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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历史、农民和市场等三个维度分析了我国农药过量使用产生的原因，指出农药减量控害的必要性和重要

意义，分析了农药减量控害的可行性，提出了“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工作思路以及通过替代化学防控、调整

优化农药产品结构、集成绿色防控技术、转变防控方式、构建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等路径实施农药减量控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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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药的使用对提

高农作物产量、确保农业生产安全、保障粮食安全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农药的特殊性在于其使用带来了

突出的负外部效应［１］，如农药残留影响农产品质量

安全，生产使用农药造成人身健康损害，使用农药造

成天敌种群和农田自然生态被破坏、生物多样性降

低、土壤和地下水被污染等一系列人类健康、环境和

社会问题，给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障碍［２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农药的使用和监管

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围绕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和质量兴

农战略，探索我国农药减量控害实施路径，助力农业

绿色发展。

１　农药减量控害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农药减量控害与我国现阶段实施的乡村振兴战

略的总要求所包含的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

全、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人类健康安全密切相关，实

施农药减量控害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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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

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坚持绿色生产导向，切

实做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实

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长期以来，为保障粮

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的

粗放式经营方式，农业资源长期过度开发，农药化肥

等农业投入品过度使用，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退化日

益严重，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６７］。农业生产中

农药和化肥是主要的物质投入品，农药过量使用也是

一个突出问题。目前，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

化肥农药投入已占到了生产资料投入的４５％
［８９］。园

艺作物中农药化肥的投入更高，如苹果生产中肥料和

农药的投入占到总生产成本的２／３
［８］。过量的农药

投入导致面源污染和环境持续恶化，不仅直接增加

农业生产成本，也间接增加环境治理成本［５］。农药

减量控害对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必须立足国情，实施农

药减量控害，采用物理、生态、生物等绿色防控措施，

逐步减少对化学农药的过度依赖，大力推进农业绿

色发展，根治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使水更清、山更

绿、天更蓝。

１．２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２０１８年中

央一号文件又进行了全面部署。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的“生态宜居”，必须大力推进农药减量控害。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文明兴，生态亡则文明亡。”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化学农药ＤＤＴ的大量使用，曾经给美

国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破坏［１０］。进入２１世纪以

来，随着人们对化学农药面源污染的深入了解和认

识，大部分持久有机污染物和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

的农药逐渐被禁用，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是

全球每年仍有多达３５０万ｔ（折百）左右的化学农药

释放到环境中［１１］，我国仅种植业农药每年使用量就

高达３０多万ｔ（折百）
［１２１３］，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

不仅未见根本好转，还在持续恶化，那种“千山鸟飞

绝，万径人踪灭”的“寂静的春天”在地球上某些区域

正向人类逼近［１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转变病

虫防控方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减轻农药对环境

的面源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珍惜和保护好“绿

水青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１．３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确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方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迫切需要推行

农药减量控害。使用农药防治病虫害是确保农业生

产安全必要措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是劳动强度最

大、技术水平要求最高、劳动力投入最多的环节，也是

影响农村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１５１６］。

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普遍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弱

化，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我

国农业种植规模较小，施药器械比较落后，病虫害防

治以农户分散防治为主，农民科学安全用药知识匮

乏等问题突出，农药使用中毒事故频发。据统计，目

前全国每年农药生产性中毒事故高达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人次［１７］。实施农药减量控害是减少广大农民群众

中毒事故、提高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让农民共享农业农村发展成果

的重要途径。

２　农药过量使用产生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病虫害（病虫草鼠害）常年发生４亿

～５．３亿ｈｍ
２次，以使用农药为主的病虫害防控工

作成效显著，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

献。通过防治挽回粮食损失６０００万～９０００万ｔ、

皮棉１５０万～１８０万ｔ、油料２５０万～２７０万ｔ。若不

采取防治措施，按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自然损失

率３７％以上计算，每年至少将损失粮食１５００亿ｋｇ、

皮棉１．９亿ｋｇ、油料６８亿ｋｇ，果品和蔬菜１０００亿

ｋｇ，潜在经济损失５０００亿元以上
［１７］。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大量使用有机氯等化学

农药，随后农药的使用量逐渐上升；７０年代年用量

上升至１０万ｔ，随后的十年一直稳定在１０万ｔ左

右；９０年代随着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进入市

场，农药的使用量上升到１５万ｔ左右
［１７］。至２１世

纪初，尽管菊酯类和新烟碱类等高效低用量农药不

断进入市场且广泛得到推广应用，我国农药年用量

在２０００年仍然上升至２５万ｔ，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十

年间继续攀升至３１万ｔ左右
［１７］。我国种植业上农

药年用量在过去５０年左右增长了近４倍，其中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间增长速率最高，年均增长率超过

