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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发展演变

冯秀萍，林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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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四个阶段。在不同阶段，由于资源禀赋及

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同，农业发展思想也大不相同，由此导致农业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截然不同。通过

审视农业发展进程中农业生产状况、生态文明思想及生态环境状况的变革，指出生态文明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核

心特征，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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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ENG Xiu-ping，LIN Qing*

( College of Economic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stage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imitive agriculture，traditional agricul-
ture，modern agri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agriculture． In different stages，resources endowment and agricul-
tural productivities are different，so thought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activ-
ities to natural environment are different． In this paper，we analyze the change of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ough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one period to the other，and
then point out tha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core featur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nd eco-
logical agriculture is the natural tre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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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农业

生产力水平，则有不同的农业发展思想。审视人

类农业发展史，探析农业发展进程中的生态文明

思想。农业出现在距今大约一万年的新石器时

代，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原始农

业、传统农业、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四个阶段。在

各个阶段中，由于农业发展面临的自然资源、人口

状况以及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同，因此也出现了不

同的农业发展思想，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活动对自

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也不相同。

一、原始农业生态文明

(一)生产状况

从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文明出现时，人类便

步入了原始农业经济阶段。在这一时期，农业生

产的基本特征是: ( 1 ) 生产工具简单落后，以石

刀、石铲、石锄和棍棒等为主; ( 2) 耕作方法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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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主要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 ( 3 ) 主要从

事简单协作的集体劳动，获取有限的生活资料，维

持低水平的共同生活需要。作为一种由狩猎、采
集等生产方式过渡而来的简单农业，人类农业活

动呈现出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
(二)生态观———人类依赖自然

原始农业时期，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都处在初级阶段，人类在与其社会生产力相适应

过程中，寻求自然界适合自己的生态位。正如马

克思提到的那样: “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

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

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

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

界。”［1］

(三)生态环境状况———生态破坏具有可恢

复性

这一时期，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从“刀耕火

种”到“石器锄耕”的演变，二者均属于掠夺式的

开发模式: 一方面，纵火烧林的做法摧毁了大片的

森林，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另一方面，

生产环节只是简单的播种和收获，期间不加以任

何的管理和补偿，土地完全仰赖自身以恢复肥力，

生态系统也要凭借自身来实现再次的平衡。当

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反馈系统，具有自我调节的机

能。在这一阶段，人口规模比较小，“刀耕火种”
的耕作方式和“游耕式”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系统

的破坏不大，没有超过“生态阈值”。因此，当人

口向其他地区迁徙后，原来的生态系统逐渐自我

修复，最终达成新的生态平衡
［2］。

二、传统农业生态文明

随着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以及铁质生产工

具的出现和使用，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日益加强，

粗放式生产也逐渐被精耕细作生产方式代替，农

业从原始农业进入了传统农业阶段。
(一)生产状况

与原始农业相比，传统农业在耕作制度、经营

方式、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都有

了很大的提高。传统农业是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

精耕细作，由完全放牧转向舍饲或放牧与舍饲相

结合，其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水平较原始农业

均大有提升。在传统农业阶段，人类面对大自然

时，表现出的不再是恐惧，而是努力把握自然规

律，遵循并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法则。生产工具的

更新换代、动植物品种有目的选择以及施放有机

肥、兴修水利灌溉良田等农业技术的广泛运用，人

类不仅提高了大自然中许多生物的生产能力，而

且也影响着周围的环境条件，这种影响越发深入

和明显，人类正在试图改造其赖以生存的自然。
(二)朴素的生态观念

在强调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时期，人类拥有

着朴素的生态观，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强调适度、
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并及时补偿资源的过度

消耗。正是在这种朴素的生态观念的引导下，大

规模地过度干预和掠夺资源的现象没有出现，人

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总的来看没有超出其所能承受

的范围，自然生态系统在总体上保持着平衡。这

种朴素的生态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好的表

现。一方面，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受儒家和道家思

想的影响，不自觉中践行着“天人合一”的法则，

如“取物不尽物，取物以顺时”、“钓而不纲，戈不

射宿”［3］;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化中对过分追求

财富而忽视自然规律的行为，存在一种敌对和厌

恶的态度，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三)生态环境状况———生态系统总体维持

平衡，但出现局部毁灭

传统农业下朴素的生态观念，引导人们适度、
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以精耕细作的耕作

