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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生态低碳农业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新模式，对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具有显著的积极作

用。它不仅关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且是应对气候变化、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通过

优化种植结构、改进耕作技术和方式，生态低碳农业能够有效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温室气

体排放，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此外，它还有助于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为

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开展关于生态低碳农业的学术研究，不仅具

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首先，它能够为生态低碳农业实践提供科学的理

论基础和方法指导，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农业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以及农业活动对环境的影

响。其次，它有助于促进农业科学与生态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形

成多学科协同创新的研究格局。最后，它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生态低碳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增强

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感，为建设农业强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本期专题聚焦“生态低碳农

业”主题，发表的 11篇文章从历史传承、现实挑战、战略构想、政策框架、技术路径等多个维度，全

面剖析了生态低碳农业的理论与实践。相信这些富有洞见的文章，将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生态

低碳农业的全面视角，激发更多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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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探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如何将传统农耕文明与生态低碳理念相结

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生态低碳农业的发展应遵循四大原则：一是探寻粮食生产与

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平衡之道；二是追求共同富裕与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协同之道；三是赓续农耕文明和生态

低碳农业发展的传承之道；四是谱写尊重自然与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保护之道。未来应构筑生态低碳农业技术

发展与应用协同机制，完善生态低碳农业的市场融合与价值实现途径，建立农耕技艺与生态低碳农业融合传承

体系，形成自然资源与生态低碳农业协调发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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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农业始终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农业不仅是

经济的支柱，更是文化和哲学思想的载体。从黄帝

时期的“耕织之道”，到孔子提倡的“仁者爱人”，再到

道家追求的“复归无极”，农业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息息相关。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严

峻挑战和资源环境的日益紧张，人类社会对于可持

续发展的追求愈发迫切［1-2］。在这一背景下，生态低

碳农业作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不仅

承载着历史传承的智慧，也映射着中国式现代化的

宏伟蓝图。

生态低碳农业是指在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稳定供给的前提下，致力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的发展模式。这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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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核心理念在于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即在不

增加单位投入的前提下，增强农业产出的效率和环

境效应［3］。遗憾的是，尽管已有诸多文献从研究现

状、影响因素、转型方向等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生态

低碳农业的发展问题［4-6］，但从历史的深度和中国式

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出发，探讨生态低碳农业未来目

标和发展路径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回顾和

总结了中国在其悠久历史中积累的生态低碳农业智

慧，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对生态低碳农

业的未来进行前瞻性分析。同时，梳理生态低碳农

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

策建议。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

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智慧是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精

华，蕴含了深厚的生态哲学和低碳实践。对这些传

统农业智慧及其在当代生态低碳农业中的应用进行

探索，有助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生态低碳农

业的发展方向，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历史深度与文

化厚度。另一方面，本文对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生

态低碳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旨在揭示

如何更有效整合资源、优化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并

应对市场变化和气候压力，从而为生态低碳农业的

健康发展提供策略支持和实践指导。

1　生态低碳农业历史传承的内在

脉络

1.1　古代生态低碳农业思想的萌芽

生态低碳农业的理念渊远流长，根植于中国数

千年前的农耕文化之中。在中国古代，人们在尚未

经历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之前，已经具有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本能认识和实践。古代农业生产者秉承尊

重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哲学理念，将土地视为生命

之源，遵循自然规律，按季节变换耕作。这种传统农

业模式，虽然在效率、产量等方面与现代农业存在差

距，但它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性方面为当代生态低

碳农业提供了经验和启示。这些古老智慧不仅是历

史遗产，也是当代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灵感源泉。

首先，古代农业生产者对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

和谐共生的理念，体现了超越时代的生态智慧。在

他们的土地伦理观中，土地不仅是自然资源，更是社

会稳定的基础。古代农业生产者深知顺应自然规

律、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作物品种，是实

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减少损耗与污染的关键。例如，

西周专门设立了虞、衡等官职，负责监管山林川泽的

利用与保护。《周礼·地官》中规定：“不种者，无椁”

“凡窃木者，有刑罚”，体现了当时对农业生态保护的

严格要求。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论点更是将农业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他强调：

