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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新时代我国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的应然选择和必由之路。中国广大农业地区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蕴含丰富农业生态产品

资源的出产地。农业生产品价值的实现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宜居乡村的经济基础，所

以研究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对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有重大的研究意义。本文在阐述农业生态产品

价值与乡村振兴基本内涵和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农业生态产品的特性，从实践层面提出调节服务产品、

物质产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路径。通过产出更多的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有力推

动乡村产业和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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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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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is the only way for China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vast agricultural areas in China are not only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rural revita-
lization, but also the source of rich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 resourc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but also the economic ba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villag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for the imple-
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c-
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a-
listic path to adjust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service products, material products and cultural ser-
vice products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Through the output of more ecological products,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can be realiz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and ecolog-
ical protection can be promoted,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ecological revitaliza-
tion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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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与服务

的供给。2021 年 4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中指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提出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了

重要方向。农业生态产品属于生态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广大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生态产品资

源。2022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继续

做好“三农”工作，推进农村农业绿色发展，抓牢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优质供给，合理保障农

民从农业中获取的收益。乡村振兴要做到安宁和谐、农民增收富裕、农业高质增产，农业生态产品价

值的实现与之紧密关联。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广大乡村地区实现农

业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聚焦研究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大的实

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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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具有供给、

服务、文化等多样性功能，给人类的生产活动带来了较大正外部性[1] [2]。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难实现、

难交易一直也是困扰学术界的重要难题，依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生态产品的实现模式可以分为政

府主导、市场主导、政府市场混合三种[3] [4] [5] [6] [7]。政府主要为农户提供资金补偿、技术补偿、实

物补偿等方面的政策支持[8] [9]，目前已有基于农业文化[10]、绿色创新[11]等研究视角的分析。本文将

基于现有文献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从乡村振兴视域出发，在辨析农业生态产品概念内涵上，

结合农业生态产品特征与乡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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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振兴与农业生态产品 

“生态产品”具有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从狭义上来说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孕育提供的自然要素，

这些要素具有维持生命支持、调节生态平衡、优化居住品质等系统性的功能[2] [12] [13]。广义上的生态

产品是通过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提供给人类社会使用和消费的终端产品或服务[14]。农业

生态产品的概念是由生态产品演化而来，指农业生产中有人类劳动参与，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又解

决温饱生存的情况下，产出的各种对人类有益产品与服务[11] [15]。本文所界定的农业生态产品是指在保

护与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所产生的物质产品、调节服务产品以及文化服务产品。比如：固碳释

氧、防尘固沙、净化空气等调节服务产品；生态农产品等物质产品；田园景观、乡野风光等文化服务产

品。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将调节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物质产品在政府与市场的支持与运作

下，将产品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的经济优势，实现农业生态产品的价值“货币化”，协同推进农业生态

系统保护与乡村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实现“三农”目标重大举措。乡村振兴

战略靶向是乡村[16]，要乡村实现内涵式发展，与城市融合发展，实现农村农业、文化、生态现代化发展

[17] [18]，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结构不完善、发展要素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农业粗放化发展、生态环境脆

弱化等问题[19]。乡村振兴就是在保护生态前提下，发展本土优势产业，阻止乡村内部要素进一步流失与

衰退，同时充分利用各界资源，推进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的全面振兴。 

3.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系 

作为农业生态系统产出的重要成果，农业生态产品凭借其绿色环保的投入生产过程和高效益的产出

优势，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源要素不足的问题，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

综合发展。目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蕴含着远超于城市的农业生态产品，这也是农业生态产品资源赋予给

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这将是助力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因此在乡村

振兴视域下研究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意义十分重大，而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在实施主体、

阵地、实施目标、实施路径都具有共通之处。 
主体、阵地重叠。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也是农业生态产品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农民作为乡

村的守护者，他们是乡村文化传承者，也是农村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劳作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1 年，

乡村就业人数 2.8 亿人，占就业人口的 37%。农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生态产品实现的重要依靠

力量。在实施地域上，乡村振兴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重叠于乡村空间，广大农村地区既是乡村振兴

的主阵地，也是农业生态产品生产的主战场。 
目标相促。乡村振兴的目标是解决三农问题，具体表现在实现生态健康绿色、农业发展提质增效的

“农业强”；农村居住环境风景优美、生态保护完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村美”；农业高质高效

发展、与其他产业联动发展致富的“农民富”[20] [21]。而农业生态价值实现是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基

础上，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与生态农业发展，将农业生态产品资源实现价值显化，提升农村经济

效益，促进经济优势与生态优势双向转化与巩固。在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同时，为农民创造美好的农村

居住环境，打通农业优质发展、农村美丽宜居、农民富裕幸福的可持续发展的通道，满足农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需要。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振兴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互相促进，乡村振兴是农

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必要之举，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二者在步调上是协调统一

的。 
路径相通。从根本上说，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都是要依赖农业发展。产业兴旺是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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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的根本保障，所以顺从经济发展规律，发展农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2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

