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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high-efficiency ecological agriculture optimization is a green engine and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of Fujian′ s modern agricul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expou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efficiency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efficiency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spatial planning and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a spatial optimization plan and
development plan for efficien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Fujian Province with the main structure of“four belts, ten clusters and three
systems”+“four levels of complementary links”+“three emerging entrepreneurial projects”are proposed.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we should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ral ecological economic system and an orderly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cluster with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ain riverbanks as ecological corridors, major mountains and long
coastlines, and an orderly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cluste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new system of high-quality
production and saf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based on the belt as the main body and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Combin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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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推进乡村高效生态农业优化协同发展，是福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与重要举措。本研究在阐述高效生

态农业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福建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潜力和挑战，以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与农业绿色发展要求为依

据，提出以“四带十集群三体系”+“4个层次链接互补”+“3大新兴创业工程”为主架构的福建省高效生态农业空间优化布局与发展

规划要点，同时因地制宜优化构建以主要河流沿岸为生态廊道、主要山脉和漫长海岸为依托的生态安全与绿色发展的乡村生态

经济系统，形成以区域特色现代高效生态农业产业带为主体、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的农产品优质生产与安全供给的创新发展格

局，并结合福建现代农业发展实际提出政策法规、机制创新、组织实施、有效服务、科技兴农、人才队伍等6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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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传统生态农业高新技术含量、应用范围拓展、优质高

效产出、循环利用效率、承载能力提升等都有待进一步

转型升级。高效生态农业的应运而生，顺应了新时期

人与自然和谐的农业现代化趋势与要求，是传统生态

农业的升级版，是绿色农业发展的高优版[1-2]。高效生

态农业是集约化经营与生态化生产有机耦合的现代

农业，其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兼有高投入、高产出、高

效益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特征[3-4]，它既区别于高投

入、高产出、高劳动生产率的石油农业，也区别于偏重

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放弃高投入、高产出目标的自然

生态农业。所谓高效，就是要体现发展农业能够使农

民致富的要求；所谓生态，就是要体现农业既能提供绿

色安全农产品又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5]。全面推进福

建省农村高效生态农业优化协同发展，既要满足区域

自然资源禀赋及其承载能力，又要顺应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趋势及其要求；既要注重乡村农业现代化生产

与集约化经营，又要讲求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高

效融合。因此，在福建省高效生态农业的生产实践中，

一方面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理清思路，另一方面要坚

持生产生态融合，制定好对策，为建设“机制活、产业

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奠定扎实基础。

1 福建省高效生态农业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

福建省地跨南、中亚热带，光、热、水资源丰富，生

物种类繁多，土壤类型多样，属于多山区域，素有“八

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森林覆盖率达 66.8%，连续 40年

位居全国第一；全省海岸线超过 3 320 km，位居全国

第二；海域面积 13.6 万 km2，滩涂养殖面积达 15~20
万 hm2，发展海洋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6]。福建

是全国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示范省，也是生态

强省建设的先行区，多年来充分发挥省域的良好生态

与地理区位优势，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方面创立了富

有福建特色的模式与经验。其发展模式主要包括 6
个方面[7]：①林下经济与森林人家文旅模式；②“三生”

耦合与生态茶园果园模式；③立体种养与农田复合开

发模式；④农牧结合与生态循环农业模式；⑤海洋经

济与高效循环渔业模式；⑥庭院经济与乡村绿色家园

模式。其主要管理经验体现在 3个方面：一是坚持绿

色发展，有效保障“三大安全”，即粮食安全、食品安

全、生态安全；二是因地制宜发展富有福建特色的高

效生态农业，着力提高“五大效率”，即资源利用率、污

染防控率、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民增收率[8]；

三是因势利导改善乡村生产经营与生态条件，着力推

动“六化并举”，即作业机械化、生产标准化、管理智能

化、产品高优化、加工品牌化、产业绿色化，这是福建

省乡村产业振兴与农业绿色发展的目标，也是传统生

态农业转型升级的具体任务。

福建省要实现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需要着力探

索并创立资源节约+经济高效+环境友好的高效生态

农业发展路径。就综合发展而言，将面临 5个方面的

挑战：①农业资源相对紧缺：全省人均耕地面积为

0.037 hm2[8]，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②水土流失

较为严重：山地水土流失率占全省面积 9%以上[9]，需

有效改善山地林业结构，实现多物种合理搭配，多林

种优化布局，防控任务依然艰巨；③“双减”任务十分

繁重：虽然农田复种指数高，但单位面积农地的化肥、

农药用量居高不下，位居全国前列，由于长期化肥施

用量大，土壤酸化风险升高，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公布的 2005—2014年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土壤

