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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生态农业是根据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生态经济学原理，通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

利用农业生产与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按照自然规律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的农

业。

农业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我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资源

紧缺与消耗加大的双重挑战，对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迫切需求。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ldquo;五位一体&rdquo;的总体布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全社会对资源

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关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集聚了社会共识。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农业资源利用强度明显下降，2021年全国耕地

质量平均等级达到4.76，较2014年提升0.35个等级。加快推进国家农业节水行动，推广旱作农

业、高效节水灌溉等技术，水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不断提高，全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39

亿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9。2021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2825万亩。实施化肥减

施增效、绿色防控和果菜茶有机肥替代等重大行动。2020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

物农药、化肥利用率分别达到40.6％、40.2％，分别比2015年提高4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明显增强，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稳定在97％以上，2020年达到97.8％。大力推进绿色优质农产品认证管理，全国绿色、有机和

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超过4.35万个，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持续提升。  

近年来，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生态农业相关技术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支撑了我国农业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2022年1月7日，农业农村部先后公布多个涉及生态农业的相关管理办

法，其中，《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目的在于加强农药登记管理，保证农药的安全性、有效性

；《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强调农药登记试验数据的完整性、可靠性和真实性，加强农药

登记试验管理；《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的实施有利于肥料管理，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畜安

全，促进农业生产。2022年2月11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rdquo;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的通知，提出要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以及加强污染耕地治理等

。2022年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其中提出要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引导新发展林果业上山上坡，

鼓励利用&ldquo;四荒&rdquo;资源，不与粮争地；落实和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改进跨省域

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等。22022年6月30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农业

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其重点任务包括：种植业节能减排、畜牧业减排降碳、渔业减排



增汇、农田固碳扩容、农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替代。  

实践证明，生态农业是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它实现了经济、生

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于能源

危机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普及和增强，生态农业乃至生态经济也必

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引导世界经济向资源节约和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生态农业行业前景展望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共十六章

，首先介绍了生态农业的概念和特征，接着对国内外生态农业的发展及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

模式做了分析，然后对生态林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及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进行了具体

的分析。随后，报告重点介绍了我国重点区域生态农业的发展，并对生态农业园区、重点企

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最后，报告对生态农业的投资状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对其未来前景

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中企顾问网

、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

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

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生态农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态农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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