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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有机农业发展趋势与战略对策思考

陈源泉  高旺盛*

（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院，北京  100193）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的日益关注，有机农业蓬勃发展，全球有机

农地面积、有机产品数量及消费等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有机农业近年来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

头，有机农业产地认证面积和产品认证数量不断增加。本研究在对国内外有机农业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重点

对国内外有机农业的产量表现、生态效益、发展潜力和技术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发展有机农业 6 点总

体认识，并从政策体系、创新体系、市场体系、宣传推广体系建设以及业态模式创新 5 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有机农业发

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有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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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s and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CHEN Yuanquan， GAO Wa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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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rganic agriculture has flourished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logical balance， human health and food safety.  The area of global organic farmland， amount 

and consumption of organic production have continued to grow.  In the meantime， China’s organic agriculture 

industry has shown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and area of organic food 

certifications in the past decade.  In this study， we summarize the yield performance， ecological benefits，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statu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t home and abroad.  Six overall 

understanding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re proposed.  Finally，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y syste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market system， propagation and promotion system， and business forms innovation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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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联盟（IFOAM）

2008 年的定义，是一种能维护和延续土壤、生态系

统和人类健康的生产体系，其生产过程强调要遵循

当地的生态节律、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循环，而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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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会带来不利影响的投入物质①。联合国粮农组

织（FAO）1999 年认为，有机农业是注重依靠生物

多样性、生物循环和土壤生物活动促进和加强农

业生态系统健康的整体性生产管理系统，要求尽

可能地使用农艺、生物和机械方法，而不是使用外

来 的 合 成 材 料 投 入 ②。 中 国 的 有 机 农 业 根 据

GB/T 19630—2019《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

管理体系要求》［1］，是一种遵照额定的生产原则，

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产物，不

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

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

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保持生产体系持续稳定的

农业生产方式。近年来，随着人类对营养健康的

需求不断上升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有机

农业因其产品更加营养健康以及对生态环境更加

友好而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呈现快速发展的

趋势。但是，总体上看，目前社会各界对有机农业

的认识多数还只是看到其发展数量和增长趋势，

对于其“好处”认识较多，对于其科学基础原理和

发展存在的“不足”等方面认识相对较少。因此，

本研究拟在对国内外有机农业发展趋势和研究进

展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学术界对于有机农业

的总体认识，探讨提出促进中国有机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对策。

1　国内外有机农业发展趋势

总体上，国际有机农业发展距今已有百余年历

史。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环境保护意

识的崛起，常规现代农业过多依靠化肥、农药、燃油

等化石能源投入，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如何替代常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各国持

续探索的焦点，有机农业是研究和探索的重要模式

之一。中国有机农业的探索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期［2］，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在化石能源使用之前，

中华传统农耕文明本质上就是有机农业。1911年出

版的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ganic Farming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就是时任美国农业部

土地管理局局长的 Franklin Hiram King 在考察、总

结了中国数千年传统农耕模式而写成的。1972 年，

英国、瑞典、南非、美国和法国 5 个国家的代表在法

国成立了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国际非政府组织“国

际 有 机 农 业 联 盟 ”（IFOAM），2014 年 更 名 为

IFOAM-Organics International （IFOAM-OI）［3］，成

为推动世界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机构。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营养

健康和食品安全的日益关注，有机农业呈现蓬勃发

展的态势。自 2000 年始，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

（FiBL）和国际有机农业联盟（IFOAM-OI）已连续

24 年发布了世界有机农业发展概况与趋势预测的

研究报告。 2023 年出版的 The World of Organic 
Agriculture： Statistics and Emerging Trends 2023 报

告显示［4］：2021 年，全球有机农地（包括处于转换期

的土地）面积已超过 7 640 万  hm2，其中，面积最大的

是大洋洲（占比 47%），其次是欧洲（占比 23%），拉

丁美洲、亚洲、北美、非洲分别占比 13%、8. 5%、

4. 6% 和 3. 5%；全球从事有机农业的生产者数量超

过 370 万人，其中，49% 的有机生产者在亚洲，其次

是非洲（31%），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占 12% 和 8%。

近两年，欧美有不断强化发展有机农业的政策举

措，例如：2021 年 3 月 25 日，欧盟提出“发展有机生

产行动计划”，计划到 2030 年有机种植农业用地增

加到 40 万  hm2，占欧盟农业用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

25%（目前约为 8. 5%）；2022 年 8 月 22 日，美国宣布

投资 3 亿美元用于有机农业转型计划，以扭转有机

生产的新增农民数量不断下降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有机产品认证数量和认证面积不断