方式来开展农业生产，并及时对过度的资源消耗

给予一定的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

自然大范围的掠夺，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预没有

超过其生态“阈值”，生态系统总体上保持着动态

平衡
［4］。然而，当人口数量不断攀升时，人类对

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范围持续扩大，人类无法再

像原始农业时期那样，给生态系统留下充分的自

我修复时间。于是，生态系统的平衡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人类的行为，如果不顾生态法则，肆意掠

夺，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因资源枯竭、环境破坏

而导致人类毁灭。曾有学者考察了后历史上 20
多个古代文明的兴衰过程，最终得出结论认为: 绝

大多数地区文明的衰落，尽管有受到诸如气候变

迁、战争掠夺、道德失范、政治腐败、经济失调或者

种族的退化等因素的影响，但是真正使文明衰落

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这些，而是这些地区的人们消

耗尽了其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从而失去了生命

支撑，最终导致“生态灾难”［5］。尽管局部地区出

现了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传统农业时期，人类开展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影

响仍较小，朴素的生态观念引领人们以精耕细作

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进而铸就了历史上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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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文明。从整体上看，生态失衡只局限于

局部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平衡状态
［6］。

三、近代农业中生态文明

已经过去的两个世纪，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重要的一页。人们在描述这个时代时，总会用

“空前增长”、“迅猛进步”、“革命性发展”等字

眼，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飞跃毋庸

置疑。事实上，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

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农业领域，进而引

发了农业部门的深刻变革，引领农业步入一个崭

新的阶段———近代农业阶段。
(一)生产状况

1． 农业工业化水平提高 随着全球工业化水

平的提高，各种工业化成果逐步渗透到各行各业

中，农业也受到这一浪潮的显著影响，农业工业化

水平不断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近代农业一个最为

显著的特点就是广泛使用农业机械，依靠机械来

代替人力和畜力劳作，从而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这一点在发达国家那里表现得颇为明显: 美

国从 1920—1990 年，拖拉机数增加了 18 倍，农用

卡车增加了 24 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 165
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 67 倍

［7］。
第二，化学化程度加深。近代农业又被形象

地称为“石油农业”，这是因为，它一方面大量使

用了以石油、煤等为动力的机械设备，另一方面，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广泛使用的化肥、农药，其主

要原料也是石油、煤等及其制品。随着农业工业

化水平的加深，在农业中所使用的这一类化学原

料数量大增，以世界化肥的使用量为例，在过去的

几十年里，化肥使用量急剧增加，从 1971 年的

7 303 万吨增加到 2001 年的 16 210 万吨，增长率

高达 122%［8］。
第三，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与传统农业

以人力、畜力为主要投入要素、以精耕细作的方式

展开生产相比，近代农业阶段，机械化、化学化生

产模式下，农业投入和消耗十分巨大。与此同时，

机械化带来的规模化经营，化学化带来的产出效

率，最终都使农业实现了高产出。
2． 创造了丰硕的农业成果 自农业步入近代

农业以来，在征服自然的生态观和追逐利益的价

值观的驱使下，依靠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市场化、
化学化、产业化式的发展，农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

的提高，农业生产创造出了丰硕的成果。以美国

为例，从 1930—1990 年，小麦单产提高了 1． 45 倍，棉

花单产提高了 2． 57 倍，土豆单产提高了 3． 48 倍，玉

米单产提高了 5． 12 倍。仅 1950—1975 年，美国

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 2． 4 倍，每个农业劳动

力所能供养的人数从 1910 年的 7． 1 人提高到

1989 年的 98． 8 人，农产品商品率从 1910 年的

70%上升为 1979 年的 99． 1%。这些进步在很大

程度得益于美国农业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7］。

(二)生态观———人类征服自然

随着人类改造和影响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增

强，在眼前利益的驱使下，人类逐渐摒弃了原有的

朴素的生态观，取而代之的是“人类中心”“经济

利益最大化”、“世界的主人”等思想，在近代农业

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然完全演变为: 人类不断

征服自然
［9］。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最根本的原

因就是人类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无限膨胀的物质

欲望主导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利润成为大家普

遍追求的目标。为了获得更多的产品和收益，人

们肆无忌惮地开荒毁林，以取得更多的土地进行

农业生产;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人类不顾后

果，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 为了缩短饲养禽畜的成

长周期，人们大量使用饲料和激素……一系列竭

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资源利用方式，恣意妄行、不
顾后果的环境破坏行为，都彰显着人类对利益的

