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江西有机农业发展研究 

黄国勤1 

摘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江西有机农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缓慢起步阶段（1949—1977 年）、初步发展阶段（1978

—2000 年）和规范拓展阶段（2001 年至今）。在这 70 年间，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如成立了研发机构，建立

了生产基地，生产了有机农产品，提升了品牌价值，开展了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前，江西有机农业发展还存在着规

模小、基础弱、生态衰、劳力缺、环境劣、投入少、效益低、管理不规范和制度不健全等突出问题。为实现新时代江西有机农

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应采取制定规划、提高认识、增长知识、推广技术、扩大规模、优化模式、提升科技、示范引领、

完善法规、强化监管等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江西；有机农业；有机农产品；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有机农业概述 

有机农业 (Organic Agriculture/Farming) 是诸多农业发展模式 (如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低碳

农业等) 中的一种, 是生产过程中完全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 不使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

禽饲料添加剂等物质, 而是利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 或利用有机饲料满足畜禽营养需求的养殖业 1
2
 。简言之, 

有机农业就是依据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原理, 按照自然生态规律, 协调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 利用一系列配套的可持续的农业

技术, 来维持平衡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与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低碳农业等相关 (或相似) 农业模式相比, 有机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2
3
(如

下页表 1所示) :一是生产基础最优。有机农业对生产场地 (场所、农田) 的土壤、水、空气等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必须是生

态环境优良、基础条件良好的场地, 才有资格成为有机农业生产场地。二是生产过程最严。在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 不允许使

用任何人为的化学制品, 如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 不允许使用通过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三是产

品质量最高、最安全。通过有机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 需经过严格检测, 一定是符合要求的有机农产品。有机农产品需符合以

下标准: (1) 原料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或野生天然产品； (2) 产品在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有机食品的加工、

包装、贮藏、运输要求； (3) 有机食品的生产、流通过程中要有详实的追踪体系和完整的生产、销售的档案； (4) 必须通过

                                                        
1
 ［作者简介］黄国勤，农学博士，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 330045）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长江中游双季稻三熟区资源优化配置机理与高效种植模式”（2016YFD0300208）；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秸秆还田条件下紫云英施氮对土壤有机碳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41661070）；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

目“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绿色发展战略研究”（2017—XY—28）；江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江西省稻田冬季循环农业模式及关

键技术研究”（20161BBF60058）；江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江西生态文明示范省建设对策研究”（20133BBA10005） 

2
 ①黄国勤主编：《有机农业：理论、模式与技术》，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 

3
 ②彭崑生主编：《江西生态农业》，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黄国勤：《循环农业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环境

出版社，2015 年；黄国勤主编：《江西绿色农业》，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2 年；黄国勤主编：《探索中的江西低碳经济》，

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0 年。 



 

 2 

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的认证。这是迄今为止质量最高、品质最安全且具有保健功能的一类农产品。四是综合“效益”最佳。