基础养分数据显示[10]，福建省土壤以强酸性（pH≤5.5）
为主，占比高达 74.2%，平均 pH 值仅为 5.36；④先进

技术应用滞后：高效生态农业是传统生态农业的升级

版，需要信息技术、智能管理、高效设施、农业工程等

技术的交融介入，突破单要素思维，从资源利用、运作

效率、系统弹性和可持续性的整体维度进行思考；

⑤政策引导与多元投入体系仍待健全：新发展理念有

待进一步落到实处，创新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引导区域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融合发展

是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重要命题。

2 福建省推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规划要点

2.1 以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转型

升级和整体布局优化

传统生态农业转型升级是新时代赋予福建农业

situ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Fujian, six major safeguar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mechanism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 service, hi-tech agriculture, talent team.
Keywords：Fujian Province; high efficiency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ning key points; implement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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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需要立足高起点，制定专项

发展规划；着眼新阶段，实施有效对策措施，力求以

全面实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高质量有机融

合为切入点，有序推进全省乡村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深入探索并有效创立资源节约、绿色低碳、环境友

好、优质高效、保障供应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农业

发展之路。

实践证明，要在福建乡村全面推进高效生态农业

发展，规划先行至关重要。省级管理部门要按照福建

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农业绿色发展要求，科学统筹

协调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要素，优化重大基础设

施、主要生产能力和公共资源布局，提升以“四带十集

群三体系”为主架构的福建省高效生态农业空间优化

开发与创新创业发展格局，以主要河流沿岸为生态廊

道、主要山脉和漫长海岸为依托的生态安全与绿色发

展战略框架，以 4条特色现代高效生态农业产业带为

主体、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的农产品优质生产与安全

供给新体系（图1）。

“四带”，即沿江流域高效生态经济产业带、沿山

乡村生态特色农业产业带、沿路平原区域绿色农业产

业带、沿海地区蓝色农业开发产业带。“十集群”，即特

色粮经、特色蔬菜、特色水果、特色茶叶、特色菌物、特

色花卉、特色畜禽、特色水产、特色林产、特色乡旅等

十大类特色优质产品的绿色生产与开发经营，实施优

化布局与绿色开发，注重统筹品质特色、产业优势、市

场前景等，按照既要强调特色又要突出优势的原则，

优化确定并合理组合，重点支持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

营与配套基地建设，形成集群效应与特色品牌，带动

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增收致富。在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基础上，坚持创新创业，实施富有福建特

色的高效生态农业基础工程建设，加快构建支撑现代

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三体系”，即产业开发体系、

生产技术体系、经营管理体系。

制定发展规划并推进有效实施的目的在于：创立

图1 全面推进福建省乡村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思路与规划要点框架

Figure 1 Outline diagram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main idea and technical countermeasures of
efficien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of Fujian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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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福建特色且智能便捷的高效生态农业新兴产业

体系及其经营管理体系，促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

化高质量融合发展，确保优质农产品进入国内国际双

循环体系，促进生态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双赢。

2.2 以建设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县为主要载体促进乡

村绿色发展四个层次链接

就发展战略与组织实施而言，要全面推进福建省

乡村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应当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着

力建设“万千百十”4个层次链接工程（图2）。

2.2.1 建设万个高效生态农业家庭农场示范户

家庭农场是乡村基本的生产单元，要按照有资

质、有技能、有规模、有设施、有规范、有效益“六个有”