“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为天下

王”。这表明，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农业发展的需

要，更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关键。历朝历代对此都有

深刻认识，并在制度上予以体现，如汉代的大司农、

唐代的都水监、虞部、水部、河渠署等机构的设立，都

是土地资源保护的制度化尝试。唐《永徽律》中对农

业生态保护的律法条文更是具体而明确：“诸失火及

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这些官职的设置和律法的

规定，反映了古人对农业资源的珍视和生态低碳理

念的实践。

其次，古代农业生产者认识到连续种植同一作

物会导致土壤养分枯竭和病虫害增加，因此高度重

视轮作与休耕制度。例如，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

术》中提出“谷田必须岁易”的思想，指出在同一块土

地上连续种植谷类作物多年会导致产量下降的问

题。故而，需要重视轮作制度：“凡美田之法，绿豆为

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䆊羹懿反漫掩也

种。七月八月，犁䅖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

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贾思勰的这些见解，不仅在当

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当代生态低碳农业实践

提供了历史经验。古代农业生产者还重视休耕制

度，认为休耕能让土地休息恢复，促进生态系统自我

修复。西汉《氾胜之书》中提出“二岁不起稼，则一岁

休之”的休耕思想，避免了对土地的过度开发，从而

有助于缓解碳排放问题。

最后，古代农业生产者对畜牧业和渔业的可持

续发展问题同样予以较高重视。从畜牧业来看，随

着古人对驯养动物认识的不断深入，他们对畜牧业

的管理和规范也日益严格，体现了对生态平衡的洞

察。众多朝代均采取了严格措施来规范畜牧业生

产，保护怀孕牲畜。例如，北魏宣武帝“诏禁屠杀含

孕，以为永制”，体现了对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

视。宋朝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如“诸畜有孕而辄杀

者，杖八十，厢耆巡查人纵者，与同罪”，来规范畜牧

业生产。从渔业来看，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在

所著的《淮南子》中就指出：“不涸泽而渔……鱼不长

尺不得取”，揭示了古人对渔业资源可持续性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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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唐代宗的诏令“禁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

晦，永为常式”，以及宋太祖的禁令“禁春夏捕鱼射

鸟”，都明确了鱼类繁殖期间禁渔的必要性。

1.2　近现代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挫折

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生态低碳农业的发展历

经了诸多挑战。内部因素方面，政治变革和社会动

荡，如太平天国运动、军阀割据等，对农业生产造成

了严重威胁。这些事件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经

济负担，还导致了农业生产关系的混乱、土地资源的

流失，从而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尤其在军阀割据

时期，战争频发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农业生产者无

法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同时，黄河泛滥、长江洪水、

旱灾、地震、瘟疫和蝗灾等自然灾害的频发［7］，造成了

大量农田损毁，引发了农产品减产和生态环境破坏。

例如，1933年黄河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决

口超过 50处，造成了大面积的农业重灾区。1938年

郑州花园口决堤事件虽为人为因素所致，但造成的

破坏同样巨大，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外部因素方面，列强入侵和殖民统治导致土地

沦丧、资源破坏，并在农村引发动荡。殖民者将农业

资源视为掠夺对象，推行了大规模的单一种植和破

坏性的森林砍伐，对土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加剧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例如，日本利用资金

和技术优势，在东北地区进行了粮食资源的掠夺式

开发［8］，毁坏森林、牧场、湿地，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农

业生态系统遭到破坏［9］。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动荡时期对

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展现出了前瞻性关注。例如，

1932年《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提出了

“只有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天旱灾之发

生，并且这一办法还能保护道路，有益卫生”的理念，

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战略眼光。

1934 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进一

步强调：“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

十株”。这些倡议，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

的积极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生态低碳农业的复

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1.3　当代生态低碳农业实践的复兴

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着战争给农业生产造成

的巨大破坏，国家将农业恢复与重建置于优先发展

的地位。通过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了无地或少

地的农业生产者，此举激发了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积

极性。在此过程中，国家不仅关注短期农业生产的

恢复，也着眼于生态低碳农业的长远发展，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例如，1952 年原农业部印发的

《“1605”使用、管理的几项办法》要求对有机磷农药

1605实行严格管制；1956年 1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

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了改良土壤

和保持水土的要求。然而，由于当时正值农业恢复

的关键时期，生态低碳农业实践尚未形成完整体

系，其理念和措施主要分散于各类政策文件中。在

这一时期，养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量相对较小，因

此，相关政策更多聚焦于提升畜牧业和渔业生产

力，而在产业向生态低碳方向发展上的关注度相对

较低。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就，这不仅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也推动了

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市场化。随着现代社会对农产

品需求的快速增长，许多农业生产者大量使用农药、

化肥等生产资料以提高生产率和满足市场需求。该

做法虽然短期内提高了产出，但也带来了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并产生了大量碳排放。在此背