７％。过去５０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了２．８倍，而农

药使用量却增长了３．７倍
［９，１７］，农药使用量的增长

率明显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率。目前，我国在占世

界９％的耕地上使用了占世界２０％以上的农药，农

药过量使用问题十分严重。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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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点来看，农药过量

使用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因素，它是我国农业生

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

２．１　从历史维度看，农药过量使用是我国农业历史

发展阶段性产物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

产品的有效供给为目标，主要追求数量型增长，盲目

追求高产，忽视了农作物抗病性品种的利用，加之大

水大肥等不健康的栽培方式盛行，导致农作物病虫

害发生势头上升迅猛。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全国农作

物病虫草鼠害发生面积在１．３３亿ｈｍ２ 次以下，到

９０年代初翻了一番，增加到２．６７亿ｈｍ２ 次；到２１

世纪初，攀升至４亿ｈｍ２次以上；２００７年继续攀升

到５．３３亿ｈｍ２次，随后一直维持在５．３３亿ｈｍ２次

以上。病虫害发生严重程度５０年内翻了４倍，导致

了病虫防治面积增加了４～５倍，从而导致农药使用

量的大幅攀升［１７］。

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杀伤了天敌种群，破坏了

生物多样性，削弱了自然生态的控害作用。化学农

药的大量使用不仅导致自然控制作用下降，而且导

致次要害虫的暴发。长期过量使用化学农药还导致

农作物主要病虫害产生了抗药性，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的

２５年间，我国已有８０多种主要有害生物对农药产

生了抗性，其中害虫和螨类超过３７种、植物病原菌

２１种、杂草２５种
［１８］。有害生物抗性的产生致使农

药防治效果丧失，一些主要或次要病虫害相继暴发

成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施药器械落后导致农药有效利用率低、防治效

果差，为确保防治效果又不得不加大用药量。过去

５０年来，我国的施药器械主要以手动式和背负式小

型喷雾器械为主，据统计，２０１７年我国现有的施药

器械合计２０８万台（套），其中，手动式、背负式小型

施药器械合计１６５．７万台（套），占总数的８０％以

上，先进高效施药器械仅占不到１０％，农药的有效

利用率仅为３８．８％
［１７］。

２．２　从农民维度看，农药过量使用是我国农业小规

模生产的特定产物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２０１５年农村人口

６亿多、人均耕地２２４０ｍ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２．３亿农户户均耕地不

到５３３３．３ｍ２，经营规模在６６６６．７ｍ２以下的小农

户占８０％
［１９］。虽然近年来国家鼓励土地流转，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土地流转并没有改变我国以小

农户占主体的小规模经营状况。研究表明，小农户

有过量使用农药的特质，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具有

风险规避的本性，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抗风险能力

弱，小农户总是过高地估计病虫危害，特别易于过量

使用农药来规避风险［１４，１６］。小农户由于经营规模

小，对过量使用农药的边际成本感受不明显，总是盲

目地打“保险药、放心药”，不仅增加了不必要的农药

使用次数和用量［１６］，而且也增加了生产成本。与许

多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对农药使用者没有设置

任何门槛，我国的农业从业者文化程度不高，科学安

全使用农药知识贫乏，加之大量的青壮劳力纷纷进

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素质进一步下降，导致病虫害防

治时过量使用农药的现象进一步加重。

２．３　从市场维度看，农药过量使用是我国农药产业

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成为全球农药生产、贸易和

使用第一大国。目前，我国有农药生产企业有２３００

多家，已登记的农药有效成分６６０余种，农药产品

３．５万个，农药年生产量达到３７０多万ｔ
［２０］。农药工

业的发展壮大为我国农业生产安全和推进经济快速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农药产品之丰富、价格之

低廉、销售渠道之广阔，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

和我国相媲美。在《农药管理条例》修订之前，由于

农药指定经营制度未得到执行，农药销售门槛极低，

全国农药经销商（包括门店）有３５万多家，农药经销

从业人员６０多万人。农药市场的繁荣一方面为广

大用户提供了丰富的农药产品，另一方面也催生了

农药过量使用的肥沃土壤［２１２２］。

农药的过量使用带来了突出的经济、社会和环

境问题：一是显著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目前我

国农产品遭遇了价格的“天花板”和生产成本的“地

板”的双重挤压，农药的过量使用是造成农产品生产

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严重威胁农产品质

量安全。近几年来，类似“毒豇豆、毒大葱、毒韭菜”

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导致消费者恐慌，

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三是导致了农业生态环境

质量下降，生态自然控害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降低，

严重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四是导致人畜中毒事故

的频发，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过

度依赖化学农药、过量使用化学农药防控病虫害的

老路已走不通，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旧账还要还，破

坏生态环境的新账不能欠，农业生产安全和粮食安

全不能动摇。出路在哪？农药减量控害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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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