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三大效益综合考虑, 有机农业的综合效益最佳。 

表 1 有机农业与几种相关（相近或相似）农业模式之比较 

模式名称 
国内首次提

出时间 

生产基础（场地要

求） 生产过程（关键技术要求） 
生产成果（ 农产品） 综合效益（三大效益） 

有机农业 1980 年
3
 

最严格（有专门的

检测标准） 
不使用任何化学制品和转基因产品 

有机产品 ／ 有机农产品/有 机

食品 
最优 

生态农业 1981 年
4
 

比较严格（要求生

产场地生态环境

良好，无污染，可

生产出安全、优质

的农产品） 

采用符合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原理的

技术，不排斥化学制品和转基因产品

的使用，但要适量而不过量 

绿色农产品分为两级： A 级 ，

初级绿色农产品； AA 级，高级

绿色农产品（相当 于有机农产

品） 

比较优 

循环农业 1985 年
5
 没有要求 

采用“3R”技术：减量化（Reduce） 

技术；再利用（Reuse）技 术；再循

环（RecycIe）技术 

没有特别要求 

强调资源节约利用 、集约

利用、循环利用和废物再生

利用，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绿色农业 1986 年
6
 

绿色的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态环

境） 

采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技术

和生产方式 
绿色、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 

无公害农业 1993 年
7
 

产地需符合一定

条件 

生产需符合一定规范：（1）病虫害防

治要以不用或少用化学农药为原则，

强调以预防为主，以生物防治为主； 

（2）肥料 施用强调以有机肥为主，

以底肥为主，按土壤养分库动态平衡

需求调节肥量和用肥品种；（ 3 ）在

生产过程中制定相应的无公害生产

操作规范，建立相应的文档、备案待

查 

无公害农产品 （ 产地符合一定

条件、生产符合一定规范、产品

符合一定标准、认证符合一定程

序的，取得合法环境品质优良特

征标志的农产品），且由专门检测

机构检测、认定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均较优（ 但不及有机

农业、 生 态农业） 

低碳农业 2008 年
8
 没有要求 

采用节能减排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

式，提倡多利用可再生的绿色能源、

绿色资源，少用（或不用）不可再生

能源、资源 

没有特别要求 

节约资源和能源，尤其是节

约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三

低一高”，即低消耗、低排

放、低污染和高效益 

显然, 有机农业是一种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当前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的背景下, 有机农业越来越受到青

睐和欢迎, 正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模式和主导模式之一,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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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历程 

江西省气候条件优越, 农业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良好, 是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农业大省, 具有发展有机农业得天独厚的条

件和优势。回顾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历程, 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 缓慢起步阶段 (1949—1977 年)  

1949—1977年是江西有机农业的缓慢起步阶段, 具体表现在:其一, 在种植业生产中, 多采用作物轮作、秸秆还田、种植绿

肥 (如紫云英) 、种植豆科作物 (通过生物固氮增加土壤氮素含量) 、施用有机肥 (如猪牛栏粪、鸡鸭鹅屎、瓜皮果壳、生活

垃圾等) ；其二, 在畜牧业养殖过程中, 只用剩饭剩菜、淘米羹和自家田里生产的饲料 (如米糖、蔬菜、甘薯藤等) 喂养畜禽, 

不使用饲料和添加剂等外来饲料或外来物质；其三, 在农产品运输、保鲜、加工和贮藏过程中, 采用原汁原味的办法, 不使用

化学制品和添加剂, 有效保障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总体来看, 这一阶段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呈现速度慢、时间长 (与后面第二、第三阶段相比) 和范围广 (遍布全省各地) 的

特点。 

(二) 初步发展阶段 (1978—2000 年)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全球范围内的人口爆炸、资源短缺、能源枯竭、粮食不足、环境污染五大问题持续恶化。在

这一严峻形势下, 人们希望通过改变农业发展模式, 倡导发展以“有机农业”为代表的替代农业模式, 来寻求解决农业问题的

方法。于是, 有机农业在世界许多国家, 尤其是发达国家蓬勃兴起。据 1993年 7月 19日的《北京日报》报道, 截至 1992年, 英

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和荷兰等国家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达到 1.15 万户, 耕地面积约为 30.4 万公顷。在美

国, 1980 年有机农业产值为 7800 万美元, 到 2000 年年产值突破 60 亿美元, 且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到了 1997 年, 美国有

机农业生产面积超过 130万英亩, 其中有 2/3用于种植业, 分布于 49个州
 9 
。 

中国农村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对有机农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极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方面, 对

外开放的背景下要求农业参与市场竞争, 这就需要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使得农民

可以自主经营、主动作为, 可以自行决定种什么、种多少、种在哪里、怎样种, 或者养什么、养多少、在哪里养、怎样养。农

民可以在自家田间发展有机种植业, 在自家猪圈里发展有机养殖业, 可以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值得一提的是, 1994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 (Organic Food Development Center,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简称 OFDC) 的成立, 不仅促进了全国各地有机食品的生产和开发, 也促进了有机食品贸易的发

