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29（6）：28⁃38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ttp：∥zgnydxxb. ijournals. cn

展望 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乡村发展前景
——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实践与理论认识

胡跃高  王小芬  高游慧
（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院，北京  100193）

摘 要  为探索 21 世纪的中国乡村与世界乡村发展情况，本研究以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的实践成果

为依据，利用地理科学与系统科学方法分析中外乡村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对策，综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

务部署，预测中国乡村与世界乡村发展情况。结果表明：中外乡村面临的主要问题为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

题、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和国际农业安全问题；解决乡村五大安全问题的对策方案为建设全域有

机农业；预测 2030 年时我国需要完成食品安全任务，2035 年完成粮食安全任务，2040 年完成乡村社会安全任务，

2045 年完成生态环境安全任务，2050 年完成国际农业安全任务。本研究还进一步预测了世界乡村安全在 2100 年

前实现的阶段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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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ook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in Lingqiu

HU Yuegao， WANG Xiaofen， GAO Youhui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How will rural China and the world develop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in Lingqiu County， Dat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 and 

in the sens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and system science，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rural area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deployment of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goals and task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is 

predict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five related issues obtained are food safety， food security， rural 

social security，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security faced in rural 

both i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n the systematic countermeasure plan is to build a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system in the world for that.  It is predicted that China will need to complete food safety tasks by 

2030， food security tasks by 2035， rural social security tasks by 2040，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curity 

tasks by 2045， and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security tasks by 2050.  This study further predicts the stage 

construction goals for global rural security to be achieved before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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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春，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接受了国家级

贫困县——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的一项任务，进行

县域农业建设战略规划与实施工作。课题组由多

单位、多学科和多领域的 71 位专家与实践者组成。

在地理科学与系统科学意义上，进行县域乡村的中

长期发展规划，除要对县域乡村关联情况详实调研

外，要求对国家乡村的发展战略有洞察力；在城乡

一体化的今天，还必须对城市发展也要有所把握；

由于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与世界高

度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还必须向全球方向认识搜

寻；再由于今天的世界是与昨天的世界或前天的世

界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要对整个人类文明史有

所认识。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的乡村规划就是依

此展开的。规划工作结束后，随即进入到了长达 10
年的建设期。2017 年十九大会议上明确制定了乡

村振兴的战略决策，明确了建设方向，规定 2050 年

实现建设目标。如何化整为零，将乡村振兴整体建

设任务划分成为明确的具体建设内容，在此基础上

分块、分阶段各个击破，完成建设，是一项重要的理

论工作。本研究采用地理科学与系统科学方法，以灵

丘县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实践与理论认识为基础，就未

来我国乡村发展的阶段任务提出预测，同时对 2100
年前世界乡村发展的阶段性任务提出展望。

1　全域有机农业的理论认识

1. 1　中国乡村系统存在五项安全问题

1）食品安全问题。这里指的是每个人、每顿饭

吃什么最安全的问题。一方面是食品本身在生产、

加工和运输等环节存在农药、除草剂、重金属、防腐

剂、保鲜剂等化学品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是食品安

全对人类的健康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世界代谢病

（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病等）大爆发问题与食品、生

活方式息息相关［1］。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不容忽视。

2）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具有复杂性

和长期性的特点。当前我国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

进口量持续攀升，已经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粮食

国际市场高度依赖时期。这一状况延续至今已超

过 20 年，风险状况尚未得到有效缓解［2］。

3）乡村社会安全问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

现代农业的发展，乡村社会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凸

显。大量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失

去了对土地的依赖。1978 年以来，约 3 亿乡村青壮

劳动力进城。他们的后代已长大成人，开始有了第

三代。进城的劳动力中回村里的越来越少，导致农

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许多村庄出现了空心化、

空壳化的现象［3］。

4）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我国乡村普遍地存在

的水资源总量不足与污染问题、土地荒漠化问题、

水土流失严重问题、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资源浪

费问题、空气污染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4］。

5）国际农业安全问题。推而广之，世界许多发

展中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乡村社

会安全问题和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所有发达国家

除粮食安全问题稍好外，也普遍地存在食品安全问

题、乡村社会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安全问题［5］。

如果我们将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乡

村社会安全问题、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和国际农业安

全问题称之为乡村安全问题，上述研究得出的结论

为，全球农业处于危机爆发期。中国乡村安全问题

是世界乡村安全问题的一局，处在危机将爆发而未

爆发阶段。

1. 2　世界乡村安全问题爆发的原因

1）世界乡村安全问题爆发的性质是严重的。

乡村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如同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今日乡村陷入自农业起源

