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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现状、障碍及对策∗

李 铜 山　 　 　 黄 延 龙

摘　 要：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是新时代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应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我国现有的部分农业生态

产品培育优良，但农业生态产品从整体表现和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不足。 积极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要克服多

种现实障碍，如政府缺乏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顶层设计、农户缺乏农业大生态产品观念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带动作用发挥不够等。 因此，要做好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顶层

设计，树立农业大生态产品理念并设立发展基金，开展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示范行动等。
关键词：农业生态产品；增加；供给；障碍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２－００３８－０６

　 　 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是 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

件首次贴合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有针对性地提

出的重要农业生态发展举措。 这一重大举措，基于

生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农业生态学、新发展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等理论，与 ２０１２ 年党的

十八大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国家发展大政方针

遥相呼应。 其实质是从自然环境到经济社会，从美

丽生态到人居健康，从传统产业的粗放散乱生产到

现代产业升级后的全社会高度参与、全领域产业化、
全产业集群化的整体高效益发展，致力于推进乡村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发展新格局。 为了吃透情况、发现问题、挖出

问题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强的对策措施，笔者立足

国情和农情，并对获得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国家

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级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

范区、全国三绿工程茶业示范县、中国生态魅力名

县、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荣誉称号的河南省固始

县进行实地调查，下文即是相关的系统分析。

一、农业生态产品的内涵及与生态农产品等的关系

１．农业生态产品的内涵

本文中的农业生态产品，是指农业产业为保护

环境、改善生态、人类生存提供的各种有益产品。 农

业生态产品，按照有无人类劳动参与，可分为自然类

农业生态产品和人工类农业生态产品；按照动植物

种类，可分为植物类农业生态产品和动物类农业生

态产品；按照能否食用，可分为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

和非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按照农业产业构成，可分

为生态种植产品、生态畜牧产品、生态林产品、生态

渔产品。
２．农业生态产品与生态农产品等的关系

农业生态产品的概念由“生态产品”演化而来，
符合“生态产品”的本质特征，又属于农业初级产

品， 是农业领域保障食物充足供给、维系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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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产品集合。
进一步讲，我们比较熟悉的生态农产品，只是农

业生态产品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子集，农业生态产品

包括生态农产品。 从长远看，增加农业生态产品绝

不能仅考虑增加生态农产品，而应该既增加生态农

产品，又增加其他生态产品（如图 １）。 随着多功能

农业的发展、农业多功能性的发挥，增加农业生态产

品时，应该二者并重考虑。

图 １　 农业生态产品与生态农产品等的关系图

二、我国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现状

我国早已开始重视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生
态渔业、生态林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正朝着高质

量发展的方向迈进。 尤其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三品

一标”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早已不再局限于一

地一域。
１．生态种植业“三品一标”产品

我国知名的生态种植业“三品一标”产品，主要

有粮食作物类的“五常大米”“嫩江黑小麦”“西藏青

稞粉”等，果树（水果）类的“赣南脐橙” “吐鲁番哈

密瓜”“库尔勒香梨”等，蔬菜类的“宜宾花生” “株
洲茄子”“重庆青花椒”等。 这些生态种植业“三品

一标”产品，不仅为当地生态环境建设作出了贡献，
而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笔者实地调查的河南省固始县，强力支持发展

当地生态种植业，生态种植业“三品一标”产品数量

持续增加，已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４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６ 个，９ 年间总数量增加了 ９１．７％。 知名生态种植

业“三品一标”产品品牌，包括豫申稻米油、顺兴莲

香米、固始皮丝、王脑萝卜、嫩头青萝卜、无量寺高青

萝卜、安山冬枣等。 ２０１９ 年固始县种植业产品生态

优质率在 ９５％以上，生态种植业产值 ７４．５８ 亿元，生
态种植业中的“三品一标”产品占生态种植业产值

的２８．４％。 总的来看，虽然固始县生态种植业规模

较大，生态种植业“三品一标”产品覆盖面较广，但
生态种植业“三品一标”产品占生态种植业总产值

的比例还比较低，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２．生态畜牧业“三品一标”产品

我国知名的生态畜牧业“三品一标”产品，主要

有牲畜及其加工制成品类的“内蒙古雪花羊肉”“甘
肃肥牛肉”“通辽羊霖肉”等，禽及其加工制成品类

的“景阳鸡”“北京油鸭”“资丘飞鸡蛋”等。 这些生

态畜牧业“三品一标”产品，不仅打响了当地的畜牧

产品品牌，而且为优质畜禽农产品持续发展铺平了

道路。
固始县强力支持发展当地生态畜牧业，生态畜

牧业“三品一标”产品数量持续增加，已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３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６ 个，９ 年间实现总数量

