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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气候变化给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本研究以“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可持续发

展”为主要议题，面向全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战略，基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合地理学、管理学、农学、经济

学等方面的知识、方法和工具，系统梳理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人类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行动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展。随后基于该议题的学科交叉性、知识综合性和

科学前沿性，提出了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资源开发和利用、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体系、农业生态安全格局和发

展模式转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等 5个方面的交叉研究

内容。最后在“地球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思想和理念下，从全球气候治理、农食系统转型、城

乡气候韧性、智慧农林系统、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系统保护等交叉研究方向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学科交叉研究体系进行前瞻性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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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以惊人的速度、频率和幅度影响

着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全球气候变化以二氧

化碳浓度增加、气候快速增暖、降水格局改变为主要

表现形式，同时伴随日益频发的极端气候和自然灾

害事件，对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

战［1-2］。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在管理和维护自然资源

基础上，融合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形成技术上适

当、经济上可行和社会可接受的农业生产体系，以持

续满足当代及后代人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保护土

地、水资源、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3］。过去几十年虽

然农业发展迅速，但是一方面全球仍有约 1亿 hm2的

撂荒耕地［4］，9.8%的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农业氮

磷污染、农产品供求的全球空间非均衡性仍在不断

加强［5］；另一方面全球农业深受气候变化影响，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

告指出，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小麦和玉米平均每 10 

a分别减产 1.9%和 1.2%。可以预见，2050年全球气

温进一步升高，气候事件频率将增高，而粮食需求将

继续增加 30%～62%［6-7］。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农

作物生产、农产品市场供应、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

境保护和修复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系统

化探索和分析。

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综合能力决定着地球

生存空间的质量水平和农业生态系统的韧性水平。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形成前瞻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

治理框架和方法体系则是实现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根本途径。农业可持续发展从战

略需求上聚焦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

全问题，从研究对象上涉及到岩石圈、水圈、大气圈

和生物圈，从研究手段上涉及到地理学、生物学、经

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

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利于搭建多学科汇聚、多工具融

收稿日期：2024 ⁃ 07 ⁃ 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62；42211530079）
曾晨，E-mail：zengchen@igsnrr.ac.cn
通信作者：曾晨，E-mail：zengchen@igsnrr.ac.cn；王真，E-mail：sinoo@mail.hzau.edu.cn

曾晨，周詹杭，柯新利，等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现状和学科交叉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24，43（6）：6⁃16.
DOI：10.13300/j.cnki.hnlkxb.2024.06.002



第 6 期 曾晨 等：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现状和学科交叉分析

合和多组织协作的交流平台，联合国内外科技工作

者集中攻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卡脖

子技术，形成面向全球，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农业可持

续发展战略。因此，本文综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

究现状，凝练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学

科交叉研究内容，展望未来交叉研究方向，对探索农

业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路径、培养农业可持续交叉

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旨在为打造多学科联合科研攻

关和产学协同育人模式，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

球治理路径等提供参考借鉴。

1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研究现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宏观背景下，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研究已成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战略

的核心议题。研究领域基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地球系统功能变化和人类农业活动方式的改变为

主体，以“自然-社会”系统的互馈机制为核心，通过

跨学科的综合视角，深入进行地球系统、农业系统及

人类社会系统的现状评估、内在机制的深入探索以

及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等方面的交叉研

究（图1）。

1.1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现状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管

理科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融合方向，包含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多个维度的可持续性，是一种既维持粮食

生产和食品安全可行性，又强调自然资源保护、农业

发展代际公平和多重目标平衡的发展方式，重点探

索环境、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农

民生活质量等多维度关系的耦合平衡。因此，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进展主要是围绕水、土等自然资

源和种、肥、药等农业资源利用中所体现的“自然-社
会”互馈的宏观复杂系统关系［8-10］。

图1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科技现状和发展动态

Fig.1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us and development dynamic diagram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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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资源利用的“自然-社会”互馈关系中，土

地的资源和资产属性在理论研究和方法实践中得到

充分体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土地资源利用以耕

地保护为重点，以土壤化学、土壤微生物学、植物科

学、食品科学、环境科学等为基础理论，通过土地复

垦、耕作层重构、轮作休耕、耕地质量监测能力建设

等措施手段，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

保护机制［11-12］。同时，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化保护和治理方面，林草地、水体、矿山等的综合整