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危机之中，不能自拔，都意味着

人类文明重大危机的到来。

2）世界已处于罕见的文明交替与过渡过程中。

世界乡村安全问题爆发作为一种历史结果，是客观

的现象。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大约从 17 世纪初

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化进

程。400 年间人类以工业文明方式横扫全球，几乎

将所有社会力量和一切资源全部践踏在了自己脚

下。工业文明的基本行为是殖民化、工业化、垄断

化、城市化和科技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农业工业

化、资本化与集中化，导致乡村社会解体，乡村衰

落，直至消亡。今日世界乡村危机的全面爆发，既

是工业文明兴起的必然结果，也是工业文明退出历

史舞台，生态文明登场，取而代之的根本原因。

殖民化的结果是财富集中、权力集中，工业化

的结果是精英核心化、资本中心化，垄断化的结果

是精英核心化、资本中心化，城市化的结果是精英

核心化、资本中心化，科技化的结果也是精英核心

化、资本中心化。由此可以得出一条基本结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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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明行为的本质是精英核心化、资本中心化。简

捷扫视历史发展可见：工业文明以精英核心化、资

本中心化为诱饵，以激发与联接潜藏在跨时代、跨

种族社会中的贪婪与恐惧为基础力量，通过现实中

参与者相互习染、推搡，滚雪球般地形成了今日工

业文明的浪潮与结果。

全局性农业危机的到来，预示着人类文明危机

的到来。工业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不可持续发展，包

括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社会不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不

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反，新兴的生态文明的本质特

征必将是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

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21 世纪的今天，生

态文明正在成为文明发展的主旋律。人类社会将

在此过程中实现技术、模式、思想、理论和道路的全

面创新发展。这将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人类

将借此完成智慧大飞跃，然后去迎接宇宙文明时代

的到来。

1. 3　有机农业可望一箭五雕，一举解决乡村安全

问题

现已明确了国家意义上的乡村存在五大安全

问题，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五大安全任务，

实现五大安全目标，即实现食品安全、粮食安全、乡

村社会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与国际农业安全［6］。从

系统科学角度认识，未来发展只要分别建立食品安

全工程、粮食安全工程、乡村社会安全工程、生态环

境安全工程与国际农业安全工程五项工程，统称为

乡村安全工程，就可以解决乡村安全问题，实现乡

村振兴（表 1）。

在乡村安全工程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战略建设

基本原则是：要避免孤军深入，摁倒葫芦起了瓢，陷

入疲劳战困境。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必须积极寻求

系统的解决问题之道。具体的方法是将各类农业

模式体系一项一项地拿出来，看它们分别能在多大

程度上解决五项农业安全问题，从中筛选出主导发

展模式体系。具体分析如下：

1）传统农业。这里指的传统农业模式体系是

在低水平生产条件下形成的模式。其食品安全问

题基本不存在，始终存在生态环境安全问题，而粮

食安全问题与乡村社会安全问题则一直没有解决

好，全球性农业安全问题还没未形成。因此，今日

世界企图回到传统农业状态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2）常规现代农业。常规现代农业是指在工业

化农业阶段推进至今发展的农业形态与模式。曾

经有一个共识就是，常规现代农业在解决粮食安全

问题上有贡献，经常谈论的是能够养活 80 亿人。然

而不争的事实是，常规现代农业已成强弓之末，再

也不能养活人类，世界出现了数以亿计的饥饿人

口。不仅如此，常规现代农业还导致了严重的食品

安全问题、乡村社会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安全问

题，因而成为了造成国际农业安全问题的根源。

3）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mic agriculture，BD）。

生物动力农业又称生物动力平衡农业、自然活力农

耕、活力有机、生命动力农业和生命能量农业等［7］。

是在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 1924 年提出观点

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实践，强调生物动力学农业是

种植业与饲养业结合的自给自足农业［7］。该类型先

是在欧洲发展，然后传播到其他国家，我国有引进。

总的来说，生物动力农业前期重视生态环境安全，

发展中对食品安全问题给予关注。但是对粮食安

全问题、乡村社会安全问题与全球农业发展问题较

表 1　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建设任务与工程之间的关系

Tabl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blems faced by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tasks and projects