展。有研究显示, 1995 年中国有机食品的出口贸易总额为 30 万美元, 到 1997 年猛增至 800 多万美元, 1998 年约为 1000 万美

元, 1999 年又提高到 1500万美元, 年出口增长率保持在 30%以上 
10 
。 

在上述形势背景的影响和推动下, 这一时期江西的有机农业有了明显进展。下文将以江西省婺源县有机农业的发展为例加

以说明。 

婺源县地处江西省东北部, 位于赣浙皖三省交界处, 是一个“八分半山一分田, 半分水路和庄园”的典型山区农业县。该

县境内山青水秀, 空气清新, 生态环境十分优美, 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县十分重视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有机农业, 

并大力生产生态型、有机型农产品。全县利用当地的生态优势, 成功开发了大鄣山茶、溪头和武口的有机茶、中华荷包红鱼、

袋料香菇、竹笋、山腊梅等一系列 AA级绿色有机农产品。1997年, “大鄣山”婺绿茶荣获“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全

国唯一的茶叶最高等级“AA级绿色食品证书”。1999年, 天佑有机婺绿茶荣获 1999年“诺贝尔世界发明成果博览会”最高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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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到 2000年, 婺源县已建成标准化“大鄣山”茶园 30个, 面积 6000 亩, 有机茶园 3万亩, 有机荷包红鱼 1万亩, 建立了 5000

亩有机山腊梅生产基地
 11
 。 

从婺源县这一江西有机农业发展的典型和缩影可以看出, 这一阶段 (与前一阶段相比) 的江西有机农业发展呈现速度快、

时间短、效益佳、影响大的特点。 

(三) 规范拓展阶段 (2001年至今)  

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 农业及整个经济走上国际化发展轨道, 这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与挑战。有机农业作为农业生产的最高端模式, 有机农产品作为农产品的最高级形式, 必然是中国农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开

路先锋和先头部队, 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和有机农产品的开发。在这种背景形势下, 江西有机农业进入了规范

拓展阶段, 主要表现为: 

一是获得政府支持。2001 年, 江西省人民政府确立将发展绿色 (有机) 食品产业作为全省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法规, 包括《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生态农业十大行动的意见》《江西

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江西) 实施方案》的意见》《关

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意见》等, 有效促进了

江西有机农业的向前发展。 

二是制定行业规范。目前, 江西省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有机农业发展的标准和规范, 并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

体系, 还成立了省、市、县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截至 2018 年 8月, 已累计制定农业、有机农业地方标准 443项, 占

全省地方标准总数的 67%。这有效“规范”了全省有机农业的发展, 使江西各地市 (县) 的有机农业发展走上了“正规”轨道。 

三是扩大生产规模。这主要表现为有机农业种植面积扩大, 有机农产品种类增多。据 2018 年 4 月 23 日《赣南日报》 (第

001 版) 报道, 截至 2018 年 4 月, 赣州市种植绿色有机水稻面积为 11 万亩, 种植有机脐橙面积为 12 万亩, 种植有机蔬菜面积

有 1.6 万亩。靖安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 践行“生态立县、有机富民”的发展战略, 把发展有机农业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帮

助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来抓。据 2018 年 4 月 21 日《新华每日电讯》 (第 4 版) 报道, 截至 2018 年, 靖安县已有 60 个农产品

获得绿色有机食品认证, 认证面积 16.7 万亩, 有机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15家, 建成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25个。生产的有机农

产品包含大米、白茶、椪柑、板栗、皇菊、香菇、黑木耳、竹笋、蓝莓、清水鱼等 10余种, 其中靖安白茶和椪柑获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全县有机农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为加快建成有机农业大县、强县积累了经验, 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四是打造产品品牌。据 2018 年 1 月 16 日《光华时报》 (第 003 版) 报道, 铜鼓县以品牌引领有机农业发展, 已形成以有

机水稻、有机茶叶、有机中药材、有机蔬菜、有机竹笋为代表的五大特色农产品基地,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50余家, 有机农产