的要求，积极创建省、市、县三级高效生态农业示范性

家庭农场。到 2023年，建成县级以上高效生态农业

示范性家庭农场 5 000家，之后每年增长 30%，力求到

2026年培育省级高效生态农业示范性家庭农场超过

10 000家。要推动家庭农场走优质、安全、绿色的发

展之路，创设以农业绿色发展为主体的评价制度，围

绕农业生产记录、投入品施用强度、耕地地力变化等

重点指标，对示范性家庭农场进行绿色发展评价，将

评价结果同步纳入农业主体信用管理体系。同时要

加强示范性高效生态农业家庭农场动态管理，每年对

照标准复查监测。大力支持家庭农场在发展高效生

态农业基础上，延伸至二三产业，拓展初（深）加工、农

业采摘、农事体验、休闲观光等新业态，形成“家庭农

场+”的经营新模式。探索成立高效生态农业家庭农

场协会、联盟等组织，提升高效生态农业家庭农场自

我发展能力。支持高效生态农业家庭农场通过联合

组建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等形式“抱团”发展。引导高

效生态农业家庭农场加入农民合作组织，提升整体发

展实力。

图2 全面推进福建乡村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途径与组织实施框架

Figure 2 Approach and organizational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main idea and technical
countermeasures of efficien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of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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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建设千个高效生态农业绿色生产基地村