渴望、物欲的膨胀和征服自然的野心。
(三)生态环境状况———近代农业的生态危机

过去的一二百年里，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

提高，农业部门创造了丰硕的劳动成果和巨大的

物质文明。然而，如同一把“双刃剑”，农业工业

化带来的不止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更

重要的是，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没有依照自

然规律办事，对农业资源过度利用，对农业环境任

意破坏，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规模、全球性的

生态危机的爆发。据世界银行( IMF) 统计，从全

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全球

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 20%［10］。
1． 农业资源危机 就资源来看，目前农业部

门面临的资源危机不仅包括耕地减少、水资源匮

乏、草原退化、森林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

还包括农业机械化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的煤、石
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短缺。以耕地资源

为例，土地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投入要

素，步入近代农业阶段，利润在驱使人们开垦更多

土地的同时，也诱发人们对土地的过度使用。在

土地开垦数量已经达到峰值水平时，为了增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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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土地的作物产出量，人们大量使用化肥来提高

土壤肥力，导致土壤酸化、重金属累积和土壤营养

失调等问题日益突出，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土地规

模日益缩小。以中国为例，由于大量使用化肥，使

得全国 2009 年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367 万平方千

米，流失泥沙在 50 亿吨以上，对土地资源和农业

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11］。可以预见的是，如果

人类仍维持现有的开发和使用力度，在未来，各种

农业资源都将面临严重的短缺，人类将陷入能源

危机中，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农业的产出效率。
2． 农业环境恶化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人

口增长，生产生活消费的废弃物不断增加，对农业

生态系统的破坏越来越明显，点源污染、面源污染

和立体污染并存
［12］。事实上，农业生产过程中所

使用的农药、化肥等物质的利用率很低，农药使用

后只有 10% ～30%对农作物产生作用，化肥的有

效利用率为 30%［13］，剩下的部分首先残留在土

壤中，大量累积后直接导致土壤营养失衡、土壤酸

化并最终降低土壤肥力，这就是农业生产过程中

的土壤污染问题。由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功

能，其中的化学物质逐渐扩散到整个生态系统中，

其中一部分随农田排水、地表径流进入河流中，造

成了地表水富营养化，地下水硝酸盐超标，形成了

严重的水源污染，水源污染反过来又对农业生产

产生负面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14］。

当然，近代农业引发的生态危机远不止于此，

农业污染物导致的土壤污染、水体污染，除了影响

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外，最终的受害者就是人类。
由于食物链具有富集效应，这些有害物质沿食物

