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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江西省农业绿色发展路径思考 

陈胜东  李凤琴  周丙娟1 

摘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农业发展新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大举措。江西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努力抓住时代契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在生产总量、绿色产品质量、产业经营化

水平、农业面源污染、集约化程度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在产业规模、现代化程度、生态环境、生产质量等方面仍面临诸

多困境。为此，要在新时代促进江西省农业的绿色永续发展，必须从扩大发展规模、提升现代化水平、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产

品质量等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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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绿色发展理念置于一个新的战略高度，随着“五大行动”的相继展开，农业绿色发展也逐

渐从理论走向实践。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提供

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可以促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落实，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①
2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江西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

历史性机遇，将绿色发展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促进江西省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新时代通过推动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理应按照“农业资源环境保护、要素投入精准环保、生产技术集约高效、产业模式生态循环、质

量标准规范完备”的指导要求②
3
，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

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农业发展格局，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较快增收，致力于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③
4
。综观江西省农业的绿色发展之路，虽然在生产总量、绿色产品质量、产业经营化水平、

农业面源污染、集约化程度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际，对农业绿色发展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江西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周边省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本文拟通过探讨江西农业发展现状及农业绿色发展

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江西省农业绿色发展提供路径分析，以期实现江西省农业迈上生态环境更优化、资源利用更高效、绿色供

给能力更强大的农业绿色发展之路。 

二、江西省农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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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省农业生产总量不断增长 

产出高效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特征。如图 1 所示，近年来，江西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总值占三产比例逐

渐降低，第一产业占比由 2010 年的 13%下降到 2016 年的 10%，同时农业生产总值持续稳定增长，粮食总产量呈总体增长趋势。

如图 2 所示，2010年粮食总产量为 1954.69 万吨，2015 年增长至 2148.71 万吨，2016年稍有回落降至 2138.11 万吨，较 2010 

年增加了 183.42 万吨，年增长率为 1.51%；2010—2016 年江西省农业生产总值连年递增屡创新高，由 2010 年的 1900.58 亿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3130.29 亿元， 增幅 64.7%，年均增长率 8.67%。 

（二）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得到改善 

注重农产品质量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目标，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就要增加优质、安全、特色农产品供给量。近年来，江

西省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大力开展“三品一标”（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推进行动。

如图 3 所示，截至 2016年底，江西省共有“三品一标”农产品 3657 个，较 2010 年的 2165 个增加了 1492 个，年均增加 249 

个。此外，江西省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以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高标准农田面积得到稳步增长，从 2010 

年的 630.75 万亩增长至 2016 年的 1636 万亩，扩大了近 2.5 倍。截至 2016 年，江西省拥有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 41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1 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10 个、省级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 15 个。 

 

图 1 2010—2016 年江西省三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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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6 年江西省农业生产情况 

 

图 3 2010—2016 年江西省“三品一标”农产品个数及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三）江西省农业产业经营水平大幅提升 

江西省以实施“强农、增值、富民”工程为抓手，推进农业产业化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加强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提升

农业产业经营水平，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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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农业三产融合发展工作稳步推进，2010—2016 年农林牧渔业商品化率（如图 4 所示）基本保持在 73%左右，

2016 年达到 73.19%， 说明江西省农产品可经营性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农业绿色发展具备坚实基础。 

从江西省农业企业经营情况看（如图 5 所示），全省规模以上龙头企业数量不断增长，销售收入大幅提高， 由 2010 年的

1667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4763 亿元，增幅 185.72%，年均增长率达 19.12%。其中，省级龙头企业销售额由 2010 年的 1304.3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3250 亿元，累计增加 1945.7 亿元，年均增加 324.28亿元。农业产业经营发展直接带动了数百万农户的

收入增加，2016 年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达 12138 元，较 2010 年的 5789 元增加了 6349 元，年增长率为 13.13%，

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增幅持续 6 年超过城镇居民。 

（四）江西省农业产业机械化水平稳步提高 

农业科技支撑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发展。近年来，江西省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

高，截至 2016 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7%，农机装备水平和作业水平稳步提升，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69%，

水稻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 74%。如图 6所示，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2010 年的 3805 千万瓦特增长到 2012 年的 4600 千万瓦特。

