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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topics and trends in research on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ZHANG Yujing1, 2, YE Fei3*

（1. China Acade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3. Agr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guid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s with
advances in China. Since its proposal, this concep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nd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on it has increased rapidly. We examined research papers related to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ublished since 2016 and used a
bibliometric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 research hotspots in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hot topics fo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clude：theory, policy mechanisms, evaluation, controll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pollution sourc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e propos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based 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various hot research topics.
These results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ies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hotspots; evaluation; policy mechanism; bibliometrics;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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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是新形势下指导我国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据，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论文

数量呈快速增长的态势。本文以 2016年以来农业绿色发展相关的研究论文为分析材料，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全面系统分析

了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研究热点。研究发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理论研究、政策机制研究、评价研究、农业面源污

染控制研究和发达国家经验借鉴研究。同时，在深入分析了各研究热点的基础上，对未来研究重点进行了展望，旨在为我国农业

绿色发展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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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OSID

1996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1]最早

将绿色发展定义为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容量的

可持续发展模式。2015 年 10 月，我国明确提出“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具体指

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

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

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农业作为我

国的基础性产业，推动其绿色发展顺理成章。同年公

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

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

“农业绿色发展”，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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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急剧

增加，学术研究类论文数量由 2016年的 10余篇增加

到 2021年的 100余篇，主要涉及到理论研究、实现路

径、政策机制、评价体系等方面，但至今尚未对农业绿

色发展的研究热点进行系统地梳理。因此，本文采用

文献计量法，总结和分析 2016年以来我国农业绿色

发展的研究热点并预测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以期

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通过检索发现，专门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英

文文献较少，仅 22 篇，数量不足以进行文献计量分

析。本文主要依据我国学者近年来针对中国本土的

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产生的学术成果，选择中国知网

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北大核心、CSCD、CSSCI）为数

据来源，主题词检索“农业绿色发展”，时间跨度为

2016年 1月至 2021年 12月。对检索到的论文逐篇审

查，去掉简评、会议报道等非学术性论文，保留 386篇

研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利用 Endnote 软件管理文献信息，利用

VOSviewer 软件进行关键词词频分析和知识图谱分

析。将中国知网检索到的信息导入到VOSviewer中，

首先进行论文关键词的词频分析和清洗，合并关键词

中的同义词，再利用高频关键词共现（Co-occurrence）
技术形成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2 研究热点分析

本文总结的农业绿色发展研究学术论文中高频

关键词构成的知识图谱见图1。图中圆圈的大小代表

研究热度，圆圈之间的联系代表研究热点之间的关系。

由图 1可见，围绕“农业绿色发展”，学者们研究

图1 农业绿色发展研究知识图谱

Figure 1 Knowledge map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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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广泛，高频关键词较多，通过软件的聚类分析，

研究热点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农业绿色发展理论（蓝

色部分）、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机制（紫色部分）、农业

绿色发展评价（红色部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绿色

部分）和发达国家农业绿色转型经验借鉴（青绿色

部分）。

2.1 农业绿色发展理论研究

农业绿色发展出现在学术界的时间较短，虽然一

直有相关论文发表，但是从 2019年开始才进入论文

成果爆发期，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农业绿色发展的概

念、内涵和实施途径等。

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依据是生态文明思想，

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成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具有明

显的时代特征。斯丽娟等[2]分析 1982—2018年发布

的 20个中央“一号文件”，探究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

演进规律与特征，发现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农业绿色

发展政策并非一蹴而就，呈现出由相互分离到紧密结

合的趋势。生态文明思想视角下的农业绿色发展，认

为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是解决我国目前农业问题的根

本出路[3-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2017年之后的农业绿色发展研究大部分在乡

村振兴的概念下展开，乡村振兴在农业绿色发展中占

据重要地位（图 1）。周宏春[5]则从乡村振兴视角探讨

了农业绿色发展，认为乡村绿色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

的关键。胡钰等[6]论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关系，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可能凸

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叠加推

进、历史交汇的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在两项战略中均

发挥着重要作用。杨世伟[7]提出绿色发展引领乡村

振兴，其逻辑是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必然要求和

必由之路。2020年进入到“后扶贫时代”，农业绿色

发展成为持续推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其有利于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8]。

农业绿色发展具有“绿色”和“发展”双重目的

性[9-10]。尹昌斌等[11]在分析已有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

概念限定和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农业绿色发

展的概念，指出农业绿色发展的本质是要求切实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从过去拼资源消耗、拼农资投入、拼生

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

集约经营上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生态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这意味着既要保证生产

