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视域下达州市生态农业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

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

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生态建设、

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作为革命老区和位于秦巴山区的达

州市，属于国家连片扶贫地区，处于后发的地位，其农业发展正处在由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过程，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在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的今天，

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了达州市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生态文明的含义及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 

生态文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生态文

明是人类改造生态环境、实现生态良性发展成果的总和，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

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自然界



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环境应实现和谐与共生。生态文明社会应

该包括三个重要特征，即全民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状态。 

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本质超越。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运用科学技

术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它的出现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

根本的转变，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

人口危机、原料危机等。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危机一般并不是孤立地表现出来，

而是以“问题群”的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坚持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是人类解决生

态危机的长期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必然产物，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

济和低碳经济成为各先进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 

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当有限的国家，当前

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大气污染、水污

染、土壤污染在一些地方已相当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日益增加，节能减排和

废弃物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工作进展不大。不注意环境保护的快速经济发展

已经给一些地方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灾难，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



达到危险的临界点。卫计委 2007 年 5 月 8 日公布，中国 2006 年城乡居民主要

死亡的原因中，恶性肿瘤超过脑血管疾病居第一位，而呼吸系统疾病是农村地

区居民的首位死因。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从 1970 年到 2002 年上升了近 50%，

其中肺癌死亡率增长了 500%，而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与恶性肿瘤中 高发的肺癌

和消化道癌有着一定关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的十八报告指出，面对环

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二、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支点 

农业生产为人类提供满足生存需要的动植物产品，是人类 早和 基本的

生产活动，而人类进行农业生产难免要改变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引起自然界的

变化。自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农业活动效率大大提高，与此同时，由于化肥、

农药、农用薄膜等物品的大量使用，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力度大大加强，既涌

现了大量有利于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人造物，如农田水利工程，也出现了大量破

坏自然生态系统的现象，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大气改变及水土污染等，

使人类的自然生态面临着严峻挑战。 



发展生态农业，是中国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选择。在农业的污染方面，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 大的化肥、农药和农膜使用国。有关数据统计显示，

中国每年化肥用量高达 4 000 多万吨，农药用量高达 130 万吨，农膜用量高达

159 万吨！这样的化学品高消费在支撑农业高产出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污染，已

经达到了土壤、水源、大气立体污染的程度。20 世纪许多河流出现了“60 年代

饮水淘菜，70 年代洗衣灌溉，80 年代水质变坏，90 年代鱼虾绝代”的恶化趋势，

水质性缺水进一步加重了一些地方水源性缺水的严重程度。饮水不安全导致了

一些农村地区疾病的流行，食用了“毒大米”“毒蔬菜”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

前很少见的疾病如氟斑牙病、氟骨症、肠道传染病、沙眼、恶性肿瘤、结石、

皮肤病、血铅超标、重金属超标等多发、并发现象，部分水体有害物质具有致

癌、致畸、致突变特性，个别地方出现了癌症村，严重威胁人群健康和种群繁

育能力。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发展中国家 80%的疾病是由不安全的饮用水

与恶劣的环境卫生条件造成的。 

高强度的农业开发，对化石类生产资料的高度依赖，使得农业生产已成为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同时，农业本身受环境恶化的影响也日渐严

重。一些地区由于长期过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农膜以及污水灌溉，加之畜



禽养殖污染，使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直接影响了土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一些珍稀物种快速减少甚

至绝迹，土地生产力下降，造成农作物减产和农产品质量下降，对生态环境、

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目前，中国受到污染的农田近 700 万公

顷（1 公顷等于 10 000 平方米），因污染每年减产粮食达 100 亿千克。 

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经济发展不

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式管理的老路，必须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态农业，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实现经济、

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发展生态农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达州市作为中国的革命老区，是中国长江流域的重要生态屏障，其农业发

展阶段总体上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过程中，其农业发展模式与

道路对本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流域人民的生产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在大力倡导

生态文明的今天，发展生态农业已经成了达州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生态农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必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

谐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良性发展。



发展生态农业就是要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遵循生态文明理念，实现农业的科

学发展。提出生态农业发展这一命题的动因，在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理念，实

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效益评价，也要

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生态农业建设的目标是

既要实现农民的增产增收，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还要保证农产品消费

者的身体健康。发展生态农业，应该促进农业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实现三大效益的同步增长。 