业和命脉产业，更是农村的比较优势产业，所以应该突出农业的增收增效作用[23] [24]。农业供给侧改革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缺乏优质有效供给[25]，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以突破问题瓶颈。以农业生态产品发

展为中心，发展精深加工产品，同时与电商、乡村旅游等产业联动发展，实现农业“三产”深度融合发

展，提升农业生态产品的品质与供给，牢抓产业兴旺根本路径，也正是乡村振兴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重要路径。 
如何将农业生态产品资源转化为农业生态产品资本，将农业生态产品转化有形的物质回报。在保护

生态环境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让广大农村人民切切实实的享受到农业“绿水青山”的实际收

益，从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将从实践路径层面深入探讨。 

4. 实践层面：农业生态产品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商品形成的路径，同样可以拓展到农业劳动生态产品中。农业生态产品是产

生于农业生态系统，它既可能是由自然直接生产，也可能在生产中加入了人类的无差别劳动由劳动，是

具有稀缺性和使用价值。所以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也需要经历“惊险的一跃”，实现价值转化、显

化与价值增值，将资源转化为资本，必须经受住市场的考验。由于农业生态产品的特性不同、权属清晰

程度不同、价值变现的难度不同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建议。路径实践的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 practical path for agro-ecological products for rural revitalisation 
图 1. 农业生态产品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4.1. 调节服务产品：测度产品价值，建立健全价值补偿制度 

固碳释氧、水调节、气候调节等类型的调节服务产品提供正外部性服务的价值。由于它的生态价值

存在产权不清晰、服务范围界定困难等问题，价值难以在已有市场体系实现，或者很大程度上来讲说未

被完全纳入经济活动的决策体系之中，进而严重低估了生态服务价值。首先应该科学量化评估调节服务

产品的价值，这是价值实现的基础，然后再创新价值实现方式，建立价值实现的交易市场，最终实现生

态价值到经济价值的转变。 
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具体实现路径：建立科学调节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农业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净化

水源、固碳释氧等调节服务产品是难以通过市场实现产品价值的，但这种服务是遵守热力学第一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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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调节产品服务产生过程中输入的能量与输出的能量相等。我们可以按照生态元理论，基于能值

方法去测度农业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调节服务产品的价值，例如每平方米农作物在生产过程的自然投入、

人工投入、服务产出，都可以用单元为生态元代币表示出来，评估调节生态产品价值，根据计算结果对

农业改善生态环境贡献的角度进行整体评估[26] [27]。构建政府主导路径保障的保护补偿制度，将生态补

偿资金向农村、农民倾斜，鼓励企业家对绿色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探索设立市场化生态产业发展基

金、发行企业农业生态债券等方式，如鼓励金融机构探索“生态资产权益抵押 + 项目贷”模式或设立生

态价值实现专项基金。创新绿色农业“碳金融”产品，进一步开展碳汇研究，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

例，对农业碳汇进行研究与测算，建立碳汇生产、出售、购买一体化农业碳汇交易平台，促进农业生态

资源金融化、货币化。盘点清理乡村大面积或小块状的农业绿色地带，由政府进行规模整合补贴，以政

策补偿、实物补偿、项目补偿、技术补偿等方式对调节产品供给者实施生态补偿。或搭建绿色银行交易

平台，转换成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排污权、水权和排噪权等。 

4.2. 文化服务产品：以生态文化为核心，积极开发“文化+”等文化服务产品 

近些年来，消费者对旅游产品需求品质不断攀升，旅游产品逐渐成为国民的基本需求，虽然 2020 年

的新冠病毒对旅游业影响非常大，但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人们在经济恢复后会产生报复性消费。根

据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统计，2021 年，国内旅游总人次 32.46 亿，国内旅游总收入 2.92 万亿元，人均每次

旅游消费 899.28 元。旅游业的需求也会逐渐向休闲型、体验型和沉浸型旅游转型，农事、民俗风情体验、

自然风光欣赏的原生态、互动性旅游产品的需求激增。城市人群越来越渴望与土地亲近接触，融入自然

的怀抱，周边游、乡村游、近郊游等农业休闲观光游也越来越受人们喜爱。而旅游产品供给严重影响旅

游需求，需要更加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来激发经济发展潜力，这就为“文化服务产品 + 旅游”提供了重

大发展机遇。乡村蕴含着农耕文化、遗产文化、村规民约等文化资源，以及拥有田园生态景观、农业生

态建筑的生态景观，是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综合体。依托本地生态环境基础与自然资源优势，发展旅

游度假、康复疗养、研学教育等多种业态精品文旅工程，当地村民通过提供住宿、饮食服务等形式，实

现文化服务产品的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变与获取。 
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具体实现路径有以下四点，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也是实现旅游产品差异化供

给的本质保障。以生态文化为核心，重视民俗文化以及乡土文化，以文化产品资源为发展载体，保护生

态环境，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生态伦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把生态文化注入文化产品产业发展的基因和灵魂，促进乡村经济建设与保护美好生态好环境。2) 保留地

区原真性，挖掘农业文化故事。农业农村部迄今共发布“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天津津南小站稻种

植系统”等 13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色农业地区可以申请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特色农业地区做