项目

Project

1

2

3

4

5

乡村板块面临问题

The problems of rural

食品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问题

乡村社会安全问题

生态环境安全问题

国际农业安全问题

乡村振兴的具体任务

The tas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食品安全

粮食安全

乡村社会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

国际农业安全

乡村振兴工程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

食品安全工程

粮食安全工程

乡村社会安全工程

生态环境安全工程

国际农业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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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涉及。从整体系统发展看，不能够单独担当起乡

村振兴的重任。

4）自然农法、永续农业、多年生农业和酵素农

耕。此外，有日本农业实践者福冈正信二次大战后

首倡的自然农业，强调人类从事农业不应以征服手

段改造自然，而要遵循自然格局和自然过程［8］。采

取免耕方法，以有机肥（如绿肥、秸秆还田、粪肥）替

代化肥；不中耕，以生物措施（铺秸秆、种三叶草、紫

花苜蓿、菊苣）替代化学和机械除草；靠培育壮苗、

稻鸭共生和自然调节替代化学农药，以控制有害生

物。这一方法在东亚地区有一定传播，我国有引

进。澳大利学者比尔·莫利森（Bill Mollison）在长期

观察、实践和实现再生产永续发展农庄社区理念经

验的基础上，总结提出的永续农业类型，关注科学

设计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环境，是关于人类居住

土地的哲学思考［9］；美国学者魏斯·杰克逊（Wes 
Jackson）［10］20 世纪 70 年代在堪萨斯州创立土地研

究所开始，进行实践探索，根据天然草地可持续发

展的原理，认为土地退化是由于人类选择一年生作

物所致，克服方法是要找到多年生栽培作物，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在多年生粮饲兼用型冰草、多年生

小麦、多年生高粱、多年生向日葵和多年生水稻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1960 年前后，泰国华裔泰籍人士

乐素坤获得应用酵素产品，开始植物试验，获得良

好效果，后在泰国推广酵素利用技术，支持创建泰

国有机农业协会，并向国际推广，2003 年荣获联合

国粮食农业组织颁发的“食物安全特别项目”杰出

成就奖［11］，2013 年马来西亚华裔人士温秀枝将这一

技术以环保酵素名义带到中国推广［11］，随着发展向

农业领域展开，逐步形成了酵素农耕的生产体系，

目前仍在发展中，等等。上述新型农业类型在技术

路线上强调技术独特性，在功能上重视生态功能，

对粮食安全问题和乡村社会安全问题考虑不足，因

而目前不具备独立担当乡村建设任务。

5）有机农业。比较而言，只有有机农业可望担

当重任。这是因为：第一，有机农业产品最终可以

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第二，大量实践案例

证明，用有机农业技术替代氮肥、农药和除草剂等

常规现代农业技术，可以保障谷物、豆类、蔬菜、水

果亩产量与动物生产率水平持平，甚至还可以高

产。因此推断：有机农业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第三，近期有机农业产值年增长率均在 10% 以上，