其中，2013年受小型农业机械退出的影响，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调整，此后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6 年达到 2202 千万

瓦特。此外，全省机耕面积总体上稳步增长，由 2010 年的 2899 千公顷增长到 2016 年的 4044 千公顷，累计增加 1145 千公顷，

年均增加 191千公顷。 

 

图 4 2010—2016 年江西省农林牧渔业商品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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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0—2016 年江西省农业产业经营情况 

 

图 6 2010—2016 年江西农业产业机械化水平 

（五）江西省农业生产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农药、化肥、农膜是农业生产中的三大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农业要实现绿色发展，农业面源污

染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农业绿色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 而且要逐步还旧账，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①
5
。近年来，全省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效，2010—2016 年，江西省农药使用得到有效控制，农药使用强度已

                                                        
5
 ①王衍亮：《打好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日报》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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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控制为负增长，每公顷使用量由 2010 年的 19.52 公斤降至 2016 年的 16.58 公斤，且减少趋势还在进一步扩大（如图 7 所

示）。 

如图 8 所示，江西省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化肥施用强度由 2010 年的 760.58 公斤／ 公顷增加到 2013 年的 773.28 公斤／ 公

顷，但从 2014 年起得到有效控制，使用量开始出现负增长，到了 2016 年每公顷化肥使用量降至 773.17 公斤，较上年减少 0.1%。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亦从 2016 年开始得到较好控制，为 52757 吨，较上一年减少了 1220 吨， 减幅达 2.26%，首次呈现负增

长。 

（六）江西省农业集约节约化程度持续增强 

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注重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实现农业节本增效、节约增收。近年来，江西省农业资源节约利用情况有所

改善（如下页图 9 所示），农业生产中化肥有效利用情况系数②
6
由 2010 年的 58.24 元/公斤增加到 2016 年的 101.91 元/公斤，

累计增加 43.67 元/公斤，年增长率为 9.77%，表明化肥使用效率得到较大程度提高。 

有效灌溉系数③
7
反映了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水利建设情况。自 2010 年以来，江西省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增加， 有效灌溉

系数由 2010 年的 59.99%增加到 2016 年的 66.08%，提高了 6.09%，表明全省水利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 

江西省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业能耗指数稳中有降④
8
， 由 2010 年的 36.49%下降到 2015 年的 36.07%，在 2016 年出现小幅

度反弹。总体上看，随着科技水平提升，江西省传统农业作业方式得到较大程度改进，农业资源消耗呈降低趋势。 

 

图 7 2010—2016 年江西农业生产农药使用强度情况 

                                                        
6
 ②化肥有效利用系数（即单位播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化肥施用量（实物量）/ 播种面积。 

7
 ③有效灌溉系数＝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8
 ④农业能耗指数＝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总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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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0—2016 年江西省农业生产化肥农膜使用情况 

 

图 9 2010—2016 年江西省农业生产集约节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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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6 年江西与周边省份农业总产值及增长情况（％） 

 

图 11 2016 年江西与周边省份农业生产情况 

三、江西省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农业产业发展规模不大 

2016 年江西省农业总产值为 1446.9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 17 位，农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仅为 2.44%（如图 10 所示）。与

周边省份相比，不到湖南省（5.49%）、湖北省（4.93%）的一半，不及江苏省（6.27%）的 40%，也低于浙江省（2.57%），处于最

低水平。从农业总产值增加率来看，江西省为 62.69%，与周边省份相比较处于一个相对较高水平，仅低于浙江省（63.58%）。 

2016 年，江西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5560.7 千公顷（如图11所示）， 远低于周边的湖北省（7843.5 千公顷）、湖南省（8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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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公顷）、安徽省（8893.6 千公顷）和江苏省（7676.9 千公顷），仅比浙江省（2274.4 千公顷）多。结合农业总产值比较可以

看出，江西省的农业生产中农业种植收入比重较大，农业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第一产业比重显示，江西省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在 10%以上，虽略低于湖北省、湖南省和安徽省，但与江苏省和浙江省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江西省耕地流转率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流转面积以 100亩以下为主，1000 亩以上的占比不到 1%。现拥有省级农业龙头

