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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的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现

实障碍和突破路径

陈 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在目前的农业发展新阶段，全面推进绿色发展，用绿色发展来引领乡村振兴。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相结合，是

推动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衔接、全面迈入农业绿色发展轨道的重要途径。本文归纳出当前我国农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服

务相结合的主要模式，并对其应用范围及应注意的现实障碍进行了阐述。本研究将为促进我国农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

的规模化、引导绿色发展、引导农户走向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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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green Production and green Service: Practice

mode, realistic obstacle and breakthrough path
Ying Chen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new stag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crucial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nd
lead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green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green service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onnect farm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enter the trajectory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models of combining green production and green services in current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 China and elaborates on their application scope and practical obstacl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scale-up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green service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guid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ing farmers' transition towards green development.
Keywords: agricultural green production; Green service; Practice mod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引言

在现阶段，小规模、兼业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

基本特征。与规模经营主体相比，农户在使用现代农业技

术技能、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着经济、信息、资源等方

面的先天缺陷，因此很难依靠自身来发展现代农业。但是，

农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的融合发展，能够帮助农户打通

资本、技术、装备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通道，从而有力

地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优质化、效益

化发展[1]。

绿色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

本要求[2]。当前，国内外对农业生产的研究已有诸多，但

从内涵界定、模式分类、路径探讨、效应分析等几个角度，

并表现出一种不断整合和优化的趋势[3]；当前，我国农业

的绿色发展已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4]。此外，从绿

色发展角度出发，对二者融合发展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既

有理论上的不足，也有实际应用中的不足。本文基于“融

合发展”视角，“绿色”为切入点，探索“绿色”农业生产与“绿

色”服务间的内在逻辑联系[5]。

一、农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的关系

（一）内容与种类

农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的融合范围比较广泛。大部

分文章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绿色投入品；二是为与

绿色农业直接相关的科技服务；三是提供绿色农业装备和

设施的机械化服务；四是绿色融资。

（二）潜在供求关系

资源节约、生态友好、低碳循环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的重要途径。为促进农业绿色生产，特别是促进小农户绿

色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符合绿色生产需求的绿色生产服务

体系，为绿色生产服务提供可能的主体和客体提供可能的

绿色生产服务。目前，一些专业服务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

可能扮演规模经营者与规模服务者的双重角色。它能够为

小农户提供切实可行、便利的生产性服务，对引导小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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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的融合发展实践

模式

（一）公共机构直接提供服务模式

由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直接向农户提供绿色生产服务，

也就是农业系统农技推广部门、土肥站等部门直接为农户

提供测土配方、推广有机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服务。例

如，江苏省某县因支柱产业是果树，政府成立了果业协会，

为新的经营主体和农民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即老果园改造，

设备更新，沼液有机肥的存储运输，以及绿色生产的技术

指导。由于绿色产品收益周期长、一般农户负担不起绿色

生产服务，并且从长期来看，公益性和排他性较弱，技术

含量和资金要求较高，很难被单一市场主体所承担的服务，

可以由政府部门来承担，将更多的工作交由市场服务主体

来完成，这样才能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得以保障。

（二）“政府购买服务＋市场主体运作”模式

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创新政府扶持方式，探索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对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的支持

作用，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市场主体运作模式。例如，针

对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问题，浙江省松阳县财政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由企业化运作的农业废弃物收贮转运中心

