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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已成为今日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
要任务与重要基础。
　　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于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如何用现代理念引领中国农业发展，继
续稳定、完善、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已成为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推进现代农业建
设的新要求；2006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明确要求“要下大力气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建设现
代农业，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可以说，整个学界、业界和政界，甚至于全球，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关注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及
其发展变革问题。
但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标准与发展层次（从一次现代化到二次现
代化）等，也是不尽相同的。
　　高效生态农业是近年来浙江现代农业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创新发展出来的先进农业发展模式
，是现代农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必然要涉足的重要趋势与方向（二次农业现代化）。
但各方面对此的研究还很缺乏，理论界和政府相关部门还存在不少争议。
本书从快速发展、演进的浙江现代农业建设实践出发，试图通过基于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现
代农业发展理论基础与运行机理的研究，对这一应用前景广阔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进行较全面、系统
的分析与归纳总结，力求找到支撑系统的主要构件和基本要素，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高效生态农业
基本理论及其实践分析框架，使其能够合理解释、科学指导新时期浙江乃至全国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
设实践。
　　在简要分析、回顾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综合运用循环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区域经
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以大量实地调查（包括访谈与问卷调查）为基础，以理论分析
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为特色，对浙江高效生态农业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科学内涵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分
析与归纳总结，着重对高效生态农业的典型实践模式、发展成效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较深入的
调查与实证研究，同时对其发展策略与相应组织制度（政策）安排进行研究、设计，得出了世界农业
“从一次现代化到二次现代化”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初步回答了什么是高效生
态农业、怎样建设高效生态农业以及如何提高建设高效生态农业的能力等方面问题，为知识经济、信
息经济以及循环经济时代，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农业现代化与新农村建设，提供部分理论与实
践指导依据。
　　全书共9章，除导论及全文总结与讨论外，主要分理论篇与实践篇进行较全面、系统的分析与阐
述。
上篇，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第2—4章）。
　　本篇首先回顾了农业现代化和循环经济的主要理论及其实践研究进展（ 第2章），同时有选择地
分析、比较了以色列等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及辽宁、江苏、上海、福建等省（市）现代
持续农业建设的成功实践及其发展趋势（第3章），较系统地归纳、总结出了世界农业“从一次现代
化到二次现代化”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科学内涵、基本特征，以期为高效生态农业的提出与发展完善
，乃至整个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部分理论与实践指导依据；在此基础上，本篇继续以循环经济及其相
关理论与实践为指导，就浙江高效生态农业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科学内涵、基本特征、主要功能与
重大意义，以及高效生态农业的主要实践模式、发展思路与框架等进行较深入的分析、考证与归纳、
推理（第4章，为本研究的核心章节之一） ，对高效生态农业这一发展迅速、应用前景广阔的现代农
业发展模式进行较科学、全面的系统研究与探索，初步构建出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与实践分
析框架。
　　本篇研究认为，高效生态农业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
基本原则（3R原则），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
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力就业为目标的先进农业发展模式，是效益农业导人循环经济与生态学理念
引发的发展形态变革，也是生态农业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目标和产业竞争的指向实现的转型升级；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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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现代农业的一般特征，又充分体现和满足了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经济较发达地区现代农业
发展的必然要求及其特殊性，使现代农业真正建立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社会可接受、环境更
友好的基础之上，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指导性，是新时期
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与发展创新，也是沿海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农业二次现代化的成功探索与
典型实践。
　　下篇，高效生态农业的实践研究（第5—8章）。
　　主要是以当面访谈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背景、现状、趋势，尤其是
对影响农户是否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的种种因素及其决策机制等进行较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317份有
效问卷），同时以高效生态养殖业为例，进一步调查、评估当前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成效及其面临问
题与挑战（共获得167份有效问卷），并就高效生态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发展策略与政府扶持体
系，以及可能的组织与制度（政策）安排等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设计，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
重点。
　　本篇首先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是否参与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种种因素及其决策机制
等进行实证研究（第5章）。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主要受其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水平以
及他们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否获得过金融贷款等因素的影响，但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和显著
性不尽相同，尤其是耕地面积在10％显著水平下具有负向影响（另3个变量皆为正向影响）值得注意；
户主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以及农户质量安全与生态意识变量的影响不显著，没有进入到最终估计
模型中。
　　其次是以高效生态养殖为例（第6章），对生态养殖小区主要技术依托也进行当面访谈与问卷调
查，对其创建的成效及其环境管理问题等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对高效生态养殖户与其他高效
生态农业户间可能存在的区别也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就浙江省平湖市“以生态畜牧业为依托，以畜
禽粪便及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与高效生态种植业规模化、标准化、清洁化生产有机结合的
，种、养、加相结合”县域高效生态农业建设模式，进行了进一步实地调研与归纳总结，得出若干有
意义的启示。
　　再次是简要分析、总结高效生态农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理、目的与方法，综合运用专家
咨询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以及因子分析法，初步建立了高效生态农业的候选指标库（
一般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区域与微观（农户或农场）层次的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对以上指标体系
的实践应用与发展完善进行探讨。
既丰富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与方法，也有利于各行为主体根据当地实际及评价目的灵活应用。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初步构建了一个既适合浙江省经济社会与农业发展实际，又符合WTO规则
要求的、相对完整的区域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政府扶持政策体系（第8章），并从微观、中观和
宏观三个层面，对保障高效生态农业又好又快发展所需要的主要组织与制度（政策）创新问题进行初
步研究、设计，以期从技术上、制度上和观念上为现代农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氛围与运行机制，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优化升级。
　　总之，本研究较系统地归纳、总结出了世界农业“从一次现代化到二次现代化”的发展演变规律
及其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深入分析并阐明了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论基础与运行机理，得出了将高效生
态农业作为一项现代产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及其广阔应用前景，以及相应的区域发展策略、政府扶持体
系与组织制度（政策）安排，认为高效生态农业是沿海发达地区二次农业现代化的成功探索与典型实
践。
既丰富了现代农业和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也有利于政府部门对高效生态农业（二
次农业现代化）的扶持、引导与服务，最终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区域特点的、人与自
然持久和谐的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研究成果可供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对当前沿海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建设均有一定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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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8 高效生态农业政府扶持体系与组织制度创新　8.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8.2 政府扶持农业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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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政策依据　　8.2.1 主要理论依据　　8.2.2 WTO《农业协议》相关规定　　8.2.3 农业支持与保
护的客观必然性　8.3 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策略与政府扶持体系构建 　　8.3.1 政府扶持目标与发展策略
选择　　8.3.2 政府需要加强的重点扶持领域　　8.3.3 政府扶持政策与实施体系构建　8.4 推进高效生
态农业发展需要的组织制度创新　　8.4.1 培育核心农户，建立健全生产经营者进入退出机制　　8.4.2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解决农业劳动者的结构性矛盾　　8.4.3 加强农业专业合作，提高组织化程度与市
场竞争力　　8.4.4 深化农地制度改革，为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制度保障　8.5 对现代农业发展循环经济
的补充思考9 结论与展望　9.1 主要结论　9.2 政策启示　9.3 发展前景　9.4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附录
　附录1 浙江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情况调查问卷　附录2 浙江省生态养殖小区(养猪场)建设与环境管理问
题调查问卷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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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已有的文明，生态环境恶化如不及时遏制，人类
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
　　——[美国]1％achel．Ka，rson（蕾切尔·卡逊）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
增长，而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
　　——【美国】Schull；z（舒尔茨）　　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经
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种是传统经济，第二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第三种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其中，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3R）”原
则，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冯之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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