３　农药减量控害的可行性分析

农药减量控害，目标在减量，底线在控害（控制

病虫草鼠危害），关键在降低农药使用所产生的负外

部性（降低农药使用所带来的环境成本与社会成

本）。农药减量控害既要实现在使用数量上减少，也

要做到在产品结构上进行优化。

３．１　从实践上看，国内外已有农药减量控害成功案例

欧洲的丹麦、瑞典、荷兰等经济发达国家十分重

视农药减量控害，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实现了农

药减量控害。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会立法实施

农药减量控害行动的国家，１９８６年就提出并制定了

实施农药减量行动计划，以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的年平均

使用农药量为基数，从１９８６年开始至１９９１年１月

间，将农药的使用量降低了５０％。至今，丹麦农药

减量行动计划已经进入到了第五期，农药用量已经

减少到原基数的２５％
［１４，２３２５］。随后，瑞典和荷兰也

由国会立法并制定了农药减量行动计划。近十年

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农药减量控害的重要性，

如法国推行“理性农业”，韩国推行“亲环境行动”，日

本推行“环境保全型农业”。韩国和日本除制定相关

的法律法规外，还通过开征差别化农药环境污染税，

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产品认证，推

广非化学防控技术，通过大规模培训农民科学安全

用药等方式来实现农药减量控害［２３２５］。

我国自２００６年提出了“公共植保、绿色植保”新

理念以来，大力示范推广以优先采用生态控制、理化

诱控和生物防治等为主导的绿色防控技术。围绕重

点作物、重大病虫、重点区域以及“三品一标”优质农

产品生产，开展了绿色防控模式的集成与推广应用，

有效遏制了农药用量不断攀升的势头，农药用量增

长速率从２００６年前的７％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３％以

内［２５２８］。农业部制订并实施了“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通过“控、替、精、统”的路

径实施农药减量控害，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连续三年实现

了农药用量小幅度负增长，提前三年实现了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的目标。

浙江、江苏和四川等农药使用大省实施了农药

减量控害行动并取得了显著进展［２９３０］。浙江省

２０１０年以来全面实施农药减量控害行动，通过绿色

防控技术引领，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创新，强化农药使

用源头管控并将农药减量指标纳入各级政府考核体

系中，全省化学农药用量已从２０１０年的６．５１万吨下

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６３万吨，年均下降４．２１％
［２５，２７］。江

苏省自２０１１年以来，通过实施化学农药减量控害项

目，不仅有效地控制了病虫危害，农药使用量年均递

减率达到４．６％
［２８］。

３．２　从技术水平上看，农药减量控害已具备物质条

件基础

　　以减少农药使用为目的，绿色防控技术研发与

应用成效显著，关键技术不断获得突破：如利用昆虫

趋光、趋化性等原理，开发并推广应用了诱虫灯等

“光诱”技术、性诱剂诱捕和迷向等“性诱”技术、果蔬

实蝇害虫“食诱”技术；利用物理阻隔、颜色负趋性等

原理，开发并推广应用了防虫网和银灰膜等驱害避

害技术；十多种天敌昆虫繁育与释放技术不断得到

完善，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创新成效显著［３１３２］。高效、

低用量农药产品的研发；农药器械的改进；专业化统

防统治提高了农药利用率等各种替代农药的绿色防

控技术与产品不断丰富［１２１３，２７］，农药减量控害已具

备了物质条件基础。

３．３　从发展阶段看，农药减量控害已具备政策保障条件

我国农业已进入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的新阶段，农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已从过去的“吃

得饱”向“吃得好、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安全”转变［７］，

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绿色发展，已不再需要过度依

赖农药来提高产量。２０１７年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

的《农药管理条例》，其中第３２条规定“国家通过推

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先进施药器械等措施，逐步

减少农药使用量”，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

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农药减量计划”。《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４８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

药，防止过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等法律均对农药减量控害作出了具体的规

定。一系列法律、条例的出台为农药减量控害的实

施提供了政策保障。

４　农药减量控害的对策建议

当前，既要改变“多用药多打粮”的过时观念和

过度依赖农药的错误方式，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

端———妖魔化农药，完全否定农药在确保农业生产

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实施农药减量控害是一个艰巨

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加强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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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统筹规划、明确时间表，制定好路线图，稳扎稳