景下，国家开始建立生态低碳农业相关的政策法规

体系。198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

决定》提出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积极推广生态农

业、防止农业环境污染和破坏等要求。1992 年国务

院出台的《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标志

着中国农业发展进入追求高产优质并重的新时期，

提效促增产成为新的发展主题。尽管这些政策具有

前瞻性和指导性，但当时对农业减排增汇的潜力缺

乏系统性的理解和要求。

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公众对生态低碳农业认

识的不断深化，国家农业政策的航向逐渐转向生态

低碳发展。2006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农业建

设技术规范》为生态低碳农业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发

展奠定了基础。随后，《节能减排中长期规划

（2014—2020 年）》《农业节能减排行动计划（2015—
2020年）》和《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的发布，进一步强化了农业领域的生态低碳转

型战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后，农业减排增汇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2022年7月，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会发布的《农业农村减排行动方案》，不仅深化了农

业减排增汇行动，也为生态低碳农业的发展绘制了一

幅清晰的蓝图，涵盖了种植业节能减排、畜牧业减

排降碳、渔业减排增汇、农田固碳扩容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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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现代化追求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历史时刻，现代化的理念已深植于人民心

中。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低碳农业无疑将面临更多的要

求。鉴于此，我们在总结过去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

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追求取向。

2.1　探寻粮食安全与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平衡

之道

粮食安全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石，对于人口

众多的中国，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点进一步突出了粮食安

全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因此，生态低

碳农业的发展必须坚守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稳定

供给的底线，同时推动农业向更可持续、环境友好的

方向发展。

在推进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以下 3个方

面尤为重要：第一，农业产业链气候韧性的提升。在

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下，着重于增强农业产业链在

气候波动和极端气候事件中的适应力和恢复力。这

包括增强预警系统、推广气候智能型农业技术、加强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生产多样化。第二，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差异化与品牌化战略。支持生态低

碳农业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推动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的差异化、品牌化，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食物消

费需求，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多

方合力的形成与协同。强调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推动

生态低碳农业发展中的协同作用，包括政府作用的

强化、企业的积极参与、农业生产者的能力建设、社

会组织的协调作用。

2.2　追求共同富裕与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协同

之道

在成功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仍面临着贫富差

距这一社会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

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指明了

未来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方向。在此背景下，生态

低碳农业发展的追求取向应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

与生态低碳的协同发展，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的双赢，让所有人都能分享到生态低碳发展的

成果。

在推进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以下 3个方

面尤为重要：第一，机会公平性的提升。促进机会公

平，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参与生态低碳农业，通过教

育和培训资源的普及，提高公众参与生态低碳农业

的能力，并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确保不同地区和背

景的人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第二，过程公

平性的保障。保护每个人在生态低碳农业发展过程

中的权益与义务，确保公平条件下的参与，并通过开

放包容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维护所有利益相关

方的权利。第三，成果公平性的实现。确保生态低

碳农业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包括公平使用农

业科研成果和保障消费者能够以合理价格获得高品

质的生态低碳农产品。

2.3　赓续农耕文明和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传承

之道

赓续农耕文明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业智慧的传

承，更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一中华民族核心

哲学思想的现代演绎。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

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因此，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未来追求应致

力于赓续和发扬农耕文明的精神，同时融合现代科

技和管理经验，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生态环境的和

谐共生。

在推进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以下 2个方

面尤为重要：第一，农耕文明的现代应用。鼓励对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农耕文化智慧进行深入挖

掘，并将其应用于生态低碳农业的实践中。这不仅

涉及到对传统农业技术的现代化改造，也包括对农

业生产模式的创新。第二，农耕文明与生态低碳农

业教育的融合。通过教育普及生态低碳农业的理念

和实践，培养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认识和责任感。这包括在学校教育中融入农耕文

化和生态保护的课程，以及通过社区活动和媒体宣

传，提高公众对生态低碳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促进社

会对生态低碳农业的支持和参与。

2.4　谱写尊重自然与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保护

之道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关

系，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关系。这

种关系的转变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环境

挑战的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这一理念的

具体实践，生态低碳农业肩负着减少环境污染、控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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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推进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以下 3个方

