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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petroleum agriculture stage, the low-carbo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low-carbo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he tendency of it scientific 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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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发展经过石油农业阶段之后，低碳生态农业应运而生，本文论述了低碳生态农业及其持

续科学发展趋势，提出低碳生态农业是三峡区域农业持续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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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农业发展的历史考察 

三峡区域的农业发展，随着人类的农业发展史，大

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石油农

业。纵观其农业发展的历史，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替。 

原始农业时期，人类以采集、渔猎为基本谋生手段，

1990 年代，一些考古工作者在鄂西、川东一带也发现了

许多古代巴人在峡江两岸渔猎生活的痕迹。[1]那时其“农

业”活动仅仅是为了维护生存的需要，还不具有改造自

然的能力。土地的肥力是纯自然肥力，完全靠休耕等自

然循环来恢复。 

到了公元前一千多年，第一次技术革命促进了原始

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变。与原始农业相比，传统农业产

生了大量优良的耕作方式和农业技术，但其致命弱点是

缺少现代生物和环境改进技术，经济性能低下，它所构

成的小农生产体系，规模小、商品率低、生产手段落后，

难以支撑人类经济社会体系。所以，进入 l9 世纪，随着

工业革命的出现，传统农业转变成为现代石油农业。三

峡区域也不例外，只是因地处边远山区，转变过程稍缓

慢一些。 

现代石油农业是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

上发展而成的。与传统农业相比，石油农业的生产力发

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都大幅度提

高，把农业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石油农业在克

服传统农业缺陷的同时，又抛弃了传统农业的精华，产

生了如下严重后果： 

首先，为适应机械作业而形成的专业化种植和养

殖，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却阻碍了农业生物种间

关系，使农林牧相互孤立地分布在不同丘地空间，不能

形成协同力和多级利用二次资源（畜禽排泄物等），系

统稳定性差；加上大量毁林开荒以及忽视有机肥料和覆

盖物作用，造成了自然生态的破坏，水土流失和退化加

剧。如湖北省因风蚀水蚀，水土流失面积达 5.59 万平方

公里，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三峡库区

是全省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之一。[2]人们曾因为流经三

峡的长江水由清变浊，发出过“救救母亲河”的呼吁。 

其次，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破坏了土壤生态平衡，污

染了生态环境。化肥和农药的高能耗、高污染等不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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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土壤的有机构成、农作物的农药残留和食品安全，而

且化肥和农药的生产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产生大量

的二氧化碳的排放。[3] 

最后，现代石油农业加剧了成本增长、能源危机、

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石油农业是靠大量消耗石油

能量来维持的，不少地方的单位农田能量投入增长率有

超过产量增长的趋势。石油农业的高投入，意味着一方

面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另一方面是石油能源的日益

耗竭。同时，石油属于高碳能源资源，是降耗减排的重

点控制领域之一。当用于农业的石油资源受到抑制或至

枯竭，则石油农业就不能维持，农业将走向全面崩溃。

随着其赖以生存的根基——石油这一高碳能源资源的

日趋枯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碳石油农业的丧钟已

经敲响，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农业发展阶段——低碳生

态农业。 

二、低碳生态农业及其持续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场新农业革命——

低碳生态农业应运而生，低碳生态农业从根本上否定了

石油农业的致命弱点，同时也保留了其优点，无疑是农

业持续发展的方向。低碳生态农业与高碳石油农业相

比，至少有以下优越性：第一，在能源消耗上，低碳生

态农业主要依靠自然过程提供的能源和养分物质，辅以

辅助能源，既能减轻污染，又节省石化能源；第二，在

肥料施用方面低碳生态农业提倡施用有机肥料，生产条

件的投入效果持久，生态环境比较稳定；第三，生产结

构上，低碳生态农业在实行多种经营的基础上，使农林

牧副渔有机组合，互益互惠，相辅相成，生态结构复杂，

主产项目彼此之间通过食物链密切联系，生态弹性大，

生态合理性强，经营风险性小；第四，低碳生态农业成

本低，生产要素的独立性大。对社会依赖性小，受国际

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农村、农业经济能持

续稳定向前发展；第五，低碳生态农业是对自然资源实

行多级、多次、综合利用，消耗量相对较少，有利于保

护自然资源和维护生态平衡，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温

室效应。 

因此，低碳生态农业有利于农业持续科学发展，其

持续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 

l．生态经济效益优化。低碳生态农业是使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统一，达到最优化的农业发展模

