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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路径的深度探究。通过多维度审视农村

生态与经济现状，挖掘两者协同发展面临的复杂挑战，创新性地提出基于生态产业化、绿色技术应用、

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有效路径，旨在为推动农村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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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y multi-
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the current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complex challenges faced in thei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ly proposes effec-
tive paths based on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applica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and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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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im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
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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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战略举措，对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提出了更为

严苛且明确的要求。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难以充分发挥对农村经济的强劲带动作用。

在此复杂背景下，深入探索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突破口[1]。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展开。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

共进，追求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发展模式。在农村发展情境中，这意

味着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而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农村经济的持

续稳定发展，确保农村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长期健康运行[2]。 
生态经济学理论则关注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3]。该理论认为，生态系统

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经济活动反过来又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在农村地区，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通过合理的生态产业布局和资源利用方式，可以将生态资源转

化为经济价值；同时，经济发展积累的资金和技术又可用于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2. 农村生态与经济关联分析 

农村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4]。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

前提。优质的土壤、清洁的水源、清新的空气等生态资源，为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等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发展这些生态友好型产业，可以生产出高品质的农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从而实现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反过来，经济发展又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

支持。随着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可以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生态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工程以及环保技术研

发和应用。然而，在现实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过于追求短期经济增长，采取了掠夺式的资源开发方式，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繁荣。这种短视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

进而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一些地区为了发展工业，过度开采矿产资源，造成山体滑坡、水

土流失等生态灾害，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还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旅游业的发展，使经济发展陷入

困境。 

3. 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困境探究 

3.1. 技术瓶颈制约 

农村地区绿色技术应用水平较低，成为制约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农业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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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绿色防控技术等先进技术的推广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农民对这些新技术的认知

程度较低，缺乏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农业生产习惯使得农民对新技术存

在疑虑，担心新技术会增加生产成本或影响农产品产量。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缺乏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

专业技术人员短缺，无法为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即使农民有意愿采用新技术，也往

往因缺乏技术支持而难以实施。此外，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农村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一些研发出来的

技术在农村地区不具有实用性或可操作性，导致新技术无法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阻碍了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 

3.2. 资金投入不足及结构不合理 

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目前资金投入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资金来源主

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度较低。政府财政资金有限，难以满足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

巨大资金需求。许多生态治理项目、农村产业发展项目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启动或中途夭折。资金结构不

合理也是一个突出问题。现有资金主要偏向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修建、水电改造等，而对生态

修复、生态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生态修复工程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植被恢复、土壤改良、水

体治理等工作，但目前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生态产业培育，如发展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等，

前期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品牌建设、市场开拓、技术研发等，但由于资金投入不足，这些产业难以形成规

模效应，无法充分发挥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 

3.3. 制度保障不完善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存在诸多漏洞，影响了两者的协调发展。以生态补偿制度为例，目前

我国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缺乏科学依据，未能充分反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一些地区的生态补偿

标准过低，无法对生态保护者进行合理补偿，导致他们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生态补偿资金来源

渠道单一，主要依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社会资本参与度低，难以满足生态补偿的实际需求。土地流转

制度也不健全，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导致土地流转成本高、效率低。这影响了

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制约了生态农业、农村旅游等新兴产业的成长。由于土地无法实现合理流转

和集中利用，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生态产业园区，限制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5]。 

4. 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创新路径 

4.1. 生态产业化发展模式构建 

充分挖掘农村丰富的生态资源潜力，构建多元化的生态产业化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推广

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先进生产模式[6]。通过建立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严格按照有机农业生产标准进

行种植和养殖，生产出高品质、无污染的有机农产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发展循环农业，实现农业废

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例如，利用农作物秸秆制作饲料、肥料，将畜禽粪便进行沼气发酵，产生的沼气用

于农村生活能源，沼渣、沼液作为优质有机肥还田。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结合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

民俗文化和历史遗迹，打造具有特色的生态旅游品牌。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如乡村民宿、农事体验、

生态康养等，延长旅游产业链。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

游，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 

4.2. 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体系建设 

加大对农村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鼓励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开展合作，针对农村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研发适合农村应用的生态友好型技术。建立健全绿色技术推广服务网络，通过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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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培训班、现场示范、技术讲座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对绿色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深入农村基层，为农民提供一对一的技术指导和服务[7]。设立绿色技术服务热线，及时解答农民在技

术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强绿色技术的示范推广基地建设，通过展示先进技术的应用效果，让农民

直观感受到绿色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激发农民应用绿色技术的积极性。 

4.3. 优化生态补偿机制与资金投入 

科学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因素，采用

科学的评估方法，确保生态补偿标准能够真实反映生态系统的价值。拓宽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除政

府财政投入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补偿。可以通过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开展生态资源交易等方

式，吸引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投入资金。优化资金投入结构，增加对生态保护项目、生态产业发展的

支持力度。加大对生态修复工程、生态监测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

设立生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有机农业、生态旅游、农村电商等生态产业的发展，培育农村经

济新的增长点[8]。 

5. 结论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背景下，实现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长期任务。

只有政府、企业、农民等多元主体形成强大合力，持续探索和实践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生态保护与

经济协调发展模式，才能有效推动农村实现经济繁荣、生态宜居、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全面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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