打，分步实施。

４．１　工作思路

培育农业生产新型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化统防

统治组织、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销商等单位和群体

减量控害的内生动力，是推动此项工作的出发点和

着力点。推行农药减量控害行动，必须具有底线思

维、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意识。

１）底线思维意识。农药减量控害的底线是控

害，在有效控制病虫危害的情况下，保证农业生产和

粮食安全实现农药减量。农药减量的目标和计划的

制订必须要有底线思维意识，农药减量不能走极端，

不能不考虑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安全而进行无底线

的减量，关键在于把握好度，绝不能无底线地减量而

导致病虫害暴发成灾。农药减量首先是要减去过量

使用的部分，其次是围绕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在确保

农业生产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农药深度减量，

最大限度地降低用药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

２）系统思维意识。农药减量控害涉及农药行政

管理部门、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销商、农技推广部

门、农药使用者、农产品消费者等多个部门和利益主

体，涉及所有各方的关注和利益调整。每个方面所

关注的利益方向不同，他们之间的利益需求既相互

关联又存在矛盾。实施农药减量控害行动应加强顶

层设计，坚持用系统思维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切实考虑各方利益关切，

科学制订政策措施，有效化解利益冲突，促进各部门

和利益主体相向而行，形成合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地

推进农药减量控害行动顺利实施。

３）创新思维意识。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和“绿色植保”理念，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病

虫害防控全过程，创新病虫害防控工作的机制体制。

探索利用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实施农药减量控害的积极性。创新政

府责任考核机制，条件具备的地区应当把农药减量

控害指标列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创新病虫害防

控方式，培育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专业化统防统治

与绿色防控相融合，引领小农户采用绿色防控技术

及模式，推进农药减量控害行动。

４．２　政策引导

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强化农药

源头管理，严格农药登记评审，严格执行农药生产经

营许可制度，全面推进农药废弃物回收，逐步淘汰高

毒、高残留农药，调整优化农药产品结构。

督促地方政府按《农药管理条例》制订并严格执

行“农药减量控害计划”，特别是以下重点区域优先

实行生态补偿计划：一是国家生态保护区，如水源

地、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地区，迫切需要减少或禁止化

学农药的使用，防止化学农药造成的面源污染，降低

病虫防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二是都市农业区、乡村

旅游区等人口密集区，迫切需要采用绿色防控替代

化学农药防控，减少人民群众接触化学农药，降低农

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风险；三是果菜茶优势产区，加

快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的集成与应用，推行标准化生

产，减少果菜茶农药残留，提升农产品品质；四是优质

农产品品牌区，强化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

发展，充分发挥专业化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引领作

用，推进农药减量控害，促进质量兴农战略的实施。

４．３　工作路径

农药减量控害必须遵循从易到难、由简到繁的

原则，实现从过度依赖农药的传统病虫防控方式向

农药减量控害新方式转变。减量的过程是非常复杂

的，既涉及农事操作的改变，也涉及生产活动的日常

管理，可以从“调整、替代、集成、转变、构建”等五个

方面来实施。

１）调整。调整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农药产品结

构，加强农药登记评审。加快淘汰高毒、高残留农

药，加速推广环保、高效、低残留农药产品，特别是加

大对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

２）替代。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或技术模式替代单

纯依赖化学农药防控做法，推广使用农艺措施、生物

防治、生态控制、物理防治等控制措施。

３）集成。以作物、防控对象、技术产品和农产品

为主线集成病虫害绿色防控模式和标准，实行标准

化生产。

４）转变。转变防控方式，从单家独户防控病虫

方式向专业化统防统治转变，实现从过度消耗地力

向培育健康土壤转变，从盲目追求高产向栽培健康

作物转变［３１３２］。并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

技术相融合［３２］，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病虫防控效率。

５）构建。构建农产品优质优价体系，扶持农业

专业合作社，实现农产品品牌销售，促进绿色防控技

术的应用。

４．４　措施建议

１）加快高效防治新技术、新农药和新药械研发

推广。一是加快病虫害绿色防控新技术，尤其是生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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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治、植物疫苗、生态工程、食源诱控、抗性品种合

理布局等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二是加强高效新药

械及施药新方式的研发，如无人机配套剂型、农药增

效减量助剂、导向施药、精准施药技术的研发。三是

大力推广高效、安全、先进的施药器械，提高农药利

用率，降低农药对环境的面源污染。

２）加快农药减量控害综合技术的集成与推广应

用。以健康栽培为基础，集成组装并推广应用生物

防治、生态控制和理化诱控等技术模式，围绕“三品

一标”及优质绿色农产品生产，集成并推广应用以非

化学防治技术为主导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加

快替代化学防治的绿色防控新技术标准的制订、研

发与推广应用。

３）加强专业化统防统治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鼓励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农药生产企业、农药

经销商、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农药使用一体化服务，实

现统防统治；建立专业化统防统治信息化服务平台，

为统防统治组织提供信息化服务；加强对统防统治

组织人才队伍进行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科学安全

用药知识水平。

４）加强科学安全使用农药知识的宣传培训。充

分利用广播、电视以及网站等媒体普及科学安全使

用农药知识，通过现场会、农民田间学校、田间活动

日等方式加强对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等进行科学安

全使用农药知识培训，根据防治指标和生态分析及

时指导农户科学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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