式，它切实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采用系统工程方法，

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就，调节生物与内环境及内环境要

素之间、生物与生物、生态要素与经济要素以及农业生

态系统与外环境的相互关系，通过高效低耗，优质高产

和无污染生产途径，取得最佳生物产量和最优的生态经

济效益，同时，满足人类对多种农产品的需求。例如宜

昌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猪—沼—果”、“猪—沼—菜”等

高效循环低碳生态农业模式，促进无公害农业的发展，

宜都、秭归、夷陵等地建成区的优质农产品增长 8%以

上。同时，为农户增收节支 3.5 亿元，每年节约的能源

相当于 21.2 万吨标准煤，可减排二氧化碳 50.7 万吨，

相当于 122.5 万亩山林的生长量，促进了三峡地区的生

态环境的改善。[4] 

2．农业经营集约化。集约经营一般包括劳动集

约、  资金和技术集约。农业集约经营是在一定的土地

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采用较先进的科学技

术措施，进行精耕细作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未来的集

约型低碳生态农业是融技术、资金和劳动集约为一体的

高密集、高效益的高度集约化农业，生态农业技术集约

是生态技术、生物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的最佳组合，其

中最引入注目的是生态工程和生物工程技术。资金集约

和劳动集约将随着生态农业技术内容的变革而赋予新

的内涵，其资金和劳力投向主要用于生态工程和生物工

程方面，以减少高碳资源消耗并尽量使高碳资源低碳化

利用，增强综合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和生态环境，同时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 

3．适度规模化。农业经营规模是指把一定数量

和质量的农业生产要素按一定比例和组织机制进行配

置组合向规模目标运动的表现形式。未来的生态农业是

最适宜规模农业，即规模农业系统的最优化目标导向和

最稀缺资源增减导致其成分、结构、运行及其生态环境

趋向合理，从而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环境条件，最大限

度地实现规模效益。如宜昌市实施粮棉油“万亩高产创

建”，推广应用育苗移栽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轻

简化栽培技术、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先进技术，

有效促进了高产创建片的增产增收，仅示范片内直接增

产增加的效益就达 8694 多万元。[5] 

4．模式设计精巧化。模式设计精巧化是农业系

统生态经济效益的优化表现。未来低碳生态农业精巧的

模式设计有如下类别：生物与环境协调适应型、生物与

生物协调型、物质多级循环转化型、能量利用型、立体

配置型、农业生态系统内诸环境要素协调型及外环境要

素替换型。模式设计精巧化，能巧妙地协调农业系统与

自然环境（要素）的关系，根本改变农业生产极大程度

上受自然因素控制的状况，减少人工强力改造自然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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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有助于进一步实现高碳资源的低碳化利用。 

5．整体商品化。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农业与

市场是密不可分的，良好的机制有利于产生强大的协调

动力，导致农业的持续有序发展。未来低碳生态农业以

广义市场（全方位立体市场，经济商品与生态商品交易

相融合，区域性和国际性市场相渗透，有形与无形市场

相交织的高级阶段的市场）为导向，以生态经济效益最

优为目标，一切参与农业生态经济循环的要素（自然资

源和社会经济资源）均以不同层次的平等的商品资格出

现，包括“碳汇商品”在内的各类商品具有多种功能，

既可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生产与生活资料消费，还能使

人类享受到美好的生态消费。 

上述低碳生态农业持续发展的趋势表现，不是单方

面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并存与渗透的，以上诸方面的

有机组配、相互联系和多维交织即构成未来三峡区域低

碳生态农业的态势。 

三、三峡区域农业持续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高碳石油农业的末日之际，我们必须把低碳生态