品认证 (转换) 品种 33个, 有机农业产业实力凸显。全县统一了“铜鼓有机”品牌, 铜鼓县大段镇古桥村基地被国家环境保护

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国家第四批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铜鼓县有机农业示范园被江西省农业厅评为“省级农业示范园”。 

五是取得实际成效。据 2018 年 2 月 14 日《江西日报》 (第 B01 版) 报道, 2017 年抚州市“三品一标”农产品 (即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达 530 个, 有效推动了全市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该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13567 元, 比 2016 年增长了 9.0%。据《江西农业》2018 年第 19 期报道, 上饶市 2018 年上半年新增“三品一标”农

产品 33个, 全市“三品一标”有效使用总数已达 544个。又据 2018年 4月 23日《赣南日报》 (第 001 版) 报道, 截至目前, 赣

州市有效期内的“三品一标”农产品总数达 374个。 

三、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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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至今的 70年, 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成立了研发机构 

2002年, 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江西分中心成立。该中心在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的领导下, 依照国际、

国内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的标准、规范和规定, 充分依托江西省环保科研所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 在江西省开展了有机农产

品的开发、推广、宣传、培训工作, 还为江西省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企业贸易提供了高效的认证、咨询、技术和信息服

务, 这标志着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向前迈了一大步。该中心成立至今, 加强了江西省内各界的合作, 在充分利用江西生态环境

优势、农业资源优势和劳动力资源充裕优势的基础上, 推动了江西省农业结构调整和有机农业的快速发展, 增强了江西省有机

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为真正把江西建成优质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建立了生产基地 

2016年 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将江西省列为全国唯一一个“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省”。2016年, 经

江西省农业厅审定, 授予全省 10个县 (市) 为“2016年度省级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 (市) ”。同时还安排 1000万元专项资金

对“三品一标”获证产品进行奖补, 以提高企业开展标准化生产、发展“三品一标”产品的积极性。截至 2017年上半年, 全省

共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41个, 面积 791.6万亩, 居全国第 4位
12
。江西省力争到 2020 年, 拥有绿色有机农产

品总数 2000 个以上, 绿色有机种植面积达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50%以上, 创建 10 个国家级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及 50 个省级绿

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 

就县、市而言, 1999 年, 万载县在茭湖乡按照国际标准建立了第一个有机农业示范园区
 13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 上饶市

建有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1 个 (德兴红花茶油) , 面积 3.8 万亩。玉山县被确定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单位。德

兴市、婺源县、广丰区被评为“省级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 

(三) 生产了有机农产品 

衡量有机农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生产了多少有机农产品。表 2罗列了 2010年 12月至 2018年 8月江西省“三品

一标”产品保有量的具体数额。从表 2 可见, 江西省“三品一标”产品从 2010 年的 2165 个增加至 2018 年 8 月的 4529 个, 增

加了 1.09倍, 成效显著, 在全国名列前茅。 

此外, 江西的有机农产品不仅数量多, 而且种类丰富, 深受消费者喜爱, 如赣南脐橙、南丰蜜橘、广丰马家柚、庐山云雾

茶、宁红茶、遂川狗牯脑、瑞昌山药、广昌白莲、泰和乌鸡、高安大米等 10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被评为“2017最受消费者喜

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品牌 100强”。 

表 2 江西省“三品一标”农产品数量（2010—2018） 

时间 保有量（个） 

2010 年 12 月 2165 

2011 年 12 月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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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178 

2013 年 12 月 2100 

2014 年 12 月 2418 

2015 年 12 月 2902 

2016 年 12 月 3657 

2017 年 12 月 4480
14
 

2018 年 8 月 4529
 15
 

注:根据胡汉平
16
 、陈胜东等

17
 等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四) 提升了品牌价值 

经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 浮梁茶品牌市场价值从 2.03 亿元提高到 9.28 亿元, 并成为首批入选中国茶业品牌馆

的 20个品牌之一
 18 
。据浙江大学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2015 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单”显示, 庐山云雾品

