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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背景

（一）生态文明建设

1.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

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

会形态。

         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

步状态。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

2012年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八、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1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从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树

立和落实的正确理念到要坚持的“六个方面”,全面部署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工作,细化搭建制度框架

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任务书、路线图,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和

行动指南。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即生产要素分配投入组合使用的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要素变化包括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等，实现经济增长

的方法和模式。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既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还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乡结

构、区域结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三个转变”：

      ①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②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③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 我国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首次明确提出要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

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

的基础上。

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这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中国发展的理念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需求结构上的转

变； 产业结构上的改变；要素投入上的转变

经济发展“三个转变”： ①数量到质量； ②从粗放到集约；  ③从不可持续到绿色发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4%B8%AA%E8%BD%AC%E5%8F%98/8239495#2_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4%B8%AA%E8%BD%AC%E5%8F%98/8239495#2_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4%B8%AA%E8%BD%AC%E5%8F%98/8239495#2_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4%B8%AA%E8%BD%AC%E5%8F%98/8239495#2_3


（三年）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

1.从空间、国情认识。

2.从历史、现实认识。

3.从环境、条件认识。



二、绿色农业

（一）概念

指将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协调起来，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同时保护环境、保证农产品

的绿色无污染的农业发展类型。绿色农业涉及生态物质循环、农业生物学技术、营养物综合管理技

术、轮耕技术等多个方面综合性新农业。

1.基于良好生态环境

2.发挥传统农业优势。

3.产业综合和融合。

4.实现生态价值。

 5.受到完善的制度保护。

（二）内涵
开放兼容性

持续安全性

全面高效性

规范标准化

（三）特征



（四）相关概念

1.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包括三

方面的内容：一，经济可持续发展；二，生态可持续发展；三，社会可持续发展。

2.绿色发展

       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 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

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

涵。

        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既是对可持续发展的继承，也是可持续发展

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客观现实的重大理论贡献，符

合历史潮流的演进规律。



3.绿色革命

是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活动。这个活动以印度为代表，以

技术推广为手段，主要内容是培育和推广高产粮食品种，增加化肥施用量，加强灌溉和管理，

使用农药和农业机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粮食总产量。为了同18世纪的“产业革命”

相区别，称之为“绿色革命”。

绿色发展与绿色革命的逻辑关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二、我国发展绿色农业主要政策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4            

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推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

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大力

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加快建设美丽中国，

使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2015.7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面临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

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新挑战，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3.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2016.2

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障食品和木材安全、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

择。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根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关于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

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要求，现就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

出以下意见。



4.《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10

第五章 绿色兴农着力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绿色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农业发展绿色化，

补齐生态建设和质量安全短板，实现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2017.9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农业现代

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守住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担当，对保障国家食物安

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农业绿色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但总体上看，农业主要依靠

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绿色优质农产

品和生态产品供给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农业支撑保障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为创

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7.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 2019.4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和2019年中央一号

文件精神，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工作会议部署，持续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工作，我部制定了《2019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

6.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 》的通知2018.7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有关部署，着力构建支撑农
业绿色发展的技术体系，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绿色发展，特制订本导则。

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对农业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围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破解当前农业资源趋紧、环境问题突出、生态系统退化等
重大瓶颈问题，实现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协调统一、永续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迫切需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科技创新
方向，优化科技资源布局，改革科技组织方式，构建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体系。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21年9月22日）

三、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三）强化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引领。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中长期规划，强化国家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地方各级规划的支
撑保障。加强各级各类规划间衔接协调，确保各地区各领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目标、
发展方向、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等协调一致。

（四）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持续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
局，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
大战略实施中，强化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和任务要求。

（五）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加快发展
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和消费，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
建。凝聚全社会共识，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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