企业 850 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40 家，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有 423 家，超 10 亿元的只有 35 家，超 100 亿元的仅 3 家。无

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规模都远低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且缺乏在全国叫得响、知名度高的企业。 

（二）农业产业现代化程度不高 

江西省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装备主要以低档次、小型动力机械为主，高性能、大中型配套机具较少。如次页图 12 所示，2016 

年全省各类拖拉机拥有量占全国比重为 1.64%，与湖南省（1.69%）相近，为浙江省（0.57%）的 2.5 倍，低于湖北省（5.73%）、

安徽省（10.10%）和江苏省（4.06%）。但在大中型机械数量上则呈现出明显差距，全省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为 2.75 万台，远低

于安徽省（24.65 万台）、江苏省（17.99 万台）和湖北省（18.18 万台）。 

 

图 12 2016 年江西与周边省份农业机械保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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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6 年江西与周边省份农业生产情况 

 

图 14 2016 年江西与周边各省有效灌溉系数 

江西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为 72.72%（如图 13 所示），低于湖北省（75.71%）、安徽省（85.46%）、江苏省（77.37%），

仅略高于湖南、浙江两省；农业机械贡献水平①
9
方面， 江西省为 0.66 万元／ 千瓦，低于湖北省（0.7 万元／ 千瓦）、江苏

省（0.76 万元／ 千瓦） 和浙江省（0.71 万元/千瓦）。 

2016 年，江西省农业科技人员共 16908 人，其中事业单位农业科技人员 16427 人，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企业科技

人员仅 481 人。在农业企业科技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 209 人，占比 43.45%，中级以上职称占比不到 12%，农业科技带头人

只有 43 人，且缺乏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 

（三）农业产业生态环境相对严峻 

与周边省份比较，江西省农业产业生态环境显得更为严峻，水资源集约节约程度及农资使用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如图 14 所

示，江西省有效灌溉系数②
10
仅为 0.37，与湖北省和湖南省持平，仅为浙江省（0.64）的 57.6%，远低于江苏和安徽两省。水资

源低效利用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江西省农业产业绿色发展在规模及质量上的提升。 

近几年来，江西省积极采取了“一控两减三基本”措施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周边其他省份相比，

治理效果还存在不小差距。如图 15 所示，江西省化肥有效利用系数①
11
为 101.89 元／ 公斤，虽然高于湖北省（89.06 元／ 公

斤）和安徽省（68.32 元／ 公斤），但远低于湖南省、江苏省和浙江省，且仅为浙江省的 56.6%。 

                                                        
9
 ①农业机械贡献水平=农业总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 

10
 ②有效灌溉系数=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1
 ①化肥有效利用系数=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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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药使用水平②
12
为 16.58 公斤／ 公顷，仅低于浙江省（21.76 公斤／ 公顷），比湖北省（14.97 公斤／ 公顷）、

湖南省（13.49 公斤／ 公顷）、安徽省（11.89 公斤/公顷）和江苏省（9.92 公斤／ 公顷）都要高。江西省在农药使用水平工

作方面的改进能够为本省农业产业绿色发展提供较大进步空间。 

江西省在农膜使用方面控制地较为成功，与周边省份相比农膜使用水平③
13
较低，仅为 9.49 公斤／ 公顷，远低于浙江省

（29.59 公斤／ 公顷）。 

4.农业生产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农业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 农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水稻、生猪、柑橘、常规水产“四个独大”的现象依然存在。

农产品加工率低于全国 65%的平均水平，且存在加工层次低、精深加工不足等问题，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加工产品少。全省农产

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 1.85∶1， 远低于山东（7∶1）、江苏（5∶1）等粮食主产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的

情况并存，粮食连年丰收但蔬菜自给率只有 58.2%；农产品中优质品牌产品不多，全省绿色食品认证个数仅占全国的 2.5%； 绿

色食品总量 550.6 万吨，仅占全国的 5.2%。 

安全农产品数量有待于进一步增加。2016 年江西省“三品一标”产品总数 3657 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1969 个， 绿色食

品 590 个， 有机产品 1024个，居全国第 4 位；农产品地理标志 74 个，居全国第 6 位。与周边省份相比，江西省“三品一标”