农业作为三峡区域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为此，本文提

出以下对策建议： 

1．摒弃单纯着眼经济效益的作法，以环境经

济效益与生态社会效益的高效综合与协调统一为

目标。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 18 世纪中叶之后，由过去

的依附适应演变为对立异化，人类因此而受到自然界的

屡屡报复，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其实人与自

然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在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耦

合而成的复合系统中，人既是系统的基本组成因素，又

是系统的调节者。因此，我们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

还要对自然界进行精心的培育保护和管理，从相互和谐

中获得精神享受和丰富的物质享受。低碳生态农业的思

想就具备这种认识，低碳生态农业的目标追求生态、经

济、社会效益相互结合，协同增长。发展低碳生态农业

在追求生态效益、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时，要以经济

效益为中心，以生态效益为基础，以社会效益为出发点

和归宿，使三者相互协调并最佳组合以取得最好的减排

增效综合效益。 

 2．用低碳生态农业思想指导三峡区域农业投

入，讲究农业投入的高水平、多元化、科学化、

系统化、低碳化和着眼提高投资率。生态农业原理

严格遵守投入决定产出的规律，它讲究科学合理的系统

化投入，在尽可能提高投入水平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各类

投入资源的优化组合。低碳生态农业在寻求稀缺替代资

源和最充分发挥高碳资源低碳化潜力，提高自然生产力

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是卓有成效的。用低碳生态农业思想

指导农业投入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多元投入。多元投

入必须根据农业系统合理循环、节能减排的要求，科学

地进行能量、物质、资金、劳力、技术与信息的投入，

并对各种投入因素在质和量上进行优化配置组合。二是

优先投入与协调同步相结合。在农业投入因素中，有些

属关键资源，制约着整个农业系统的效益，对此类资源

必须优先投入。对一些影响农业长远发展的部门，也应

根据实力进行重点投入。在投入比例上则要做到协调同

步，在投入过程中必须有效地调整比例关系，以达到各

投入因素彼此促进，降低碳排放。三是要有长远战略。

为了达到三峡区域农业的科学、持续、稳定发展，必须

从长远战略出发安排农业投入。要充分调动国家、集体

和个人各方面投入的积极性，一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多形

式开辟农业投资来源，另一方面在农业劳动力充裕的情

况下，在增加物化劳动投入同时，要鼓励活劳动投入，

以有效减少石化等高碳资源的消耗。随着农业的发展，

智力投资应成为农业投入的战略内容。要十分重视高新

低碳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如推进农村生态家园建设，

更新改造省柴节煤灶，推广节能地火炉和半生物质气化

炉等。 

3．以低碳生态农业为立足点，把握其科学发

展的全方位格局。对三蛱区域低碳生态农业持续发展

的全方位格局，要注意把握以下方面：一是着眼于本地

区全部国土发展低碳生态农业，要用低碳生态农业综合

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观念，向山地、丘岗、水域、荒原、

农田、庭园各个方面进军，在开发利用全部国土资源中

都要做到高碳资源的低碳化利用。二是着眼于生物种群

对环境的适应性，建立不同的低碳生态农业模式，以充

分而有效地利用不同层次的生物资源及其他资源，减少

碳排放量，实现生物能量和经济价值的高效流转。三是

实现生态、经济、技术、政策等措施的综合开发。通过

劳动密集及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合理组织高度集约

化经营，实现最优投入、最高的产投效率和最佳的低碳

化效果。四是选择科学的资源策略，立足于合理地利用

一切有用资源，寻求自然和人工生态因子的合理组合，

循环利用、减少并逐步消除碳污染。五是农工商综合经

营，产供销密切配合，搞好农业社会化服务，保证低碳

生态农业综合效益的实现。六是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强化低碳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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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功能，实现农业的科学、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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