负责区域内养殖废弃物的清运和回收工作。政府购买服务

模式适用于具有资质的绿色服务市场主体，短期内难以盈

利，但同时也存在危险，如农药瓶药袋等危险废物收集。

因此政府需要对回收和处理的市场化主体给予其资质严

格审查，并全程监管。

（三）土地与绿色生产托管服务模式

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拥有节约土地租金成本、避免因土

地流转而引发的法律纠纷、降低经营者经营风险等优点，

它还可以利用提供的服务，降低农户进行生产的技术门槛

和生产成本。此外，在托管模式下农户还需要直接参与农

资产品和生产方式的选择，这更有利于激发农民保护耕地

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更有利于农业绿色发展的可持续。绿

色农业生产托管指的是农户等农业经营主体，将种、育、

防、收等部分或全部作业环节委托给服务组织的农业经营

方式[6]。凭借着规模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所带来的节本增

效的优势，服务组织可以持续向标准化、机械化、专业化

方向发展，为农业生产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7]。

（四）“互联网＋”赋能农业生产绿色转型

随着互联网不断渗透农业产业链条，“互联网＋”已

经深入到农村电子商务、农产品物流、农业现代化、农业

服务等领域，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一

方面，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融合促进了农业绿色生

产和绿色服务的融合。首先，人们通过互联网和各种社交

软件实现零距离的交流，同时，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户直接

交流信息。其次，利用互联网的思想与技术，对传统的农

业生产进行变革，实现生产的精准化、专业化、科学化，

实现生产的最优配置、投入产出的最优管理、高效节能减

污、绿色安全的目标。另一方面，这对推动我国农业向绿

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粮食银行”服务模式

“粮食银行”作为粮食流通的重要组织创新，是粮食

市场化流通体系中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它借鉴了商业银

行的经营理念，以粮食为主要经营对象，并提供储存加工

等一系列服务，从而为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缓解粮食市场

化收购资金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

的视角[8]。从需求角度看，“粮食银行”可以有效地解决

农户储粮问题、稳定粮价波动和粮农的收成；从供给角度

来看，“粮食银行”可以有效缓解粮食加工企业收购资金

压力，锁定粮食来源，提高经济效益。

三、农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的融合发展现实

障碍

（一）政府层面在绿色生产与服务中的统筹规划

目前，在农业绿色服务体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产业分工不细，专业化程度不高，流通渠道不畅，质量

服务意识不强等。因此，我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对

农业的科学研究，以提高对农业绿色服务体系的认识。在

绿色发展初期，废弃物的循环与重复使用成本极高，完全

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所以需要“有形的”

政府予以补偿。而传统的绿色农技农艺服务，主要依靠基

层农业技术部门提供，造成了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严重不足，

受益农户人数较少等问题。

（二）农业优质劳动力流失引发人力资本弱化

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兼业化，他们的人力资

本规模在不断的缩小和削弱，从而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

和应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进而限制了农业生产的绿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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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同

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也在不断扩大。而在中国，兼职又

是最常见的一种农民生产方式。“打零工”或“兼职”将

使农户将工作重点转移到非农领域，减少了有效的农业劳

动力供给，减少了其它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使农户不愿

意将劳动力用于“低效”的农业生产。

（三）社会化服务如何更好地保障小农户利益

在绿色生产服务方面，一些市场主体不能做或做了不

值得做的事，应该由政府来处理。比如，政府投资建设生

态养殖小区，建设垃圾收集处理设施，让散户自己承包养

殖场，让农户参与到绿色养殖产业链中分享产业收益。为

鼓励新型经营主体为农户提供绿色生产投入品、为农户提

供绿色生产技术与装备、帮助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贷款抵押

等，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关系，通

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方式，实现农民分享

农业绿色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四）绿色农业产业链中存在各个环节障碍

农村高质量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本

的薄弱。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兼业化，人力资本

规模在不断的缩小和削弱，从而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和

应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进而限制了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

目前我国农技推广中的信任度不足，限制了我国农技推广

的绿色化进程，而绿色化进程的关键在于农技推广，所以

要大力开展农技推广工作最后，作为农业生产的终极目标

和根本，绿色农产品消费市场的发展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

四、农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的融合发展突破

路径

（一）重视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融合发展及其政策法

规框架的配套设计

一是土地流转要有秩序。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

上，对农户不愿耕种的耕地，采取租赁、托管、入股等多

种形式，由农业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开展粮食

生产，并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新成果，推行耕、

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生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节

本增效的目标。二是建立绿色生态化的支持体系。构建一

种有效的农业绿色生产服务的补贴和监管机制，向普通农

户提供一种价格更高的绿色生产性服务，其效果比直接给

农户要好得多，并且管理成本更低[9]。

（二）大力支持绿色生产和绿色服务，加快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队伍

对农民而言，要按照农民的经济发展程度、提供的各

类劳务类型，实行“自主性”劳务。不管是在中央一号文

件，还是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都着重强调要发挥农户

的主体作用，而绿色生产性服务要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

结合农户的现实需求，建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的绿色

生产服务体系，以指导农户开展绿色生产。而对合作社而

言，要完善其组织结构，强化其分工协作，强化其管理，

将“示范性服务监督户”的服务管理到每一位社员的身上。

（三）加强服务系统的改革和体制创新，为绿色生产

和服务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与传统的服务相比，绿色生产服务在服务目标、服务

标准和服务内容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带有很强的正

外部性。因此，需要国家建立起一种行之有效的农业绿色

生产服务的补助和监督体系，让一般的农民获得比直接向

农民提供更高的收益，并且还可以减少运营费用。特别是

要加强农业优质高效的服务体系，健全农产品的品质安全

与品质等级标准；健全以质量为基础的农产品市场准入体

系；完善农产品跟踪与监管制度，加强农产品生产、加工、

仓储等信息的公开与分享，建立一种信用机制，以保障农

产品的优质优价制度的执行[10]。

（四）推动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健全多维度

的空间系统

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系统观

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地区规划中，要以

生态保护为着眼点，依据地区定位和资源禀赋，对资源和

环境进行评价，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的整体要求，保证国

土空间规划之间的协调，从而达到经济、生态、社会的协

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持续和谐共生。从产业链角度来

看，应立足地理条件，突出市场与物流，合理安排农业生

产、加工、流通与消费；以市场为中心，以信息、科技、

人才为要素；形成与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相匹配和与生产、

生活和生态相适应的绿色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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