翻一番。 知名生态畜牧业“三品一标”产品品牌，主
要包括固始鸡、固始鸡蛋、固始麻鸭、固始鹅、豫南黑

猪等。①２０１９ 年固始县生态畜牧业产值为 ４１．０７ 亿

元，生态畜牧业中“三品一标”产品产值达到 ３９．１ 亿

元，占生态畜牧业产值的 ９５．０％。 总的来看，固始县

生态畜牧业以当地特色的固始鸡、固始麻鸭、固始鹅

以及淮南黑猪为主要构成部分，这些都是明显具有

地方特色的畜禽及其加工制成产品；生态畜牧业

“三品一标”产品覆盖面较广，占生态畜牧业总产值

比例较高，领域内产业发展布局已经比较成熟。
３．生态渔业“三品一标”产品

我国知名的生态渔业“三品一标”产品，主要有

“绥滨江鲤” “泰山赤鳞鱼” “万佛湖鳙鱼” “大悟泥

鳅”等水产品。 这些生态渔业“三品一标”产品，不
仅开辟了新的市场需求，而且为保护鸟类等珍稀物

种提供了契机。
固始县强力支持发展当地生态渔业，生态渔业

“三品一标”产品数量持续增加，已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５ 个，总体呈现“阶梯式”递进

增长趋势，９ 年间总数量增加了 １５０％。 知名生态渔

业“三品一标”产品品牌，主要包括固始泉河皇宴甲

鱼等。 ２０１９ 年固始县生态渔业产值为 １１．７８ 亿元，
生态渔业中的“三品一标”产品产值为 ４．１５ 亿元，占
生态渔业产值的 ３５．２％。 总的来看，固始县河湖水

资源丰富但渔产品种类相对还比较单一；生态渔业

中的“三品一标”产品占生态渔业总产值还比较低，
需要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４．生态林业“三品一标”产品

我国知名的生态林业“三品一标”产品，主要有

“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信阳毛尖”“固始柳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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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态树种。 这些生态林业“三品一标”产品，不仅

保持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品牌的活力，而且为拓展国

内外市场注入了动力。
固始县强力支持发展当地生态林业，生态林业

“三品一标”产品数量持续增加，已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３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０ 个，总体增长速度较快，９ 年

间总数量增加了 ２３３．３％。 知名生态林业“三品一

标”产品品牌，主要包括信阳毛尖系列的“九华山”
“仰天雪绿” “十八盘毛尖” “皇姑山” “青峰云雾”
“妙高茗茶” “秋老白” “翰墨茶园”等茶叶品牌，以
及拥有 １０ 多个系列上万个品种工艺制品的“固始

柳编”品牌。 ２０１９ 年固始县生态林业产值 １７ 亿元，
生态林业中的“三品一标”产品产值为 １５．４ 亿元，占
生态林业产值的 ９０．６％。 总的来看，固始县生态林

业以茶叶与柳编为支撑，虽然信阳毛尖与固始柳编

产品作为特色产品中的名特优品，早已闻名海内外，
远销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实力较雄厚，但全县生

态林业产品中的茶叶和柳编仍有继续挖掘发展的潜

力，其他生态林产品知名品牌仍需强力打造。

三、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中面临的现实障碍

我国许多地方在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方面具

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基础。 近些年来，这些地

方虽然也在积极地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但仍然

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障碍。
１．政府缺乏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顶层设计

第一，顶层设计缺乏针对性。 国家层面还没有

出台针对性、可操作性很强的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

给的实施方案。 由于没有翔实的办法和得体的举

措，固始县自身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在农业生产经营者中占比 ９２．０％的小微经营者，仅
能经营自有土地，享受政府给予的微量补贴支持，无
法扩大经营规模，难以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

第二，顶层设计缺乏跟进性。 从国家层次讲，增
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跟进政策尚不连续，还没有

让全社会得到充足的认知。 固始县也由于没有改进

的办法和完善的举措，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动

力和活力还不是很充足。 由于申请政策支持需要自

身投资先行，部分经营者限于资质获取不到足够的

支持，部分经营者向金融机构贷款又恐无法如期偿

还，部分经营者申请政策支持后由于经营不善偿还

贷款后再次返贫，更有部分经营者不愿意扩大生产

规模而把获取的资金投入到其他非农行业经营。
第三，顶层设计缺乏衔接性。 从国家层次讲，增

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政策尚未与生态保护、环境治

理等其他政策很好地衔接起来，政策合力也无法显

现。 固始县也由于没有衔接的办法和耦合的举措，
致使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政策下行过程中的政策

