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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s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provided fundamental follow and action guidelines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only wa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s and bottleneck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new era, and proposes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to further deepen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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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乡村绿色发展的瓶颈与对策　
沈馨瑜　

湖南省委党校，中国·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绿色发展是“乡
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论文就当前新时代下，乡村绿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瓶颈进行研究，并提出在进一步深化绿色发
展的可行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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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 明确提出“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强调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

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为此，各级政府应当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绿色生态发展

引领乡村振兴 , 促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实现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目标。

2 乡村绿色发展存在问题

2.1 资源约束日趋紧张

2.1.1 水资源短缺浪费并存

中国农业生产一方面受到水资源短缺的制约，另一方面

农业用水不合理及浪费情况大量存在。现有农田水利设施和

设备老化，已建成的灌溉耕地上的农田水利设施，普遍存在

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灌不进、

排不出等问题。

2.1.2 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

近几年，耕地总体数量不断减少，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耕地面积持续

下降、资源严重不足。长期以来一直采用资源掠夺式的耕作

模式，导致耕地土壤用养失衡、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有机质

平均含量不足 1%，远低于发达国家 3% 的水平。农业生产生

活中产生的污水灌溉、农药残留、废弃农膜对耕地质量影响

严重，目前全国大约有 1/6 的耕地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1.3 劳动力供给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劳动力要素

大量流失成为乡村走向衰败的明显特征。老人、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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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目前留守农村的主体人群，而严重的主体老龄化已难以

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除了个别因城镇扩大

“城中村改造”工程造成自然村数减少，许多离城镇较远的

自然村都是由于人口大量外流而消失。

2.2 政府职能缺失

2.2.1 政府对于乡村环保问题重视度不够

当前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生态系统功能衰退。

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无序扩张，造成工业“三废”和

城市生活污染大面积扩散，镉、汞、砷等重金属不断向水土

渗透，工业“三废”日益向农村蔓延。此外，重金属污染还

导致农产品有毒成分超标，威胁人体健康。政府对乡村环保

问题重视度不够，权责不明确，在处理问题时惯用重问责、

轻激励。基层乡村政府机关疲于应付上级检查，做面子工程，

而没有深入地去解决环保问题。

2.2.2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随着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内源性农业面源

污染问题状况堪忧。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农业面源污

染造成农业资源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也给农产品质量安全

带来严重隐患。且乡村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生活用水未经处

理直接流入河湖的问题严重。

2.2.3 乡村环境管理体制落后

现有的农村地区资源环境管理体制机制严重滞后于农业

经济发展，难以对生态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等外部性问题进

行有效制约，而用于弥补政府失灵的市场机制也尚未建立，

不能形成对环境友好型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有效激励。

3 乡村绿色发展对策

3.1 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要想突破目前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只有大幅度地提

高生产的绿色化程度。推动绿色的生产方式，就是在农业农

村生态系统运作过程中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污染控制、

废弃物循环、产品优质、生态协调的一系列相互配套、兼容

的产业技术体系。

3.1.1 加大对乡村绿色产业的投入

发展乡村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与生态服务业等绿色产业 ,

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转变乡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也是乡村以生态效益为引领、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

要依托。这既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也涉及政策制定、产

业结构调整、资金投入、利益分配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依靠

政府的力量，不运用公权力的推动，是无法有效、顺利推进的。

加大对乡村绿色产业的投入，发展绿色环保和有机食品产业，

培育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壮大经济实力，并引导金融企

业参与乡村绿色产业的发展，实现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

绿色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3.1.2 对传统乡村工业进行绿色化改造

发展乡村生态工业，应当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改造传统产

业。目前，在乡村的传统工业中,仍存在着一些高能耗、高排放、

高污染的企业，这不利于产业的生态化和绿色化。对此，各

地方政府应限制传统工业的发展数量和规模，实行严格的审

批制度，按照产业环境准入制度，严把耗能行业准入关。此外，

还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加工业升级、鼓励企业兼并

重组等措施，提高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等新兴产业的比重。

充分贯彻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淘汰乡村落后

产能，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为乡村生态工

业发展提供充足支持 [2]。

3.1.3 发展特色生态旅游服务

乡村旅游服务业既是农民在生态产业中从业人员数量比

较多的一门重要产业，也是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

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创建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有步骤地将农村

园舍、农业庄园等改造成为乡村旅游景点与养老院所 ; 创建

特色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开发观光农业、游憩休闲、健康养生、

生态教育等服务，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

同时创建特色生态旅游文化活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

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发挥其在凝聚人、教

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3.2 推进新型农民职业化、专业化

以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振兴，要实现人的生态化。

“农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培养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受教育水平不高、文化程度较低的

农民是不足以成为生态生产力的助推者的，只有培养出具有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能力的主人，只有把农民转变为“生态人”, 

乡村生态振兴才能得以解决。

3.2.1 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农业生态文明素质

要以农业生态项目为抓手，对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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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负责人进行专项培训。国家对全国各地进行了生态功能区

域规划，一方面对于设定为农业生态省市县区的单位 项目负

责人以及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示范区的负责人，

要重点加强农业生态文明方面的系统培训，另一方面，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契机，以农林院校为依托，加强对乡镇干部及

村委干部的常态化培训。美丽乡村建设既让农民享受现代化

的物质文明成果，让农民致富，也让农民依托“绿水青山”

换取金山银山，让农民生活在优美的环境里。农林院校承担

着培养人才、社会服务的功能，以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

业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培训内容，加强对乡镇干部及村委干

部的常态化培训，使他们成为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领路人。

3.2.2 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农业生态文明素质

首先，培育职业化新型农民。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将农

业作为一种职业纳入现代化管理体系之中，实施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程，以乡镇社区为单位，开展多层次的农业生态技

术和生态文明教育活动，让农民懂得科学种田、科学养殖，

具有从事生态生产和经营相关工作的能力素质。其次，搞好

农村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育模式 , 积极开展高

素质高层次农业科技人员培训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全科

化培训，进一步壮大农业科技人才、基层农业技术人才和农

村实用人才队伍，为美丽乡村建设培育专业化人才。最后 ,

创办农业生态文明专刊、文艺节目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

广泛宣传报道农业生态文明，让群众认识到自己在农业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责任、使命和担当。

3.3 构建绿色政策体系

巩固和完善农业生态政治法律制度、完善农业生态经济

制度、建立和完善农业生态保护制度。首先，完善农村社会

发展评价体系。改变以往社会经济评价中单纯对 GDP 的崇拜，

真正把环境损害、资源消耗及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农村经济

发展考核体系中。其次，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切实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

度及农业资源环境管控制度，完善体现农业资源环境生态价

值和代际补偿的有偿使用制度和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农

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准

入管理和底线约束，强化制度约束作用。最后，以耕地、草

地、渔业水域、外来物种、产地环境和农业面源污染为重点，

开展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农业资源和环境监测预警，

建立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定期发布监测预警报告，全面、及

时的反映中国农业资源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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