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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环境污染防治是三农工作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农业环境污染与防治对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程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新质生产力所倡导的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配置创新为我国农业环境污染与防治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立

足于我国农业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现状以及困境，有针对性地提出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农业生产者的实质参与能

力、构建产学研融合的创新协同体系，以期促进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落实提供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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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the key cont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The study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ntro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factor allocation in⁃
novation advocat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esent novel opportunities for addressing agricultural environmen⁃
tal pollu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edicament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the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ers to reach consensus collective action, and build an innovative collaborative system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cademia, and research.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enhance the prote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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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环境污染防

治的逻辑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 [1]，对农业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具有强劲推动

力和支撑力 [2]。从理论逻辑上看，新质生产力为

农业环境污染防治提供了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

方案。从现实逻辑上看，新质生产力为农业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与强大推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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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环境污染防治的理论

逻辑

1.1.1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环境污染防治精细化

精细化的管理过程不仅能够降低农业生产过

程中的不必要成本，通过多维度的技术运用，还

能减少因过量使用农业投入品而导致的污染。如

运用无人机遥感技术 [3]、物联网技术等，高分辨地

对大面积农田领域进行监测以及对海量农田监测

数据进行分析，预测作物病虫害发生趋势、产量 [4]

等，减少农药的过度使用。同时，通过地面传感

器与 AI算法技术相结合，实时收集土壤湿度、养

分含量、酸碱度等数据，算法根据这些数据结合

作物的需求模型，准确计算出农作物的水肥需

求 [5]，从而实现精准灌溉、施肥等操作，有效节水

节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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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环境污染防治工作高

效化

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打破政府与社会公众

之间的信息壁垒，将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数

据、监测数据等信息整合，使政府部门能及时获

取最新的环境信息。同时利用数字技术的智能搜

索与推荐功能，农户仅需使用手机简单操作，就

能迅速浏览所需内容，极大地提高了有效信息获

取的效率。

1.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环境污染防治的现实

逻辑

1.2.1 新质生产力为农业环境污染防治提供了技

术条件

目前，各种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

已经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传统农业生产活

动长期受技术匮乏、效果单一等问题制约，而新

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运用效果显著，具有可持

续性、高质量、高效能的特征。尤其像智能传感

器、遥感技术等已经在全国主要粮食产区中实现

示范性应用，极大减少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

损耗和环境污染。据 2023年发布的《中国数字乡

村发展报告（2022年）》，我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

已提升至 25.4%[6]，计划到 2026年底，农业生产信

息化率达到 30%以上。

1.2.2 新质生产力为农业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提供

了强大的推进力

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农

业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至关重要。政府先后出台一

系列农业绿色发展补贴政策、生态保护法规等，

激励农业生产者积极运用新型技术来获取政策红

利，为新质生产力在农业环境污染防治领域的应

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社会公众对绿色农产

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加速农业生产向绿色、无污

染方向转型。

2 农业环境污染现状及防治困境

2.1 农业环境污染现状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

药、化肥的使用，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

的特征。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2024年我国水

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和农药

利用率预计均达到 42.5%[7]；有机肥施用面积已超

过 0.37亿公顷次，高效率低风险农药占比超过

90%，全国农用化学品减量高效成果显著。但是，

我国农用化学品污染呈现出地区差异 [8]，经济发

达的东部地区以及作为农业主产区的中部地区化

肥农药使用量多，农业污染严重；西部地区经济

相对欠发达，农业污染较轻。

我国作为农用薄膜的使用大国，2024年预计

地膜覆盖面积达 2 200万 hm2，使用量超 200万 t，
但随着农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农膜使用量增速有

所放缓且回收利用率稳定上升。但是，一些偏远

的农村地区由于回收设施不完善，农民回收意识

淡薄等原因，薄膜回收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因

此，技术减量、新型材料替代与系统管理相结合

的治理模式，仍然是解决农膜污染的可行方案。

此外，我国畜禽废弃物污染仍较严重，畜禽废

弃物包含有机物、氮、磷等物质，若流入河流、湖

泊会引起水生生物死亡，藻类增加，水体富营养

化等问题 [9]。农业排放是全球人为排放的重要污

染源之一 [10]，据统计，大气中约 90%的氨气来自农

业生产，土壤呼吸、牲畜的肠道发酵和粪便管理

是农业碳排放效应的主要来源 [11]。近年来，随着

绿色养殖农业试点县的实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平均达到 93.5%。但是，部分地区由于技术设

施欠缺，主体分类意识欠佳，资金和激励政策不

足 [12]，畜禽废弃物污染问题仍未解决。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取得了重大的阶段

性成果。全国超 95%的村庄开展清洁活动，村容

村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各地持续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使得农村公共厕所数量不断增加，且有效

