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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理论专刊（一期）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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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

业化模式的课题研究。本课题完善了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的内涵，

探索了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演进动力机制，提出了农业绿色技术

产业化的实现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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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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技术演进进程与产业化模式研究

全面揭示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演进进程，前瞻思考、全局谋

划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产业化机制是符

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制度创新，为走好中国特色农业绿色技

术产业化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方案和思路。

一、推进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意义

基本概念界定。1. 农业绿色技术是以农业绿色发展理念为导

向，依托生物、数字、先进装备制造等技术手段融合协同，以最

小的资源投入、最小的生态环境代价，实现最好的产出、最好的

效率、最好的收益的农业科技活动与发展过程。其基本特征概括

为“一导向、一手段、两最小、三最好”。2. 农业绿色技术产业

化是农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果通过研究、开发、应用、扩散而不断

商品化、市场化形成产业的过程，是使知识形态的科研成果转化

为物质财富，其最终目的是农业绿色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获得

综合效益。

推进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意义。一是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的内在要求。农业绿色发展必须找准路径，做到标准化、产业

化、数字化与市场化“四化”协同，其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就是

农业绿色技术的产业化发展路径。二是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

任务。探索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路径，为落实产业兴旺战略，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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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乡村活力奠定基础。三是着力建设农业强国的迫切需要。推进

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才能真正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才能在国

内国际市场竞争大舞台上向农业强国目标迈进。四是绿色科技创

新驱动的必然结果。以生物技术+智能技术+先进制造技术为代表，

以数据和智能技术为驱动力，使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

发生深刻变革。

二、国际推动可持续农业技术产业化模式

一是专业化、标准化市场主导型模式。荷兰农业生产特点为

集约化、专业化。温室设施农业是荷兰最具特色的农业产业，温

室产品完全可以按照工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管理和销售。花卉

产业采用精品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实现育种、育苗、生产、交易

和流通等环节科学分工、高效联动。生产方面，无土栽培的水肥

一体化技术成熟；管控方面，推动精准农业发展，自动化控制技

术；流通方面，“荷兰式拍卖”依靠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德国工

业基础雄厚，农业机械化得以快速发展，从小件的机械配件，到

大型的播种、施肥、收割设备，再到运输过程中的存储设备、农

产品的包装设备等，产品齐全，其发达的机械设备显著提升农场

效率。大型农业机械普遍采用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以及定位技

术，农民远程操作即可完成田间作业；传感技术与实时监控技术

实现农业生产网络化；使用计算机调控生产过程，模拟最优的生

产流程，实现产出最大化、效率最优化；运用数字农业知识与信

息系统实现物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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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自动化、一体化产业联合型模式。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

现粮食生产机械化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

国家，形成了生产区域化、高度专业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

化的产业大格局，其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环节均已全面实现

机械化、自动化、绿色化作业，同时将信息化技术渗透到农业生

产各环节，包括机器人、温度和湿度传感器、航空图像、GPS、

遥感器、无人机、营养技术、农产品区块链追踪等尖端技术的研

发应用。目前，美国正在研究将卫星通信、遥感技术、电子计算

机等集成到农机器械上，实现农产品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各环

节机械化，“田间到餐桌”产销一体化。

三是集约化、社会化服务带动型模式。日本在农业机械化方

面，从以小型机械为主逐渐向大型、新型机械发展，同时采用自

动化、智能化技术，向农业各领域、各生产环节渗透；在种植方

面，无土栽培技术得到实施与推广；在养殖方面，农业智能传感

器虚拟围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应用；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对

大田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并自动防控，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

连续自动工作；积极搭建物联网平台，采集、整理、分析农业生

产各环节的数据，实现农业智能化生产管理。

三、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演进动力、原则与路径

（一）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演进动力机制

一是以市场导向推进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要以市

场需求为农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以龙头企业为农业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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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核心主体；推进绿色科技成果转化及与

绿色产业有效对接，建设农业绿色技术创新载体并引导企业搭建

绿色技术创新平台，稳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二是以绿色科技带动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转型升级。农业信

息技术加速绿色技术产业化进程，向生产者提供全方位的市场化

服务和信息咨询服务。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推动新一轮农业产业革

命，表型组学技术成果应用将极大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市场价

值和质量竞争力。人工智能装备技术为促进农业产业化生产精细

化、精准化、专业化、标准化及智能化提供核心动力。

三是以绿色标准引领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提质增效。我国要

制定完善与产地环境质量、农业投入品质量、农业产中产后安全

控制、农产品质量等相关的农业绿色发展环境基准和技术标准，

引领我国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走上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四是以机制创新激活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内生动力。从政策

顶层设计到区域模式实践，农业绿色技术的推广、产业化应用及

主体利益的实现，政府始终起到负担投入的主体责任，政策支持

与制度保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完善产业化主体利益联结机

制、补齐补偿制度性短板等，全面激活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转型

的内生动力。

（二）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市场导向，全链条增值。发挥市场在农业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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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领域、技术成果转化、资源创新配置及产品品牌创建中的主

导作用。加快构建完整完备的农业全产业链，鼓励创建“互联网

+”等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全产业链增值新途径。

二是坚持技术创新，全要素整合。发挥农业绿色技术创新核

心动力作用，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依靠技术创新协同

推进农业生产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构建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绿色产业体系。

三是坚持标准先行，全过程监管。发挥农业标准化在保障绿

色农产品供给和质量安全中的决定作用，用绿色标准保障产业整

体质量和产品服务质量的提升；构建统一、完善的全产业链高标

准体系，强化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全过程监管。

四是坚持政府引导，全社会参与。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构建

政产学研农协同进步、种养加销全链条开发、生产生活同步转型、

城乡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构建全社会参与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农业绿色技术产业化的实现路径

一是构建种养业循环农业产业链。在种养业内部，构建以“种

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生物质产业”为组分的循环农业产业链，

企业内部各生产环节、子公司之间及与农户之间建立横向耦合、

纵向闭合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废弃物、污染物

在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农户之间实现闭环流动。

二是培育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增值路径。发挥休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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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产业融合、提质增效及优化升级的带动作用，以“休闲农业

+”为城乡融合发展重要载体和新业态，重点实施“一核、两翼、

三融合”模式路径：“一核”是以休闲农业为核心，“两翼”是

在技术端和政策端两翼为休闲农业产业提供重要支撑，“三融合”

是指资源培育与资本增值相融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融合、

绿色发展与民生福祉相融合。

三是高质量探索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各类产业型园区。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生产+加工+科技”，聚集现代生产要素，

创新体制机制，建设高水平领先国际绿色农业发展平台；建设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鼓励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以利益联结

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建设“政产学研用”产业园，

构建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

中介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创新园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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