治和生态修复工程也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奠定

了基础［13-14］。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土地流转、确

权、交易和规模化经营等保障机制是农村土地价值

实现的基本路径，各部门、各机构、各级地方政府形

成的集责任制、联动性、协作性于一体的协同机制，

能够为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人-地-业”之间

的矛盾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15-16］。同时，农村人口

老龄化导致了土地弃耕、退耕和撂荒等现象，也带来

了智慧农业的发展机遇，这些均体现了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17-18］。

在水资源利用的“自然-社会”互馈关系中，具有

时空动态特征的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问题是制

约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其中的气象水

文模型、水土流失模型、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基础理论

模型等则是现状表征、归因分析和模拟预测的基

础［19-20］。近年来不同空间尺度下水资源调配、水资

源保护、水土流失和保持、节水效能方面的研究成果

较多，并且随着洪涝和干旱等极端气候的空间位移

和时间随机性加强，农村地区的水资源供需平衡亟

待更具韧性的灌排系统和水利工程设施［21-22］。在水

土环境治理方面，农村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生活

垃圾及生活污水等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较多，这些方法和措施也

逐步提升了水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促进了江河湖

海中生物多样性的保护［23-24］。

在种业高质量发展的“自然-社会”互馈关系中，

通过技术创新创制种、肥、药适应性品种可以帮助农

业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形成协同效应。例如

种业创新和政策引导能促进高效高质农药化肥使

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当前利用生物技术培育畜牧业良种的研究持

续开展，从种子类型、种子质量以及种子基地建设等

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25-27］。另一方面，融合农学、理

学、工学和管理学知识，已有不少学者开展了耕作、

播种、施肥、施药、灌溉等重要环节精准作业的关键

技术与机具的研究，有效地提高了肥料、农药的利用

率，降低了其在环境中的残留，改善了生态环境，提

高了农产品品质，并通过精深加工、提速生鲜物流、

配套网络配送等实现了全过程和全生命周期的农产

品生产和供给［28-29］。同时，在推动种业创新与清洁

技术行为的采纳及推广方面，政府不仅通过引导和

激励种植与养殖大户率先采用新型种子、肥料、农药

以及环保地膜，来引领普通农户紧跟步伐，而且还提

供一系列的现金补贴或实物援助，旨在促进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全面转型，实现种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生

态化作业模式的广泛普及［30-31］。

1.2　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对与农业生产高度关联的“气候-水文-生态”的

互动过程以及碳氮磷元素的循环过程的改变上。宏

观上看，大气温度、降水、海平面和蒸散发量的变化

则会对陆地水循环产生重大影响［32-33］，碳氮循环在

“水-土-气-生”中的周转途径、形态转化及通量的年

际、季节及昼夜特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34］。这些变

化引发了学者们对“气候-水文-生态”三者相互作用

机制、全球水资源的区域差异和跨区域协调、极端水

旱灾害的应对等农业可持续综合性和交叉性研究问

题的持续关注［35-36］。从微观上看，全球气候变化可

能影响土壤理化性质，产生“气候-水文-生态”的级联

影响，如学者们开始探索全球气候变化通过土壤理

化性质、土壤磷酸酶活性和丛枝菌根真菌等途径影

响土壤磷循环的作用机制，以及大气氮沉降和降水

变化等气候变化因子对水土流失、土壤和河流固碳

增汇能力的交互作用［34，37］。

光、热、水、碳等气候变化的主要表征因子正是

农业生态系统最为重要的基础生态因子，对农作物

生长发育和粮食产量等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光、热、水、二氧化碳是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能量和

物质的提供者，学者融合农学和地学领域相关知识，

发现全球气候变化下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气温升

高、降水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是存在辩证

关系的，农作物的水分临界期和二氧化碳“施肥效

应”的制约因素等均说明了农作物生长的气候敏感

性［38-39］。另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遥感地理

信息技术，结合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开展

全球未来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模拟，估算未来全球玉

米、水稻、大豆和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的空间分布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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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40-41］。也有学者分析了未来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

