源化，实现了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和农民增收。2018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85.45％，较2017年提高了1.77个百分点，基本形成肥料化利用为主，饲料

化、燃料化稳步推进，基料化、原料化为辅的综合利用格局。分地区看，天津、

上海、河北、浙江、北京、江苏、山东、西藏、江西、福建、广东11省（区、

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0％；宁夏、新疆、陕西、辽宁、四川、河南、安徽、

湖北、山西9省（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5％。

（三）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明显提高

聚焦生猪、奶牛、肉牛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指导各地从源

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三个环节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探索市场化治

理机制。2019年共安排中央资金176.5亿元，支持603个县整县推进；全国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均达到74％，比2015年分别

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

（四）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机制初步构建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修订过程中对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提出要求；加强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等各环节的无害化处理体

系建设；实施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纳入地

方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初步构建科学完备、运转高效的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2019年中央财政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总规模16.8

亿元，比2008年增加1.3亿元；在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省份完成20个病死

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场项目启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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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废旧农膜回收试点深入推进

强化农膜污染治理政策创设，起草编制《农用薄膜管理办法》。深入推进西

北地区100个地膜污染治理示范县建设，2018年落实中央资金5亿元。加强农膜

污染治理监测考评，在258个县开展地膜使用和残留情况调查，将地膜回收纳入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污染防治工作延伸绩效考核。强化农膜污染防治技术支撑，开

展降解地膜农田对比试验。探索农膜回收利用机制，在西北地区开展地膜生产者

责任延伸机制试点，在浙江、四川等地将废弃地膜纳入农村垃圾回收系统。2018

年示范县农膜回收率稳定在80％，甘肃和新疆农膜回收率分别达到81％和76％。

五、农业生态系统保护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农业生态系统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更加注重生态保育，是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要求。通过田园生态系统建

设、水生生态系统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养护与修复等措施，实现农业生态系统更

加稳定、农业生态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

（一）田园生态系统构建

以田间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农业多功能开发为抓手，实行山

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打造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环境优美的田园生态系统。目前，

全国各地农田生态环境改善明显，其中山东、河南平原地区农田林网化率近90％。

（二）水生生态保护

开展水生生物养护增殖与放流，完善休渔禁渔制度，在内陆七大重点流域全

面实施禁渔期制度；加强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实施了斑海豹、中华白海豚、海

龟、中华鲟、长江江豚、鼋、长江鲟7个保护（拯救）行动计划，水生生物资源

快速下降趋势已得到了初步遏制。2019年增殖放流水生生物苗种超过384亿单位。

（三）草原生态保护

深化草原产权制度改革，推进草原经营权制度创新；开展退牧还草、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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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还草、石漠化治理等草原草地治理保护，实施草原生态补贴政策，推动草原

生态功能和载畜能力持续提升。2018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55.7％，较

2012年提高1.9个百分点；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连续8年超过10亿吨，草原载畜

能力约为26 788.34万羊单位，较2012年增加5.2％；重点天然草原牲畜超载率为

10.2％，较2012年下降12.8个百分点。

六、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2019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由点向面、全面推进之年。围绕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等重点任务，不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为乡村振兴打下

坚实基础。

（一）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果显著

继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集中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积

极探索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加快建设农村生活垃圾回收利用体系，农村居民

垃圾处理意识增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果显著。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建成生

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450多万个（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全国84％以上的行政村；排查发现存在垃圾围坝问题的25座水库已全部完成整

治，排查出的2.4万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82％已完成整治；在全国100个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中有80％的乡镇、64％的行政村已经实行垃圾分类，

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行政村数量超过10万个，垃圾减量达三分之一以上。

（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梯次推进

中央部门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不

断建立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标准规范，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有了较大进步。

（三）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逐步提升

分类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强化工作部署推动，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开展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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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厕技术试点示范和专家指导服务，推动编制相关标准规范，加强农村改厕问题

排查整改，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厕所建设与管护机制，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和农

村公共厕所建设不断推进，探索出一批适合不同区域的农村改厕模式。截至2019

年底，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0％。

（四）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广泛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将城乡环境卫生纳入卫生城镇创建内容，推进村镇

绿化、硬化、亮化等建设，农村清洁程度明显提高，村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截

至2019年底，全国超过90％的行政村开展了清洁行动，累计动员近3亿人次参

与，一大批村庄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

七、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是破解绿色发展难题的关键所在。围绕当前农业资源趋紧、环境问

题突出、生态系统退化等重大瓶颈问题，进行科技攻关，优化科技资源布局，改

革科技组织方式，构建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强化创新驱动。目前已初

步形成10项农业绿色发展标志性关键技术，主要包括小麦节水保优生产技术、玉

米籽粒低破碎机械化收获技术、水稻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油菜毯状苗机械

化高效移栽技术、蔬菜全程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奶牛精准饲养提质增效集成技

术、异位发酵床处理猪场粪污技术、受控式集装箱循环水绿色生态养殖技术、南

方水网区农田氮磷流失治理集成技术和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技术，这些关键技术

突破创新将更加有效支撑、引领我国农业绿色发展。

八、农业绿色发展试验示范成效显著

重点推动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支撑体系建设和国家农业重要资源台账制

度建设，并初步完成建设方案设计及试点工作。

（一）稳步推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

开展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体系建设，要求在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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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已开展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绿色农业技术体系、标准体系、产业体

系、经营体系、政策体系和数字体系六大体系，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

型模式，为深入推进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撑。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

8部门联合评估确定了第二批41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目前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总数已达到80个。

（二）初步建立国家农业重要资源台账制度

组织开展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政策体系、理论体系、监测体系等专题研

究，提出了涵盖水、土、气、生、农业废弃物和其他资源共6类资源396个指标

的重要农业资源台账清单，初步建立了系统反映水、土、气、生等重要农业资源

的种类、数量、质量、时空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的以“五个一”（一本账、一个体

系、一套标准、一个平台、一套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台账制度。开发台账远程

汇交系统和农户农业资源台账数据采集系统，基本实现台账系统业务化试运行。

2017—2019年累计收集台账数据55万多个，编制形成了2017年、2018年和2019

年《国家重要农业资源台账报告》及试点县农业资源评价报告。

九、探索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模式

各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的意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农业绿色发展模式，形成不

同生态类型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整体解决方案，涌现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

式。报告集中展示了10个典型案例，包括“浙江省狠抓改革创新，高质量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青海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创新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北京市顺义区

多措并举，着力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新格局”“上海市崇明区打造绿色‘六地’，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建设”“河北省曲周县首创‘科技小院’模式，打造农业绿

色发展新样板”“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以‘四控一改’为重点，助推农业绿色发

展”“吉林省通化县发展‘四地’农业模式，破解高寒山区农业绿色发展难题”“贵

州省凤冈县以双有机为引领，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四大工程”“安徽省颍上县以生态

效益为中心，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浙江省安吉县坚持‘两山’理念，推

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我国不同生态类型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