增加，有机农业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有机

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23）》报告显示［5］：截至

2022年底，中国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420. 6万 hm2，

比 2015 年增长了 3. 5 倍；产量达到 2 143. 4 万 t，比
2015 年增长了 2. 7 倍；全国有 1. 6 万家企业获得了

2. 6 万多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发证数量相较于

2015 年增幅高达 99. 8%；从事有机农业的企业数量

与 2015 年 相 比 增 长 了 79%；有 机 产 品 销 售 额 达

877. 6 亿元，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四，近 5 年保持年

增长率 8. 5%，发展势头良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对营养健康需求的不断增加，国内外有机农业

近年来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也要注意，这

种“良好势头”只是从生产和消费的绝对数值角度

①国际有机农业联盟（IFOAM）2008 年，https://www.ifoam.bio/why-organic/organic-landmarks/definition-organic
②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99 年，https://www.fao.org/organicag/oa-faq/oa-faq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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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如果从相对值看，全球有机农地面积仅占

总农地面积的 1. 6%［4］。

2　国内外有机农业研究进展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关于有机农业发表的研究文

献从 20 世纪初已有报导。根据 Web of Science 数据

库，以“organic agriculture”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结果

显示截止 2023年 11月 23日，全球已发表论文 14万多

篇。其中：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整体的学术研究热

度相对“冷清”；1990 年之后，论文发表量与之前相

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近 10 来年，论文发

表量快速增加，有机农业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

“热点”（图 1）。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有机农

业”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截止 2023 年底，中

国的有机农业论文发表数量在 2000 年以前总体较

少，发文量低于 100 篇/年；2000—2010 年，论文发

表数量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近 10 年来论文发表量

呈现波动趋势（图 2）。

总体上，学术界关于有机农业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有机农业的产量表现以及其生态环境和社会

经济效应等方面。主要研究结论与观点归纳如下：

1）关于有机农业的产量表现，目前主要存在 2
种认识：一种认为有机农业相比于常规农业产量降

低，这是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综合 1979—2011 年全球 66 项

研究的结果分析表明，有机作物的产量通常低于传

统作物，其范围在 5%~34%［6］；Reganold 等［7］研究

表明有机生产体系的产量平均值比常规体系低

8%~25%；Barbieri 等［8］认为，随着全球有机农业面

积的扩张，如果没有化学氮肥投入，有机农业和常

规农业之间的产量差距会进一步增大。另一种认

为有机农业不减产。Seufert等［9］认为有机管理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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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际有机农业论文发表趋势（基于 Web of Science数据库）

Fig.1　Trend of published paper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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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有机农业论文发表趋势（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

Fig.2　Trend of published paper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based on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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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作物类型和管理技术（作物轮换、肥料投入量等）

