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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应回归自然本色
——以德国为例，解析乡村生态振兴典型经验与做法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婉 李煜强

扫码联系图书主编

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应对乡村发
展危机、促进农村繁荣发展，是大多
数国家曾经或将要面对的一道难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机械与电子
工程学院副院长姚义清在《国内外
乡村生态振兴的典型经验及政策研
究》一书把德国乡村生态振兴典型
经验与做法作了详尽的表述，为中
国从德国应对乡村发展危机的经验
做法中，提供了切入点和重要启示。

“德国城市化起步较早，在其城
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乡村地区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有较大差异，所采
取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调整完善。”
姚义清分析说。

德国作为一个城市化起步较早
的国家，乡村地区曾面临环境污染、
人口流失等问题和挑战。其在乡村
建设方面的发展经验已经先后被复
制到欧洲及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或
者被借鉴发展成为内容更加丰富的
乡村战略。

德国乡村振兴的政府推动

“农业在德国的地位非常高，除
了提供粮食的基本功能，还有很多重
要的战略功能。因此，德国各级政府
实行许多制度、政策、法律措施来保
护和发展农业、农村，为德国地区的
乡村振兴提供助力。”姚义清说，德国
在制度层面制订了农业合作社等组
织制度，加强德国政府对乡村生态振
兴的组织架构建设，增强了国内乡村
生态振兴相关人员的凝聚力。其制
订的有机农业制度，特别重视对农业
从业人员的梯队培养。

在政策层面，实施生态农业补偿
政策，对自然和景观进行保护，将开
发对自然和景观的伤害降至最低。
他们实施耕地可持续化利用政策，积
极推进绿色耕作方式保护耕地生态
环境，以科技创新发展政策提升乡村
创新能力，支持乡村创新发展。

在法律层面，德国制定《土地整
理法》和《空间规划法》，对乡村的
土地、空间进行整体规划布局，通过
《森林法》《自然保护法》等法律的实
施来建设和保护乡村生态宜居的环
境，再通过《可再生能源法》和《生态

农业法》的制定，为乡村在可再生
能源领域、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先
行条件。因此，为德国乡村生态振
兴提供了发展思路。

“德国乡村生态振兴在制度、政
策和法律的支持下，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一些德国生态村闻名国内外，
是值得学习的典范。”姚义清谈到，
从一开始，德国立法就在刚性的法
定规划基础上辅以非法定的柔性规
划手段和措施，为德国的生态环境治
理提供了有力支持，使得环境污得到
有效控制，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德国做法，建立健
全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为生态环境治
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当前，德国重视生态农业的建
设，强调农业用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在质量上，严格保护土壤，防止退化
或被污染。在经营管理上，有利于耕
地的整合和结构优化，便于规模化经
营和节约利用。实行系统化精细化
的管理制度，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效
率，维护了农业生态系统健康，促进
了德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与现代化的和谐发展

农村较于城市而言，生态资源
就是一大优势。要实现乡村振兴，
就一定要把农村的优势资源挖掘并
发挥出来，只有把农村的生态资源
保护好，才会将其变成“金山银山”。

就德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姚
义清解释，德国设立的生态账户方
式可以提供规划和实施最佳协调措
施。一方面，生态账户旨能缓解合
适补偿区的可用性问题；另一方面，
通过大规模规划和合理协调，使得
补偿措施从生态角度更加有效。

姚义清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
德国的生态农业补偿具有自己的特
色：一是利用生态农业补偿来支持
鼓励农户采用生态的农业生产方
式，以此来保护周围环境；二是生
态农业补偿一般是政府采用项目运
作的方式来补偿给农户，此项目如
无其他原因，会一直继续下去；三
是生态农业补偿的相关保护项目要
通过德国政府与农场主在自愿的基

础上签订协议来下拨给农场主。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德国按

照欧盟政策框架推进绿色耕作方
式。首先，实施种植多样化 (3种作
物以上) 、保持绿地和种植间作作
物，以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其次，实行覆盖耕作，利用作物秸
秆残茬覆盖地表，在培肥地力的同
时，用秸秆盖土、根茬固土，保护土
壤，减少风蚀、水蚀和水分无效蒸
发，提高天然降雨利用率。”姚义清
介绍说。同时，一些农场也采用免
耕播种，在有残茬覆盖的地表实现
开沟、播种、施肥、施药、覆土镇压复
式作业来简化工序，减少机械进地
次数，起到覆土保墒作用。再次，
积极施用有机肥和绿肥。农场主在
运输半径合理，经济可行的情况
下，一般都倾向用有机肥做底肥，
提高土壤有机质，并根据不同的作
物留茬和生长季、地力状况施用不
同绿肥，有效保护土壤肥力。最
后，严格限制化学农药的使用总量
和施用时间。

该书中这样描述：德国为减轻施
肥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对施肥
规定更严格更具体，如禁止使用氮
肥和有机肥；利用抗病虫害品种、使
用天敌益虫、采用物理防治措施等与
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病虫害防治措施。

“德国农业生产日益推进精准
化管理，既保护耕地质量，又注重
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以3S新技术
的应用为土地调查、土地保护提供
新的方法，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可以
满足土地保护法、施肥规定和休耕
的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姚义清说。

推动循环经济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姚义清说，随着全球大量使用煤
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所出现的资源的
有限性和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又把生
物质能作为重要的能源予以重视。

“生物质能被认为是对环境影
响中性的能源，特别是由于生物质
能的可再生性，使生物质能成为了
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并把生物质能

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
姚义清说，德国生物质能源政策走
在世界的前列，为乡村生态振兴提
供了可行的方案。

姚义清认为，德国作为欧洲大
园，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严格的环
保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不断
探索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经验，积
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其
他国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德国是世界上循环经济和绿色
生活方式领先的国家之一，一直在推
动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倡导
绿色环保的消费和生活方式。通过
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在节能减排、
资源回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约德生态村就是这些方面的最
新技术的示范地，是德国第一个生
物能源村庄。2004年，该生态村根
据经济、基础设施、自然和社会的基
本标准，一步步选择可实施的方法，
利用当地农林业实现从化石能源向
可再生生物能源的完美转变，并将
能源完全用于整个村庄。

“德国生态村的建设主要围绕
可持续和环保的主题，建设尤其重
视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尤其是生物
质能源，在德国的大多数生态村能
通过农林废弃物进行能源转换利
用，其特点是自给自足、乡村宜
居。”姚义清说。

在德国汉堡的北部，距离伯拉
姆费尔德市中心10千米的地方有
一座“太阳能计划”的伯拉姆费尔德
生态村。以太阳能替代传统的天然
气作为采暖的能源，其遵循地形轮
廓，完美地营造了一个可持续利用
的生态村落，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
和资源消耗，其对于发展新型供暖
能源具有积极意义。

21世纪以来，德国乡村地区已
建设许多生物能源村。其中，92个
村庄通过生态能源工厂实现能源自
己自足；350个村庄建成或正在实
施建设生物能源利用模式。

姚义清解释，循环经济和绿色
生活方式的推广，有助于降低对环
境的压力，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
产生。其他国家可以学习德国在这
方面的经验，积极推动循环经济发
展，鼓励绿色生活方式，以实现乡村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