消费者愿意以更高价格支付有机产品，有的高 5 倍、

10 倍。这在总体上可增加乡村板块经济权重，从而

有利于稳定乡村社会经济基础，吸引部分城市人回

流乡村，有利于最终解决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第

四，有机农业使用资源节约型技术、环境友好型、系

统循环、健康和可持续型技术，不断完善的技术体

系有望解决区域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第五，假如一

地、一国能够解决上述乡村安全问题，将为其他地

区与国家解决乡村安全问题带来希望，为解决全球

乡村安全问题铺平道路。因此从理论上讲：有机农

业可以一箭五雕，解决国家乡村安全问题（表 2）。
1. 4　现行有机农业存在若干缺陷

2018 年世界有机农业联盟报告显示，在有机农

业百年发展后的 2016 年，全球有机农业发展农用地

面积为 5 800 万 hm2，生产者为 270 万户，全年产值

900 亿美元。其比重约为世界农用地总面积的 3%、

农户数的 1%、农业产值的万分之三［12］。这一结构

性特征表明现行有机农业存在战略不可靠性。究

其原因，以下五方面因素值得重视。

1）不足之一：重二轻三，存在偏面认识。指现

行有机农业建设者只重视农产品品质、生态环境保

护，而忽视粮食安全问题、乡村社会安全问题和国

际农业安全问题。由于认识偏面，行动不完全正

确，影响了有机农业功能的正常发挥。

2）不足之二：贵族化发展，大众敬而远之。世

界有机农业的发起人基本为高级知识分子、公众人

物和开明企业家。久而久之，形成了有机农业的基

本社会观念、社会舆论定位，认为有机农业是精贵

农业、高档农业与贵族农业，自然而然地将有机农

业地位偏置到与大众建设无关紧要的地位。

3）不足之三：在发达国家先天发育不足。常规

现代农业与有机农业等新型农业类型均在发达国

家中发育生长。常规现代农业先发，有机农业与其

它新型生态农业后发，导致有机农业等类型先天不

足，畸形发展。因此在发达国家中呈现出：常规现

代农业与有机农业“鱼与熊掌兼得”现象，混淆了有

机农业属于生态文明时代的真实面貌。

4）不足之四：在发展中国家后来后到。在发展

中国家方面，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觉醒，国家独

立，人口增长迅速，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发展中国

家在向欧美学习中，更青睐看起来解决粮食安全问

题思路清晰、机械操作简单的常规现代农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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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展中国家常规现代农业先入为主，有机农业姗

姗来迟的局面。

5）不足之五：科技之争中处后处下。在工业文

明背景下的科学技术生态系统中，常规现代农业是

“显学”，有机农业是“隐学”。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的

农业科教领域长期存在思想混乱、争论不休的情

况。在此过程中常规现代农业蔓延，有机农业非正

常发展。

上述基本社会意识与行为造成有机农业发展

中长期存在“孤舟现象”与“孤岛现象”，建设者孤军

奋战，成长过程困难重重。这就是造成今日世界有

机农业与其他关联的新型农业处于不良发展状态

的基本原因。一方面，有机农业在理论上具有巨大

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有机农业又无力担

当重任。由此造成的巨大反差，激发人们尝试理论

创新，寻找出路，寻求突破。

1. 5　全域有机农业是解决乡村安全问题的现实

道路

20世纪 80年代，钱学森在研究社会经济未来发展

问题时曾做出过科学预断：21世纪是地理系统建设的

时代。钱学森指出：地理系统相当于地球表层系统［13］。

地球表层的概念是勃罗乌诺夫（1910）与格力高里耶夫

（1932）研究提出的，它指上界以对流层高度为限（极地

上空约 8 km，赤道上空约 17 km，平均为 10 km）、下界

包括岩石圈的上部（陆地上约深 5~6 km，海洋下平均

深 4 km）之间的部分［13］。地理系统事实上是今日地球

生命共同体概念的科学表述。地理系统厚度约为地球

半径的 425分之一。如果我们形象地将地球比作一颗

鸡蛋，那地理系统就相当于是蛋壳。

现在我们在地理系统意义上定义有机农业，形成

全域有机农业的概念：农业地理单元内，每个人、每块

土地、每项生产生活活动完全实行有机化的农业。

在地理系统意义上，全面的有机生产，要求其生

态环境（社区）载体的全面有机化；而全面的社区有机

化，必然要求全面的社会有机化。因此全域有机农业

是有机生产（Organic production）、有机社区（Organic 
living region）与有机社会（Organic society）三位一体，

同步建设的农业［14］。

从内容结构上考察，全域有机农业与现行有机农

业存在质的区别。现行有机农业充其量只关心有机生

产一项内容，而全域有机农业则包含有机生产、有机社

区和有机社会三项内容。也可以将全域有机农业称作

是由有机社会驾大辕、有机生产拉左套、有机社区拉右

套的“三驾马车”的农业体系。这也解释了现行有机农

业与若干新型农业类型“小马拉大车”的困难。唯有全

域有机农业才可能担当重任，突出重围（表 3）。

表 2　有机农业是解决乡村五大安全问题的基本选择

Table 2　Organic agriculture is the basic choice to solve the five major security issues in rural areas

项目

Project

传统农业

常规现代农业

生物动力农业

自然农法

永续农业

有机农业

多年生农业

食品安全问题

Food safety issues

√√√

—

√√√

√√√

√√√

√√√

√√√

粮食安全问题

Food security 
issues

√√

√√√

√

√

√

√√√

√

乡村社会安全问题

Rural social security 
issues

√

—

√

√

√

√√√

√

生态环境安全问题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sues

√√

—

√√√

√√√

√√√

√√√

√√√

国际农业安全问题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security 

issues

√√

—

√

√

√

√√√

√

注：“√”表示项目能够基本解决该问题；“√√”表示项目能够较好解决该问题；“√√√”表示项目能够完全解决该问题；“—”表示项目不能

解决该问题。

Note：“√” indicates that the project can basically solve the problem； “√ √” indicates that the project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 √ √” 
indicates that the project can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 indicates that the project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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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现行社会经济条件下，