获取和政策解读不够通畅。 一方面，小农户型生产

经营者相对来说信息闭塞，无法及时获取政府相关

政策信息；另一方面，基层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真实

情况，又无法准确而及时地反馈给当地政府，政策的

“最后一公里”衔接问题，直接影响到政策顶层设计

的完成效果。
第四，顶层设计缺乏覆盖性。 从国家层次讲，增

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政策目前还处在重在增加生态

种植农产品、生态养殖农产品的阶段，生态园艺产

品、生态林产品发展不足，其他生态产品发展更是滞

后。 固始县也由于没有实现各种生态产品全覆盖，
致使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政策落实成效参差不

齐。 一方面，明显存在政府政策向粮食作物、瓜果蔬

菜、牲畜等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倾斜的现象，相比之

下，农业生态园林和林业产品以及农业生态虫、鸟、
兽产品较少受到政策“照顾”；另一方面，食用类农

业生态产品生产各环节的政策倾斜也不一样，比如

固始县为了禁止秸秆焚烧，就通过强制收割机械安

装粉碎装置，来达到强制秸秆还田的目的。 一些农

户认为将秸秆粉碎还田会增加成本，在没有补贴和

扶持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是不愿意主动参与的。
２．农户缺乏农业大生态产品观念和增加供给的

积极性

第一，农户缺乏农业大生态产品理念。 目前，很
多农户只认可产销生态农产品，对生态农产品之外

的不可吃、不能直接拿来卖钱的生态产品比较漠然。
固始县 ４８． ６％的受访者“完全不了解农业生态产

品”，２３．９％的受访者认为“绿色农产品就是农业生

态产品”，１１．４％的受访者认为“有机农产品就是农

业生态产品”，还有 ０． ９％的受访者认为“有机、绿
色、无公害农产品都属于农业生态产品”，这种认知

仍然属于传统生态农产品的意义范畴，只有极少数

受访者选择了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以外的其他

产品。 从调查结果来看，接近半数人群完全不了解

农业生态产品集合，半数左右人群不完全了解农业

生态产品集合。 由此观之，固始县农业经营主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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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缺乏农业大生态产品观念。 事实上，一方面，农户

缺乏主动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意识；另一方面，
农户生产观念落后。 部分农户仍然实行 ２０ 世纪的

传统生产行为，即种养产品生病就频繁大量使用农

药，生产环境贫瘠时便播撒化肥，此行为不符合增加

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农业大生态产品发展理念。 另

外，鉴于小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远低于外出务

工工资性收入现状，不少农户彻底抛荒或半抛荒农

田，选择外出务工；还有部分农户出于自身惰性思维

或其他因素影响，选择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满足于

“收多收少够吃就行”的现状。 这些新时期出现的

偏于经济选择和惰性生产的新农户群现象更是和增

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农业大生态产品发展理念背

道而驰。
第二，农户缺乏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

性，无法保障农业生态产品的全面供给。 固始县有

５３．７％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

给中的技术支持不太有力度”，还有 ２５．１％的受访者

在“不确定”中徘徊。 同时，农业经营主体在政府资

金支持方面的反映也存在更多的“不确定”状态，只
有 ３１．９％的农业经营主体认为“政府资金支持有力

度或力度非常大”。 总的来说，政府资金与技术支

持还不到位，使得农业经营主体缺乏增加农业生态

产品供给的积极性。
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

的带动作用发挥不够

第一，可作为龙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

少。②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固始县县级及以上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有 １０６
家、２６０４ 家、１５００ 多家。 全县耕地流转面积 ９５ 万亩

以上，经营土地 １００ 亩以上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发

展到 １２００ 户以上。 以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固始

县当前 １４０ 多万农村户籍人口规模相比，占比仍然

较小。
第二，产业化企业综合带动能力不显著。 目前，

固始县两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以直接带

动当地约 ６０００ 农户就业。 其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可以直接带动当地约 ４０００ 农户就业，合计可以直

接带动当地约 １００００ 农户就业。 固始县共有农户约

４０ 万户，外出务工农户约 １７ 万户。 这说明固始县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完全不能充分吸纳本地人口

就业，完全不能有效覆盖和辐射带动小农户就业。

第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产业覆盖不全面，
一些应有的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致使增加农业生

