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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多功能性与农业投资

李健，史俊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摘 要：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指农业部门除了生产粮食等农产品以外，农业还承担着日趋重要并不断扩大的经

济、生态、环境等社会功能。农业生产的过程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过程，通过农业投入使沙漠变

绿洲，旱地变水地，坡地变平地，宜农荒地变良田。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恢复和维系

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整体的环境和生态效益。农业的多功能性

决定着农业投资的社会性和宏观性，以及农业投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农业投资不仅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更重要

的是要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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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LI Jian。SHI Jun-tong

(CollegeAgronomy。Northwest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includes not only the suppl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

ucts-but also the effects on society，economics。ecology and environment-which i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human being utilizes the nature and

benefits from it．We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condition and productivity continuously；we protect the bal—

ance of ecology；we treasure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With agricultural investment，the desert become

green；the dry land becomes wet；the hillside fields become flat；the wasteland becomes tillable．The agri—

cultural multi-function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investment，which concerns social，macro—

scopic sphere，particularity and significance．The focal point of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s not only the eco—

nomic benefits。but also the effects on sodety，ecology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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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一个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特殊产业，农业

除了能提供满足人们基本生活品需要外，还承担着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重功能。农业投资不仅仅

要考虑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社会效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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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可持续农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业的多功能性

最早出现在日本的“稻米文化”中。“稻米文化”的概

念是强调稻米生产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即

稻米生产在防治洪灾、防止土壤被侵蚀、保持地形稳

定、涵养水源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在“稻米文化”

之后，农业的多功能性这一概念在《21世纪议程》、

《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等联合国文献中出现，现在

这一概念已经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农业的多功

能性是指农业部门除了生产粮食等农产品以外，农

业还承担着日趋重要并不断扩大的经济、生态、环

境、社会稳定等社会功能。[1]农业的多功能性强调尽

管农业在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在下降，农业投

资的经济效益也较低，但农业用于人们的现代消费、

工业原料或出口创汇的农产品的生产，以及用于恢

复和维系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

资源、保护遗产的功能已经越来越明显。注重发挥

农业的多功能性不仅可以解决当前我国农业与农村

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而且可以促进我国宏观经济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构

建更加和谐的发展环境。

可持续农业是农业多功能性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有机结合。农业的多功能性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和前提，只有坚持农业的多功能性才能确保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和政

策体系支持着农业的多功能性的实现，可持续农业

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生产、经济、环境、社会的协调

发展。[2]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盲目

的追求农产品生产的产量而忽视农产品的质量，追

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致使在农业生产中大

量的使用农药，农药在消灭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害

虫的天敌，残留的农药对人类的健康也造成威胁。

大量使用化肥导致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

盐含量超标，农业生态越来越脆弱，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的程度也在不断降低。农业多功能性把农业过去

那种单一的生产农产品的经济功能转变为生产食

品、保护环境和生态、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人

类健康、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实体，使农业发展

真正具备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

性和社会可持续性。

二、农业问题是宏观经济问题和

社会问题

农业的多功能性使农业的公共属性日益明显，

经济属性在逐步弱化，多功能农业的受益者首先是

整个社会，其次才是农业的经营者。农业作为一项

社会公共属性较强的准公益性产业，具有很强的外

部性，农业部门生产的很多产品都是准公共产品或

半公共产品，农业问题不再是或不仅仅属于微观经

济范畴，而是或者首先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社会

问题。

一是我国有13亿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生活

在农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社

会就和谐不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

不仅是农业部门的问题，“三农”问题是一个社会问

题，是全局性的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关注解决。

二是农业为人类提供人们的生活必须品，为工

业提供原料，为社会提供劳动力。农业不稳，人们的

基本生活就没有保障，工业生产将成为无米之炊，支

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成为无源之水。

三是农村经济不发展，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村消

费一定上不去。农村消费上不去，我国的消费总量

就上不去。消费上不去，经济发展就缺乏源动力。

我国现在城乡收入比为3．3：1，农村居民消费只是

城镇居民消费的1／4。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70％，但农村的消费量仅占全国总消费量的40％。

四是农业解决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就业和社会

保障问题。就业是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之一，社会

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农民的就业与社会

保障问题是影响农民增收、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

大问题，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

的关键所在。

五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依赖于自然资

源。农业生产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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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们如果过度的

向自然索取，而不去保护自然，一旦人对自然的索取

超过一定限度，一旦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破

坏，自然则会向人类报复。沙尘暴、旱涝洪灾等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33

六是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是经济社会安全的基

础。一旦粮食安全或食品安全方面出了问题，影响

将会是全社会性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全局性

的问题，不是局部问题，也不只是农业本身的问题。

农业生产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确保粮食供给，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少用农药和化肥，大力发

展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在农产品深加工过程中

要确保食品安全。

三、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着农业

投资的社会性与宏观性

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着农业投资的社会性和宏

观性。农业投资的相对经济效益较低，如果投资农

业仅仅从经济效益来考虑是不值得的，但如果站在

全局来考虑，从农业的多功能性出发，加大农业投资

对农业多功能性的发挥，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

就业和收入、启动农村消费、缩小城乡差别、维护社

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农业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