过程清洁化、产品绿色化，又要实现高质量集约经营、

保障农民持续增收、提高综合效益，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12]。农业绿色发展内

涵是一种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是以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为统领，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构建新型

布局体系、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转变发展方式，推动

形成资源节约保育、生态环境安全、绿色产品供给和

生活富裕美好的农业农村高质量持续发展新格局。

2.2 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机制研究

关于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机制，相关学者也开展了

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可归纳为政策措施、经济措施和

技术措施三个方面。

2.2.1 政策措施

农业绿色发展是一种创新的发展模式，不能依靠

农业生产者自下而上的实现，只能依靠自上而下地采

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推进，这其中政策措施尤为关键。

于法稳[3，13]和张合成等[14]均强调了加强顶层设计的重

要性，并提出要建立起有效的监管机制，加强对生产

资料生产企业行为、农民生产行为、农产品加工企业

行为以及市场销售商行为的监管。这方面的研究也

引起了英国学者 Smith[15]的关注。2020年，“中国农业

绿色发展研究会”正式成立，为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发

展和深化“政产学研农”提供了国家级学术平台，有利

于农业绿色发展顶层设计。有些学者提出了更加具

体的政策措施，例如金书秦等[16]指出要通过抓落实提

高政策实效、进一步摸清家底并摒弃部分无数据支撑

的量化目标、加强对执法和行政的督察巡查等。针对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低的问题，沈兴兴

等[17]提出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力以促进农业

绿色发展。另外，法律措施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基

本保障，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土壤污

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规，但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方

面的法律机制还不够健全，因此需要从污染预防、污

染治理、责任保障三个方面全面加强法律制度的健

设，充分发挥其对环境行为主体的农业环境资源利

用、保护与防治行为，进行综合性、体系化的指导与规

范，体现制度的规范效力和权威性，从而提高政府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18]。总之，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需要构建一个由监管、咨询和

激励构成的复合政策体系。

2.2.2 经济措施

农业产业的绿色发展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不同

区域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农业技术水平、物质装备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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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等差异较大[19]。经济措施在农业绿色转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型

农业补贴作为国家普惠性支农政策具有重要的作

用[20-21]，其可以有效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和农业面

源污染的有效治理。未来还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绿色

金融手段来激励农业绿色发展，包括农村信贷、农业

保险、农业众筹等[22-24]，利用土地流转信托和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推动农业绿色发展[25-26]，建立和实施以提

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率、完善绿色生态为重点的农业投

入制度[27]。

2.2.3 技术措施

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措施涉及到种植业、养殖

业、农村产业等多个方面，其共同特点是实现资源高

效利用、环境友好。例如，在种植业方面，中国农业科

学院研发了玉米、小麦、水稻等 9种农产品的绿色增

效技术模式[28]；张艳军等[29]总结了适用于丹江口水源

涵养区的绿色高效农业技术模式；化肥农药减量高效

使用的技术模式应用也较多[30]。养殖业废弃物资源

化处理和利用技术已经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31]；张爽[32]提出要发展农村观光业，注重创新

化和品牌化，在带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应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

2017年，农业部决定启动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行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东北地区秸