态产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产业发展短板。 固始

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集中在茶叶、畜牧、水果蔬

菜、粮油等部分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领域，风景园

林、实用林业方面没有突出代表企业，农业生态观光

旅游产业较少，还没有公益性动植物生态产品产业，
如休闲观光农业。

４．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成本高

第一，农资投入大。 一些农业生产经营者不太

情愿增加非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的农资投入。 固始

县 ８７．７％的受访者表示“在生产农业产品中不愿意

支付更多的成本用于生产农业生态产品”；而当把

问题改为“是否愿意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进行农

业生态产品生产”时，９０．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增

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 绝大多数人认为生产经营

成本高是当前从事农业生态产品生产面临的主要困

难和障碍。
第二，劳动力投入大。 农业生态产业很多环节

难以实现机械化操作，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固始

县主要农业生态产品中的水稻、小麦机耕机收率已

经达到 ９０％，但是由于其他农业生产环节机械率较

低、其他农业生态产品生产中机械率较低、农业领域

科技转化率较低、农业生产机械购置成本高昂等原

因，当下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中仍然需要大量投入劳

动力，而农村户籍人口长期大量外出务工，因而也面

临着劳动力供给时有不足的情况。
５．农业生态产品供给面窄且效益低

第一，农业生态产品供给面窄。 农业生态产品

供给品种和供给数量均不足。 固始县植物类农业生

态产品中以优质水稻和优质油菜占有生产面积最

大，其次是时令蔬菜、弱筋小麦、茶叶和花卉苗木。
动物类农业生态产品中，畜牧业以固始鸡、固始麻

鸭、固始白鹅、淮南猪为主；水产养殖业以青虾、河
蟹、龟鳖等特色品种为主。 由此可见，固始县农业生

态产品供给主要集中在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结合

现有农业生态产品种类分析，实际主要供给农业生

态产品种类较少且供给面窄。
第二，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效益低。 固始县农业

生态产品供给主要以初级农业生态产品和粗加工农

业生态产品为主，一般作为生产原料和生活主食供

给。 以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的经济效益为例：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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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均价 ３０—５０ 元 ／公斤、固始鹅均价 ４４—６８ 元 ／公
斤、固始麻鸭均价 ３０—４０ 元 ／公斤，而这些农业生态

产品作为食材被饭店和“绝味鸭脖” “周黑鸭”这类

食品公司低价收购后做成高级料理和分类精装食品

却能身价翻倍。 再以非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为例：
每立方米原木均价在 １０００ 元左右，而这些原木被用

作工艺品生产后身价却可以增加 ３—５０ 倍。 固始县

目前在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方面依然扮演“露天原料

库”角色，供给效益普遍偏低。
６．农户抗风险能力弱

第一，抗自然风险能力弱。 农业生态大县的种

养密度普遍高于其他农业地区，虽然气候天然适合

农业生产，但是普通的自然灾害依然会造成大量农

业生态产品损失。 固始县 ２８．９２％的受访者认为“农
业生态产品供给较容易受到季节气候影响”。 鉴于

此，固始县在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过程中若遭遇

自然灾害必然给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带来重创。
第二，抗经济风险能力弱。 农业生态大县的众

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经济基础普遍较差，抵御经济

风险的能力不足。 固始县数量众多的小农户农业生

态产品经营者，是市场波动中的弱势群体和风险被

动承受者。 当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处于“供过于求”
或受到其他人为与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被冲击时，
特别是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必然首先受到波及，又
因为绝大多数食用类农业生态产品易腐败、不易保

存的特点，该类农业经营主体最容易受到冲击。

四、高质量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对策措施

要解决和克服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过程中面

临的障碍，就应该采取多方面的应对措施。
１．做好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顶层设计

第一，完善筛选机制。 做好主体筛选工作，摸清

各个农业经营主体的“底细”，尤其是各种农业经营

主体的资金情况———有没有或者是否充足。 在此基

础之上，对于没有多余经营资金的主体，需要加强政

策优惠倾斜；对于经营资金不足的主体，需要适当给

予政策支持；对于经营资金充足的主体，不再需要给

予政策支持。 第二，集中政策支持。 政府筛选出真

正需要支持的弱势农业经营主体之后，应集中本地

有限的农业发展资源，长期持续性地从经营资金、生
产技术、管理经验等小农业生态经营者不具备的生

产要素方面给予定点定向支持，使这部分经营主体

充分发展起来。 第三，加强政策覆盖。 这一点，旨在

增加政策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领域的全面覆盖，其
目的是加强政策对农业生态产品范围的覆盖，增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农业生态产品的积极性。
２．树立农业大生态产品理念并设立发展基金