村庄是产业开发的重要场地，建设高效生态农

业基地村，就是要依托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实施保

护与开发统筹协调，保障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这

是十分重要的基础环节。基地村建设要着力做到 5
个层次递进发展，实现耦合联动，提高“五个效率”：

①优化建设山地生态果园与生态茶园，提升资源利

用率[11]；②注重耕地立体种养与实施土壤保育，提升

土地产出率；③实现废物循环利用并保障环境友好，

提升污染防控率；④讲求节约生产经营成本与高效

开发，提升农民增收率；⑤构建高效设施生态农业与

智能管理体系，提升劳动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形成

山地绿色植被维护-废物资源化再利用-流域立体

农业开发-种养循环耦合互动-绿道村落相互连接-
生态宜居的新格局。合理利用乡村田园景观与绿色

农业资源，有助于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而优化开发

休闲旅游观光与绿色康养农业，有助于一二三产业

有效融合。

2.2.3 建设百个高效生态农业集成开发特色镇

在示范乡镇层面，优选百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列

为高起点规划单元，以绿色发展理念谋划乡村振兴

与高效生态农业布局；严格遵循自然资源保护与生

态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优化构建农业产业化生产

经营和社会化有效服务两大体系，打造生产-加工-
经营于一体的特色农产品产业园区；以市场需求配

置乡镇资源，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

福建不同区域农业的比较优势，建设富有特色的田

园高效生产+康悦风光综合体，扬长避短，统筹兼顾，

功能叠加，多样开发，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

优化增长方式推动乡镇产业振兴，加强科技创新体

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

建设。在特色农产品开发方面，要充分发挥县镇优

势，联合打造特色生态食品绿谷，以特色产品维护生

命力；要生产优质特色产品，构建县域生态食品加工

集群，以特色产品提高竞争力；要建设产品质量控制

体系，规范生态食品生产基地建设，以特色产品扩

大影响力；要建设智慧农业体系，完善优质产品品牌

体系建设，以特色产品丰富创业力。在资源环境方

面，要着力扭转农业农村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

局面，不仅要不断满足数量的需求，而且要注重满足

质量的需求，着力追求绿色生产与生态保护、数量安

全与质量保障的统一。与此同时，要让标准化与信

息化贯穿产业链全过程，实现产品的全程绿色安全，

以优质保障特色，以绿色保障安全，全面带动乡镇传

统生态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增绿。

2.2.4 创建十个高效生态农业特色品牌示范县

县域是“万千百十”工程的主要实施载体，要建立

生产与管理部门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全面推进福建乡

村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把高效生态农业产业链增效环

节（高效加工、三产融合、优质产品）留在宜业宜居的

乡村，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产业增值环节的收益；要

把高效生态农业现代化示范县建设作为推进乡村产

业振兴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依靠政策引导

与科技创新，实施有序铺展。县城生态农业产业发展

要立足于县域产业布局与特色产品生产，规划建设高

效生态农业的产业开发集群，注重培育高效生态农业

龙头企业与科技创新创业“领跑者”；立足于产地初级

加工向高值精深加工转变，依托县域特色与优势资

源，因地制宜建设优势产业园区与生态食品新城；立

足于打造县域绿色农业（林业、渔业）全产业链，注重

提升高效生态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

代化水平，优化布局特色产业强镇并提高绿色开发及

安全运营能力；立足于完善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和农产

品流通骨干网络建设，创立并健全高效生态农业全产

业链绿色经营标准体系，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

业、合作社）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

益。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县创建要完善县域生态经济

体系构建与系列技术集成推广，加强资源整合与循环

利用，保障农业生产数量与质量安全，形成梯次推进

的高效生态农业现代化及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新格局。

2.3 坚持产业化与生态化有效融合并构建富有特色

的高效生态农业创新工程

2.3.1 打造福建乡村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融合发

展的新集群

以福建省“五江一溪”沿岸 50 km纵深为界，因地

制宜建设富有区域特色的生态农业经济带，以福建省

美丽乡村建设为基本连接点，统筹协同绿色生态廊道

优化布局。其重点包括：引入工业生产理念，装备高

效生产设施，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从根本上推进传统生态农业的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

展乡村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资源节约型农业，满

足数量需求，丰富优质产品供应。就福建乡村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发展而言，要因地制宜加快推广

“节约+高效”模式，如稻-稻-鱼水田立体种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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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下养殖或种菇为主的农牧菌循环利用模式、以生

草覆盖栽培与高效利用为纽带的生态果园模式、以

“三生”茶园为主体的“三茶融合”发展模式、花卉或中

草药等特色种植与休闲观光相结合的集成开发模式

等。同时，全面推进高效生态农业综合体建设，使之

不仅成为农业生态经济开发带，而且成为各个美丽乡

村单元相互连接的休闲观光旅游带。

2.3.2 因地制宜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宜业宜

居新联合体

一个村落或小流域作为生态子系统，是多元素共

存且相互影响的系统工程。区域和谐发展联合体与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要在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基

础上，实现经济生态平衡与乡村社会长期持续发

展[12]。重点任务是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促进统筹协同与和谐共赢，其中包括优化农业生