因素并评估不同地区粮食供需平衡，并基于未来

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情景，构建耦合人类活动

与自然影响的、多情景、长时序的全球作物时空分

布和受灾损失情况数据集，对因地制宜地指定全

球气候治理策略，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29，42］。

另一方面，全球快速变暖正快速改变地球上动

植物的栖居环境，导致海陆生物多样性锐减，深刻影

响生命演化进程，这些变化从组织尺度上则从分子、

到细胞、到种群、到群落，再到生态系统，从时间尺度

上则由天、到月、到季度、到年、到百年、万年等，不同

专业背景的科技工作者在全球尺度、区域尺度、地区

尺度展开了系列交叉性的实证研究［43-45］。全球气候

变化会造成土壤微生物、植物物候、植物病虫害等生

理生态过程的变化，进而影响植物的生产力、资源开

发和利用格局，进而改变植物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

水平上物种的组成和结构［46-47］。以农业生态系统为

例，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病虫害的种间关系，从而引

起食物链断裂以及农作物病虫害暴发概率的提高，

加速了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与物种灭绝［48-49］。以森林

生态系统为例，全球气候变化对病虫害种间关系的

改变会造成部分林种抵御灾害、外来生物的抗性弱

化，同时延长森林火险期，使得作为重要碳汇资源的

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变差［48］。从畜牧业动物群体来

看，全球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带来了动物健康

和疾病方面的变化，不少地理学、动物科学、生物和

医药健康方面的专家合作开展了有关全球气候变化

对饮食选择、怀孕、性能等动物活动影响的研究，以

及对动物驱虫抗性、胃肠线虫、寄生虫、传染病等健

康方面的影响研究［50-51］。例如，在较高温度条件下，

牲畜进食减少和呼吸加快抑制饲料可利用性和饲料

转化效率，降低了畜牧系统的生产力［52］。预计到 21
世纪末，大部分热带地区几乎所有牲畜物种的潜在

热应激暴露都将增加并变得普遍，而热应激通过降

低生育能力、抑制免疫系统对动物健康产生负面

影响［53］。

1.3　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行动

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主要包括有资源环境要素时空配置、全球气候变化

下的农业系统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缓解和适应全

球气候变化的农业治理体系等方向。人类活动是诱

发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

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等为核心的组织和计划

也成为了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支撑，同时

也逐步深度融合农业系统中的“自然-社会”互馈耦合

关系，从而促进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54］。与此同时，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开展了面向消除饥饿和贫

困，偏重公平和效率的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系列评

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制定了偏重于优

质农产品生产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的农业可持续发

展评价模式［55］。同时，国内外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

和相关机构负责人结合全球气候变化特征，基于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逐步形成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动植物健康和多样性、食品安全、社会经济福利、

人类活动强度等方面的效率、效益、效能评估

体系［45，56-57］。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治理体

系方面，基于土地利用和管理、水资源保护、生物育

种、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食品科学和技术、农

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的交叉知识体系，近年来校政

企协同围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链布局创新

链、汇聚人才链、强化治理链，为促进全球气候变化

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55，58］。管理学、

地理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专家通过联合攻关，在农

业生产方式转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态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等方面形成了系列的技术标准和政策体系。通

过不断健全和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法律法

规，践行生态农业理念，提升农业产业链纵向协作紧

密程度，加强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合作，重视农业人力

资本培育，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权衡和协同人类活动

提高农业发展的韧性，从而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

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29，37，57，59］。

2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交叉研究需求

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典

型的学科交叉性、知识综合性和科学前沿性，通过

学科合作、交叉研究和跨学科发展，能够把握全球

气候变化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加深对新形势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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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在“地球命运共同体”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思想和理念下，本研究通过

提炼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智慧，探索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全球治理路径，促进系统性、前瞻性的交

叉学科体系建设，培育推动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可

持续发展研究融合农学、工学、理学、管理学、地理

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评估

状态-机理探索-路径优化”为主线，主要涉及全球气

候变化下的农业资源开发和利用、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体系、农业生态安全格局和发展模式转型、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5 个方面的交叉研究内

容（图 2）。

2.1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资源开发和利用

农业资源开发和利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主要研究以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地球系统功

能在大气圈、水圈、土壤圈和生物圈中要素、过程和

关系变化为基本条件，重点探索全球气候变化对农

业发展的资源性约束机制，以及农业资源开发和利

用效率、效益和效能提升路径。具体的交叉研究内容

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下的水土保持和土壤质量提升、全

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全球

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种质资源的评价、保存和创新开发

利用和全球气候变化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等内容。

2.2　全球气候变化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体系

气候变化对耕地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是广泛的，

主要研究农业生产力的改变对耕地数量和质量需求

的影响，气候变化下农业种植空间的空间分布变化，

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粮食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波动，

以及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运输-储存-消费”等生命

周期环节的影响。具体的交叉研究内容包括全球气

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综合影响、面向粮食安全的现

代种业全产业链、面向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技术体

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和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种植空间优化等内容。

2.3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生态安全格局和发展模

式转型

农业生态安全格局和发展模式转型是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需要评估全球气候变化对土壤

保持、水循环、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探究气温、降雨等气候变化对农业资源环境和生态

图2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交叉研究内容体系

Fig.2 The cross-research content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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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影响机制，从农业生产、畜禽养殖、农村建设

等多个维度探究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减排路径，

优化不同尺度的农业生态安全格局，形成农业发展

绿色转型模式。具体的交叉研究内容包括全球气

候变化下“大气-水文-生态”循环的响应、全球气候

变化对农业资源环境的影响机制、全球气候变化下

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低碳和智慧型农业

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生态格局优化

模式。

2.4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宏观背景下，探索农业可持

续发展策略需要面向保护陆地和水下生物、消除饥

饿、贫困和不平等、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等与农业

相关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全球气候变化

下农业系统的“自然-社会”耦合和互馈机制，评估农

业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效率、效益和效能，从利用方

式、组织形式、技术体系和制度体系等多个方面探索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具体交

叉研究包括农业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的效率、效益和

效能、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

新、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创新、

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政策体系

等方面的内容。

2.5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

形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规划需要进一步聚焦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家