提高了厕所质量，解决了厕所不好用的问题；90%
以上的行政村实现了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农村

生活污水管控率超 40%[13]。尽管如此，由于部分

农民环保意识差，参与防治的积极性不足，监督

考核成本高，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仍面临一

些困境。

2.2 农业环境污染防治困境

农业环境污染影响着全球生态安全与我国可

持续发展进程，是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我国虽已

出台了许多农业环境污染治理对策，但农业环境

污染防治领域仍面临一些棘手问题，亟须解决。

2.2.1 源头防控难

农业污染具有多源性，涵盖农药化肥污染、畜

禽粪便污染、农膜残留物污染等。不同污染物由

于其自身特性以及在环境中的表现不同，所需的

防治路径与防控措施也大相径庭。不同地区的农

业生产方式以及地理环境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农

业污染类型也各有不同，导致农业污染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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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普遍适用。我国农民数量多，总生产经营规

模最大，分布也最广，是农业源头污染广泛的潜

在制造主体 [14]。农民在源头污染防治中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角色，但我国农民群体普遍学历水平较

低，对绿色生产技术适应性差、接受程度低 [15]，难

以有效运用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技术手段。

同时，相关部门在基层开展的科学施肥指导不

足，导致农民长期依赖传统施肥经验，加剧了农

业源头污染。在绿色生产模式下，农户要摒弃

传统高污染、高残留的生产资料，转而使用绿色

环保农资，像有机肥料、生物农药等。这些绿色

农资的价格普遍高于传统农资，若不能通过市

场价格得到合理的补偿，会极大削弱农户坚持

绿色生产的积极性。此外，源头防控难还与缺

乏低成本、高效的实用技术有关。例如，由于畜

禽养殖污水处理设备运行成本高，导致许多养

殖户难以承担，限制了处理效果；农膜回收由于

缺乏便捷高效的回收体系，回收成本居高不下；

可降解农膜虽环保，但其性能与传统农膜仍存

在一些差距，且其价格普遍高于传统农膜，导致

其普及率仍然较低。

2.2.2 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现行法律未能完全契合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需

求，且涉及农业污染的法律法规多分散在环境保

护和与农业相关的法律里（见表 1），缺乏详细、系

统的农业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此外，新型

农业科技的运用所带来的潜在环境风险，在法律

层面仍处于空白状态。同时，由于农村地域辽

阔，实施农业生产的主体众多且分散；在发生污

染事件时，难以准确界定污染主体，易出现相互

推诿责任的情况，增加了监管与政策执行的难

度。即使能够准确识别责任主体，由于法律法规

体系不完善，导致监管部门在执法时也难以高效

落实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

表 1 我国与农业环境污染相关的法律

Table 1 Law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序号

1
2
3
4
5

实施年份

2013
2015
2016
2018
2020

法律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相关法律条款

第五十八条

第三十三条、四十九条

第七十九条

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八条

2.2.3 农业环境污染监测系统不成熟 [16]

农业环境污染涉及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受

自然地理条件、水文气候等影响 [17]，使得污染物在

土壤、水体与大气间运移，加剧了环境监测的复

杂性与不确定性 [9]。目前，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尚未健全，对污染源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管能

力仍有不足，导致农业生产过程缺乏科学指导依

据，增加了农业生产环境恶化的风险。此外，有

些技术在适用广度与实施精度方面存在局限性，

无法满足农业生产活动的现实需求，给科学有效

防治措施的制定带来了一些困境。

2.2.4 农业环境污染防治能力有待加强

农业环境污染治理面临很多困境，如技术人

才与科研资金不足、公众参与缺位、农民环保意

识不强等问题。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才是支撑

发展的第一资源，然而农业环境污染防治涉及多

方面学科知识，农村地区从事相关工作的技术人

员稀少，难以满足实际工作要求。掌握专业知识

的人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科研机构、高

校以及大型环保企业，农村地区往往很难留住这

些人才。导致部分地区农业污染防控机制和能力

与现代化农业发展要求存在显著差距。而且很多

农民的环保意识不强，不能充分认识到农业污染

的危害以及自身参与防治的重要性。目前新质生

产力带来的农业环境污染防治成果也未能让农民

充分受益，例如，在发展绿色农业技术减少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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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使用量时，没有对参与的农民给予足够的经

济补偿或其他方式的激励，导致农业污染防治公

众参与积极性低。此外，农业面源污染涉及范围

广、成因复杂，需要精准、高效的治理技术，因此

农业环境污染防治能力的提高与相关技术的发展

紧密相关，但当前相关科研投入仍有不足，致使

许多关键技术尚未取得突破。

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环境污染防

治的路径构建

3.1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加强农业环境污染治

理的重要保障。我国尚未完全解决农业环境污染

治理问题，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缺乏完

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优化农业环境污染防

治法律法规体系刻不容缓。

首先，科学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促进农业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前提，需构建全方位覆盖农业生产