基本在农村，解决的基本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农业

投资的40％将转化为农民的收入，农民的收入水平

决定着农民的消费水平，农业投资影响着农民的就

业、增收和消费。[43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问题是全社

会关注的大事，直接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稳

定，影响着我国新农村的建设成果。从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认为投资农业就是在投资我国的宏观经

济，是启动农村需求，是投资社会公平和稳定。

投资农业不仅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更为重

要的是对生态环境系统的维护、保护自然环境和自

然资源功能。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自然资源

占有量相对不足，特别是耕地和水资源，因此保护和

利用好自然资源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自然资源较好

的地方，农业生产的效率较高，在组织各种优质资源

进行农业生产时，要注意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维系和恢复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至少使自然

生态环境不变坏。在自然资源较差的地方，通过农

业投入使沙漠变绿洲，旱地变水地，坡地变平地，宜

农荒地变良田，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自然环

境和自然条件，改善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提高整体的环境和生态效益。

农业投资可以提升我国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

率，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我国农

业生产的效率较低。美国3％的农业人1：1养活着

97％的非农业人口，我国70％的农业人1111养活着

30％的非农业人口。[5]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的效率较

低，使得我国农产品的价格较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

竞争力，我们的农产品高价打出去的难度很大，但每

年我国却有大量的优质廉价的农产品进口，这对我

国农业的发展极为不利。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

没有自己的农业作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食品安

全、经济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四、国家应不断加大对农业的

投入力度

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农业投资的社会性和宏观性

决定了农业投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构建和谐社

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要有足够的农业投入

作保障，要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特别是政府

对农业的投资力度，要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

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发挥。[63首先，各级政府要转变对农业投资的认识，

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

投资农业不仅仅是农业部门受益，投资农业最大的

受益者是全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讲投资农业就是投

资社会公益事业，就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第二，农业

生产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以赖性较强，我们要

牢固树立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保护和利用好我

们宝贵的自然资源，在配置农业投资的过程中要坚

持以农业资源的合理使用为重点，按照“无害化、低

排放、零破坏、高效益、可持续、环境优美”的思路，不

断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最大限

度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73第三，解决农业投

资不足问题，不能完全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必须政府

投资来引导。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生产的效率较

低，投资农业的回报率也较低，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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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农业投资难度很大，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又离

不开资金的支持，所以要解决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

政府责任重大。第四，农业投资来源要多元化，对基

础农业的投入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农业的多功能性

决定着农业投资的多元化，在农业投资中除了效益

农业以外，基础农业的投入基本上要以政府投入为

主，要把政府对农业的投入纳入到国家宏观经济的

总揽之中，在制定农业政策、农业投资计划时，决不

能仅仅就农业而论农业，要考虑生态环境、粮食及食

品安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使农业与农村

建设有利于产生多方面的综合功能和效益。第五，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村

庄，更重要的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发展农业生

产，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注意保

护环境和生态。

农业要发展，农业投资很重要，农业投资不仅有

经济效益、而且有环境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

一定要建立一套确保农业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和政

策，确保农业投资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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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肖爱清 国际组织对"农业多功能性"界定的比较研究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1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多功能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OECD采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方法,力图建立一个用于分析农业多功能性的一般

框架,在此基础上将框架用于分析农业政策的合理性及其效果,FAO从实证出发定义了农业多功能性的食品安全、环境外部性、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四大特

征.欧盟通过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推进农业的多功能化.包括提高农林部门竞争力,改善乡村环境,农村发展.而在WT0框架下,农业多功能性与非贸易关

注问题联结在一起,成为农业出口国和农业补贴国两大集团利益之争的焦点,农业多功能性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农业政策的重点,其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农

业的基本功能.

2.期刊论文 曹俊杰.徐俊霞.GAO Jun-jie.XU Jun-xia 日本和韩国农业多功能性理论与实践及其启示 -中国水土保

持2006,""(6)
    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指农业除了满足人和牲畜所需要的食物和纤维这一基本功能以外,还具有满足其他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需要的多种功能.日本

和韩国是世界上较早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研究与建设的国家,其农业多功能性研究和实践是出于应付国际游戏规则调整的形势需要,但它符合可持续发展模

式的要求,迎合了各国制定农业保护政策的潮流.日韩对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内容和评价方法等理解具有一致性,但在农业多功能性研究与实践的社会环

境和重视度等方面有所差异,其有关经验对我国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具有很好的启示.