秆处理行动、农膜回收行动和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

物保护行动等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并在浙江、青

海、山东等省份设立示范区，为农业绿色发展理念在

全国推广提供了经验借鉴。

2.3 农业绿色发展评价研究

如图 1所示，农业绿色发展评价主要涉及不同边

界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2.3.1 评价尺度

目前大部分农业绿色发展评价主要是基于全域、

省域、县域或者区域（主要包括长江经济带、粮食水果

主产区）等不同评价尺度研究其区域差异。

近年来，我国农业绿色发展虽整体水平较

低[33-34]，但呈上升趋势[35-37]。从区域层面上看，存在显

著的地区差异，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趋势[34，36，38-39]。

究其原因，农业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

持、工业化进程是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

素[40]，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领先于中部与西

部地区[41-43]，而且东北和中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

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6]，即

空间相邻的省级行政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

“同高同低”的状态[39，44-45]。

部分学者从省域层面研究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

不同城市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

水平差异较大，但个别省份表现突出[37]。经济较发达

地区（如华北、华东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较次发

达地区（如西北、西南地区）高。矫健等[46]的研究发

现，相对于上海、杭州等发达地区，成都的绿色发展水

平仍有一定差距；且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地势平坦地

区较陡峭地区高的情况。黄修杰等[34]提出广东省的

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平原区>丘陵区>山地区的

特征，在空间上形成平原区显著高高集聚、山地丘陵

区显著低低集聚的格局。总的来说，这主要是由资本

投入、机械化水平、人才素质等一系列现代化技术的

投入差异所致[47]。进一步研究发现，同一省份内不同

城市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例如：在江苏

省，苏州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最高，南京、无锡次之，连

云港、淮安和宿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较低[48]；在浙江

省，杭州、嘉兴、宁波绿色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位居

前三，金华表现最差[49]。比较不同地区、同一省域不

同城市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造成差距的主要

因素，可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资本投入和人才引

进策略，有助于促进我国农业的全面绿色转型。

另外，长江经济带是国民经济的支撑带和关系纽

带，上、中、下游的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明显梯度分

布[50]，下游地区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高于中、上游，且

差距不断拉大[51]，但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

发展水平逐渐提高[52]。具体来看，上游地区的区域内

差距较大，资源约束较大，农业碳排放较大；中游地区

的财政支持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下游地区工业化发

展反哺农业经济效益，城镇化水平上升促进农业经济

发展，这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粮食主产区是该项研究的高频词，如图 1所示。

整体上看，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偏

低，但绿色发展总体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53]，尤其是

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农业信息化的发展，促进了我

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效率的稳步提高[54]。

2.3.2 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农业绿色发展以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为基础，

大多数学者主要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和

产品质量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55-57]，但是对于不同

的边界，指标体系是不同的。例如，都市农业地区的

指标体系更加关注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傅琳琳等[49]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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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经济社会发展这一衡量指标评价了 2002—2016年

浙江省绿色农业发展状况，巩前文等[35]引入经济增收

指标进行评价；而乡村地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会关

注农村的发展建设，因此分别引入农民收入指标[39]、

乡村发展指标[48]、社会发展水平[53]和农村居民生活条

件[38，58]。另外，更多学者开始关注专业人才的供给，

引入人才质量这一指标[34，39，46]。这也充分体现了评价

指标体系的针对性原则。

目前，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构建模型评价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首先，基于生态系统中相互作用

的链条构建指标。傅琳琳等[49]基于BPEIR概念模型，

从农业生态系统的输入端、输出端和运行过程的循环

角度构建绿色农业生产系统；金赛美[33]从“驱动力-压
力-状态-影响-响应”整个环境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因

果关系出发，采用DPSIR模型构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部分学者基于农业生态效率非

期望产出的考量，从要素投入的角度刻画评价体系。

薛蕾等[36]在资本、劳动和能源等传统要素的基础上，

加入了研发投入等创新要素，采用 SBM-Undesirable
模型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肖琴等[59]选取土地、化

肥、机械、水资源等投入指标，结合DDF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来测算农业绿色生产效率

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另外，确定权重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既包括熵值

法[41，55，60-62]、莫兰指数[63]、泰尔指数[64]、协调度方法[38-39]

等客观赋权法（其中熵权法使用频率最高，图 1），又

包括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35，48，65]、专家咨询法等主观

赋权法。

2.4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研究

由图 1 可见，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研究成为农业

绿色发展研究中的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

的研究地位。目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依然严

峻，这成为农业绿色发展中的一大障碍，引起了相关

学者的重视。该研究方向主要的研究议题有营养元

素的循环评价、污染成因及防治对策和生态补偿等。

2.4.1 营养元素的循环评价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成因复杂，污染过程模糊，边界不

易区分，尤其是考虑到“土壤-作物-畜牧-家庭-环
境”这一完整的养分循环系统，定量化研究难度较大。

马林等[66]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构建了食物链系统

养分流动模型（NUFER：Nutrient flows in food chains，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use），提出了食物链养分评

价指标体系，并将此研究成果应用到全国的氮素指标

时空变化特征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4.2 污染成因及防治对策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巨大，对于造

成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分析基本一致，大体分为种植

业、养殖业、农村生活 3个来源。其中种植业来源主

要包含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农药包装物和地膜的

残留等；养殖业来源主要是畜禽粪便的排放和不合理

还田；农村生活来源包括生活污水和农村生活垃圾的

排放。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工作重点涉及化肥农药

减量替代、畜禽粪污及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农膜的回

收利用、耕地污染治理、农业节水、水产养殖等，需要

汇聚政府、市场、生产者、社会团体和公众各方面的力

量，在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下充分发挥生产者自组织

和社会团体及公众的支撑作用[67]，同时也要加强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监测与评价[68]。在农

