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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necessary research topic. As a pillar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gri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economic	benefits	and	ecological	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Pay attention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s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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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现代农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成为必要的研究内容。农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它的发展与生态环
境息息相关，所以论文主要针对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平衡的共赢进行了研究。关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
科技创新、资源合理利用、生态农业产业链的构建等方面，希望能够为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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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农业并不是简单的生产活

动，而是需要与生态平衡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重视对农业

产业链的整合，致力于找到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同

点，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在全

球气候变化和资源有限性的压力下，这一研究对农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2 现代农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
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全球面临的严峻环境和人口挑战下，现代农业

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这一

融合可以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共生，同时也为可持续农业

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方向。由于

传统农业经济注重的是短期内的高产出，因此并不重视对生

态环境的长期影响，而融合发展通过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相结合，寻求更加持久的发展路径，这样一来就有望打破传

统农业的发展模式，加快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融

合发展关注农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这就对农业生产提出更

高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食品

质量和安全的关注不断增加，要注意减少对化学农药和化肥

的依赖，融合发展可以帮助提高农产品的品质，保障人们食

品的健康安全，从而满足社会对优质食品的需求。此外，在

关注农田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其在生态系统中的

作用，重视合理规划农业区域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就可以

让农业成为提供生态服务的空间如水源涵养、空气净化等，

进而能够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多的环境价值 [1]。

3 现代农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
的现存问题

3.1 发展不均衡
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突出导致现代农业与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的不均衡分布，一些发达地区在技术、资金和政策支

持方面更为优越，而贫困地区则因缺乏这些条件而难以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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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形成了发展的“鸿沟”。而且有的地区过度依赖化肥、

农药等化学品，致使土地生态环境恶化，而其他地区由于投

入不足，就让农业生产水平相对滞后，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无

法在全面推进的同时实现协调平衡。另外，在大型农业企业

中的技术创新、市场拓展方面更具优势，但是小农户由于规

模较小，就很难能够享受到同等的资源支持，这就容易造成

农业生产的不均衡性，这种规模经济不均衡也影响了生态文

明建设，因为规模小的农业生产往往难以有效推进环保措

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还表现在农民收入差距上，部分地区

的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其他地

区由于产业多元化、技术进步等因素，农民收入水平较高，

所以就使得一部分农民不能够分享到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

红利，从而让他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热情被浇灭。

3.2 技术应用不平衡
因地区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异，就造成一些地区在现

代农业技术应用方面远远领先，而其他地区却因为受限于基

础设施、教育水平等原因，技术水平也出现了滞后的现象。

一些大型农业企业或富裕农户能够更好地接受现代农业技

术培训，他们也会积极应用高科技手段，而小农户由于受限

于信息获取、教育水平等问题，这就很难能够利用先进技术，

所以就造成了农业中技术应用的差异化，进而使得整个农业

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2]。

3.3 环境方面的影响
在现代农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中环境方

面的问题显著，由于现代农业生产对土地资源需求巨大，长

时间的过度耕作和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质量逐渐

下降，使得土地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甚至出现土壤退化、水

土流失等严重问题。而且现代农业对于大量的水资源需求，

尤其是灌溉用水，这就很容易让一些地区的水资源过度开

发，这样一来就会对水生态系统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甚至

引发水资源的枯竭和水质污染，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

不可逆损害。另外，农药、化肥等化学品的过度施用也会让

水体、土壤中农药残留和化肥流失的问题更加严重，使得农

田周边的自然生态系统受到危害，甚至直接影响到周边的食

物链，对生态平衡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

3.4 农业劳动力结构的问题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有的地区农业劳动力逐渐减

少，农村人口外流成为常态，所以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容易

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比较明显的有留守儿童问题、老龄化

等，同时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也对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产生影

响，因此就需要更为全面的考虑。

4 现代农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
的路径

4.1 优化农业基础设施
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创新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资源利用效益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为了实现农业经

济与生态文明的良性互动，需要一些办法来优化农业基础

设施。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优化农业基础设施需要注重高效

的灌溉系统建设，重视引入先进的水资源管理技术，特别是

如同滴灌、雨水收集和土壤水分监测等办法来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效率，同时也要重视加强水库和水渠的维护与修复，使

得农田灌溉的稳定供水得到保障，从而减少水资源浪费。针

对土地利用问题应采取科学合理的土地整治措施，结合现代

化的土地调查与规划来合理划定农田和生态用地，避免过度

开发和滥用土地资源，而且还要重视引导农业生产向精准农

业转型，利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来做好土地资源利用

的精度和效率的提高。在能源利用方面应加强农业生产中的

生物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如生物质能源、太阳能和风

能等，进而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同时也会减缓对环境的

负面影响 [3]。

4.2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关注土壤健康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

