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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江苏“两型农业”建设

李德新（江苏省农科院）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把“两型社会”提到新高度。“两型农业”是“两型社会”建设对于农业发展的新要求，也是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江苏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必须率先调

整战略思路，加快推进“两型农业”建设，夯实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一、“两型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

我国粮食生产持续十多年增收，创造了农业发展史上的奇迹。但高投入、高产出的发展方式，也付出

了一定的环境和生态代价:耕地肥力不断下降，粮食增产难度越来越大；农业环境不断恶化，农产品质量令

人忧虑;农业面源污染日积月累，河流、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严重。因此，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进程中，迫切需

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以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是新形势下现代农业发展

方式的战略转型。

资源节约型农业，是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包括发展多熟制种植，提倡立体多

层农业，采取先进的灌溉技术和建立科学的施肥制度的高效、低耗、省工、节本的集约化农业。环境友好

型农业,是以循环农业为中心的清洁农业生产体系，包括减量使用农药、化肥和地膜，改进种植养殖技术,

发展农业生态工程、健康养殖工程、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工程，实现农业生产无害化和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方式的有机统一构成完整的“两型农业”体系。发展“两型农业”，就是要改变

以往靠增加大量资本投入并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来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做法，自觉利用大自然内在的自我修复

能力，促进养分循环，协调作物、动植物、土壤和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农业资源不断再生利用和

生态环境健康发展。“两型农业”是现代农业“优质、高效、生态、安全”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具有生

产过程环保、产品品质优良、发展成本较低、市场效益较高的优势。

二、发展“两型农业”需要理清三个关系

一是“两型农业”与“高效农业”的关系。有人说，“两型农业”与“高效农业”有矛盾，其实是个

误区，“高效农业”只有符合“两型农业”的发展要求,才能可持续发展。“两型农业”如何实现高效，要

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传统农业产业链是从种到收的“瘦短型”，“两型农业”的产业链则是“粗长型”，

是传统农业产业链基础上的在纵向层面上向前向后延伸，在横向层面上向外围产业拓展的结果。向前延伸

有种苗专业化生产、农资供应、农机耕作，向后延伸有农产品保鲜、初加工、精深加工、农产品物流；横

向的拓展如农业的休闲观光、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农业多功能的挖掘，使得农业资源尽可能得到充分

利用。“两型农业”的农产品生态环保、品质好、价格高，农业效益在各个环节上可实现增值。

二是“两型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中国传统农业的农耕技术很好地体现了“两型”特征，在

世界上被誉为“无废弃物的农业”，特别是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有机肥的充分使用、水利灌溉的兴修、

轮作与复种的推行以及农、林、牧、副、渔的结合等,正是“两型”农业的基本雏型。但传统农业规模小，

结构单一，管理和技术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生态功能低，市场竞争力弱。“两型农业”借助现代科

技的优势来克服传统农业的发展局限，运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工程技术等现代要素来拓展

农业的新功能和新领域，以较少的资源占用和消耗，提供丰富、优质的农产品，实现传统农业的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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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持续发展。有人形象地比喻说，传统农业是种植业和养殖业两条腿走路，外加一根拐杖（指副业）。

这样的农业虽然很平稳，但是走不快。“两型农业”是大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生产体系，

多轮驱动，跑得快。过去以粮为纲而砍林垦荒、围湖造田,为了发展种植业而牺牲了林业和渔业，忽视了生

态环境问题，就绝对不是“两型农业”。现如今一些地方把种植业和养殖业人为割断，单一发展的做法,

违背了农业资源循环利用的规律,也不是“两型农业”。

三是“两型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关系。工业化革命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工

业化现代农业。工业化现代农业以大量的石油产品为动力，以高投入、高产出、机械化为基本特征,通过大

量投入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品，在创造农业飞速发展奇迹的同时，也破坏了生态环境,制造了“寂静的

春天”这样的悲惨故事。“两型农业”不是对现代农业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现代农业的扬弃，是站在一个新

的高度对它的超越。西方国家在农业现代化上比中国发达，但在环境治理上走了许多弯路，我们完全可以

通过主动转型,发展“两型农业”，实现“弯道超越”。“两型农业”作为“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

产出”的新型农业，既区别于西方工业化农业,又发挥现代科技的优势,赋予农业现代化新的内容。

三、加快推进江苏“两型农业”发展

江苏人多地少,土地复种指数髙,化肥农药投入多，单位土地产出大，加上工矿企业发达，对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近年来，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呼声越来越高，已上升为与农产品数量安

全同等重要的大问题。另外，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的污染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尽管禁止焚烧秸秆早已

立法，科技部门也探索出秸秆利用的多条路径，但在生产应用上仍面临艰困。随着规模养殖的进一步发展，

畜禽粪便污染日益严重,重污染区域在不断扩大,严重威胁水体和周边环境质量。由于畜禽粪便污染，一些

规模养殖户与周边居民的矛盾也与日俱增。在这种形势下,江苏作为经济发展大省,加快推进“两型农业”

发展变得尤为迫切。

“两型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要充当“两型农业”发展的“设

计师”、“营养师”，为其发展起到促进、催生、扶植和保护作用。要通过宣传教育，逐步改变农业生产

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传统观念，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理念,不断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环保

意识、“两型”意识;依靠制度和法制建设引导农民由传统生产向“两型”生产转变，出台相关政策,激发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两型农业”的热情；在各地区建立“两型农业”的示范基地，展示各种绿色科技、生

态工艺，同时开办各种培训班，培养新型农民，加快“两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应用。

科技部门要加快研究适合江苏“两型农业”发展的技术体系。根据不同区域、作物、种植制度等,建立

秸秆还田技术体系,制定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改进施肥方法,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积极推

广应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新型施药器械，减少农药用量；推广各种节水灌溉技术，实行计划用水和

科学用水，提高农业用水利用率；推广耕地培肥和保护性耕作技术；合理配置种植养殖规模，形成物质、

能量循环利用的产业链，实现农业资源重复利用；开发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实现产业链多次增值。

“两型农业”产业链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系统。社会服务部门要通过产品、资金、技术、信息和契

约相互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产品链、资金链、技术链、信息链和契约链，共同服务“两型农业”发展，一

起分享“两型农业”发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