而异，如果在良好的管理措施、特定作物类型和生

长条件下，有机生产方式可以接近于传统产量；这

种观点的学者也认为，改进管理技术是解决限制有

机农业产量的障碍因子、缩小有机和传统产量差距

的关键［6］。

2）关于有机农业的生态效应，目前的研究普遍

认为有机农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和生态

的负面影响［10］。有研究表明，有机农业的土壤普遍

具有较高的有机碳含量，并且由于土壤结构的改

善，土壤生物丰度通常可以增加 40%~50%［9］；也有

研究表明，大多数有机农场的单位面积和单位产量

的能耗均明显低于常规农场［11］。但也有学者从全

球宏观角度提出担忧，如 Gaudaré 等［12］提出，发展有

机农业需要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否则，随着有机

农业的扩张，可能会引起全球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大

量减少。

3）关于有机农业的发展潜力，目前多数研究认

为其发展潜力有限。 Muller 等［13］指出，全球农业

100% 转化为有机生产是不可行的，如果全部采用

有机生产，要满足世界人口的食物需求将导致全球

农业土地使用的增加；Barbieri 等［8］研究表明，通过

供应端（重新设计畜牧业）和需求端（降低人均热量

摄入）的改革优化，可以支持全球 40%~60% 的农

业生产向有机农业过渡。此外，发展有机农业，不

仅生产环节存在产量降低的问题，产后环节也受经

营者经济效益的影响。Crowder 等［14］对 55 种作物

的全球数据集进行荟萃分析结果表明，有机农业的

收益/成本比（− 8%~ − 7%）和净现值（− 27%~
− 23%）显著低于传统农业。综上，有机农业具有

一定的发展潜力，但不是全球所有的农用地都可以

发展成有机农业；有机农业不能单纯强调生态效

益，还要考虑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效益。

4）关于有机农业的技术研究，学术界普遍认

为，加强生产环节的管理技术创新是解决有机农业

产量偏低问题的关键。但是，目前关于有机农业的

技术研究相对不足，并没有像常规的农业技术那样

得到全面、系统地发展，一些重要的科学机理尚不

清楚，导致关键技术的改进缺乏依据。如不同耕作

方式、作物残留及虫害管理对有机农业产量的影响

尚不清楚［6］。中国的有机农业技术研究情况大抵如

此。根据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的查询统计，中国有

机农业技术相关专利中，关于产前生产装备、有机

肥料、有机农药等有机生产投入品的专利约占

68%，而涉及生产环节的技术专利仅占 17%，涉及

加工的占 9%，其他占 6%。总体上，我国有机农业

技术创新底子薄、基础不牢，有机农业技术创新的

研究项目较少，生产技术研发尤为不足。

3　关于发展有机农业的总体认识

有机农业，需要从 2 个角度认识：一是从生产的

角度，它是一种生态友好型、产品健康型的农业生

产模式；二是从产业的角度，它是为人类提供高端

营养健康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等全链条的经济

活动。发展有机农业，需要两者兼顾，不仅要关注

生产环节的产量稳定性和生态环境效益，也要关注

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

1）发展有机农业，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

路径。当前，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人口增长、

粮食安全、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淡水资源匮

乏、环境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退化等诸多挑战。绿色发展已经上升为全

球共同意识和共同责任，将成为未来 10~20 年全球

发展竞争力的新标签。绿色低碳已经成为中国式

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①。发展有机

农业，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行动，是实现全球农业绿

色转型的重要模式。面对全球粮食安全危机、能源

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等重大挑战，世界各国都

在积极推进由“常规集约现代农业”向“绿色可持续

现代农业”转型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

出，发展有机农业是促进和加强农业生态系统健康

的重要方式［15］。近年来，欧美国家不断出台计划或

支持政策，大力支持有机农业发展。随着人们环境

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对营养健康的需求不断增加，有

机农业未来发展具有良好的前景。

2）发展有机农业，需要注意 2 个基本规律制约。

从国际百余年有机农业的发展实践看，全球有机农

场的数量、有机农地面积、有机农业的研究资金投

①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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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以及有机食品的市场规模都在稳步增加，但也要

看到 ，全球有机农地面积仅占全球农业用地的

1. 6%，试图将所有农业都按照有机农业的生产方

式进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发展有机农业要注意

适度，不能因为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就盲目扩大

规模，更不能无序发展。要注意 2 个基本规律制

约：一是有机农业系统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制约。

依据能量生态学基本原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遵循“能量耗散”的基本规律，若没有外源辅助能的