办法，采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来推动农业生产向有机农业转

型，以此来帮助改善土壤结构并良好提高土壤肥力，注重实

施轮作休耕制度，这样是为了避免长期单一作物种植，减轻

土壤的连作难题，同时还应该让农民采用植被覆盖和保持耕

地多样性的方式去防止土壤侵蚀，使得农田生态系统得到保

护。在农业化学品使用方面也要重视减少化肥和农药的过度

使用，重视推广有机农业生产方式来降低对化学肥料的需

求，然后注意采用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以生态友好的方式

进行病虫害防治，这样可以很好地减轻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

响，而且还需要制定严格的农药使用标准，确保其使用符合

环境和生态安全的要求。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上需要让农民

向生态友好型农业转变，在此过程中需要鼓励农民种植抗逆

性强的农作物，注重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推动多种种

植业和生态种植模式是为了减少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对生

态环境的压力，同时加大对农业生态科技的研发和应用，提

供高产、高抗性的新品种，也可以做到提高生产效益的同时

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这样的效果。然后也需要通过划定农

田生态保护区，注意保留并加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通

过农田间的绿色带来加强生态系统的连接，以此方式去促进

生物多样性的维护，经过一系列的合理规划农田结构将农田

纳入整个生态网络中，从而保障生态平衡的稳定性。建立农

田与周边林地、湖泊、河流等生态系统的联系机制，实施农

田与水域生态共建，采取植被恢复和水域生态修复措施来提

高水域质量，减少农业活动对水域生态的冲击。在农业科技

创新方面还应该重视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重视

鼓励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推动智能农业、精准农业和数字农业的发展，以便

能够提高生产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这样一来就能够加强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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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系统的监测与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 [4]。

4.3 发展生态农业产业
生态农业以可持续和生态友好为基础，强调农业与环

境的协同发展。

第一，应该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因此需要建立和完

善有机认证体系，同时还需要提高对有机产品的认知度和信

任度，鼓励农民采用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并避免使用化肥、农

药等化学品，积极主动推广并采取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通

过有机农业的推动来提高农产品的品质，使得整个农业生态

系统的升级工作开展更加顺利。

第二，要加强农业生态旅游的开发，重视利用农村旅

游的方式来将农业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然后为农民提供增收

渠道，积极打造农庄、田园牧歌等吸引游客的场所来推动农

业产品加工和销售，而且还鼓励开展生态农业体验活动，使

游客更好地了解生态农业的特色和价值。

第三，在农业种植结构方面应该注意引导农民向经济

效益和生态友好型的农业转变，利用推动多元化种植业模式

的方式去种植不同的农产品，如此就能减少对单一作物的

过度依赖，而且还可以很好地提高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同时应该鼓励农民种植抗逆性强的农作物，这样做是为了提

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加强科学技术支持的同时来提供更

多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新品种，使得生产效益良好

提升。

第四，建设绿色农产品认证和标识体系，以此来提高

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的识别度，加强与超市、餐饮业等相关

行业的合作，重视拓宽生态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而且还应该

注意生态农业产业的电商平台，结合电商平台来促进农产品

的线上销售，进而实现生态农业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

第五，在人才培养方面，为了设立生态农业专业，更

加应该重视培养掌握现代农业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专业人才，

做好加强农民培训的工作，提高他们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和技

能水平，通过推动农业科技人才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互动的

方式，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实际生产 [5]。

4.4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现代农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中，政府

的主导作用愈加凸显，因此政府应强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

行，重视建立健全的法规框架，以此来明确现代农业与生态

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然后要注意设立相关的法规，

利用法规来做好规范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的行为工作，结合

法律手段做好约束和规范农业主体的行为，使得其在生产中

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政府要重视

制定激励政策来鼓励农业生态化转型，在这项工作中要重视

设立相关的激励机制为农业生态化转型提供财政支持，积极

制定奖励政策来对采用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推动农业生态

产业发展的企业和个人给予奖励，而且还应该专款专用，利

用财政支持和奖励机制来激发农业主体的积极性，这样就可

以让他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加重视。在资源配置工作中，

政府应做到合理调配农业发展资源，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

资金投入才能推动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重视优化农

业用地规划并科学配置土地资源，加快推动农业种植结构的

优化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研究了现代农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

的融合发展后，发现农业是现代经济的支柱，同时也关系到

生态平衡的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

实现在经济发展中兼顾环境可持续性，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资

源有限的压力下必须坚定地走向绿色、生态友好型的农业发

展之路，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责任。

期望研究能够为实现农业经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生提供参

考，引领农业未来走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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