城市占据资金、人才、科技、市场和政策优势。因

此，乡村有机化必然首先要求城市有机化。乡村振

兴的道路必然是城市为主导，村庄为主体的发展道

路。这意味着全域有机农业将面对 2 个系统的建设

任务，分别为乡村板块的有机农业生产、有机乡村

社区和有机乡村社会建设任务，与城市板块的有机

化工业生产、有机化城市社区和有机化城市社会的

建设任务。由此将形成乡村与城市交融发展，城乡

和谐，城乡融合的大势。假如一国能够实现乡村有机

化，推动城市有机化，实现一地或一国有机化，就有可

能推动多地、多国实现有机化，推动世界的有机化发

展，展现出全球意义上全域有机化发展前景。综上所

述，可以推断，全域有机农业是能够兼顾乡村安全五

大建设目标任务与产业内涵的现实发展道路。全域

有机农业是通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光明大道。

2　全域有机农业的灵丘实践

2013 年春开始在山西省灵丘县进行全域有机

农业的建设实践，至今已经 10 年。总结有关发展过

程与基本经验，可以用 9 个“一”来表达。

2. 1　一张蓝图

建设小组邀请全国 16 个单位的 71 位学者、专

家、实践者，进行了 115 d 的调查研究，完成《灵丘县

有机农业园区建设实施规划》（2013—2030）［15］，经

过科学论证，然后经由县人大通过决议，坚持用一

张蓝图实施建设。

2. 2　一面旗帜

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灵丘县创建全国第一

个乡村有机社区——车河有机社区。树立了精准

扶贫与乡村振兴的一面旗帜。探索有机合作社与

企业一体，村庄与有机合作社一体的发展道路，摸

索出了企业负责有机社区，合作社负责有机生产，

村委会负责有机社会的三结合联合建设机制。

2. 3　一套技术

建立了一套有机旱作农业的技术体系及技术

规程。发展有机玉米、有机谷子与其它杂粮有机生

产，出现了千万元级产值的企业合作社联合体；有

机蔬菜生产出现了百万元级产值的企业合作社联

合体；有机蛋鸡、有机猪、有机肉羊生产跟进发展，

有机产品加工生产相继启动，稳步发展。

2. 4　一张网络

编织出了县域有机农业“三驾马车”多样化的

有机合作网，形成了你追我赶、欣欣向荣的发展局

面。有机生产方面，形成了灵丘县道自然有机农业

专业合作社、田脊梁种养专业合作社和北京平人灵

丘农场等 30 余家生产单位；有机社区方面，探索建

立了车河有机社区、沿河村有机社区与龙渠沟有机

社区等村级体系；有机社会方面，涌现出上北泉村

等成十个文化创新建设团体。

2. 5　一个论坛

2014 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大同车河国际有

机农业论坛》，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届。每一届都根

据发展情况，确定专题，邀请专家进行研讨，先后有

3 000 余名国际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参会。论

坛已经成为国际国内著名的有机农业论坛，影响力

不断增大。各届论坛主题见表 4。
2. 6　一支队伍

建立一支由中国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太

原理工大学和民间公益团体组成，与灵丘县合作，

服务地方乡村振兴的科技团队，创新出了大量的建

表 3　全域有机农业与现行有机农业存在的区别

Table 3　Differences between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current organic agriculture

项目

Project

有机农业

Organic agriculture

有机社区

Organic living region

有机社会

Organic social

现行有机农业

Conventional organic agriculture

√

—

—

全域有机农业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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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新模式。参加建设与活动的教师有 400 余人次、