链累积，到了处在食物链较高营养级上的动物体

内，有害物质的数量更多。对于农业污染物，“在

荒僻的山地湖泊的鱼类体内，在泥土中蠕行钻洞

的蚯蚓体内，在鸟蛋里面都发现了这些药物，并且

在人体本身中也发现了; 现在这些药物贮存于绝

大多数人体内，而无论其年龄之长幼。它们还出

现在母亲的奶水里，而且可能出现在未出世的婴

儿的细胞组织里”［15］，危机无处不在。

四、现代农业中生态文明

农业资源的短缺和农业环境的恶化，都预示

着近代农业的终结，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必

将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特

征、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坚持走多功能农

业和循环经济道路的现代农业
［16］。在发达国家，

如美国、日本、英国，以“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现代

农业已经在蓬勃发展之中，并且，在日新月异的科

学技术引导下，农业正向更高、更好的方向迈进。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

升级，生态农业也逐渐兴起并发展
［17］。

(一)生态文明:现代农业的核心特征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人类开始对农

业生产过程中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深

刻的反思，生态文明的思想逐渐在农业生产中受

到关注，发展生态农业渐渐成为世界的共识。农

业生态文明，是指在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过

程中，尊重自然规律，通过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

式，最终在维持农业持续繁荣的情况下，实现人与

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一思想包含两层内涵: 第一，

为了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维持农

业的发展，就这一目的而言，现代农业与任何一个

阶段的农业都有相似的地方; 第二，现代农业与其

他形式农业不同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在原

始农业时期，人类是通过“刀耕火种”的方式掠夺

式地获取生活资料; 在传统农业阶段，资源的稀缺

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的掠夺，农业生产以“精耕细

作”为主; 到了”工业化”农业时期，凭借科学技术

的能量，人类再次以掠夺的姿态对待自然，但是，

这种掠夺是不可持续的，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实

现的经济增长是短期的，这种增长方式必将被取

代。随着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之间矛

盾的不断激化，生态农业最终成为未来农业发展

的必然选择。例如，在世界各国发展得如火如荼

的农业循环经济，就符合生态文明这一核心特征。
以日本为例，日本建立了循环农家肥中心，利用现

代技术把家畜粪便、稻壳和发酵菌混合在一起，并

配上除臭装置，制成农家肥重新投入生产，在保护

环境的基础上，也生产出了许多绿色食品
［18］。

(二)生态文明视角下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

与战略

1． 生态文明视角下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 步

入现代农业阶段，生态文明成为农业的核心特征，

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与以往农业形

式不同，生态农业是这样一个农业阶段: 基于农业

生态系统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在充分尊重和合理

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

新，达到循环利用物质、提高能量固定率和资源利

用率、减少农药等有毒物质输入的目的，并最终建

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的农业体系，实

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种效益的统一。
2． 生态文明视角下现代农业发展战略 现代

·431·



第 2 期 冯秀萍等: 农业发展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发展演变

表 1 农业发展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内涵

类型 原始农业 传统农业 近代农业 现代农业

农业生产状况 耕种方式 刀耕火种 精耕细作 农业工业化 农业生态化

关键要素 天然食品 自然资本 人造资本 人力和生态资本

人与自然的关系 依赖自然 模仿并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 和谐相处

生态环境状况 生态基本平衡
生态总体平衡，

局部失衡

大规模、全球性

生态危机

追求生态系统的

长期平衡

图 1 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

农业以生态文明为其特征和目标，因此，在现代农

业的发展道路上必须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秉

承遵循自然规律和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以科技

进步为基础，通过丰富农业功能、发展农业循环经

济、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手段实现农业的生

态化发展。
( 1) 尊重自然规律，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

则。生态农业是世界农业的发展方向，但是由于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状况都有所

不同，因此，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地开展。一方面，农业种植的作物都有

其生长的性质和特点，对生长环境也有特定的要

求，因此，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

条件和资源状况; 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各个地区

由于经济发展处在不同水平上，农业经济增长的

目标和农业发展的阶段势必有差异，不能一视同

仁地开展生态农业建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

能盲目地一味模仿发达国家的做法，必须从自身

的情况出发，制订合理的、适合自身的现代农业发

展战略。
( 2) 科技进步是现代农业实现生态化的根

本。以“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其根本目

的是要在保证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投入和减少生态污

染，这些目标都仰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代

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是贯穿始终的一种关键要

素，从种植作物的挑选和改良技术，到新能源开发

技术，再到生物肥料开发技术、生物固氮技术、生
物农药技术、土壤肥力恢复和保持技术等等，都是

农业维持生态文明的重要依托
［19］。

( 3) 积极发展多功能农业。在过去，农业生

产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丰富的、充裕的物质产品，

经济功能是农业的唯一功能。随着农业生产中生

态问题逐渐暴露，农业所具备的其他功能逐渐被

人们所认识并开发出来，现代农业除了具备经济

功能外，还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生态

功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功能，更加具体地，它又包

括资源功能( 如能源农业) 、环境功能 ( 如环境农

业) 、食品安全功能( 如优质农业、有机农业) 等，

于是，农业不再仅仅是作为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

的产业部门而存在，它还兼具资源节约、能源生

产、环境保护、土壤肥力维持、食品安全、农业景观

等多重功能，农业的多功能性俨然反映了其生态

文明的特性
［20］。

五、结 论

纵观人类农业文明发展史，从一万年前农业

文明发端，农业先后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
近代农业三个阶段，并向现代农业迈进。在每一

阶段，农业生产状况的不同决定了生态文明思想

的迥异，进而，生态环境也因人类活动情况的不同

而不同( 表 1) 。在生态系统经历了基本平衡、总

体平衡、局部失衡、整体失衡几个阶段后，人类应

当作出反思。进入 20 世纪中叶，在生态危机越发

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仍一味地攫取资源、不加节制

地破坏环境，这无疑是自取灭亡的生产方式，是不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诚然，生态文明是未来

农业发展的目标和着力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人们应当努力寻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可持

续的农业发展方式。
(下转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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