面尤为重要：第一，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理念的确立。

摒弃过度开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旧有模式，转

向以生态保护和低碳发展为核心的新理念，促进农

业生产方式向生态低碳方向转型。第二，生态低碳

农业适应性的提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农业

生产技术水平，优化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农业生产过

程的环保和效率双重提升。第三，普及公众对生态

低碳农业的认识。不仅要提升农业生产者对生态低

碳农业重要性的认识，激励他们采取生态低碳的生

产实践；还需在消费群体中培养对生态低碳农产品

的偏好，以此倒逼生态低碳农产品生产。

3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低碳农

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3.1　生态低碳农业技术发展与应用的挑战

一方面，技术的成熟度和应用率有待进一步提

高。技术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有技术体系在

促进生态低碳农业与粮食生产稳定性的协同发展中

面临挑战。缺乏高效的减污降碳和高产优质的农业

生产相关关键技术［10］。相关数据显示，现阶段国内

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为 10% 左右，这一数

据反映出技术应用中存在“不愿用”“不易用”“不实

用”三重困境［11］，凸显了技术体系与实际应用需求之

间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生态低碳效益与粮食

稳产保供之间不易平衡。在追求长期生态低碳效益

的同时，相关技术可能会与短期内的粮食稳产保供

目标相冲突。中国的生态低碳农业技术仍处于研发

和初步应用阶段，尚未完全成熟。在技术转型初期，

农业生产可能出现适应期，导致产量暂时性下降。

例如，有机农业虽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在大

规模推广时可能会面临减产风险［12］。

3.2　生态低碳农产品价值量化与市场实现的难题

一方面，生态低碳农产品价值量化面临挑战。

生态低碳农产品市场价值核算是后续市场交易的重

要基石，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内涵界定、分类标准及核

算方法［13］，生态低碳农产品的内在价值难以准确衡

量，这不利于它在市场中的公平交易。另一方面，公

众认知与绿色低碳消费行为的差距。社会对生态低

碳农业的整体认知不足，导致消费者在识别和选择

生态低碳农产品方面的能力有限，这直接影响了生

态低碳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价格形成。根据生态环

境部于 2023 年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

（2022年）》，虽有近八成受访者表示会主动关注或传

播交流环境信息，但他们在践行绿色低碳消费方面

的能力仍有待提高。

3.3　传统农耕文明传承面临危机

一方面，农村“空心化”对农耕文明传承的威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

流，一定程度上威胁了农耕文明的连续性。这导致

传统农耕技艺、知识和经验的传承受阻，老一辈农业

生产者积累的宝贵耕作技巧和种植经验面临失传风

险。这种传承断层可能阻碍生态低碳农业相关理念

的延续。另一方面，管理体系在农耕文明保护上存

在不足。农耕文明内容丰富，包括生态低碳农业发

展、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传统工艺等多个方面，现行

法律法规难以提供全面有效的保护。例如，《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的立法层级较低，并未具体明

确农业生产者的主体地位和相关权利［14］。加之，农

耕文明的保护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

等领域存在交叉，增加了保护工作的复杂性。

3.4　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低碳农业发展之间容易

顾此失彼

一方面，自然资源开发对生态低碳农业具有潜

在影响。自然资源的开发往往集中在能源和矿产开

采上，这会对生态低碳农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大规模开采活动可能导致土地退化和水资源

污染，直接影响土壤质量、灌溉水源可用性等农业生

产的基本条件。其次，开发活动可能带来森林砍伐、

湿地破坏等问题，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减少生物多样

性，影响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农业生产的可持

续性。此外，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温

室气体排放，与生态低碳农业追求的节能减排目标

相悖，加剧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威胁。另一方

面，生态低碳农业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制约作用。生

态低碳农业强调的是农业生产与自然和谐共生，这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然资源开发活动。生态低碳

农业要求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这些做法虽然有助于减少农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但也存在限制某些自然资源开发活动规模和强度的

可能性。同时，发展生态低碳农业需要较大的空间

和长期的土地利用规划，这可能与矿产资源勘探和

开采发生空间上的冲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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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生态低

碳农业的政策取向

4.1　构筑生态低碳农业技术发展与应用协同机制

一是加强生态低碳农业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这

包括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及对新技术的探索。政府和

科研机构应增加对生态低碳农业技术研究的资金投

入，鼓励跨学科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同时，应

注重培养生态低碳农业技术人才，提高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和创新能力。通过不断的技术迭代和优化，

逐步提升生态低碳农业技术的成熟度和实用性，以

更好地满足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二是提高生态低

碳农业技术的应用率。为解决技术应用中的“不愿

用”“不易用”“不实用”困境，需从多方面提高生态低

碳农业技术的应用率。一方面，通过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农业生产者对生态低碳农业技术的认识和接受

度。另一方面，简化生态低碳农业技术应用流程，降

低生态低碳农业技术应用门槛，使农业生产者更容

易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再一方面，协调生态低碳

效益与粮食稳产保供。这要求在生态低碳农业技术

选择和应用时，充分考虑生态低碳农业技术对粮食

稳产保供的影响，避免因生态低碳农业技术转型而

导致产量大幅下降。可通过综合评估不同生态低碳

农业技术的生态低碳效益和经济效益，选择那些既

能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碳排放，又能保持或提高粮食

产量的技术。例如，现代信息技术虽能有效推动农

业增产［15］，但如果不加限制地盲目推进技术，则可能

加剧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风险［16］。最后，推动技术

培训和指导，帮助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技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技术转型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4.2　完善生态低碳农业的市场融合与价值实现