本科生有 2 000 人次，有 34 名专项研究生立题研究。

建设工作获教育部、科技部与山西省项目支持，有

关建设进展获得系列全国本科生、研究生与实践教

学成果奖。此外，还建立了辐射多地的心田公益服

务联系网络。

2. 7　一个平台

构建了有机农产品城市展示的窗口平台——

中国农业大学农臻窗口服务平台。平台以灵丘有

机产品为基本依托，以中国农业大学全域有机农业

协作组为核心，以教师社区为基点，稳步辐射到了

周边 4 个社区与全国 3 个校区，创造了一种新型城

乡有机互助互动模式，销售额超过 50 万元。

2. 8　一项工程

在全域有机农业系列建设实践基础上，进入到

动员与组织县域乡村振兴工程的建设方向。围绕有

机产业体系、有机社区体系、有机社会体系与县域有

机农业工程建设机制展开工作，并持续取得进展。

2. 9　一条道路

边实践、边总结，用形成的理论指导实践，再形

成新的理论的方法，初步形成了全域有机农业的理

论，在实践中持续完善发展。

灵丘全域有机农业经过 10 年建设，基本成果

为：建立了车河有机社区、田脊梁种养专业合作社

和北京平人灵丘农场 3 个主导类型。其中车河有机

社区探索了资源型企业进入村庄，与村庄有机合作

社结合，协同发展的机制；田脊梁种养专业合作社探

索了优秀家乡子弟返乡创业，采用企业社会化加有

机合作社，发展全域有机农业的机制；北京平人灵丘

农场探索了外地优秀有机农业企业进入灵丘发展社

会企业加合作农户、加有机合作社，综合发展的机

制［16］。总的发展结果为：社员收入稳步增长，群众信

心不断增强；有机农业在全县更多群众、更多干部心

中扎下了根；建立了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协作网，形成

了县内外、省内外多地互动发展的局面。

3　21世纪中国乡村与世界乡村发展趋势

事实上，进行 2013—2030 年灵丘县乡村规划，

要求具备 5 方面的能力：对灵丘县相关情况进行调

研，对国家乡村的战略发展有洞察力，对国家城乡

整体发展要有所把握，对全球乡村形势要有认识，

对整个人类文明史有所理解。灵丘县按照这样的

认识完成乡村全域有机农业发展规划后，进入了为

期 10 年的建设期。分析认识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

的实践与理论，以此作为依据，可以反照国家与世

界，推断国家乡村未来发展趋势与世界乡村未来发

展趋势，供相关专家与实践者参考。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解决乡村五项安

全问题打开了大门。20 世纪 80 年代，钱学森曾提出

关于乡村发展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指出建设期

在 2020—2050 年之间［13］。2017 年十九大会议上中

国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决策，2022 年二十大会议上

进一步进行行动部署，明确了 2050 年实现乡村振兴

的宏伟目标［17］。在 2023年 7月 1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贯彻落实

二十大部署，制定了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健全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完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体制

机制，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加快推动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突破的建设指导方针［18］。

3. 1　2050年中国乡村发展展望

乡村振兴建设战略目标与乡村板块面临的 5 个

具体问题间存在逻辑关系。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

须解决乡村板块面临的 5 个问题。解决战略问题需

表 4　201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 10届有机农业论坛

Table 4　10 consecutive organic agriculture forums have been 
organized since 2014

序号

Order number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第十届

论坛主题

Forum topic

有机农业社区建设

有机社区与美丽乡村

有机农业助力精准扶贫

有机旱作农业与小康社会建设

有机农业与乡村振兴

有机农业与高质量发展

有机农业与生态扶贫

全域有机农业与县域乡村振兴

有机农业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

有机农业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年份

Year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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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问题对象化整为零，各个击破，而不能囫囵吞

枣。未来解决乡村板块的安全问题，实现乡村振

兴，首先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然后去解决粮食安

全问题，第三步解决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第四步解

决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最终解决国际农业安全问

题［19］。预计我国将在 2030 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2035 年解决粮食安全问题，2040 年解决乡村社会安

全问题，2045年解决生态环境安全问题，2050年基本

解决国际农业安全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打好食

品安全开局之战，为乡村振兴建设打开局面（图 1）。

3. 2　21世纪世界乡村发展展望

中国与世界乡村发展是高度开放交流的过程。

当前信息革命技术进步仍在高速发展中，科学技术

与哲学理论正在深度渗透，全球经济、金融和基础

设施一体化建设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在稳步推

进［20］。期盼中国在 2050 年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上，

稳步推进世界乡村复兴的步伐，走向生态文明时

代。设想大约在 2060 年世界实现食品安全目标，

2070 年实现粮食安全目标，2080 年实现乡村社会安

全目标，2090 年实现生态环境安全目标，2100年全球

农业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图 2）。从而为 22 世纪

人类走向宇宙文明时代做好准备。实现这样宏伟的

目标，要求一定的建设条件。本研究综合地理科学、

系统科学理论与相关建设实践经验教训后认为：

1）世界食品安全工程建设完成的场景是，世界

上一国或多国将在乡村实行有机生产合作、城市实

行有机消费合作基础上，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2）世界粮食安全工程建设完成的场景是，世界