业绿色发展视角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也需要为农业

面源全链条的防治探索新路径。

2.4.3 农业生态补偿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高度重视生态补偿的相关研

究，如图 1所示，生态补偿是该研究方向的高频词，且

相对独立。文献检索结果表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建

立与完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体系是农业绿色发展的

重要保障[69]。研究的主要内容聚焦在：①生态补偿的

方式方法[69]；②生态补偿的法律约束机制[70]；③生态

补偿的策略，包括生态补偿标准设计、拓宽农业生态

补偿筹资渠道等方面[71]。新时期国家对农业生态补

偿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

机制”，可见操作性强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在农业绿

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因此相关研究还会得

到进一步加强。

2.5 发达国家农业绿色转型经验分析

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手段的市场化、

绿色化，产业融合的具体措施均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图 1所示，欧盟是该研究方向

的高频词。欧盟农业发展是逐步实现绿色转型的。

2000年以前，欧盟主要以提高粮食产出为导向，导致

了农产品过剩、预算攀升、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因

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改变原有以促进农业经济增

长为目的的发展模式，转而关注农业的多功能性。

2003年，欧盟设立交叉遵守制度并不断完善政策框

架以实现绿色转型[72]。欧盟各国在共同农业政策框

架内，采用绿色直接支付和交叉遵守的规则，对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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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粗放型草场和弃除草剂的农作物采用直接补

贴、生态转型和维持补贴、休耕补贴等方式进行补

偿[73]。欧盟政策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其环境目标、进

一步规范了整个欧洲农业耕种方式，对特定生产者的

支持也进一步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长期来看，土

壤质量进一步改善，化肥农药的投入逐渐降低，这对

欧盟农业绿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与欧盟类似，美国、荷兰、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发

达国家的农业发展都经历了绿色转型过程。美国在

19世纪末农业产量高速增长，化肥农药投入量较大；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颁布大量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环

境；20世纪 90年代以来进一步补充完善农业绿色发

展机制，将食品、能源、农场有机结合，全面实现绿色

转型[74]。荷兰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业出口国[75]，

通过养殖污染治理、化肥农药控制及水质监管倒逼农

业环境污染治理。在英国，集约化农业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促使国家政策的关注点从农业产出政策转向更

全面的绿色发展道路[76]。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

业发展迅猛，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日本通过立

法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形成以小农户为主的经营

模式；1970年以来日本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绿色技术

的投入，推进产业融合实现多元化发展；1990 年以

来，日本政府对农业提供财政补助，并投入大量的资

金进行技术升级和农户的应用培训[77]。韩国在农业

知识创新、知识转移和检验控制等领域的补贴支持力

度较大，有助于降低农业对农药、化肥的依赖，从而保

证粮食食品安全。总之，借鉴发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

3 结论与展望

综上，我国农业绿色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理

论研究、政策机制研究、评价研究、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研究、发达国家经验借鉴等五个方面。其中：理论研

究主要探讨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和内涵；政策机制研

究主要涉及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经济措施

和技术措施研究；评价研究主要探讨农业绿色发展水

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主要研

究污染控制对策、模型等，还包括生态补偿的相关研

究；发达国家农业绿色转型经验借鉴主要分析了欧

盟、美国、英国和日韩的政策推进和发展历史。整体

来看，这些分析将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深入研究提

供科学参考。从论文数量看，近几年农业绿色发展的

相关论文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上述 5个研究热点的

研究热度会持续增强。笔者认为后续的研究应该重

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农业所承担的作用

也逐渐凸显，需要更加关注农业绿色发展与国家实现

“碳中和”“碳达峰”重大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

厘清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推动

“双碳”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2）农业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缺少系统的政策机

制，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机制的设计、执行和反馈，

探讨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试点示范基地并具体化经验

和办法，明确补贴的主体客体、补贴的方式和补贴的

标准等。

（3）建立地方重点扶持绿色农业企业库与项目

库，推动银企合作对接；对绿色农业贷款和保险进行

贴息、奖励和风险补偿；对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绿色农

业金融业务的收入实行适当的所得税和增值税优惠；

参与建立绿色农业投资公司，牵头设立绿色农业产业

基金和绿色农业担保基金；对绿色农业债券、绿色农

业保险、绿色农业PPP项目等实施担保、增信支持。

（4）农业绿色发展评价应按照流域、行业特点制

定标准和统一的评价体系，即分配合适的指标和权

重。另外，指标体系中创新维度引入的值得深入研

究，这不仅符合我国的五大发展理念，也能够进一步

推动政策机制的完善和优化。

（5）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需要置于重点流域农业绿

色发展的大格局中考虑，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共性

技术创新和流域综合防治，依靠智能化监测和大数据

应用研究，识别关键区域、关键时期，实现因地制宜、

精准防控，以及区域内的生态循环和资源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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