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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落实“双碳”战略目标，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粮食单产和品

质，必须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可以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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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ic goal of “double carbon”, maintain the bottom line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grain in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and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grain, it is necessary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
struction of high standard farmland, so a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ensur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national grain and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help 
the country achieve the goal of double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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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碳目标的提出 

目前，地球已经进入全球气候变化时代，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人类发展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为了减

缓全球气候变暖，固碳减排行动正被国际主流社会广泛关注、认可并积极推进。为了体现负责任的大国

担当，2020 年 9 月，中国向世界庄重承诺“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双碳目

标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

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中国作

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将实现“双碳”目标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彰显了我国为落实“双碳”目标的坚定决心，也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指明了方向、确立了

路线图[2] [3]。 

2. 农业生产与双碳目标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碳排放属于“生存性”排放，其领域的碳中和问题难以通

过碳交易市场解决，必须依靠农业自身的综合努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主要

举措，其宗旨是通过提高土壤生产力和作物生产力，来保障粮食单产和总产的提升，而粮食增产与农田

固碳在效应上是互利的。“藏粮于地”不仅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即土壤固碳，也利于作物增产[4] [5]。
反之，农田固碳利于作物增产及粮食安全。农业既是主要的碳排放源，更是重要的碳固定汇，固碳减排

潜力巨大。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业碳排放来源研究较多，农业碳排放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大来源是农

业土地利用活动，主要包括化肥、农膜、农药、农用柴油等农用物质的大量使用，二是土地翻耕所引发

的有机质损失，最后是农业灌溉所消耗的能源燃料[6]。 

3. 高标准农田与双碳目标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作为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项目的重要内容，“生态优先”是高标准农田政策秉承

的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农业“碳减排”的生态理念。高标准农田不仅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及主要农产品

的有效供给，并且可以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目的是建成作物高产稳产，田间管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ije.2022.11406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卢垟杰，张鑫 
 

 

DOI: 10.12677/ije.2022.114062 503 世界生态学 
 

便利的农田。通过“小田并大田”“地块互换”等方式构建大规模连片的田块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投入

利用效率，实现化肥等一类碳排放源性要素的科学配比和减量增效使用，从而调整和优化农业要素投入

结构[7] [8] [9]。高标准农田对化肥施用、农药使用、薄膜利用等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不仅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实现了农地连片经营，而且促进了化肥、农药、薄膜等要素的科学配比，从而对

这些要素投入产生的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10]。 
第一，加快耕地质量建设，促进耕地有机质提升和健康耕作层构建。耕地资源的科学利用既可以实

现固碳，又能提供人类必须的生活消费品。加强耕地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对支撑新时期的农业绿色低

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农业发展目标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质量标准要求，培育耕地固碳能力，

提高耕地固碳潜力。在耕地利用和资源保育上，科学选择方式方法，如推行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倡

导种养结合和耕种轮作等，促使土壤有机质增加、土壤肥力提升和固碳能力增强，服务和贡献农业碳中

和目标。此外，在退化耕地的治理上，按照分类分区治理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和科学施策，增强土壤改

良和农业生态环境修复的技术针对性，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固牢根基。徐明岗[6]等(2016)提出我国耕

地质量提升以提高耕地土壤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具体包括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总体提高，

耕地土壤养分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土壤障碍因子得到消减或控制，高标准农田布局和比例合理化，耕地

质量监测网络化等。 
第二，推行节水型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用水效率。节水型灌溉模式不仅是对水资源的节约，而且往

往还带来了能源消耗的降低和碳排放的减少。这种利他利已的“双赢型”技术模式，必须加大推广力度。

对于有条件的地区，鼓励实施水肥一体和喷灌、滴灌等先进的节水型灌溉方式，提高农田灌溉效率和水

资源利用率。与此同时，在底层和基础技术层面，需要加大对抗旱耐瘠薄农作物品种、节水保水型新材

料研发以及节水设施硬件(如输水渠道防渗等)的建设，增强依靠科学技术实现抗旱保产的基本能力。在作

物种植结构方面，也需要减少耗水型作物种植面积，优化作物配置结构，尤其是在水资源(临界)超载地区，

必须加大对高耗水作物的种植规模压减力度，通过全方位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促使农业水资源利用

的节约集约和效率提升。渠道输水在中国地区普遍适用性强，该技术被开发以来，迅速于全国各地推广

并应用。李仰斌[11]等(2020)提出加强对节水灌溉装备与技术的研究力度，使节水灌溉更加标准化、精确

化、信息化、多样化、智能化，满足农业生产建设的现代化需求，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实施肥药减施，强化减量增效。自 2015 年以来，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引导下，农业生产过

程中的肥药减施政策实施效果明显，不仅提前实现了“零增长”，而且还顺利进入到负增长阶段。即便

如此，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面积的肥药使用强度大和利用率低的情况仍较为突出。对此，应

不断改进施肥方式，推行科学施肥方法，推广机械精准施肥、统防统治、无人机植保等先进肥药施用技

术，充分发挥该类资源节约型技术的生态经济功能。在具体技术与方法上，通过改进传统肥药施用方式，

提倡和普及种肥同播技术，推广和普及缓释肥、水溶肥等肥料新品种，加快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等系统

性的肥药减量化工作，切实降低肥药施用强度，提高肥药利用率和使用效果，逐步减少碳排放，避免农

业生态环境损害。 

4.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必要性 

高标准农田相比基本农田，设施更加完善“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旱能浇、涝能排”，

为未来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树立了基建新标准，是把“望天田”变成“高产田”的重要一步[8]。高标准

农田相较于基本农田数量、政策的保护之外，更加注重了对耕地的保护，可解决耕层变浅、土壤板结、

土壤酸化、盐渍化、土壤退化等一系列土壤问题，促进耕地节约、集约利用，提升耕地质量、改善生态

环境的重要举措，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抓手。耕地质量的提升，极大地提高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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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系统的“碳汇”能力，而且优化了化肥、农药、薄膜等要素的科学使用，减小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

排放，对于“双碳”目标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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