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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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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守住绿水

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担当，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

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报告以客观、权威数据为支撑，从生产、生活和

生态等多角度系统反映了近年来（2012—2017年为主）

我国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大行动、重大成就、主要经

验、典型模式、体制机制创新等，共分综合、行业和地

方三篇。其中，综合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

主要措施、总体进展和成就；行业篇阐述了种植业、畜

牧业、渔业、热作、农产品加工、农机装备等领域绿色

发展的主要行动与成效；地方篇以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

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为重点，兼顾各地农

业绿色发展典型，展示了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的产业

模式、技术集成模式、运行机制和政策创新探索等内容。

本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计

划财务司、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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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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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平顶山市、河北省围场县、福建省漳州市、江西省永修县、江苏省泰兴

市、黑龙江省海伦市、甘肃省山丹县和山东省威海市有关部门提供了典型范例素

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有关单位专家提出了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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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本报告为国内外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形成生产生活生态协调的农业

农村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所长

                    2018年12月于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周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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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农业绿色发展是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生态稳定和产品优质安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基础保障，是建设美丽中国和促进

当代人福祉与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农业农村

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实施农业绿色发展的“五大行动”，强化农业绿色发

展的保障措施，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本报告以客观、权威数据为支

撑，从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多角度系统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

大行动、重大成就、主要经验、典型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

一、农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

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划定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完善农业资源管控制度，努力推动形成与

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一）落实农业功能区制度

立足农业水土资源匹配性，细化农业发展区域，明确区域发展重点，引导

农业发展向优势区聚集，减轻非优势区的资源环境压力，调减“镰刀弯”地区

等非优势产区籽粒玉米 4 000万亩 *；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聚焦主要品种和优势产区，加快划定

＊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5亩=1公顷，下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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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开展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工作，

共认定茶叶、水果、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48个；合理划定畜牧业禁养

区，调整优化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推动生猪养殖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

转移。

（二）完善农业资源环境管控制度

加强耕地用途管控，降低耕地利用强度，建立耕地保护约束机制，开展耕地

质量监测评价考核，2017年实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1 200万亩。强化草原资

源管控，稳定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严格落实草原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

畜平衡制度，加强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强化渔业水域管控，严格保护水生

生物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和海洋牧

场建设，推进水生生物生态系统保护与生态修复。开展农业产业负面清单制度研

究，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禁止和限制发展产业目录，防止不合理开发建设对资

源环境造成破坏。

（三）建立贫困地区农业绿色开发机制

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良好的后发优势，统筹推进产业精准扶贫和生态

环境保护，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示范推广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绿肥种植、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探索出生态农业减贫、农旅结合减贫等农业绿色开发模式，有效提升了贫

困地区绿色发展水平。

二、农业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不断加强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农业资源过度利用的趋势得到基本遏制，农业资源利用

强度逐步下降，农业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取得积极成效。

（一）耕地保护建设成效明显

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农作物

秸秆还田技术，耕地养分含量稳中有升，耕作层生产力明显改善。据监测，2016
年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24.3克 /千克，较2004年上升了1.8克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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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水农业快速发展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农业用水总量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2017年，全国农

田灌溉面积达10.17亿亩，较2012年增加8.5％，其中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到5.15
亿亩，较2012年增加9.9％；全国农业用水总量为3 766.4亿立方米，较2012年减

少2.9％；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48，较2012年提高0.032。

（三）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稳步推进

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种质资源和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实施水生生物资源

养护行动，完善外来物种风险监测评估与防控机制，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现已

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49.5万份，确定159个国家级畜禽保护品种，划定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35个，建设外来入侵物种的天敌繁育基地20余个。

三、农业产地环境逐步改善

加强农业产地环境保护与治理，打好以“一控两减三基本”（控制农业用水

总量，化肥、农药减量使用，畜禽粪污、秸秆和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为目标的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农业产地环境治理取得重要进展。

（一）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2017年我国化肥使用量5 859.4万吨（折纯），连续两年实现零增长，水稻、

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平均化肥利用率为37.8％，比2013年提高4.8个百分点；

农药使用量165.5万吨，连续3年实现负增长，农药利用率为38.8％，比2013年提

高3.8个百分点。

（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面推进

以全国生猪、奶牛、肉牛养殖大县为重点，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开展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探索适合不同区域特点的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模式。2017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0％。

（三）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持续提升

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实施秸秆还田、秸秆养畜，基本形成肥料化、饲料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18

4

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的综合利用格局。2017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为

83.7％，较2013年提高7.7个百分点。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基本杜绝露天焚

烧秸秆，农村大气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四）废旧农膜回收率显著提高

推进地膜覆盖减量化、产品标准化、捡拾机械化、回收专业化，加快应用

0.01毫米以上加厚地膜，探索市场化地膜回收加工机制。在229个县实施地膜综

合利用示范工程，探索建立全程监管模式和体系。2017年全国农膜回收利用率超

过60％，新疆、甘肃等地膜使用重点地区当季回收率近80％。

四、农业生态系统保护建设稳步推进

大力推进农业生态系统建设，保护和修复田园生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和草

原生态系统，不断恢复和提升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一）积极推进田园生态系统建设

按照生态系统整体性、生物多样性规律，实行山水林田湖路综合治理，完善

生物缓冲带、防护林网等田间基础设施，恢复田间生物群落和生态链，实现田园

生态循环和稳定。2016年全国农田林网化率达到78％以上。

（二）加强水生生态保护

开展增殖放流，完善休渔禁渔制度，建设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牧场，

推动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生态修复。2017年全国放流重要水生生物苗种和珍贵濒

危物种404.6亿尾（粒、只）。目前已划定建设国家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25个、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35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64个。

（三）推进草原保护建设

落实草原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实施退牧还草、京津风沙

源治理、西南石漠化草地治理等重大草原生态工程，通过实施草原围栏、补播改

良、人工种草等措施，植被逐步恢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2017年全国草原综合

植被覆盖度达到55.3％，较2012年提高1.5个百分点，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

载率累计下降了1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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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村容村貌提升和清洁能源利用

为抓手，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一）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各地推行垃圾源头减量，完善垃圾清运设施和服务，因地制宜探索“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广大农民参与生活垃

圾治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进一步增强。2016年全国完成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

集中处理的村占73.9％。

（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取得积极进展

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农村污水治理力度，因地制宜推广农村污水治理的有效模

式，加强生活污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利用。2016年全国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或部分集中处理村占比17.4％。

（三）农村卫生厕所逐步普及

积极推进“厕所革命”，通过改厕、改圈等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影响群众生

活品质的短板。2016年全国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占53.5％，使用卫生厕所的

农户占48.6％。

（四）农村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加强村域规划管理，保护和修复自然景观与田园景观，开展村镇绿化、硬

化、亮化“三化”建设，加强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改善明显。

六、探索创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

各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

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农业绿色发展的产业模式、技术集成和体制机制，涌现

出一大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绿色发展模式和典型案例。本报告展示

了10个典型范例，包括浙江省全域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样板、上海市崇明区都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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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绿色农业高地和河南省平顶山市现代生态循环农业3个综合推进类模式，河北

省围场县旱作节水高效农业模式、福建省漳州市化肥减量增效模式、江西省永修

县统防绿防助力农药减量增效模式、江苏省泰兴市畜禽粪污种养结合资源化利用

模式、黑龙江省海伦市秸秆综合利用模式、甘肃省山丹县废旧农膜资源化利用模

式和山东省威海市海洋渔业绿色发展模式等7个单项突破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