途径

一是建立统一的价值量化体系。这是解决生态

低碳农产品价值量化挑战的重要举措，包括对生态

低碳农产品的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制定统一的分类

标准和核算方法等具体内容。政府和相关机构应组

织专家学者，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一套科学、合理、可

操作的量化标准。同时，应加强对该体系的宣传和

普及力度，提高社会各界对该体系的认知度和接受

度，为生态低碳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提供坚实基础。

二是强化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建设。探索将

生态低碳农产品的减排增汇价值纳入现有碳交易市

场，允许农业生产者通过减少碳排放来获得碳信用，

并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对于农业生产过程中

造成的环境污染，可探索建立排污权交易机制，鼓励

农业生产者通过采用生态低碳的生产方式来减少环

境污染，并通过出售未使用的排污权来获得经济激

励。三是搭建生态低碳农业的互动交流平台。借助

实时问答、论坛讨论和线下体验等多种形式，推动消

费者与农业专家、生态低碳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直接

对话，以提升消费者对于生态低碳农产品来源、生产

过程及其价值的认知与理解。

4.3　建立农耕技艺与生态低碳农业融合传承体系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耕技艺传承机制。结合轮

作、间作、生态复合种养等传统农耕技艺中的智慧，

将之与生态低碳农业的理念相融合，以形成适应当

地环境的生态低碳农业生产模式。认定并支持农耕

技艺传承人，鼓励他们吸收当代生态低碳农业技术

经验，并向新一代农业生产者传授所得的知识和技

能。二是在教育体系中传承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生态

低碳智慧。中小学及高等教育阶段是培养学生生态

低碳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思维的关键时期。因此，应

在课程设置中加入农耕文明及其生态低碳智慧的相

关内容，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了解并传承农耕文明

中的生态低碳智慧。三是通过文化活动传承农耕文

明所蕴含的生态低碳智慧。通过定期举办农耕文

化节、生态低碳农业展览会等活动，展示农耕文明

及其生态低碳智慧的独特魅力，提升公众对生态低

碳农业的认知和兴趣。四是创建农耕文化保护区

和生态低碳农业示范点。在具有重要农耕文化价

值的地区建立保护区，同时创建生态低碳农业示范

点，展示传统农耕技艺与生态低碳农业相结合的

成效。

4.4　形成自然资源与生态低碳农业协调发展框架

一是制定综合自然资源管理规划。为解决自然

资源开发与生态低碳农业之间的冲突，首先需要制

定一个综合的资源管理规划。这个规划应考虑到农

业生产、自然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多方面需求，确

保三者之间能够实现平衡。在此基础上，规划还应

明确土地使用、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的具体措施，同时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限制可

能导致土地退化和水资源污染的开采活动。二是增

强生态低碳农业的适应性和韧性。生态低碳农业需

要增强其适应性和韧性，以更好地应对自然资源开

发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包括采用抗旱节水的种植技

术，提高作物对水资源短缺的适应能力；推广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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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丰富的种植模式，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以及采用有机农业和自然农法的生产方式，减少对

化肥和农药的依赖。三是加强跨部门合作与政策协

调。解决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低碳农业之间的问

题，需要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和政策协调。

这包括农业部门、环保部门、自然资源部门等，它们

应共同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确保农业生产、自然资

源开发、生态保护和低碳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此

外，还应加强与地方政府和村委会的沟通与协作，鼓

励他们参与到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的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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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griculture with ecological low-carbon： historical legacy 
and journey towards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Fanlüe,HE Ke

Laboratory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e with Green and Low-Carbon /
Hubei Province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rived wisdom from the long history and explored how to integrate the tradi⁃
tional farming civilization with the notion of ecological low-carbo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
riculture on the journey towards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 was proposed that four princi⁃
ples including balancing the food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ecological low-carbon， 
pursuing a synergistic approach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ecolog⁃
ical low-carbon， continuing the legacy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eco⁃
logical low-carbon， and composing a way to respect for nature and protec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ecological low-carbon should be followed in developing agriculture with ecological low-carb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col⁃
laborative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with ecological low-car⁃
bon， improve the market integr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pathways of agriculture with ecological low-car⁃
bon， establish a system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passing on of farming techniques and agriculture with ecolog⁃
ical low-carbon， and form a framework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with ecological low-carbon.

Keywords agriculture with ecological low-carbon； farming civilization； modernization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peak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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