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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理论专刊（三期）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编者按】

受农业农村部委托，研究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农业绿色发展与

农业强国的关系课题研究。本课题完善了农业绿色发展与农业强

国的内涵，进一步探讨了农业绿色发展支撑农业强国的着力点与

实现机制，提出了农业绿色发展支撑农业强国的推进路径。现以

理论专刊的形式印发研究会各部门、会员及会员单位，供大家学

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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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发展与农业强国的关系研究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立足我国“三农”实际，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征程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建设中国特色农业

强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加快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战略对于农业强国建设重大战略

部署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农业绿色发展与农业强国的内涵辨析

（一）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

农业绿色发展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为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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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市场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动力；科技是农业绿色发展的

核心动力；政策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动力。

（二）农业强国的内涵

农业强国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也有基

于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要具备供给保

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五个

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性特征，以及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依托

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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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进共同富裕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二、农业绿色发展支撑农业强国的着力点与实现机制

（一）农业强国的“五强”目标

“五强”目标，体现在内强实力和外强底气两个层面：要求

包括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的“内

强实力”目标，以及竞争能力强的“外强底气”目标。

（二）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体现在我国国情农情的三个基本点。建设中国特

色的农业强国，要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

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

（三）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五强”目标的作用机制

一是固底板：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夯实供给保障基础。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底线目标。二是破瓶颈：

提升绿色技术装备水平，强化科技支撑能力。农业科技创新要着

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解决好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转化

率不高等突出问题。三是强弱项：加快经营机制创新，增强经营

体系建设。农村经营体制创新是变革农业生产关系的重点。四是

补短板：重塑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增强农业产业韧性。构建全链

条农业绿色产业链，围绕重点产业链积极培育绿色“链主”企业，

将更多绿色企业融入农业产业链中。五是锻新板：培育国际竞争

与合作优势，提高全球市场竞争力。引导农业产业链协同集聚发

展，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绿色农产品龙头企业，打造基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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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带动、品牌拉动的农业全产业链。

（四）农业绿色发展围绕中国特色的发力机制

一是强化耕地资源保护，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要坚持底

线思维，保护耕地数量；从种源着手，瞄准生物育种方向，从源

头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稳定国家粮食安全供给，严把粮食供给安

全环节，强化粮食储备、流通、调控、减损能力。

二是依托双层经营体制，推动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强

化农业技术示范应用，加强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对现代科技的消纳

能力；创新村集体发展形式和模式，带动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

务主体和小农户共同发展。

三是创新生态循环模式，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平衡好减污降

碳目标和粮食安全底线，正确认识“双碳”目标的长期性和系统

性；探索生产生活生态良性循环路径，建设一批农业绿色产业园

区，培育产业链融合共生、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的绿色低碳循环产

业体系；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引导农业发展向优势区集中，

努力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与资源稀缺程度的农业生产力布局。

四是活化自然文化资源，传承发展农耕文明。发挥农耕文化

对乡风文明的滋养作用，焕发优秀传统文化活力；围绕各区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浓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培育农耕体验、研学科普、

乡村文化等新业态；加强文化对产业的赋能作用，将文化产业资

源要素融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五是发展生态富民产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强化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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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整合，依托信息化、智慧化和组织化的现代管理，提升农业

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打造要素完备、结构合理、产出高效的产

业优势；完善绿色清洁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优化调整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健全产业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

三、农业绿色发展支撑农业强国的推进路径

（一）技术要素融合

一是推进技术创新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优化科技与劳

动力等要素的组合配置；强调农业产业链关键领域科技创新，增

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和产品自主可控能力。二是以信息技术促进

农业产业链联结。将信息技术融入农业产业链上的生产、加工、

销售和消费等核心环节；加大信息技术在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中的

运用，提升产业链各环节的检测、预测和模拟水平。

（二）财政投入带动

一是形成政府引导基金出资的长效机制。积极运用社会资本

等多元支农手段，构建有利于其他投资主体进入的营商环境；开

展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撬动更多资金投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二是加大产业链纵向延伸中的政策补贴。新增补贴和支持手

段向产业链前端的科研和产业链后端的加工等环节覆盖；增加对

产业链上绿色、节能、环保类生产方式补贴力度。

（三）绿色金融撬动

一是加强农业绿色发展金融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

品；探索多元化贷款融资模式；强化碳减排支持工具运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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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地区风力发电、太阳能和光伏等基础设施

建设金融支持力度。二是加大农业高质量发展金融资源投入。聚

焦土壤改良、农田排灌设施等重点领域，在承贷主体、还款方式、

贷款期限上给予差异化政策倾斜；推动现代乡村服务业和新产业

新业态培育发展，创新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资源优配推动

一是提升地区水土资源承载力。强化耕地资源保护利用，加

强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加强水资源高效利用，确保水资

源管理“三条红线”；促进农业能源集约化利用，充分利用废弃

物资源和可再生能源。二是充分释放区域生态资源潜力。在确保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做好高附加值农产

品供给能力的提升；通过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绿色、有

机和地理标识优质绿色农产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五）改革创新驱动

一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完善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营造有利于科

技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二是深化农村

经营体制改革。统筹谋划农业绿色转型路径，构建低碳化、融合

型高质量产业体系；积极探索农业经营方式绿色转型；开展组建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试点。

（六）标准体系引领

一是完善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以种子、农田建设、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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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标准化等为重点，发挥好标准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以绿色优质农产品为主线，构建协同高效绿色的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体系。二是加快农业强国相关标准体系任务部署。部署夯

实保障粮食安全标准基础、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建立健全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等标准；部署强化乡村房屋建设和基础设

施建设标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强化乡村公共服务标

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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