第一，树立农业大生态产品理念。 政府可通过

资金补助、政策优惠、授予荣誉等办法，“正向激励”
供需双方树立农业大生态产品理念；或通过设立质

量门槛、建立标准体系、完善惩戒办法等办法，“反
向倒逼”供需双方树立农业大生态产品理念，使供

给者与需求者内部自主形成生态产品供需平衡。 作

为农业生态产品的直接供给者，当农业经营主体供

给的农业产品均属于农业生态产品时，市场需求者

必然只能选择农业生态产品进行消费。 作为农业生

态产品的直接消耗者，当需求者只选择农业生态产

品作为消费产品时，农业经营主体必然只能选择供

给农业生态产品。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行为，使
供给者与需求者形成生态化的趋向平衡的供需链

环，促使供需双方树立农业大生态产品理念。③第

二，设立发展基金。 本条措施仅限于依靠政府权力

强制设立闭环空间运行的情况。 由于要增加农业生

态产品供给，相比于以往传统农业产品供给，需要筹

集更多农业资源支撑。 为此，有必要专门设立农业

生态产品发展基金。 第三，引入社会闲散资金。 一

方面，可以依靠政府宏观调控，引导商业银行转移银

行账户闲置资金流向农业领域，用于增加农业生态

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可以统筹当地政府财政预算内

资金和各级涉农资金，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和金

融资本参与本地农业生态产品的项目发展。
３．开展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示范行动

第一，开展龙头企业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示

范行动。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特长，
通过开设专业领域培训班、在公共场合义务宣传农

业生态产品理念、定期组织生产交流会等，与传统农

户分享交流生产经验，增强传统农户增加农业生态

产品供给的技能、经验和管理能力。 第二，开展种养

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其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示范行动，给传统农户

带来切身的真实感官体验，促使传统农户向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转变。
４．多方降低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成本

第一，加强农资补贴。 面对当前农业生态产品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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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成本不断增加的不利情况，政府要加强对基础

性农资补贴的覆盖范围，并重点加大对农业经营主

体购买贵重性农业生产机械的补贴力度，做到“基
础覆盖与重点关照”相协调，统筹推进增加农业生

态产品供给。 第二，加紧解放繁重劳动。 可通过加

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机推广力度、创新以村

镇集体为单位进行的农业生产各环节集体外包模式

等，使农业生产更加轻松便捷，把农业经营主体从农

业生产各个环节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减少新生

代农民不愿从事农业生态产品生产经营的现象。
５．改善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方式

第一，小规模供给要注重发展特色农业生态产

品供给。 小规模供给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产品

供给，避开当地常规的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壮大特色

与稀有种养业。 例如：改革当地的传统水稻种植业，
发展稻鱼共生系统，或仅选择特色农产品的甲鱼养

殖，以获取较宽市场需求和较高产品附加值。 第二，
大规模供给要注重专业化、产业链化、品牌化供给。
就产业化生产而言，可将在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

的同时增加综合效益，作为解决农业生态产品供给

乏力的根本途径。 就产业链化而言，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可通过双向延伸和拓展，实现研发与市场的

双向附加增值，从而产生更高效益。 就品牌化而言，
可引导和支持农业产业园区、农业生态企业、专业合

作社认证“三品一标”，组织开展“争创名牌产品，推
进品牌园区、品牌企业、品牌基地”活动，充分发挥

“品牌兴农”的积极作用，扩大品牌农业生态产品生

产规模，真正做到因品牌而产生更多农业生态产品

供给，因品牌而增加农业生态产品附加值。
６．加强金融支农力度

第一，创新金融支农方式。 应当通过创新金融

支农方式，引入快捷高效的金融工具，在盘活农村金

融市场需求的同时，使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必要的金

融支持。 第二，选择合适的金融支农模式。 各地区

要根据“三农”实际情况，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因需制宜等原则，选择“政银保”模式、“两权抵押贷

款”模式、“农业领域 ＰＰＰ”模式等比较适宜的金融

支农模式，不断健全金融支农体系，把金融工具融入

农业脉络、深入农村基层、走进农民内心，切实给当

地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最需要的金融帮助。 第三，加
紧完善和落实农业保险制度。 可通过宣讲普及农业

生态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及其严重危害，引
导或补贴农业经营主体购买农业保险，示范推广政

策性农业保险等，寻找切实可行的农业保险入口，规
避自然与经济风险，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生态产

品供给提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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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ｍａｎ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ｅｔ ｕ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３４

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现状、障碍及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