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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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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今，人口不断增长，导致人类对食物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扩大，对土壤和基本

资源产生不利影响。可持续农业是一种在妥善管理和利用资源满足人类食物需求的同时，提高环境质量和自

然资源储备的系统。此外，该系统具有经济活力，所产生的食物不会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已经努

力为子孙后代保护和照顾资源。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影响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因素。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描述分

析法，采用图书馆研究的形式。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和相关组织可以通过适当的规划和优化建模来加速实现

可持续农业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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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day, the growing population has caused more human needs for food, which has led to the 
expan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dverse effects on soil and basic resource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s a 
system that, while properly managing and using resources to meet human food needs, enhances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 reserves. Also, this system is economically dynamic and the resulting food does 
not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human life, and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preserve and care for resourc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present article is descriptive-analytical in the form of library stud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can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proper planning and optima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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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可持续发展是两个词的组合，将两个不同的方

面（经济工业进步和环境质量）统一为一个符号（可

持续发展）。换句话说，经济学和生态学这两个概念

被放在一起，形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可持续

发展的定义中共同之处在于它的动态方面，满足基

本需求，特别重视环境保护并防止其退化和污染。

全球关注环境保护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持续发

展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在此之前，在所有发展项目中，只考虑经济角

度和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和效率。然而，在 18 世纪

90 年代，这种心态被引入政策制定者和发展规划者

的头脑中，即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最终会导致环境

恶化、社会不平等、资源枯竭等。而从长远来看，弥

补这些问题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Amghani, M.S, 
2018）。1799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将可持续

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

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

在以下针对粮食和农业部门的定义中得到了更精确

的定义，并于 1799 年被粮农组织理事会接受

（Shokati Amghani, 2018）。 
可持续发展是对自然资源、变化方向和行政结

注：本文于 2023 年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Agriculture 期刊 7 卷 3 期，为其授权翻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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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管理和维护，以确保持续满足人类需求并满足

当代和后代的需求。这种可持续发展（在农业、林业

和渔业领域）与保护土地、水和动植物遗传资源有

关。它不会造成环境退化，使用适当的技术，在经济

上可行且可持续，并为社会所接受（Karpishe, 2020）。 
（Ahmadpour, 2016）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

保持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 
1) 减少和再生不可再生资源 
2) 用不可再生能源替代可再生能源 
3) 平衡环境对废弃物的吸收量与输入到环境

中的废弃物量。农业部门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

各个领域中的重要性以及基础和自然资源在该部门

中的敏感作用，对于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 
2 方法 
本研究采用描述分析的方法，采用图书馆研究

的方法，通过查阅与该主题相关的书籍、杂志、互联

网和研究进行分析。 
2.1 农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农业发展是提高农业产量和农民生活质

量最佳变化的动态、可持续的过程（Alston, 2019）。
农业发展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定义，可持

续农业发展是一种保护土地、水和动植物遗传资源，

对环境友好且不退化，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并

有效且为社会所接受的发展模式（Nousheen, 2020）。 
可持续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标准包括： 
1) 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基

本食物需求，同时提供农产品。 
2) 为从事农业生产过程的人们创造永久性的

就业机会、足够的收入以及适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3) 在不破坏基本生态循环和自然平衡的情况

下，维持和提高基本自然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生产

能力。 
4) 降低农业部门受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及

其他威胁影响的脆弱性，增强农业部门的自力更生

能力。 
2.2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 
1) 通过在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之间取得适当

平衡来实现粮食安全。 
2) 为农村地区创造收入和就业机会，特别是

消除贫困。 

3) 保护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Dehghanian, 
2022）。 

2.3 可持续发展特征 
a) 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特征，从某种

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发展本身的实现，

才能谈论其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需要社会结构、人们的态度、国家机构的根本变化，

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消除绝对贫困。原则

上，发展必须表明，社会制度的设置与制度内个人

和社会群体的各种基本需求和愿望相协调，从不良

状态走向更好的生活（物质和精神上）。当有效的分

配可用的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时，

这一目标就实现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意味着在使

用中没有过剩。受益者的行为基于正义，并且在使

用中没有垄断和增加。 
b) 环境健康：第二步是提供健康的环境并防

止其遭到破坏。因为即使我们能够实现经济增长，

没有这样的环境，人类的舒适感也无法得到满足。

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密切关注环境问

题并观察其指标。这一特点在可持续发展的文献中

非常重要，以至于除了许多来源中的代际正义之外，

它还定义了可持续发展。 
c) 灵活性：在稳定的道路上，环境及其使用

者会出现故障和障碍。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之一是社

会应对这种自然障碍的能力，换句话说，系统在短

期或长期不规则情况下修复或维持生产力水平的灵

活性或能力。显然，这一特征与前一个特征相同，以

保持自然要素的平衡，灵活性是环境系统应对不平

衡或使情况恢复平衡的能力（Savari, 2020）。 
2.4 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 
选择针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方针