1.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 

农业生产活动有三个基本要素：人、土地与动植物、农业生产资料，农业

生产是人利用生产资料作用于土地和动植物，改变其形态与功能，以生产出符

合人类需要的动植物产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自然再生产

过程。同时，农业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农业生产要以满足自身和他人需要为目的，是生产者力图以有限的劳动力及物

质资料投入取得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的物质产品及经济收益的经济再生产过程。 

发展生态农业，依靠科技进步，挖掘农业资源潜力，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

率，减少资源的占用和消耗，改善生态环境，以高质量和多样化的农产品满足



消费者需求，能够把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起来，已成为实现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农业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战略选择。 

2. 生态环境是生态农业的物质基础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自然生态环境为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了三项功能，即资源基础功能、环境基础功能、经济产出功能。经

济发展离不开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自觉活动，但它要依赖于自然生态

环境并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当人类活动符合自然规律时，生态环境就

能良性循环，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当人类活动违背自然规律时，生态环

境就会遭到破坏，经济发展在给一部分人带来短期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会对

人类整体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其代价甚至使部分人的短期利益相形见绌，对

人类整体利益的影响更是长期而巨大的。人类在工业革命后，经济活动获得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与此同时，自然生态环境也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联合国发展委员会资料表明，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

全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 15 倍，但“生态环境存在全面危机”。 

造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背离的首要原因在于，工业化生产与消费模式对

环境容量和环境保护的漠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过于突出地追求经济产出，把



经济效益凌驾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之上，使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事

实上，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生态发展绝不是一个与经济变动无关的变量，而

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环境基础。 

生物多样性是良好生态系统的重要条件，在保证生态系统功能运作方面，

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生态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稳定和繁荣。

作为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和生存条件，生态环境决定着人类生活的质量。

一个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能够提高人类居住的舒适度，增强环境的承载力与

自净力，并提高整个系统的生产能力，因而生态发展也必然包括生态环境质量

提高的内容。 

3. 生态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生态农业特别关注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与保护、消耗与培

植的关系，始终体现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偏爱和珍惜。生态农业的本质在于它把

经济发展和改善环境质量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目标统一起来，以社会劳动和自然

生态潜力的 小消耗取得 大的生态和经济效益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生态农业把农业经济行为同生态环境看作一个相互制约的系统，要求建立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减少和避免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行为，这是对人



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把握。农业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但同时也可能成为生态恶化

的重要源头。农业中的种植业会因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及秸秆焚烧等而

危害土壤、大气和水源，畜禽养殖业产生的粪便也会产生污染，危害人体和破

坏农业生态环境。其中化肥的不当使用可能诱发人体的癌变，危害人体健康，

增大医疗成本，降低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化肥施用量过高，会造成水体富营养

化、土壤酸化、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药施用量的进一

步增加。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农药一般利用率很低，仅为 10%左右，大量农药残

留于环境中。这些农药挥发到空气中，流入水体中，沉降聚集在土壤中，污染

农产品并被人们吸收到身体中，具有致畸、致癌、致突变的特性，严重危害人

体健康。此外，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杀死有益的动植物，从而破坏生

态平衡。不仅如此，长期使用农药，也会使害虫产生抗药性，势必导致农药的

再研发和使用，形成恶性循环。农膜覆盖栽培技术是一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因其具有增温、保墒、保肥和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在农业上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中国是世界上农膜生产和使用 多的国家，但农膜回收率则不足 30%。在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薄膜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回收处理而是残留于土壤，会使耕层

土壤透气性降低，微生物活动数量减少，对作物的出苗、根系发育和根系对土



壤水分养分的吸收产生消极影响，容易引起缺苗断垄而降低农作物产量。 

中国人口总量基数庞大，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而中

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局限日益暴露出来。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尽管中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投资等形式利用一部分国际资源，但仍然会受到

诸如资源总量、成本、国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通

过发展生态农业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4. 发展生态农业的基本要求 

生态农业的持续有序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生态农业建设的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生态农业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体现了国家对发展生态农业

的基本要求，但这一体系的构建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会有所不同。 

中国对生态农业的发展确立了综合性、全面性的目标，并且引导和提倡各

地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生态保护融合起来，确立具体的生态农业建设

目标。根据本地生态农业建设实际情况，四川省选择了典型、全面、科学的要

素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具体体现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个层次。准则层

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及社会进步三个方面。指标层包括 23 项具体

指标，其中社会经济发展类指标包括人均 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单位 GDP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