牌价值为 16.62亿元, 比 2010年增加近 6亿元, 在全国 94个区域茶叶品牌中居第 22位。遂川县将“狗牯脑”商标回购为国有, 

变更注册为“狗牯脑”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茶叶统一共享“狗牯脑”品牌, 每年投入上千万元用于品牌整合宣传。如今, “狗

牯脑”品牌价值已达 11.55亿元, 在全国 94个茶叶区域品牌中居第 43位。 

(五) 开展了学术研究 

为更好地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 广大农业科研工作者积极开展对江西有机农业的学术研究, 在有机农业研究的诸多方面取

得了丰硕成果。 

2019 年 2 月 1 日, 笔者在中国知网 (http://kns cnki.net/) 以“有机农业”和“江西”为主题词进行检索, 共检索到相

关文献 48条 (篇) 。同时, 作者还利用其他途径进行查找, 共查得相关文献 (著作、论文、会议文献、新闻报道等) 100余篇。

现将其中有代表性的 11篇文献列出, 江西有机农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可见一斑, 如下页表 3所示。 

表 3 江西有机农业研究代表性成果 

序号 著作或论文名称（题目） 作者（或主编） 出版社或发表刊物 出版（或发表）时间 

1 有机农业：理论、模式与技术 黄国勤（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年 7 月 

2 江西发展有机食品的对策 王万山 生态经济 2001 年第 9 期 

3 发展有机食品江西大有作为 余国辉 江西食品工业 200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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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西有机农业呈现生机 黄国勤、蒋海燕 江西通讯 2003 年第 8 期 

5 江西有机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其产业化发展的优势 刘璐琳、李雪强 求实 2007 年第 10 期 

6 井冈山及周边地区有机农业的发展 黄国勤 中国农学通报 2008 年第 2 期 

7 江西省有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沈捷 市场论坛 2010 年第 10 期 

8 

江西省有机农业的发展及对策建议 

何俊海、郑立平、张 爱

民、张灿权、苏小 波 、

丁建 * 

江西农业学报 2011 年第 8 期 

9 江西省万载县有机农业的发展进展 江梦微、黄国勤* 农学学报 2012 年第 6 期 

10 

“互联网+” 风口上有机农业发展模式的整 

合与突破———以江西有机农业为例 
吕晞 经贸实践 2016 年第 21 期 

11 

有机农业示范园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

—以江西万载县为例 

张 曾 、乔 玉 辉 *、

何 雪清、潘锡和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年第 9 期 

注:*指通讯作者 

(六) 产生了广泛影响 

依上文论述可见, 江西有机农业无论是从实践成效还是从学术研究成果看, 都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尤其是江西有机

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近些年来, 江西注重从品牌培育上进行突破, 大力实施“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品牌

战略, 重点打造了“四绿一红”茶叶品牌 (“四绿”指狗牯脑茶、婺源绿茶、庐山云雾茶、浮梁茶, “一红”指宁红茶) , 以

及江西大米、鄱阳湖水产、江西地方鸡、江西果业等区域性农产品品牌。“赣南脐橙”“庐山云雾茶”“赣南茶油”成功入选中国

品牌日“2018年中国品牌价值区域品牌 (地理标志产品) 百强榜, “宁红茶”被认定为第 18届亚运会官方唯一指定茶叶, 是中

国唯一入选的农产品品牌, 也是江西茶叶首次登上亚运会官方舞台。 

四、江西有机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江西各地有机农业的总体状况看, 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规模小。目前, 江西有机农业发展规模小的问题一直存在, 这是阻碍江西有机农业发展的短板。据孟凡乔研究显示, 到

2016 年底, 中国有机农业耕地面积达到 160万平方公顷, 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5% 
19 
。在今后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过程中, 应

通过加快耕地流转速度, 将有机农业生产规模扩大至耕地面积的 2%～3%, 甚至是 5%～10%, 这对发挥江西有机农业优势至关重

要。 

二是基础弱。从各地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来看, 江西农业基础设施总体上还较薄弱, 存在如下问题:农田田块小而分散；水利