产品总数比安徽省、湖北省分别少 438 个、519 个，比湖南省多 752 个。在中部地区，江西省安全农产品数量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 

 

图 15 2016 年江西与周边省份农业循环使用情况 

四、新时代构建江西农业绿色发展路径 
                                                        

12
 ②农药使用水平=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3
 ③农膜使用水平=农膜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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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多领域发展扩大江西农业产业规模 

首先，规划改造区域农业和生态资源。一要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进一步推进承包土地“三权分置”，鼓励小企业、小农户

以转包、转让、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向龙头企业、生产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集中④
14
，扩大企业规模。二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集聚，建设一批优质水稻、蔬菜、生猪等绿色农产品基地，稳步推进赣南脐橙、南丰蜜橘、广昌白莲、

奉新猕猴桃、泰和乌鸡等特色农产品基地，全力打造“四绿一红”五大茶叶品牌及“鄱阳湖水产”“江西地方鸡”等名牌基地。

三要推动加厚地膜利用，落实“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完善回收利用体系，推进机械化捡拾旧膜⑤
15
。四要聚焦鄱阳湖流域，强

化源头管理，持续深化渔业资源保护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实施鄱阳湖“春季禁渔、冬季禁港”等禁渔制度，修复鄱阳湖、赣江

渔业生态环境，推进长江重要物种遗传基因库和档案库建设。 

其次，扩大经营规模，延长绿色农业产业链。一要实施打造正邦、双胞胎等千亿元企业计划，大力培育煌上煌、博莱等畜

牧龙头企业及春丝食品、麻姑米粉、丰城冻米糖、金佳谷物、金农米业等一批大型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领

导带头作用。二要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力度，大力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养老休闲企业发展，积极开展鄱阳湖观光旅游、

休闲湖钓等绿色旅游活动，不断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三要以点带面，发展农用地膜等废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推进

循环农业发展，提高农业集约节约化程度。四要充分利用江西省农村土地确权颁证成果，引导农村土地资源适度集聚，开展多

种模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建立集中连片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优势产业带①
16
。 

（二）通过多种路径提升江西农业绿色发展产业现代化水平 

首先，培育农业绿色发展经营主体。一要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整体推进江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进一步巩固实施“一

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借助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平台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和实地操作指导，帮助农民熟练掌握绿色农业技术。

二要大力培养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充分利用江西省首创的“综合建站”模式，开展统一专业服

务，引领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三要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激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有机肥等农业生产和推广应用。 

其次，强化科技支撑。一要优化农业科技资源布局，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人才等要素向农业绿色发展领域倾斜，研发适

应不同产业的技术创新方案②
17
。二是政府应加大对科技的资金投资力度，增强乡村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技术协作，大力培养生态

农业方面的科研人才，研究高效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三要加快农药化肥、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地膜科技创新等技

术的研发及推广，努力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四要加大力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通过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网点，不断

改进已有科学技术，将智慧农业“江西模式”推广到农户的生产作业中，提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③
18
，扩大科技应用范围，提

高农业机械贡献水平。 

（三）实行多措并举改善江西农业绿色发展生态环境 

                                                        
14

 ④崔楠、侯素霞：《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安徽农业科学》2010 年 38 第 3 期。 

15
 ⑤曹建祥、邱生平、胡水平、刘进法：《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江西农业》2016 年第 14 期。 

16
 ①胡汉平：《推进绿色生态农业十大行动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江西农业》2016 年第 10 期。 

17
 ②胡荣棣：《对话江西绿色生态农业———农业局长访谈》，《江西农业》2017 年第 14 期。 

18
 ③陈亮、解晓悦：《新常态下如何构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新格局的思考》，《山西农经》2016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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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健全绿色生态农业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改善江西农业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江西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大力推

进绿色生态农业十大行动。一要完善与环境保护、绿色农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农药化肥使用标准，创立大型农场废弃

物强制资源回收系统，制定实施细则，加大落实程度。二要提高执法水平，联合执法，加强伏季休渔等专项执法行动，强化督

查制度，提高农药化肥利用率，加大对污染事件的惩处力度。三要建立问责机制，探索地膜回收等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④
19
。 

