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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中国学者们开始提倡生态农业到现在已经有约三十年历史了。
假如说当初提出生态农业建设是一种深思和远虑，那么现在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可以说是十分现实和紧
迫了。
在农业对于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压力逐渐明朗，重大农业生态环境事件时有发生的背景下，2008年10
月1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
”该决议在确立农业和农村发展目标的时候非常清晰地提出在2020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
生产体系基本形成。
”这些提法都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国家领导层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农业必须兼顾其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而且计划出台一系列的“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
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
”　　在解决了是否需要建设生态农业的问题之后，如何建设生态农业将是我们行动起来的时候急需
回答的问题。
我们这本书希望能够给那些准备这样做的各地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和农民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指
引。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首先介绍基本原理和方法，然后介绍生态农业模式，接着介绍生态农业技术体
系，最后谈生态农业的管理。
在本书的第一章对于生态农业道路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述之后，第二章系统介绍了生态农业建设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体系。
大农业可以分为农、林、牧、副、渔等产业。
为了应用的方便，我们先把生态农业的模式按照农业内单一产业构成的模式、两个产业结合构成的模
式和多个产业构成的模式分别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给予介绍，然后在第六章介绍了克服风沙、
盐碱、水土流失等逆境的生态农业模式。
在生态农业技术方面，按照节水节能技术、废弃物利用技术、营养供给技术、病虫害控制技术的顺序
，分别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给予介绍。
第十一章是对于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在流域和区域上的一个综合，分别按照华南、西北、西南、东北
、华北、长江中下游介绍了一些典型模式。
由于生态农业在我国起步于农业还是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年代，在不少人的眼里，把生态农业与小农
经济挂钩，与传统经验挂钩。
这个印象不全面，实际上生态农业更与大生产挂钩，与现代科技挂钩。
农业生产规模化是增加农业对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社会需求、生态环境敏感度的重要因素，生态农
业必然要适应社会大生产的变革，逐步走向规模经营的道路。
在第十二章，通过分析一些成功的典型案例，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第十三章着重介绍了政府在生态农业建设中的管理功能。
在本书中，为了使比较复杂的模式和技术能够更好地被读者直观理解和运用，我们特意加入了比较多
的插图。
对于想更加详细了解其中一些细节的读者，我们还在每章的后面附了主要的参考文献。
　　本书的编写人员及分工如下：骆世明编写第一章、第二章，蔡昆争编写第三章，张卫建、陈长青
编写第四章，章家恩编写第五章，李凤民编写第六章、第七章，黎华寿、吴银宝和申时立编写第八章
，林文雄和陈冬梅编写第九章、第十章，黎华寿编写第十一章，王建武编写第十二章，陈雨海和周勋
波编写第十三章。
全书由骆世明进行统稿，并对插图进行修改和比较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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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生态农业与农业生态丛书》之一。
全书共分十三章，主要介绍了生态农业道路的必然性、生态农业建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体系、生态农
业模式(一元产业模式、二元产业模式、多元产业模式、克服逆境模式)、生态农业技术(节水节能技术
、废弃物利用技术、营养供给技术、病虫害控制技术)、生态农业的流域模式布局和生态农业的管理等
内容，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
　　本书可作为农业、生态领域研究人员、技术推广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
农业、生态与环境等相关专业师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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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是世界农业发源地之一，而且是
一个农业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
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问题一直是从国家领导到平民百姓都关注的
问题。
在20世纪50～60年代曾经提出过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就是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电气化。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又提出了多个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如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商品化，还有现
代科技、现代装备、现代管理、现代农民等概念。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就提出了走生态农业道路的构想。
到底中国农业道路该如何走，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轨迹以及中国农业发展中遇到的
问题，探讨中国的现代农业道路。
　　第一节　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人类维持自身生存最开始是通过采集植物性食物和渔猎
动物性食物。
后来，在世界多个气候不稳定的半干旱区域分别开始了植物和动物的驯化过程，使得食物供应变得稳
定和有保障。
依赖人力和畜力为主，依靠自身投入维持的传统农业在各国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些传统农业在世界各地曾经滋养和培育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然而大多数农业文明却又神秘地消失了。
到了18世纪以英国为首的国家开始了以机械和动力为核心的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手工业生产
被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的工业化过程所替代。
在这些工业化国家，农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工业化过程，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和
化学化。
这样，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农业人口下降、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幅度提高。
农业也采用了与工业企业类似的公司形式或者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进行现代管理。
然而农业的工业化过程不到100年，就与工业化本身一样遇到了很多问题。
最突出的就是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
工业化过程的经济起伏的周期还可以通过改进管理来不断克服，在工业化国家纷纷走向后工业化阶段
以后，通过信息化和高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减少资源的浪费已经受到
普遍重视。
国际社会通过温室气体减排、臭氧层保护等国际法律框架约束人类自己的行为。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在这个背景下，工业化农业也必须改弦更张。
在近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曾经尝试过“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生物动力学农业”、“自然
农业”等替代方式。
通过免耕减少水土流失，通过农牧结合减少家畜粪便污染和对化肥的依赖，通过病虫综合防治减少化
学农药的使用，通过滴灌和喷灌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等技术更是被普遍接受。
这些变化也深刻影响到健康农产品的品牌认证、市场地位、消费认可。
工业化中直线的、剥夺式的、控制性的、局部的、分析的思维方式逐步被扬弃，在可持续发展的大潮
中，循环的、协调的、综合的思维形式逐步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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