设施破旧、老化、落后, 有大约一半不能正常运转, 无法发挥作用；农田道路窄、破、烂, 坎坷不平, 不利于农业生产通行；

现有许多生产农具老旧过时, 或是不能用, 或是用不上, 等等。这些问题还将导致农业防灾、抗灾、减灾能力低, 极易引起“小



 

 8 

雨小灾, 大雨大灾, 不雨 (不下雨) 旱灾”, 这对有机农业及整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三是生态衰。当前江西局部农田生态衰退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其一, 农田土壤耕作层因冬闲撂荒裸露产生水土流失而变

“薄”；其二, 农田土壤酸化问题突出, 越种越“酸”；其三, 土壤肥力下降, 农田越种越“瘦”；其四, 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

等, 直接威胁有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土壤越种越“毒”；其五, 全从外部环境看, 局部地区存在生态破坏、水土流失、

环境污染问题。以上这些生态问题均制约了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 

四是劳力缺。今后谁来种田, 未来农业谁来搞?这是当前江西乃至全国农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来有机农业就是耗工、费时、

人力高度密集的劳力集约型农业, 但是目前农民越来越少、越来越老, 农业越来越没有人干等现状对发展农业, 特别是发展有

机农业极为不利。 

五是环境劣。当下, 江西顺应时代需求, 大搞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总体得到改善。但也必须看到, 房地产开发、道路

修建、矿山开采、城市扩建等各种经济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生态

环境问题仍然存在, 且在“局部”地区有加剧趋势
20
, 这极大地影响甚至动摇了有机农业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没有优良

的生态环境, 没有优质的大气、水、土壤, 有机农业就无从谈起, 发展有机农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空想。 

六是投入少。有机农业本是一种高物质投入、高人工投入、高科技投入、高资金投入的密集型、精细型农业, 由于江西经

济基础相对薄弱, 经济实力总体不强, 实际投入到用于发展有机农业的物质、资金相对有限, 也成为影响江西有机农业快速、

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七是效益低。总体来看, 目前江西有机农业的效益还不高, 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 这也是当前许多地方的农民不愿意、

不自觉发展有机农业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有机农业发展规模小, “小规模、小效益”；二是没有

将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现代新兴技术应用于有机农业, 全靠人工和手工从事有机农业难以提高效率、提升效益；三是没

有实行优质优价, 甚至还存在以假充真、以假乱真的现象, 即有机农产品没有按照有机农产品的价格出售, 甚至还有将普通农

产品假冒成有机农产品, 以有机农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的现象, 这极大地伤害了有机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挫伤了生产者的

积极性, 严重影响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八是管理不规范。规范的管理能够约束有机农业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 而相关管理部门对有机农业生产过程管理不到位、

不规范的现象, 让投机钻营者和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占了便宜。要做到规范管理, 就要求管理者:一要熟悉业务, 熟悉有机农业

生产过程的管理；二要秉公办事, 切实维护有机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三要严惩投机钻营者和不法分子。 

九是制度不健全。在江西有机农业的生产和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上述问题, 与江西有机农业现行制度不健

全也不无关系。要从根本上确保江西有机农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那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

和势在必行的。 

五、促进新时代江西有机农业的有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促进新时代江西有机农业的蓬勃健康发展, 针对上述江西有机农业发展过程存在的问题, 笔者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

积极有效的对策措施进行改进: 

(一) 制订规划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要让江西有机农业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 必须要“预”, 即要有计划、有方案、有规划。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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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层面, 要制订符合全省要求的有机农业发展规划；在各市、各县级层面, 要制订符合市级和县级具体情况和要求的有机农业

发展规划。有了规划, 发展就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有了任务, 这样就能促进江西有机农业稳步、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二) 提高认识 

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发展有机农业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即:有利于节约资源；有利于保护

环境；有利于扩大就业；有利于食品安全；有利于社会和谐；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建设美丽中国；有利于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现代化江西。要让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上述重要意义, 使之深入人心, 产生内生动力。 