的三个关键标准同样适用。 
1) 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可以通过更可持续地

利用资源（包括劳动力）、更好地获取新技术、合理

使用生物投入和循环以及农场加工来提高效率和生

产力。 
2) 创造多样性：在这方面，可以实现两种不

同类型的多样性。生产系统的多样性和经济活动的

多样性。第一种多样性是通过调整种植模式、畜牧

活动、水产养殖系统、捕鱼方法和林业实践以适应

自然资源的优势和局限性而实现的。第二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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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将农业生产、林业和渔业与产品加工相结合，

将农场内工作与农场外工作相结合而实现的。 
3) 提高可逆性并尽量减少风险：用于生产、

加工、购买和销售以及消费农作物、牲畜和鱼类的

大多数方法都会造成资源和投入的损失，并且在收

获前后都会造成重大损失。这不仅会降低产量和收

入，而且还会导致环境恶化，即植物破坏、土壤侵

蚀、地下水污染和食物污染。但在农场本身，废物可

以作为投入品回收或用作副产品（例如来自生物体

的燃料）。增加对自然提供的生物过程的依赖可以

降低投入成本（Cooreman, 2021）。（Karunarathna, 
2017）将可持续农业发展相关指标分类如下表： 

表 1 可持续农业发展指标 

社会层面 经济层面 

解决贫困问题 淡水保护与运行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 

培育、教育和敏感化 应对荒漠化和干旱 

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山区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的人类居住形式 可持续农业和乡村空间发展 

环保技术转让 保护遗传多样性 

创建和组织本地团体 生物技术应用的环保行为 

加强、促进和推进农村参与 如何应对垃圾和污水问题 

加强和推动更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正确使用化学品和毒素 

注：Trotman（2005）以 Tapakur 框架的形式概述了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主要要素。 
. 

a)  连贯的活动 
1)  在国家层面：政策、杠杆、发展计划、土

地改革、营养调查、食品质量和安全、数据、监测、

预警系统。 
2)  在农村社区层面：发展当地组织并加强公

众参与、教育和推广的能力。 
3)  在生产单位层面：农业系统、多样化以增

加收入、创建农村工业、信贷和营销。 
4)  在消费者层面：改善营养和食品质量、设

定饮食模式、营销产品。 
b)  主要自然资源 
1)  土地：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管理、土壤保

护、土地复垦。 
2)  水：改善灌溉、保护水资源、开发水数据

库、组建水消费者协会。 
3)  植物和动物生物资源：遗传资源的保护，

物种和种类的开发。 
4)  渔业：减少捕捞作业以最大限度提高产量，

增加水产养殖产量，开发新物种。 
5)  树木和森林：减少毁林、森林管理和可持

续伐木、升级 非木质林业应用和产业、栖息地保护。 
c)  关键外部输入 

1)  病虫害防治：连贯的病虫害防治计划和项

目，控制农药的使用。 
2)  植物营养：连贯的植物营养计划和项目。 
3)  农村能源：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转

让和国家战略。 
3 结果 
3.1 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瓶颈 
1) 缺乏适当的水资源管理 
2) 该地区缺乏足够的转化产业 
3) 许多农产品收购无保障 价格大幅波动 
4) 投资农业的利润低于投资其他行业。 
5) 农业部门银行信贷额度较低 
6) 由于牧场种植和牧场过度放牧，该地区的

自然资源遭到破坏 
7) 农民对新的耕作方法缺乏了解，从而降低

了生产水平。 
8) 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发展，对农村农业发展

的投入不足。 
4 讨论 
农业是国家经济中尚未充分发挥其实际和潜在

能力的重要部门之一。尽管过去二十年该部门的变

化导致各种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但破坏基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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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的增长趋势令人担忧。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满

足当代人需求的方法。不会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

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农业发展是一种避免使用低效

的传统和非经济方法，而依靠使用现代农业知识和

方法的系统，该方法在考虑环境问题的同时，也考

虑到经济性和更高的生产效率。适宜的水、土、气候

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鉴于皮兰沙尔地区上述

三项情况相对较好，因此必须重视这些重要因素，

以实现该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论 
因此，各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有效因

素包括： 
1) 需要改变现有机构并创建新机构 
2) 政策制定和咨询规划，包括农业政策分析、

安全 食品、森林管理和水产养殖管理是负责任和可

持续的。 
3) 领导在培育和加强自上而下的发展努力中

的作用 
4) 民间社会组织在推动自下而上发展中的作

用 
5) 将发展与社会文化结构相结合 
6) 加强和巩固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即

教育、营养和食品质量、发展包括村民和农村参与

发展。 
7) 适当利用农业数据，加强农作物和土壤肥

力、病虫害管理，包括能源和农村发展以及农业生

产力的技术应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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