图 1　展望中国乡村振兴 2050年前的建设部署

Fig. 1　Outlook on the construction deploy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before 2050

图 2　展望 2100年前世界乡村建设进展

Fig. 2　Outlook on the progress of world rural construction by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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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或多国将在食品安全问题解决在望、全球粮食

安全问题历史发展趋势明朗化、全球达成共识且坚

定实行粮食安全政策形势下，永久解决存在万年之

久的粮食安全问题。

3）世界乡村社会安全工程建设完成的场景是，

在世界一国或多国食物安全问题（包括食品安全问

题与粮食安全问题）基本解决，人类社会彻底抛弃

工业文明思维，世界达成生态文明建设共识，多国

坚定启动城乡和谐战略形势下，从根本上解决乡村

社会安全问题。

4）世界生态环境安全工程建设完成的场景是，

世界一国或多国将在全民共建乡村板块，扬弃工业

文明，全面展开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形势下，彻底解

决生态环境安全问题。

5）全球农业安全工程建设完成的场景是，世界

将在一国或多国，或不同类型国家联盟中，分别取

得解决四大农业安全问题决定性进展，在理论与实

践能力取得革命性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

命共同体概念深入人心形势下，步入解决全球农业

安全问题状态。

4　结论与展望

4. 1　结论

本研究根据 2050 年国家实现乡村振兴规划目

标，依据地理科学与系统科学思想，结合灵丘县全

域有机农业 10 年建设经验，推断国家应将乡村振兴

任务划分为五部分，分 5个阶段完成，分别为：2030年

基本解决食品安全问题，2035 年解决粮食安全问

题，2040 年解决乡村社会安全问题，2045 年解决生

态环境安全问题，2050 年基本解决国际农业安全问

题。研究根据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与中外乡村建

设开放性特点，推测世界乡村将在 2060 年实现食品

安全目标，2070 年实现粮食安全，2080 年实现乡村

社会安全，2090 年实现生态环境安全，2100 年时实

现全球乡村安全目标。

4. 2　展望

今 日 世 界 社 会 经 济 处 在 持 续 剧 烈 变 化 中 。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2022 年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

发，2023 年 10 月 7 日巴以冲突爆发。在此期间中西

方对立加剧、国际关系复杂化等，这些变化增强了

我们探索乡村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与此同时，全球

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北半球气

温明显升高，水资源危机在加剧，土地荒漠化仍在

蔓延，物种多样性持续减少，人口在持续增长，2022
年饥饿人口达到 17 亿，2023 年世界难民人数增长到

了 1 亿人以上，等等。这些变化同样增强了探索乡

村安全问题的紧迫性。

当代人类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2002）曾
指出：“我们正在面对地球生命系统的崩溃。其规

模和严重性，在地球上只有 6 700 万年前中生代结

束和我们现在的新生代开始时，恐龙和其他无数

物种的灭绝这样的大事件，才可以与之相比。作

为人类整体的我们身处一种具有毁灭性影响的现

代工业 -技术文明之中，这种文明正将地球历史的

新生纪送进历史博物馆。我们时代的伟大工作是

呼唤生态纪的到来。在生态纪中，人类将生活在

一 个 与 广 泛 的 生 命 共 同 体 相 互 促 进 的 关 系 之

中”［21］。小约翰柯布在 2015 年指出：“未来 40 年

里，全球体系将会改变，因为按照自然法则，它必

须改变。……如果在不得不改变之前改变，在仍

有改变选择之时改变，也可能不会避免苦难和危

机，但带着对更加美好世界的现实期盼，全球体系

可以在苦难和危机中建立。……有两条路摆在我

们这一代人面前，生存之路和死亡之路。愿人类

选择的是生存”［22］。严肃的思想认识表明了严重

的关切。在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背

后，世界形势是严峻的，相当数量的问题已暴露、

爆发，正在步步近逼。今日人类命运共同体唯有

同心同德，立即行动起来，才有文明未来。这是决

抉的时刻，也是伟大的时刻。乡村振兴的任务是

艰巨的、紧迫的，因而是伟大的，全域有机农业为

认识与实践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选择。诚邀同仁

共同探索，服务于 21 世纪人类文明建设。

本文根据笔者 2023年 7月 22日参加的《中新科技论

坛》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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