(三) 增长知识 

在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认识了有机农业重要性的基础上, 还必须掌握有机农业的基本知识。唯有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有机农

业发展的实践中, 才能有效推动发展。有关机构可以利用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微信、报纸、期刊等传播渠道和手段普

及有机农业知识, 还可通过举办培训班、农民夜校、星期日课堂、出墙报专栏、编印科普教材和口袋书等教育形式, 让有机农

业知识进入农民头脑。 

(四) 推广技术 

有机农业发展如何, 能不能发展起来?技术是关键。农民只有掌握了有机农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并在实践中推广应用, 

有机农业才能发展起来, 才能产生希望。笔者认为, 可通过建立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培养有机农业种田能手、培植有机农业养

殖大户、扶持有机农业龙头企业等多种路径, 在农业生产中做到人人掌握有机农业技术、个个推广有机农业技术、户户发展有

机农业技术, 方能让有机农业技术在赣鄱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五) 扩大规模 

为提高江西有机农业的整体效益, 加快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速度, 增强江西有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扩大有机农业的生产

和经营规模是一条重要途径。对于有机种植业而言, 可通过加快土地流转速度来扩大生产规模；对于有机养殖业来说, 则可通

过扩大养殖规模, 或利用合并数家小型养殖企业等办法, 来实现养殖规模的扩大, 促进有机养殖业的发展；对于有机加工业来

说, 可实行企业合并、重组等, 以实现有机加工业的规模化、高效化。 

(六) 优化模式 

发展有机农业有多种模式, 有的模式结构简单, 效益一般, 如单一的有机种植业 (种植水稻、蔬菜、瓜果等) ；有的模式

结构复杂, 效益较高, 如有机复合种养模式 (稻田养鱼、养鸭、养虾、蛙等) ；有的模式结构特殊, 效益很高, 如将有机种植

业、有机养殖业与休闲观光旅游业结合起来, 那么效益可成几倍、十几倍甚至几百倍增长。但究竟采用何种优化模式, 要结合

当地具体实际情况加以选择, 有的可能要经过实践摸索才能找出最优化模式。 

(七) 提升科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江西有机农业要实现快速、高质量的发展, 提升有机农业科技水平、推广应用先进科技是唯一出路。

要提升江西有机农业的科技水平, 关键要做到:一要推广应用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 如生态防治病、虫、草、鼠害技术, 农

田轮作休耕技术, 冬季绿肥养地保土技术及豆科作物生物固氮培肥改土技术；二要将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等应用于江西有机农业生产,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要注重有机农业发展过程的技术研发和科技提升, 尤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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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并在实践过程中改造、提升这些技术经验使之为我所用。 

(八) 示范引领 

建立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用示范带动、引领全省有机农业的发展, 对加快江西各地有机农业的发展步伐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可分作物 (如水稻、蔬菜、瓜果等) 、分区域 (赣南、赣北、赣东北、赣西、鄱阳湖区等) 、分产业 (有机种植业、有机养殖

业、有机加工业等) 的建立示范基地。在示范基地内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生产出一流的产品 (有机农产品) 、创造

出一流的效益, 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将示范基地的模式和经验加以总结, 可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类似地区。 

(九) 完善法规 

完善江西有机农业的相关制度和法规, 对确保江西有机农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至关重要。唯有此, 江西有机农业才能健

康持续发展。当前, 江西省可在参照、吸收、借鉴全国乃至全球发达国家制定的有机农业相关制度法规的基础上, 重点做到以

下几点:一是对现有与江西有机农业的相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 保留使用合适的、管用的, 废止不合适的、过时

的；二是根据当下及未来江西有机农业的发展趋势, 按程度增设新的制度和法律。 

(十) 强化监管 

有了完善的制度和法规, 还必须强化监管。只有将这些制度法规付诸行动, 在实践中严格执行, 真正做到以制度和法规管

理江西有机农业, 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才能确保江西有机农业越来越大、越来越优、越来越强, 江西有

机农业的发展才会有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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