各环节、各要素的法律法规支撑体系。借助激励

的法律政策，对积极采用绿色农业技术、主动开

展污染防治的经营主体给予法律许可范围内的税

收优惠、财政补贴，同时，对违规排放污染物、过

度使用农药的行为设置严格、明确的处罚标准。

现代化法律法规的制定需善于倾听人民的声音，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18]，以人民满意为中心，确保

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其次，要建构完善、高效的司法工作体系。加

强司法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合作，避免出现职

能交叉或者职能空白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探索

建立流域性协同治理平台；鉴于农业污染不受地

域限制的特性，加强不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实

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以及联合执法等。此外，

应当合理调整监管执法的工作重心，让更多的

监管资源向基层倾斜，使执法人员接近一线农

业生产活动，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农业环境污

染问题。

3.2 提升农业生产者的实质参与能力

粮食生产与畜牧业养殖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 [19]，如何保障减污降碳效果的同时平衡好

粮食、畜产品供给与农户权益显得尤为重要。为

此，需制定科学高效污染治理方案，培养农户减

污降碳意识以及提高其参与积极性，构建信息共

享与交流平台，以此提升农业生产者的实质参与

能力。具体建议：第一，要借助多渠道的宣传媒

介，广泛宣传、普及基础科学知识、技术推广政策

等，帮助生产者了解到新型技术的便捷性，营造

出有利于农业生产者采纳新型技术的社会环境。

此外，还需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智慧农业设

备购置补贴政策，降低农户购买新型设备的经济

成本。第二，提高农业生产者的减污降碳意识，

并激发其参与农业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积极性。

对于积极践行绿色生产行为的农民给予物质、精

神方面的激励，普及农业生产活动中的环保知识

与原理，举办环保讲座，让农业生产者充分认识

到农业环境污染防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使其不

再被动接受环境污染防治要求而是主动采取行

动。第三，构建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可以有力提

升农业生产者的实质参与能力。通过打造多元

化、互动式的线上交流平台或定期举办线下交流

会等，促进生产者、农业环境污染防治者线上互

动并交流经验，使得农业生产者能在平台上交流

环保经验和实践成果，学习他人的有效做法，提

高自身环保技能和参与能力。

3.3 构建产学研融合的创新协同体系

构建产学研融合的创新协同体系，是有效加

速农业环境污染防治领域配套技术研发和应用的

重要组织支撑。其核心价值在于推动技术、人

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 [20]，促

使技术成果有效应用于实践。

首先，新质生产力赋能应遵循高效、绿色、科

学的创新准则。加大对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

学科的重视程度，推动环境友好型技术及其相关

产品的创新。借助智能农业系统与无人机监测手

段，协同智能化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提高农业

生产的效率。

其次，科技创新能够推动新技术、新动能，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21]，农业环境污染防

治离不开新型技术的支撑。针对农业环境污染防

治的技术需求，需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确保科

研经费的合理分配，减少因资金短缺而导致的研

究中断或延误，确保科研活动的连续性和深入

性 [22]，实质性地提升相关技术在农业环境污染防

治领域的支撑效能，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

善筑牢技术根基。

此外，要面向于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者，开展

新型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指导工作。通过多媒体、

新媒体平台等多渠道宣传推广，为广大农民提供

技术服务与指导。通过“干中学”和“传帮带”式

的技术、知识溢出模式 [23]，有效地将农业环境污染

治理技术传授给广大农业从业者。同时，完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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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效果的评估体系与反馈机制，基于这些反馈信

息，进一步调整帮扶策略与技术推广重点。最

后，由于农业环境系统性监测应用较晚，需依据

不同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污染监测技术测试活

动，并以此为依据构建农业环境污染防治的技术

资源库，将核心关注点由技术本身转移到其实际

赋能效果上 [24]。基于此，紧密结合各地的实际状

况，不断提升技术推广与应用的工作效能，确保

能够满足各个地区在农业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

不同需求。

4 结 语

本研究探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环境污染

防治的逻辑基础，总结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我国

农业环境污染的现状与防治困境。研究发现，我

国农业环境污染防治虽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但农业环境污染问题仍未完全解决，仍存在源头

防控难、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污染监测系统不

成熟、农业环境污染防治能力不足等问题。新质

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是数字时代具有融合

性、创新性的新型生产力，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

新质生产力所倡导的前沿技术能有效赋能农业环

境污染防治，在未来的工作中，仍需大力驱动科

技创新，推动农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

型，将前沿技术更加紧密、顺畅地融入农业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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