3.学位论文 林承艺 福建省农业多功能性研究 2007
    农业多功能性理念的发展，突破了民众对传统农业的认识局限，强化了农业新的地位和作用。本论文的目的是初步探讨和诠释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

，深化认识现代农业的价值。这不仅是福建省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福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本论文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全文的基础和起点。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相关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界定，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和思路。

    第二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特征。认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比较利益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理论、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观点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研究农业多种功能的理论基础；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出现明显变化、集约化经营的增产方

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农业产业关联度空前紧密、作为社会公共部门的属性日益明显是农业多功能的特征。

    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国农业多功能性价值现状。主要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价值显著、农村劳动力失业保险功能作用重要、农业对经济的有效缓冲作

用显著、农业在消除贫困方面作用明显、农业的继承传统文化和提供农业景观功能日趋显著、农业替代社会福利保障功能被长期低估甚至被忽略。

    第四部分，主要是对福建省农业多功能性的考察。从对农产品供给、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就业、农业生态环境四个方面的分析，指出福建省农业

多功能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发挥的并不十分充分。最后根据福建省农业多功能性的考察，指出了今后福建省农业多功能性发展的重点在于保证食物

安全，尤其是粮食的安全、提高农业就业机会、提高农业生态的环境、增加农民收入。

    第五部分，具体分析了影响福建省农业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农业科技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

    第六部分，探讨了福建省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模式。主要有农业物质产品感受模式、农业物质产品功能转换模式、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模式、农

业观光旅游模式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模式。提出了福建省农业多功能性发展模式的推动举措。福建省在推动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应做到在农业结构中

充分考虑农业功能的多样性、在社会投资上支持农业功能的多样性、在“软”环境上保证农业功能的多样性、在法律法规上保障农业功能的多样性、在

各种媒体中大力宣传农业功能的多样性。

    第七部分，提出了促进福建省农业多功能发展的对策。主要包括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高度重视多功能农业人才培养，特别是多功能农业企业

家队伍建设；实施市场创新，大力开发多功能农业市场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鼓励农业多功能价值中的正向产出；实施多功能农业区域化发

展战略；积极探索农业功能创新。

    第八部分是结论。主要是对本文的总结，同时提出了本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期刊论文 朱启荣.闫国宏.王胜利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农业多功能性问题 -国际贸易问题2003,""(6)
    农业多功能性问题是世贸组织新一轮农业多边谈判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成员争论的热点问题.通过介绍农业多功能性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从经济学

外部性的角度揭示了农业多功能性问题的实质,并重点分析了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对农业多功能性问题的立场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对农业多功

能性问题的立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5.期刊论文 董景奎.魏善元.罗文敏.DONG Jing-kui.WEI Shan-yuan.LUO Wen-min 贵州农业多功能性实证研究 -山
地农业生物学报200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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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估算贵州农业多功能性价值,促进对农业的认识及其科学发展;根据农业多功能性相关理论、环境经济学价值评估方法等分析贵州农业多功能性

概念,并作实证计算,初步得出贵州农业多功能性价值为5 494.48亿元(WTP法价值:4 342.97),其价值大于当地的经济总值,说明当地的农业系统不仅仅提

供经济产出,还提供了更多的附加值.贵州农业与世界农业发展具有一致性特点,需要正视农业多功能并用以促进区域乃至我国农业发展.

6.期刊论文 孙新章.SUN Xin-zhang 新中国60年来农业多功能性演变的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
    农业多功能性是近年来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与政府闻谈判磋商的热点问题.科学地认识农业多功能性及其演变趋势,对于新时期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该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调研资料的整理,从农业的产品生产功能、经济社会功能、生态环境功能、文化休闲功能4个

方面.对建国60年来农业多功能性演变的基本趋势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产品生产功能在波折中不断提高,而地域之间呈此消彼长现象,总的趋势

是农产品生产由南方向北方、由东部向西部转移;农业的经济功能已经大大弱化,但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依然极为重要;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来看

负面效应要大于正面效应;农业文化传承功能呈全面衰落趋势,但旅游功能则在近年来大为增强.依据这一研究结果,该文进一步探讨了增强我国农业多功

能性的政策措施.

7.期刊论文 李传健.Li Chuanjian 农业多功能性与我国新农村建设 -经济问题探索2007,""(4)
    农业多功能性是指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它来源于土地资源的多效用性.并由土地资源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土地资源价值

量来衡量.农业多功能性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使整个社会受益,但社会并没有为其足额付费,因而政府应向农业提供支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功能

由经济功能拓展为与非经济功能并重,且非经济功能日益彰显.农业政策由以农补工政策演变为以工补农、以城补乡.我国新农村建设正是农业多功能性的

集中体现,是近年来各种惠农政策的必然归宿.因此,农业多功能性应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并对其发挥指导作用.

8.期刊论文 黄飞鸣.HUANG Fei-ming 基于农业多功能性看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乡镇经济2005,""(8)
    农业多功能性理念突破了对农业传统认识的局限,促使人们对农业重新审视,赋予了农业新的地位和作用.文章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我们应制定新世纪的农业发展战略,以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9.期刊论文 李德智 农业多功能性与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研究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1)
    农业多功能性是指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它最终来源于土地的多效用性,并由土地资源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土地资源价值

量来衡量.农业多功能性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使整个社会受益.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和强化农业的重要战略地位,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对农业不断提出的新需求.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10.期刊论文 许晓春.XU Xiao-chun 农业多功能性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兼论对我国农业保护政策选择的启

示 -乡镇经济2007,""(4)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GATT和WTO的农业多边贸易谈判中,成为部分发达国家维护农业保护水平的重要手段

.本文通过分析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农业多功能性概念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影响.最后阐述了农业多功能性对我国制定相关农业贸

易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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