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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地区生态农业发展困境与对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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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发展生态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回顾生态农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恩施州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阐述了恩施州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实现新时代

下湖北民族地区的农业、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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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并对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即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依次从乡村经济、生态、文化、治理转型和社会五个层面诠释了乡村振兴

的科学发展内涵，最终实现新时代下促进乡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乡村现代化的目标。恩施州作为湖北民族地区贫困程度

最深、贫困人口最多、贫困范围最广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是典型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内多为山地、丘陵地形，喀斯特地

貌尤为突出，生态资源也较为丰富。由于受地形地貌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多注重农产品产量、

规模等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却忽视了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有机化肥、农药以及生产废弃物直

接排放到土壤中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大面积的污染。基于此，恩施州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以振兴乡村经济，需要转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思路，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来实现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以此有效提高农作物

的产量和效率。 

1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生态农业的内涵、特点、效果评价、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在生态农业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学者

们普遍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融合了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将绿色生产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以实现经济效应、社

会效应和生态效应协调发展的新型农业体系。覃道齐对生态农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生态农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钱

昕黎认为生态农业具有有机性、局限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学者们在阐述生态农业的概念、特点的基础上，也采取定量分析方法

构建了生态农业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测评实施效果。孙中义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方面构建了南阳市生态农业评价

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南阳市生态农业进行综合效益评价。陈培彬等从自然资源、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建设三方面构建

了福建省生态农业功能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针对生态农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各种

模式和策略。陶明珠从思想观念、监管力度、资金投入、防止措施等方面阐述了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沈虹等针对无

锡市生态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发展方向、具体措施与手段两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无锡市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程洁在总结蓬莱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能实现各产业综合发展的“种一养一加一游”模式。 

2 恩施州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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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农业生产和耕作方式容易引发水土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恩施州发展生态农业不仅可以改变以往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

益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能促进民族地区的农业、经济以及生态的耦合协调发展，从而摆脱生态贫困的桎梏。近年来，恩施

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诸如《恩施州 2017-2020 年生态文明建设行动方案》等旨在打造生态农业发展体系、实现农业良性循环发

展的政策。同时，恩施州按照生态农业建设与农业结构调整、改善生产条件、发展无公害农业和品牌打造相结合的发展思路，

创建了一批生态农业扶贫基地，在带动当地农民的脱贫致富的同时，也将恩施州的自然生态资源优势科学合理地转化为经济优

势，从而实现了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目标。 

3 恩施州生态农业发展的困境 

3.1农民思想较为传统，认知水平不高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思想高度和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发展的状况。由于恩施州农村地区大量的青

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多是一些老弱妇孺，广大农民群众因受教育水平不高，特别是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不

强，大多仍然沿袭着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态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技术的推广。因此，要想发展生态农业

就必须首先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增强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让农民充分认识到生态环保的重要性，使其愿意配合相关部门共

同发展生态农业。例如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可通过对农民进行集中培训，或是开展生态农业主题宣讲活动，帮助农民提高对生

态农业的认识，使其充分了解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意义。 

3.2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田水利及灌溉等基础设施是否齐全，将直接影响该地区发展生态农业的进程，进而影响到农业的产出水平和发展状况。

从理论上来说，基础设施齐全与生态农业发展进程呈正相关的，即一个地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越完备，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就

越大，执行起来就比较容易，农业的产出水平也就越高。恩施州由于受山地地形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农村地区新增农田水利等

设施执行起来相对困难，尤其是部分偏远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影响着当地生态农业的发展进程。因此，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要

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发展生态农业创造有利的条件。 

3.3推广力度不够 

由于生态农业涉及不同学科领域，需要农业生产者具有较强的技术水平和种植能力，也需要农业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技术指

导。从农户自身来看，由于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识不够全面，着眼于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生态、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从

政府部门来看，当地政府部门在对生态农业相关知识以及技术的推广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由于农户参与意识不高，再加上政

府的推广手段较为单一且传统，从而导致生态农业的实际推广效果与理想目标产生了脱节。 

4 恩施州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 

4.1加强环保意识教育，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 

在加强当地农民的环保意识层面，当地政府部门可通过大型媒体或广播等渠道，也可以集中发放一些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的

宣传手册，或到当地举办一场有关生态农业方面的大型主题宣讲会等方式，将现代的生态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迅速传播与扩散，

从而转变农户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使其在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同时主动接受与生态农业相关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在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层面，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积极培养和引进生态农业等相关专业型人才，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管理，

提高农村支教老师的待遇水平。其次，要加强农户与政府及相关科研院校和科研单位的联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运用到实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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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最后，通过对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基层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

综合素质，使其能为当地村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4.2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基础设施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国家应在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上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扩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渠道，

从而形成国家帮扶、企业资助、民间集资和社会集资等多途径筹资渠道。同时，根据恩施州农业发展情况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一是加强恩施州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采用现代农业灌溉装置和灌溉技术。二是制定严格的政策和

措施保护耕地，严禁将农业用地擅自用作工业建筑用地进行非农项目建设。只有加强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和改造，

才能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 

4.3政府部门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 

发展生态农业是新时代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有效的

政策激励和保障机制，从政策上加强对生态农业的引导和管理。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向广大群众普及生态文明理念，为生态

农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政府部门应制定生态补偿、减税、免税、绿色补贴政策，实施贴息、政府补助、

项目基金扶持等经济手段来支持生态产业的发展，从而确保农业发展在正确的指引下朝着绿色和高质量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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