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通过对全球气候变

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对未来发展领域进行展望，凝练新兴学科发展方向，

并从打破治理壁垒、创新组织模式、强化资源汇聚等

方面，探索建立既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又面向

国家需求和成果转化，符合交叉研究特点和规律的

体制机制以及高质量内涵发展路径。具体交叉研究

包括：一是系统探索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前沿交叉学科领域；二是研究制定全球气

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引导与支持体系，

包括财政激励、法规制定、国际合作机制等；三是创

新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治理模式，推动

建立多元共治、协同高效的农业治理体系。

3　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

学科交叉研究展望

面向国家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等重大战略需

求，立足全球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开展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交叉研

究能够全面洞悉全球气候变迁的过往脉络、当前状

态及未来走向，进而深化对现代农业如何在复杂多

变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认知与评估。

未来建议重点从全球气候治理、农食系统转型、

城乡气候韧性、智慧农林系统以及自然资源利用与

生态系统保护等交叉研究方向入手构建全球气候变

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交叉学科研究体系（图 3）。

其中，在全球气候治理交叉研究方向，建议以气候变

化、可持续发展、治理、社会公平、碳汇交易等主要关

键词，加强公共管理与农林经济管理、社会学、大气

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在农食系

统转型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建议以气候变化、农业、

食品营养、健康、安全等为关键词，加强食品科学与

工程和作物学、畜牧学、农业资源与利用、地理学、地

球系统科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在城乡气候韧性交

叉研究方向，建议以气候变化、城乡融合、空间规划、

安全韧性等为关键词，加强地理学与公共管理、生物

学、建筑学、林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在智慧农林系

统交叉研究方向，建议以农业设施、林业工程、智慧

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等为关键词，加强农业工程、林

业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作物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林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在自然资源利用交叉研

究方向，建议以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人类社会经

济活动等为关键词，加强农业资源利用与生物学、农

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地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

在生态系统保护交叉研究方向，建议以生物多样性、

森林保护、陆域、水域、海洋、大气等为关键词，加强

生物学与地理学、大气科学、林学、农林经济管理等

学科的交叉研究。通过一级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和

协同作用，挖掘并整合跨领域的农业智慧，共同探索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经济模式及政策制定的

深远影响，提出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全球气候

挑战，开辟出一条通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合作

与治理新航道。打造多学科联合科研攻关和产学协

同育人的机制，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创新能力和实

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推进优势互补的交叉研究

范式。

另外，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通过学科群、交叉学科、跨学科融合的方式解决系列

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研究问题，在识别重大交叉研究

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方案和制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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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自下而上研究学者自发性的互动、交流和合

作，推进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学科

交叉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同时需要在政府、企业

等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下开展，将基础研究、应

用推广与教学和产业创新相结合。全球气候变化对

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农产品的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等均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给农业农

村部、自然资源部和相关企业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

战，政产学研协同下的交叉研究和战略合作能够实

现优势互补，多方共同发力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的问题。最后，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与气候变化、农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

等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我

国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尽

相同，国内外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经验分享能够拓展

科技工作者的思路和方法，强化科技知识共享导向

下的国内外合作交流能够从宏观上提高解决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效率，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实施，从微观上能够提高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和人类福祉。同时我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近年来

智慧农业和生态农业取得较大进展，推进的全球气

候变化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利于在国际平台

上分享中国农业发展经验，在国际舞台上讲好我国

学科交叉体系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故事。

4　结 论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剖析了当前领域内

的学科交叉研究热点与趋势，提炼并归纳了 5个目前

的交叉研究需求，即农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策略优

化、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体系的强化、农业生态安全

格局的重构与发展模式转型的探讨、全球气候变化

视角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以及长远战略规划

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交叉研究进行了前瞻性的展

望，总结了全球气候治理、农食系统转型、城乡气候

韧性、智慧农林系统以及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系统

保护等交叉研究方向及其对应的一级学科交叉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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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
ture worldwid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human actions in respons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based on the main topic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aimed at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strategies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The 
knowledge， methods， and tools from geography， management， agronomy， and economics were integrated 
based on the global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tents of fi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the protection of farmland and food security sys⁃
tem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models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li⁃
mate change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scien⁃
tific frontiers of the main topic.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system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was prospected from direction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cluding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clim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o-food system， the resilience of urban 
and rural climate， the system of smart agroforestry， th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ecosystem under the advanced ideas and concepts of “community of Earth destiny” and “community of hu⁃
man destiny”.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and exploring the pathway of global govern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Keywords global climate change；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disciplinarit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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