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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动力机制及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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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以下从分析

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内涵、内在机制、主要表现入手，探索了实现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认为应

从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加强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加强农民培训力度、加强政策引导等方面入手，进而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促进农业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助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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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orce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Gree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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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green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hie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n important lev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internal mechanism, and main manifestation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green econom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green economy. 

It is believed that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concepts should be transform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armers' train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policy guid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gricultur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green economy, ass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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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绿色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现

代化的必然选择。为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构建

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通过对我国农

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农业经济与

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促进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

必然选择，是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内在需要，也是加快

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 

1 研究背景 

1.1 政策的大力支持 

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农业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

一种经济形态，绿色经济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以可持续发

展为基本准则的一种经济形态。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实现协同发展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重要途径。 

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

下更多良田沃土，让人民共建共享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好家园。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有利于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促进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变革和农业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促

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

我国高度重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在现代农业中的地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全面推动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有利于

提升农产品质量和促进农民增收，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和农

村生态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

国始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乡

村振兴战略中将“生态宜居”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这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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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农业经济与

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1.2 形势所趋 

在我国当前面临生态环境严峻挑战、资源约束趋紧和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复杂背景下，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加快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面对农业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突出问题和挑战，必须从

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出发，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导向，协同推

进农业生产体系和生产组织方式绿色变革与技术创新研

发应用；推进农业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推进农产品产销衔接和产业融合发展；健全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等方面着

力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2 内涵和机制 

2.1 协同发展理念 

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一种新的农业发展

理念。从本质上来说，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是在不同的层

面上，基于不同的发展目标而提出的。农业经济与绿色经

济协同发展，需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需要将“绿色”

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始终。因此，从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

同发展的层面来看，其基本内涵就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环境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要遵循

自然循环规律和生态系统平衡理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优化调整和创新。而从绿色经济协同

发展的层面来看，其主要是对以人为核心、生态文明建设

为中心的战略进行研究和实施。具体来说，就是要遵循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理念，充分考虑自然生态

系统、社会系统以及人类自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从而推动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 

2.2 协调发展动力 

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

开放的系统，其协同发展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层面。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应该充分

发挥其在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

用，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为农业经济

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市场层面。市场在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

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

中的主导作用，使其能够积极引导和促进农业经济与绿色

经济的协同发展。三是社会层面。四是技术层面。 

2.3 协同发展机制 

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以经济系统的整体

性为前提，以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

的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遵循绿色

经济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资源

要素的优化配置，在确保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率的前提下，

促进了农业和农民利益最大化。这种新模式下，实现了农

业、农村和农民利益的最大化，是对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

协同发展理念和动力机制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机制来看，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主要包括：一是物质流动机制，即通过对不同地区之间要

素资源流动速度的提升来促进要素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合

理配置；二是价值创造机制，即通过对农业产品和服务价

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三是资源整

合机制，即通过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资源利用

效率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另外，为了确保协同发展机制能

够在运行过程中实现协调统一，需要对协同发展中存在的

利益分配不合理、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行协调处理。 

2.4 总结 

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在新时期下我国农

业现代化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产生的一

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绿色经济是以保护生态环境

为前提，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

心，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一

种经济发展模式。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指在

不同的层面上，通过合理利用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

促进农业经济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农业经济与绿色

经济协同发展，是基于不同层面的协同发展理念、协同发

展动力和协同发展机制而提出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

主要体现在：通过对绿色经济模式进行创新，使农业生产

环节更加绿色环保；通过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通过对农村地区人才资源进行

开发，提高农村地区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能力等。 

3 主要表现 

3.1 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深，农村劳动力资

源匮乏，且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年轻人更愿意到

城市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大量流失，导

致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3.2 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较为突出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由于长期以传统农业为主，

导致农业生产方式粗放、生产效率较低、农产品质量较差、

绿色环保意识淡薄等问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

的发展。例如在种植业方面，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是以粮食

为主的农作物种植方式，而非粮化经营模式普遍存在于南

方地区。此外在养殖业方面也存在着畜禽养殖污染严重、

农作物秸秆利用率低等问题。 

3.3 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矛盾较为突出 

当前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十分重视，但是由于长期以

资源消耗为主的发展方式导致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着环



 

2023 年 第 4 卷 第 3 期 

6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境污染问题，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例如在种植业方面存在着农药化肥过度使用、水土流失严

重、面源污染等问题；养殖业方面存在着畜禽粪便污染、

抗生素滥用等问题；农业废弃物污染问题也较为突出等。 

3.4 总结 

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发展理念、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农村生产技术落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经济与绿

色经济协同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4 实现路径 

4.1 创新发展理念，加强顶层设计 

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到绿色经济和农业经

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

位置，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1]
。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注重协调好农业经济与绿色

经济之间的关系。强化地方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农

业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格局。制定相应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和实施方案，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形成联动机制。将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强化对地方政府

相关工作人员的考核力度，不断提升地方政府人员对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 

4.2 加大绿色生产技术研发力度 

加强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力度，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

技术，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快绿色生产技

术的创新与推广，为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有

力的技术支撑。 

首先，应积极引进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与传统的生

产技术进行有机结合，提高绿色生产技术的普及率，提高

农产品质量。其次，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创新

与推广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

一体化、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再次，

应不断研发新型农业机械设备。加大对农业机械设备的研

发力度，将传统农业机械与现代农业机械进行有机结合，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最后，应加强农业科技

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农业人才队伍，加强对

农业科技人员的培训力度和资金扶持力度，提升他们的专

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2]
。加强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与推广

力度，提高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效率。 

4.3 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构建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模式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人才队伍的支持，因此要加强农

民培训力度，以促进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 

第一，加大农民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农民的生态文明

意识，倡导生态文明生产理念。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民

培训活动来提升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引导他们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提高其对农业经济与绿

色经济协同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从而积极参与到农业经济

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中来。 

第二，完善农民培训体系，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培训机

会。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业技术人员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

度，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建立健全教育培训体

系，不断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
[3]
。加大对农

业科技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农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

能力。同时加大对农村地区科技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扶持

力度，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实验场地等条件，不断

提高农业科技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4.4 加强政策引导力度 

积极推动农业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农业发展模

式有机融合，推进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加大财

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并通过政策倾斜和优惠措施鼓励农民

加大对农业现代化的投入。建立健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增加培训机会，提升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同时加大对

科技人才和资金扶持力度，培养一批高素质农业人才队伍。 

4.5 构建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模式 

构建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模式，促进农业经济与绿色经

济协同发展。通过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来实现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和谐和经济发展三个目标。同

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实现农业

绿色经济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 

5 结语 

农业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背

景下，遵循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必然选择，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在此过程中，应从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加强绿色生产技术

研发、加强农民培训力度、加强政策引导等方面入手，进一

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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