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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农业绿色发展研究课题 

主要成果 

2022 年，在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的支持下，研究会围绕

农业绿色发展基础理论，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机制、技术模

式、路径选择以及政策创新等方面，开展了 13 项课题研究。

目前，课题已全部完成，其中一些课题成果有较好的突破和

创新，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完善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

提出了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梳理了农业绿色发展与

“三品一标”的关系，勾画了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框

架，开展了黑土地绿色农田标准研究；在创新机制方面，探

索了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机制，农业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和投入保障机制研究；在技术模式和实现路径方面，重点研

究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可持续市场模式。现以几期简报印

发研究会各部门、会员及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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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机制研究（选摘） 

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建设农业强

国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聚焦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

绿色转型，聚力农业资源、科技和装备能力提升，聚合政府、

市场和农民多方力量是实现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为此，

必须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探索一条农业绿色技术产业

化发展的新路。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课题研究背景。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滞后是农业绿色发

展的关键瓶颈之一，厘清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机制的概念与

内涵，梳理当前农业绿色技术发展现状，剖析农业绿色技术

产业化面临主要问题和挑战，提出推进总体思路和实现路径，

对于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概念界定。1.农业绿色发展是指以绿色发展理念为

引领，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统筹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为

基本原则，以绿色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为驱动，实现增

产增收、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富裕健康多目标协同发展的

农业变革过程；2.农业绿色技术是以农业绿色发展理念为指

导，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为支撑，

以最小的资源投入、最小的生态环境代价，实现最好的产出、

效率、收益的农业生产技术手段和管理服务制度体系；3.技

术产业化是将已有的技术所具有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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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以技术为基础的专业化、规模化、市场

化的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过程；4.技术产业化机制是指实现

技术市场化应用的一系列保障措施和政策安排。从技术产业

化来看，具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应用推广三个方面。 

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意义。从历史演变规律看，

是农业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绿色技术

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随着历史发展，农

业绿色技术从 1.0（传统农业为主）和 2.0（以化学、机械为

基础）向 3.0（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的态势发展，

农业绿色技术的产业化程度不断增加。从现实产业发展看，

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基调必然

是绿色,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是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关

键支撑。从长远发展来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农

业绿色技术既是生态友好型技术，更是生命健康型技术。引

导市场力量实现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有

机构成，既是实现我国农业产业转型的新增长源泉，更是美

丽中国的基础支撑。 

二、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面临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绿色理念有待深化，绿色技术市场需求偏弱。一

方面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农业生产没

有从单纯追求产量真正转向数量质量并重上来；另一方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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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农业绿色技术成本较高，相关技术服务支撑不足，应用

后的总体效益不够明显，市场需求明显偏弱。 

（二）标准体系建设滞后，产业化应用基础不牢。从农

业生产看，农业绿色技术标准建设的缺失导致农业经营主体

对于是否采用、如何采用绿色技术缺乏准确判断和认识；从

农产品销售看，采用绿色技术生产的农产品无法被有效鉴别

导致生产者无法有效获得绿色农产品溢价。 

（三）财政投入不足，绿色金融创新不够。从财政投入

来看，中央投入农业绿色发展相关资金相对不足；从金融投

资来看，农业绿色金融创新严重不足，无论是研发主体还是

应用主体，在贷款、融资等方面缺乏相关支持政策。 

（四）信息化建设滞后，农业绿色发展家底不准。各项

指标底数不清，是绿色发展纳入评价体系的主要制约因素。

农业绿色发展涉及范围广，底数需求多，现有政策体系的评

价结果存在争议，信息技术手段应用不够是主要因素之一。 

三、推进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的总体考虑和实现路径 

（一）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统筹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关系；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其本质是以生物技

术、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人类新技术革命催生农业发展方式产

生又一次新的革命。重点是研究农业绿色技术特别是“卡脖

子”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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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统筹好农业绿色技术 3.0 与农业绿色技术 2.0 和 1.0

的关系；要推动绿色技术朝数字化方向演进，使农业生命体

和生命过程的数字化技术产业化，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按品种推进基因组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按领

域推进设施装备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实现农机装备智能

化。还要推进硬件与软件技术的融合创新，实现农业数字监

测评价。 

三是统筹好种养绿色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绿色技术的

关系；解决种养绿色技术“卡脖子”点位，主要在研制绿色

投入品，包括高效优质多抗新品种，重点研发基因表型组技

术、全基因组选择、合成生物学、多性状复合育种等高新技

术，掌握作物生成的规律，做到有最小的投入，产出最优产

品，培育高效优质多抗专用畜禽水产品种。 

四是统筹好农业绿色发展科学研究与农业绿色技术开

发的关系。农业绿色发展既要有先进的“硬件”支撑，也要

有科学有力的“软件”保障。农业绿色发展是科学理念和思

想，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加速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

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二）实现路径 

一是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创新。瞄准现实需求和关键技术

瓶颈，建立农业绿色技术发展联盟和信息平台，加快绿色技

术装备从散装到组装再到整装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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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投融资风险防控机制创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

强化金融保险政策支持，创新投融资风险防控机制，使资本

市场为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撑。 

三是产业集群化支撑机制创新。加强道路、网络等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基础设施与农业绿色技术的协同和匹配，

为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四是集成示范应用推广机制创新。强化农业绿色技术示

范基地建设，依靠技术研发机构，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引导技术推广与使用。强化大数据平台建设，建设集数据采

集、管理、可视化、挖掘、决策支撑一体化的农业绿色发展

大数据支撑平台，提高绿色技术扩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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