产结构、美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

此同时，要以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乡村的基本格调，以

发展乡村高效生态农业为重要措施，以产业生态化与

生态产业化有效融合为载体，推动富有区域特色的生

态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产、生活、生态联合体建设，因

势利导建设宜业宜居的绿色生产基地+优美自然景

观+美丽和谐乡村的持续发展联合体。

2.3.3 深入探索并创立福建乡村碳中和管理新机制与

新创业体系

新时期现代农业发展除了要保障粮食安全、食品

安全之外，还承担了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任务，因而

要着力发展低碳农业，促进固碳增汇，为实现碳达峰

与碳中和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事实上，农业既是温

室气体重要排放源之一，同时又有巨大的碳汇潜力。

鉴于农业的这种“双重身份”，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过

程中要有效减少农业碳排放，充分挖掘农业的碳汇潜

力[13]。为此，要顺应农业绿色发展趋势，制定农业碳

中和专项规划。农业活动的碳排放包括农业物资与

农地利用、动物肠道发酵、水稻种植和畜禽粪便排放

等方面。据最新文献报道，福建省农业活动碳排放是

以农业物资与农地利用、水稻种植为主，占比均在

40% 以上，其次是畜禽肠道发酵和畜禽粪便排

放[14-15]。实际上，高效生态农业具有集生产、生活、生

态为一体的多样功能，优化构建富有成效的农业碳中

和体系，不仅要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持续转化提供

有效有序的通道，而且要为节能减排与CO2转化利用

做出贡献，实现流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发展目标。

3 有效实施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健康有序发展，无疑是一

项内容繁杂且相互影响的系统工程，其一方面具有成

效的外溢性，另一方面也承受着投入成本的风险性，

进而需要政策支持与激励机制来引导生产者、经营者

的行为，具体需要强化6个方面保障：

（1）政策法规保障

除了继续执行农业政策法规之外，建议福建省相

关部门牵头制定推进高效生态农业持续发展的管理

条例，力求有效引导全省乡村高效生态农业健康发

展，强化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地力恢复、绿色生产等，

通过严格依法管理，建立相应约束机制，规范生产经

营行为。与此同时，一方面要加大多元化投入，开行

“绿色金融”通道，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组织联合开发，并为申请高效生态农业

开发项目专项贷款，投入生产基地与开发园区建设；

另一方面要健全绿色生产标准体系，提高生产经营水

平，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2）机制创新保障

建议按照市场机制，鼓励各方参与；运用经济手

段，吸引社会资本；推行企业竞争开发并实施第三方

治理。要依据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分析市场供求变化

趋势，科学评价资源稀缺程度、损害成本及其修复效

益，创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高效生态农业有别于传

统生态农业，更加突出生态合理性与经济高效性，进

而需要适度规模的生产与经营，只有不断促进绿色化

保护、专业化生产、生态化开发、低碳化产出、多元化

投入、商品化经营，才能有效降低单位面积生产成本，

不断提高经营主体的效益总量。

（3）组织实施保障

建议制定福建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专项规划，由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牵头并协同相关单位制定年度专

项计划并指导有效实施。各市、县政府农业农村局要

因地制宜制定专项发展方案，并由专门机构组织实施

与考核，不断总结经验，推广成功模式。力求以“万千

百十”基础开发工程与 3个新兴创业工程为核心，强

化梯度开发及互补递进，以政策引领、多元投入、项目

带动为重要举措，创立全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新格

局，着力引领并推进全省高效生态农业健康有序发

展，取得整体成效，实现产业化与生态化的“双化”融

合和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目标。

（4）有效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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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农业生态系统各子系统间的物质循环

利用和能量递进转换，只有在较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

中，才能有效抵御大的自然灾害。适度规模经营的高

效生态农业，可以弥补当前农村土地闲置或利用不充

分的短板，其已经具备了经济与生态耦合互补开发的

基本条件，应着力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注重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集成开发能力，拓展多维度高效生态

循环农业开发领域，为高效生态农业的新型经营主体

提供生产环节保障和市场环节指导。建议由福建省

农业科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等单位分别负责 4~5个高

效生态农业实施示范县的技术支撑，与农业农村厅以

及市、县政府农业部门联合组建专家服务队，促进项

目实施，树立样板并集成推广。

（5）科技兴农保障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核心支撑是现代科技与管

理机制，因而既要充分挖掘并有效传承生态农业技术

精髓，又要与现代农业技术与先进管理体系进行对

接。实践表明，要全面发展乡村高效生态农业，必须

在吸收传统生态农业精华的基础上，集成推广并应用

农业高新技术，有效弥补传统生态农业缺陷。要加大

全省科技计划对农业资源、生态环境领域的支持，加

快关键技术研发并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建议专门

设立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攻关重大专项与示范推广网

络，设立专项经费并实施“揭榜挂帅”新举措；要根据

不同生产类型与作物特点，对接新的需求并有效进行

集成创新，再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结

合进行深度递进创新，以科技创新带动乡村创业，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

（6）人才队伍保障

要在构建省级农业资源、环境治理和生态保育领

域科技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形成与协同攻关队伍、智

能装备研发、联合创业机制、壮大产业发展相配套的

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各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造就一

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科技特派员队伍；加强重

大科研成果和关键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强化高效生

态农业的生产骨干与经营管理两支队伍培养，强化乡

村科技传播与农民教育培训，在完善提升福建省农村

实用技术远程培训、乡村科普等经常性线上培训基础

上，建议每年在相关涉农高校实施“321”（即每年专

项招收 3 000名大专生、2 000名本科生、100名农业

推广硕士生）新农人培育工程（高效生态农业专

业）。要以政策导向引领产业集聚，以机制创新引领

乡村产业振兴，以科技创新引领农民大众创业，持续

开创乡村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新局面，使高水平人才队

伍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农业绿色发展、高效生

态农业提升、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结语

高标准推进福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要以全面推

进乡村绿色农业为核心，力求充分发挥“1+X”互补共

赢的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推进产业优化布局，有效带

动优质产品、高效加工、数字农业、循环利用、土壤保

育、旅游康养等项目开发；进而要强化 8个方面的和

谐共生一体化发展，即绿色基地发展、优质产品生产、

加工品牌增值、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

务提升、管理机制创新、特色小镇开发，以提升绿色产

业化集成效益与乡村高质量建设的品质；同时要加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文明乡风培育，努力建设宜业宜

居的美丽富裕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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