其次，加强农业绿色发展实施与监管并举。一是要促进建立绿色生态农业监测评估体系，相关部门应明确分工，加强协调

合作，有效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法规。二是监管部门也要认真完成监管任务，完善鄱阳湖区渔政管理等各方管理体制，保障各项

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发展政策顺利落实⑤
20
。三是建立网络监管平台，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对不合格产品进行严厉打击，整

顿不良之风。四是建立农田残留地膜污染监测网络系统，加强对耕地质量的监测，促进国家级别的畜禽规模养殖场信息直联直

报平台的建立，以实现精准治理及服务。 

再者，加强政府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扶持。绿色生态农业不仅需要健全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体系，而且需要政策支持

和关键环节的整合。一是政府应加强政策扶持，加大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的建设投入，着重扶持畜禽粪污处理使用设备的建设，

为企业、农户提供规范和技术指导，引导支持农民使用有机肥，提高农资利用率。二是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等综合措施，对绿

色生态农业产业给予一定优惠，建立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等绿色农业专项资金，加强对面源污染的治理力度，加大绿色生态

农业投入。三是建立多元融资体系，规范农村信贷体系，发展新型金融机构，支持鼓励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四是积极推进“生

产脱贫保”方案试行，开发“产业扶贫保”和“小贷扶贫保”等特惠保险产品，将农业发展与精准扶贫有效结合，为江西省农

业绿色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四）完善各项机制提高江西农业绿色发展产品质量 

首先，完善媒体社会各层次的宣传教育机制。一要加强社会各行各业，特别是当事人对绿色生态农业的认识及发展的必要

性，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环境的浓厚氛围。二要以有机肥代替化肥，充分利用江西特有的生态及资源优势，发展粮食、油料、

蔬菜、柑橘、茶叶、猕猴桃、生猪、水禽、大宗淡水鱼、特种水产等江西名、特、优农产品，扩大品牌影响力，提高产品等级。

三要倡导绿色消费，利用展销会、电视媒体、赣农宝等电商平台推广绿色产品，不断扩大“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的品牌

效应，增加绿色产品的消费需求。 

其次，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农产品标准体系。一要优化资源配置，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落实农业结构调整“1

＋9”行动计划。二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生态农业模式，按照中国的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遵循与国际组织标准规则紧密相联、

高起点的原则，结合江西实际情况，进一步编制、完善绿色生产技术规程，使绿色生产操作规程覆盖全省所有农业生产，形成

相对稳定的江西省绿色生产体系①
21
。三要加大对生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的化肥农药使用及质量的检查力度，利用重大病虫

防治补助及长江中下游稻区化肥农药“双减”等项目，示范带动农药减量控害, 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四要规范绿色农产品生产

标准和质量标准，包括生产环境标准、生产投入物（化肥农药、地膜等）使用标准、生产加工过程的安全控制等，依据农业科

技水平发展及时更新现有质量检测体系标准②
22
。 

                                                        
19

 ④李军、杜晓琳：《哈尔滨市农业绿色发展对策研究》，《战略与决策》2016 年第 6 期。 

20
 ⑤彭玮、张美艳、曹俊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发展探讨》，《农业工程》2017 年第 2 期。 

21
 ①王娟：《东宁县绿色生态农业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统计与咨询》2015 年第 6 期。 

22
 ②张文玉、潘玉香、李泰川：《基于绿色生态农业的消费者行为研究》，《金融经济》201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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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建立农业绿色发展保险机制。农业活动受自然、人为等诸多因素影响，风险较大，必须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体系

才能有效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增加政策资金投入，不断完善

农业保险法律。二是改良农业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三是重视构建农

业再保险机制，有效地分散风险，更利于农业保险良性健康发展③
23
。四是积极推动农业保险产品创新，不断研发出诸如白莲保

险、桑蚕保险、宁都黄鸡保险、井冈蜜柚保险及全国首例杂交水稻制种综合气象指数保险等特色农产品保险险种，并努力在各

地推广应用。 

                                                        
23

 ③唐安来、黄国勤、吴登飞、王礼献：《绿色生态农业———江西绿色崛起的必然选择》，《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 年

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