好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挖掘整理特色农业、农耕、农事、农产等有关的传统礼仪习惯、特色民俗风情，

利用废弃房屋修缮建设农业博物馆、村史馆、农具展厅等特色展览室，开设免耕撒播、翻地休耕、稻鱼

共作、稻鸭共作等文化课堂，结合当地历史遗存、非遗等文化资源，促进文化多重价值增值，实现地方

特色农业生态资源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效益。3) 加强规范引导。完善农村网络、道路、公用厕所、住房

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基本满足农村旅游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积极支持农户与本土企业合作，积极开发精

品住宿、特色景观、生态产品等旅游配套产品，扩大产品的销路，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完善好农

户与企业间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发挥“农业生态产品+”的造血功能；对农民进行旅游相关的专业技能

知识培训，规范经营方式，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4) 合理运用现代科技与农耕技艺以及劳作模式融

合发展，延展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涵与发展空间，更好地发挥出生态文化、乡土文化、农耕文化促进乡村

振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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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物质产品：提升产品品质，打响品牌名号，扩大销售渠道 

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统计年报数据，绿色食品国内销售额逐年攀升，2018 年国内销售额已达

5218.63 亿元，相较于 2013 年增加了 1593.43 元，绿色食品市场越来越大。愿意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者

越来越多，如 2019 年天猫商城上的绿色消费者超过了 3.8 亿，相较 2015 年增长约 5.8 倍。86%的调查

者愿意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人们愿意为健康付费，抓住消费者消

费水平、消费意识提升带来的消费升级新机遇，紧追对生态产品、绿色产品、有机产品的追捧热潮。

消费者只有明确清楚该生态产品是健康与安全，且有助于生态环境时，才愿意出钱消费。对于企业来

说，需要优化消费与产品之间的信息传递通道，明确将产品的环保健康属性传递给消费者，才能实现

销售的提升。 
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具体实现路径：1) 以提升生态农产品供给品质主线，注重产品的提档升级。推

广鱼共稻鸭共作、梯田等循环利用的生态友好型农耕模式，对于使用生态农产品的采用有机化肥、生物

杀虫等无害化生产方式、主动减少废弃物再利用的行为给予奖励或补偿。利用现代化技术与设备对生态

农产品生产方式创新、生产品质提升技术攻关，在保证生态农产品有机、绿色与保护农村生态服务系统

的情况下，实现产量的增加与效益的提升，做强产品特色和产品附值。2) 打通市场通道，促进供需精准

对接。完善物质产品的定价机制与品质认证体系，引入第三方权威认证评级机构，公开产品的评价标准，

权威认证通过的产品给予特殊标识。建立物质产品的质量追溯机制，以此提高市场对产品的信服力和辨

识度。让互联网赋能物质产品的产供销体系，推进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透明化、信息化，解决供需

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打通本地市场、跨境贸易市场等多个线下渠道，优化农村电商运营体系，采用

产销直供、农村电商直播、团购小程序等多种交易模式，通过物流保险、物流补贴等形式完善产品交易

物流体系，畅通市场交易体制，实现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利用数字化营销打造特色生态品牌，深入

挖掘品牌文化资源和文化内涵，讲好品牌故事。通过抖音、微视和 B 站等短视频 App 更加直接向消费者

传递品牌信息，玩转创意视频，实现品牌溢价、品牌增值，实现品牌兴农。3) 要培养、引进生态农业人

才。城市的虹吸效应加剧了优质人才外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3.1
亿，其中大专及以上人才占比 1.2%，年龄 35 岁及以下占 19.2%，年轻优质人才极度缺乏。各地区应当与

农业院校、产业学院等积极合作，重点培育农业现代化人才；建立生态农业人才孵化基地，同时制定住

房补贴、交通补贴等人才配套引进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增加生态农业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数量

和质量。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产品的实现路径都要以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区位状况、文化优势等要素为基

础，从而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地举措去促进价值实现、转化与增值。各种路径间关系并非孤立的，而是

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它们在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了短期经济效益与长期经济效

益良好互动。总之，就是在整合生态、文化、自然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农业生态产品要素，推进农业生

态产品间融合发展，发挥路径间的协同作用，牢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网络。 

5. 结语 

农业生态产品是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生态产品，乡村振兴是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在现实背景下，

二者在实施主体、阵地、实施目标、实施路径上具有共通相助之处。乡村振兴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延伸了“两山”发展理念的内涵，同时助力实现农村经

济振兴、生态环境保护、农民安居乐业多元耦合的目标。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现实路径，在乡村振兴视域

下，根据调节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物质产品的特性，分类施策。其核心是发展生态农业，延长农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11


王小芳 
 

 

DOI: 10.12677/sd.2023.131011 98 可持续发展 
 

业产业链，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顺应自然基础上，繁荣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将农业生态优势转化为

农业生态产品优势，将农业生态资源转化为农业生态资本。本文从乡村振兴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农业生态

产品，并以此提出了对应价值在市场化道路下的实现路径，兼顾环境与经济的同时，助力落实了乡村振

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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