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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韩褀琦  李婷婷  黄涌波 

（大连科技学院  辽宁省大连市  116000） 

摘要：在全球环境问题和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低碳农业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我国应对减排压力

并保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推进低碳农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共同努力，以推

动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仅是一种环境保护的策略，也是农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必

须把握这个重要的机遇，采取有效的措施，为实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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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已给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的问题。除自然原因以外，人类活动带来的碳排放增加

是引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化石燃料——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是迄今为止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最主

要原因，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75%以上，占所有二氧

化碳排放的近 90%。所以解决碳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和

资源问题迫在眉睫。2020 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 2030 年前二

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

标（“双碳”目标）。展现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理念新方

略，表达了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的

坚强决心。第二、第三产业无疑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

但国家三大产业中的基础产业——农业，在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碳排放。随着农业现代

化的推进，其碳排放量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农业生

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我国农业发展

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碳减排和生态环境压力。然而，农业

作为我国的经济支柱和关乎国家安全的产业，其地位不

容忽视。因此对于农业如何在不减产的同时响应国家号

召进行减少碳排放农业发展经济成为了一大问题。 

一、双碳目标下低碳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技术成为农业发展的难题 

在探讨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时，我们不难发现

技术推广的难度构成了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技术的持

续进步与创新，为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

力。这些先进技术的高门槛和高昂的推广成本，却使得

它们在广大农村地区难以得到广泛应用。技术的普及与

应用，是低碳农业经济能否真正落地生根的关键。缺乏

技术的有效推广，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是纸上谈兵，难

以对农业生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二）低碳农业经济资金投入少 

除了技术推广的难题外，资金投入的不足也严重制

约了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技术研发、基础设施

建设，还是农民的培训与教育，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在现实中，资金往往难以满足这些需求。尤其是在一些

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资金更是成为了低碳农业经济发

展的瓶颈。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许多低碳农业项目无

法启动，即便启动了也难以持续下去。 

（三）农民对低碳农业经济的了解少 

农民的素质和技术水平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

力，决定着农业低碳经济的促进和发展。然而，到目前

为止，大多数农民对低碳农业经济的认识有限。他们倾

向于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农业生产，很少主动采用创新

方法。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低碳农业经济的推

进和发展。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通过提高农民对低碳农

业经济的认识和理解并加以推广，才能为低碳农业经济

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政策的执行力度低 

政府在发展低碳农业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引导和支持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有效的落实相关政策。

政策的缺乏和不完整导致农民积极性下降，发展低碳农

业经济。 

如果我们想要支持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克服

这些挑战，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技术的推广是关键，

通过降低技术门槛、提高技术推广效率、加强技术培训

等方式，让更多的农民能够接触到并应用到先进的低碳

农业技术。此外，政府需要吸引社会支持，以增加投资，

进一步丰富融资渠道。通过媒体渠道提高农民对于低碳

农业经济的认知，包括技术、政策支持、市场等方面，

以提高农民农民的积极性。 

二、提升双碳目标下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技术创新与推广 

在讨论发展低碳农业经济的战略和措施时，不可避

免地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核心上。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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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符合我国实际需求的低碳农业

技术尤为重要。这些技术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变化，还可

以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同时确保粮食安全。 

我国的农业资源丰富多样，但也面临着地域差异大、

生产条件不均等现实问题。低碳农业技术的研发需要紧

密结合我国的土壤、气候、水资源等自然条件，以及农

业生产的社会经济特点。通过这样的技术创新，我们可

以期望在不远的将来，农业生产能够更加高效、环保，

同时也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二）资金的筹集 

在推动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金的支持尤

为重要。为了解决低碳农业项目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

设立了绿色发展基金。该基金以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的方式运作，为低碳农业项目提供了稳定、可持续的

资金支持。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低碳农业技术的研发和创

新，但也包括农业生产设施的改造升级以及农民的培训

和教育等方面。绿色发展基金推动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

与推广。 

（三）农民培训与素质提升 

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也是推动低碳农业经

济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个体系应该覆盖农业生产的各个

环节，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服务。这可以提

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市

场变化，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 

在推动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民的培训与

素质提升显得尤为关键。为了实现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

的和谐共生，我们必须从农民这一核心力量着手，通过

系统性的技能培训，增强他们掌握和运用低碳农业技术

的能力。这样的培训不仅能使农民更好地适应低碳农业

的发展需求，还能有效提升他们的农业生产效率。 

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方面，我们同样需要加大力度。

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我们可以为农业领域注入更多具

备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的新鲜血液。这些新型职业农民

将成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具备

较高的农业生产能力，还懂得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

升农业产值和保护环境。 

农民培训与素质提升是推动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关

键环节之一。通过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推广绿色农业理

念、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以及建立农民合作组织等举措的

实施，我们将有效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和生产能力，推

动低碳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还需要注重农业科技

创新、政策引导与扶持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工

作，为低碳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四）政策支持与引导 

在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策的支持与引导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这一直接而

有效的手段，鼓励农民积极拥抱低碳农业技术。这些补

贴资金直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降低了农民采用新技术

的经济门槛，激发了他们减少碳排放、提高生产效率的

积极性。随着补贴政策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民开

始尝试并受益于低碳农业技术，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量

也随之显著下降。 

除了财政补贴外，税收优惠也是政府推动低碳农业

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采取对使用低碳技术的农民

和企业减免税收的手段来增加低碳农业经济的吸引力，

也提高了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这一优惠政策不仅促进

了现有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为农业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

大的创新空间，鼓励他们在低碳农业领域做更多的研究

和实践 

当然，推动低碳农业经济发展靠的不仅是经济激励。

为了给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国家还应制定相

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政府通过立法手段，

限制和监管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等行为。

这些法律法规不仅为农业生产设定了明确的环境标准，

还为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在法律

法规的保障下，农业生产行为逐渐向着更加绿色、低碳

的方向发展。 

三、结语 

总之，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去克服。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保护地球环境也是保护我们的家园，双碳目标的提

出体现了我国的大国担当和我们必胜的决心。展望未来，

低碳农业经济是我国书写绿色可持续化道路的一副宏

图，我们有信心推动低碳农业经济更好的发展，为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俊飚,何可.“双碳”目标下的农业低碳发展研

究：现状、误区与前瞻[J],农业经济问题,2022(09) 

[2] 田云,张俊飚,何可,丰军辉.农户农业低碳生产行

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化肥施用和农药使用为例[J],中

国农村观察,2015(04). 

[3] 张宪英.我国低碳农业解读及其发展路径初探[D],

上海市:复旦大学,2011(01). 

基金项目：2024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名称：《再生农业，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