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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的SWOT分析及战略选择

◎张 颖

摘要：低碳农业是“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高碳汇”的现代农业，发展低碳农业不仅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也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应对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对我国低碳农业发展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从模式构建、主

体建设、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了积极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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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低碳农业的缘起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快速工业化进程导致能源

的过度消耗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并最终导致全球气候变

化加速，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IPCC(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农业是温室气体的主

要排放源，占全球人为排放量的13．5％。联合国粮农组织指

出，低碳农业可以抵消80％的农业温室气体。⋯因此，发展低

碳农业不仅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整

个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

二、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的SWoT分析

1．优势(Strength)分析

(1)现有农业发展模式为低碳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现代生态农业模式在我国农村已广泛采用。2002年，

农业部就推广了十大类型生态农业模式。近年来，又形成了

一些新的以“三低”为特点的生态农业模式，如绿色、有机

农业，立体种养节地、节水型农业、节能农业等。这些农业

模式的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有效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修

复和农村的内涵发展，为我国低碳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2)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农村建设成经济

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新农村。低碳农业

是一种绿色高效农业，其发展离不开现有的农业生产环境的

支撑，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的推动，离不开农业法制建设的

保障。更离不开高素质的农村居民，新农村建设则从“生

产、生活、乡风、村容、管理”等方面为我国低碳农业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3)农业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平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

引进了大批先进适用、效益显著的农业生产技术、机械设备

和十几万份动植物种质资源。目前，我国已与140多个国家

以及主要的国际农业机构和金融组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农业

合作关系，与5。多个国家成立了农业合作委员会或工作组，

双边农业合作进入机制化、常规化轨道。”农业对外开放力度

加大为我国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2．劣势(Weakness)分析

(1)农业资源利用率低，碳排量居高不下。我国农业用

水利用率低，全国灌溉水利用系数仅为0．46，灌溉后农田水

的利用效率也很低。每吨水生产的粮食约I公斤，仅为发达

国家的一半。|3化肥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远低于欧美

国家60％一70％的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调查显

示，中国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l／3能被作物吸收

利用，大部分进入了地面水、土壤及农产品中。农业资源利

用率低，碳排量居高不下，给低碳农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2)农业污染目趋严重，农村环境压力增大。我国是一

个农业大国，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等广泛而大量使

用，使我国农业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农业污染量已占到全国

总污染量的1／3—1／2，不仅成为水体、土壤、大气污染的重要

来源，而且对农产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日趋严

重的农业污染使农村环境压力增大，低碳农业的发展面临严

峻挑战。

(3)农业科技创新合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近年

来财政对农业科研的公共投资强度一直处在占农业GDP的

0．25％左右，农业科研投入不足极大阻碍了农业科技创新的

速度。我国每万农村人口中仅有4名农业科技人员，农业科

技人员数量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

据农业部科技司统计表明，我国每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

足40％(发达国家70916—80％)，巨大的农业潜在生产力难以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文化素质较低

的妇女和老人，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差。农业科技创新合力

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给低碳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带来

很大困扰。

3．机会(Opportunity)分析

(1)世界经济低碳化转型为我国低碳农业的发展创造了

机遇。首先，世界经济低碳化转型使国际碳交易市场蓬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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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我国④M(清洁发展机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④M项目占全球该项目的比例逐年
上升，分别为54％、73％和84％，大大超过其他发展中国

家。其次，世界经济低碳化转型使我国有机会以低成本获得

国际技术转让与合作。所有这些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

动力，也为我国低碳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2)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了

政策导向。2007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lS次领导人会议上，一共说了4回碳：“发展低碳

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
进碳吸收技术发展”。同月，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在

2007中国科协年会上呼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在2009年召开

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温家宝总理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国

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为低碳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导

向，必将推进低碳农业的快速发展。

4．威胁(Threat)分析

(1)农村环境管理制度不完善严重阻碍低碳农业的发

展。目前，我国农村环境管理的相关法规使用性和可操作性

不强，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大多数

乡镇缺乏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县级环保部门和农业环境监

测部门较少在其所辖村镇设立派出机构。环境统计和检测体

系不健全，环境监察和监测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农村环

境管理制度不完善将严重阻碍我国低碳农业的发展。Ⅷ

(2)碳交易制度严重缺乏使我国面临全球碳交易的挑

战。低碳农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成熟的碳交易制度。我国目前

基于项目交易的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的碳交易市场，不仅缺乏

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更没有碳掉

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

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使中国面临着全

球碳金融及其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吲碳交易制度缺

乏，必将制约我国低碳农业的发展。

三、我国低碳农业发展战略

通过SWOT分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国际低碳经济发

展趋势，可以选择以下战略积极发展低碳农业。

1．打造“三位一体”低碳农业发展模式

低碳农业的实质就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减少资源的投入

量和废弃物的排放量，实现农业资源持续利用、农业清洁生

产，使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得以统一，从而降低农业生产中

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应构建以节约型农业、技术集约型

农业和循环利用型农业“三位一体”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

一是以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推广应用节地、节

水、节肥、节能技术，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发展低碳农业核心是技术，加强低碳

农业技术研发和转化，发展低碳技术集约型农业。三是提高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率，构建循环利用型农业。

2．加快低碳农业技术的研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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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低碳农业技术的有力支撑。低碳

农业技术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陧，在低碳技术商业化尚不成
熟的情况下，政府应作为低碳农业技术发展的主体，政府应

加大低碳农业科技的投资，支持以农业减碳技术、农业固碳

技术和农业废弃物利用技术等为核心的低碳技术研发。同

时，应抓住国际低碳技术转移的契机，高效引进低碳技术，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快速发展我国的低碳农业。建立一个以市

场为导向，以效益为核心，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技推广组织体

系，充分利用农业高等院校的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不断稳

定推广人员队伍，提高推广人员素质，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农

业低碳技术的推广，提高其成果转化率，促进低碳农业的快

速发展。

3．塑造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农民是低碳农业技术的应用主体，塑造高素质的新型农

民是推动低碳农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

业，全方位提高农民的基础素质，为低碳技术的应用提供可

能。借助丰富化的内容、多样化的方式和多种途径，宣传发

展低碳农业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培养农民的低碳意

识，是农民实践低碳行为的前提，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基本保

障。要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积极整合农业科研教学力量，

对农民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低碳技术培训，并提

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帮助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关键。

4．健全低碳农业发展的相关制度

低碳农业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一是要根据不

同农业资源的属性，加快对农业资源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的

界定，做好农业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与结合，创新农

业资源产权制度。二是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碳排放交易机制

的经验，完善碳源量与碳汇量的计量体系和各种交易的组织

机构，并适时推出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

碳交易的衍生工具，迅速建设我国碳交易市场。三是要逐步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投资

体制，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科研管理体制，以提

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为目标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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