投入，难以保持系统平衡；有机农业不使用人工化

学品，目前只能依靠系统外的有机肥投入支撑产品

产出。二是有机农业产业发展受市场经济规律制

约。全球有机农业市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

大型农业企业、农资企业、大宗农产品和食品公司

在常规农业领域拥有越来越大的市场，从市场规模

竞争力来说，有机农业存在土地产出较低、人力成

本较高、技术标准不完善等问题，有机农产品存在

市场价格较高、消费群体小众化、市场空间有限等

问题。

3）发展有机农业，需要准确把握 4 个特性。有

机农业是按照绿色、生态、环保等特殊标准严格检

测、认证体系支持下的标准化生产体系，不同于分

散自由式传统农业生产体系。有机农产品必须完

全符合国家或者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标准才能进

入市场，准入条件比较高。有机农业对产地环境的

土壤、水质、大气等综合因子具有特殊的要求，而且

有 3 年的有机转换期，并非任何地方都适宜发展有

机农业。因此，有机农业是具有“特定区域、特殊产

品、特别标准、特定市场”4 个特性的一种现代化生

产方式，是绿色农业的高端化实现方式，不可泛化

为未来农业全部都要走有机路线。

4）发展有机农业，需要科学把握 3 个基本原理。

一是物质自我内循环原理。理论上，有机农业系统

中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主要是通过系统内

部的物质循环过程获得，不主张过多依靠外部物质

能量投入，尤其强调不能使用化学投入品。二是生

物群落中种群之间“相生相克”原理。有机农业系

统主张要充分利用不同作物（植物）、动物以及微生

物等生物之间互补、竞争、化感、胁迫等生态位原

理，通过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多元化生物结构优化设

计，实现营养物质的维持与平衡利用、病虫草害的

非化学调控与生态化防治。三是生态高值产品的

优质优价原理。一般而言，有机农产品具有人们所

期望的营养价值、安全价值和生态价值，需要实行

产品市场标签化、高价格化才能实现生态价值转变

为经济价值。

5）发展有机农业，需要充分认识 4 个风险挑战。

一是产量不稳定性风险。由于有机农业不能使用

化学投入品，如果没有外源投入补充很难保证作物

营养平衡，有机作物往往很难稳产甚至减产。二是

土壤肥力下降的风险。由于有机农业主要依靠内

部物质循环，如果不能保证物质投入产出平衡，长

期实行有机农业，会导致土壤部分营养元素失衡、

肥力下降。三是病虫草害加重的风险。有机生产

条件下长期实行生物防治，系统内生物多样性复杂

变化，一些病虫草害可能也会发生更为复杂的变

化。四是市场不稳定的风险。由于有机产品具有

生产成本高和营养价值高的特点，市场定价必须高

于常规农产品才能保证有机生产者有经济效益，但

是价格高的有机农产品不一定能够得到消费者的

认可，此外，也会受到“假有机”农产品的干扰，导致

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发展环境不稳定。

6）发展有机农业，需要科学构建 4 个支撑体系。

一是核心技术体系。发展有机农业不能掉入“回归

自然”的复古误区，需要依托现代生物技术、现代生

态系统设计技术、现代数字与智能技术、现代加工

与物流技术等构建高科技高标准的技术体系。二

是品牌经营体系。必须打造独特的品牌创意、标

识、运营和保护制度，才能行稳致远。三是认证标

准体系。要在坚持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条件下，进

一步完善加强企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建设，构建完

善的有机认证标准体系。四是产业保护体系。有

机农业是特殊产业，是绿色发展的特殊需要，也满

足人们营养健康生活的需求，需要政府在产业补

贴、生态补偿、价格保护及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大支

持力度。

4　促进有机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促进我国有机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议在以下

5 个方面着力：

1）加强有机农业政策体系建设。一是加强规

划引领。各地要因地制宜，研究出台与区域自然资

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有机农业产

业发展规划，避免盲目无序发展。二是充分发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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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引导作用。设立省级和市县级有机农业产业专

项职能部门，制订有机农业地方标准和法规。三是

强化政策支持体系建设。探索实施有机生产者直

补政策、有机产品价格补贴、有机生产保险以及生

态价值补偿、碳汇交易、金融保险等综合性、差异

化、针对性的支持政策。

2）加强有机农业创新体系建设。一是加强有

机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支持开展有机农业基础前

沿问题、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与产品创制、区域特色

有机农业技术标准等创新研究，构建具有国际引

领、中国地域特色的有机农业技术支撑体系。二是

建设有机农业研发平台。有发展需求、发展条件的

区域，建议政府引导，支持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成

立省级有机农业重点实验室、有机农业技术创新中

心、新型研究机构等。三是建立有机农业专业教育

体系和人才培训体系。依托有关高校开设有机农

业专业和相关课程，培养更多有机农业高端技术人

才和管理人才 ，为有机农业产业发展奠定人才

支撑。

3）加强有机农业市场体系建设。一是完善标

准与认证体系。目前有机农业从业者多数是采用

国际或国家的“通用标准”，但是更为高端的企业标

准或地方特色标准相对缺乏，建议有发展意愿的区

域要加强研究制定国际认同、中国许可的区域特色

有机农业认证标准与认证机构体系。二是构建区

域特色有机产品全过程追溯体系。整合有机产品

生产过程、品质辨识与认证等综合信息，充分体现

区域有机产品的特色价值，提高信任度。三是探索

设立有机农业发展基金。建议各区域地方政府引

导，联合有关企业和社会资本探索建立支持地方特

色有机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助力区域有机农业产业

链的长效发展。

4）加强有机农业宣传推广体系。一是加强有

机农业宣传。转变消费者观念，尤其是增强消费者

对有机产品的营养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认知。二是

实施有机农产品市场推广与销售计划，提升有机产

品品牌价值。三是充分发挥中国区域农业的多样

性和独特性。挖掘中国农耕文明、增强对区域特色

有机农产品“稀缺性”的价值自信。四是扩大国际

合作。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等，提升中国区域特色有机农业产业的影响力和竞

争力。

5）加强有机农业业态模式创新。要从产业链

的角度认识有机农业，不能把有机农业产业简单等

同于有机农业生产，要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充

分发挥国内外市场主体的作用，鼓励支持有机农业

上下游相关产业链的创新创业，同时还要从农业产

业向乡村产业拓展，将有机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相

结合，尤其是将有机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文化产

业、互联网产业、康养产业等结合，以市场化方式实

现有机产品增值，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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