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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题来源与背景  

广东省是改革开放排头兵。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了

希望广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改革开放，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努力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列”的“四

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生态文明理念

作为区域产业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对区域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

作用。都市农业是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发展都市农业，促进传

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抓

手。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广东省农地资源急剧减少，农业生态

环境压力增大，都市农业面临运作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产品和

功能结构雷同、效益低下等问题，亟需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进行

生态文明视域下区域都市农业转型路径及升级对策研究，有助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目标能够落实到具体产业。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1）契合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为区域都市农业转型升级提供理

论基础。本研究可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具体产业实现途径，为都

市农业升级转型提供理论参考。有利于加快生态文 明建设步伐,

为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新的途径。  

（2）符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政策制定及市场经营提供

实际应用咨询参考。在生态文明视域下进行都市农业转型路径和

升级对策研究，为政府部门生态文明建设和都市农 业发展决策提

供咨询，为都市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建设内容和发展模式参考，具

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  

三 主要论点与论据  

1、广东省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及存在问题。广东省都市农业

根据区位、资源及产业发展现状，可概括为以综合型、服务型、

产品型、高科技型等四种模式。（1）综合型都市农业。该种模式

通常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广阔的客源市场、强劲的区域经济支

撑能力。主要特点为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区迅速发展、农业经营组

织形式丰富、逐步形成农业地域特色等。存在城镇化对都市农业

发展的挤压、都市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等问题。（2）服务型都



市农业。发展于快速城镇化地区，主要发展方式为休闲农业，特

点为积极转变传统农业模式，将农业的生产功能拓展为生活服务

功能，并打造地区精品休闲农业产品，地方政府也出台相应政策

支持休闲农业发展。但尚未形成规模产业，效益低下，并且缺乏

营销，休闲农业品牌尚未形成。（ 3）产品型都市农业。该种模

式的农业产业基础较好，拥有都市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及人力资

源，通过打造地区农业品牌，提供优质高效的地方农产品，形成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生产格局，但存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低、农产品加工企业水平较低、农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 

（4）高科技型都市农业。以农业科技园区为代表，注重科技引领

农业发展，充分发挥园区的标准示范作用，同时开展产学研合作，

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但存在产业化经营水平较低、农业科

技人才数量不足等问题。 

 2、生态文明视域下都市农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构建。本研

究采用专家咨询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制定了生态文明视域下

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构建。生态文明视域下都市农业发

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体现社会经济发 展、资源合理化利

用以及生态安全指标，确定了由人均农业生产总值、有效灌溉面

积、森林覆盖率等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并确定了指标权重。 

3、生态文明视域下广东省都市农业转型升级路径。本研究提

出了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广东省都市农业的六条转型升级路径：（1）

生态化：发展高效循环农业；（2）特色化：发挥区域优势，找准

发展定位；（3）规模化：优化经营方式，促进农业产业规模发展；

（4）科技化：依靠科技支撑，加快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升

级；（5）复合化：一二三产结合，发挥都市农业多种功能；（ 6）

品牌化：注重品牌培育，推动都市农业产品升级换代。  

四 社会经济效益  

在生态文明视域下对广东省都市农业的转型路径和升级对策

进行实证研究 ，具有如下应用价值：①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都市

农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与关注；②有利于政府加快都 市农业发展

观念的转变，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③有利于广东省都市农

业转型升级，加速现代农业发展；④有利于广东省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