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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是指在常规农产品（不包括生物基因工程类农产品）和食品的生产过程中，食品被化肥、农药

所含有的有害成分所污染，从而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前

不久，中国奥组委向1万余名各国奥运选手发出郑重警告：比赛期间不要吃北京烤鸭、咕老肉等食品（因为中

国大部分鸭和猪都产自养殖场，其喂养饲料往往含有抗生素、激素等，这些成分往往残留在鸭肉和猪肉中，

有可能导致兴奋剂误测），食品专家还建议运动员不要在奥运村以外的地方用餐。 

二战以后到70年代，发达国家兴起了机械化、化学化的能源集约型常规农业革命，这些农业实践随后又以绿

色革命的形式传播到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常规农业是用高投入换取高产的农业，它解决了人类的饥饿问

题，却加剧了全球性自然资源耗竭、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危机，常规农业体系面临不可持续的困

境。 

首先是生态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退化和环境污染。常规农业最发达的国家是美

国。美国农业部2002年一项研究指出：美国各州和地方已经花费了50年的时间来控制土壤退化，但它依然是

美国农业面临的首要威胁。土壤侵蚀的重要原因是只耕种单一农作物，而追求高产是导致耕作单一化的主

因，靠大量化肥来保持高产的同时带来了土质下降和食品的养分不足。其次是能源的不可持续性。农业生产

的机械化、化学化和农产品流通体系均以严重消耗能源为前提。“当人们把包含在农用燃料和化肥中的能，

以及制造农用机械时耗用的能变为食品时，投入这样的能至少要比生产出来的食品的能多出五倍。” [1]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掀起了可持续发展农业研究热潮，有机农业越来越受关注。有机农业指“避免使用化

肥、杀虫剂、转基因生物，减少空气、土壤和水污染，使植物、动物和人相互依存的健康环境和生产力达到

最优化的整体生产管理系统”。在欧盟有机农业法规中，广义的有机农业包含了狭义的有机农业、生物农

业、生物动力农业和生态农业。[2] 

80年代，我国政府开展了农业综合开发治理工程，推广生态农业，追求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其

基本宗旨与当时世界上推行的有机农业有着内在一致性，是我国走向可持续发展农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但

是，在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众多的历史局限之下，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必然是高产。结

果，我国农业始终未能摆脱高生产投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的农业发展道路。目前，我国仍是世界上

第一大煤炭和化肥的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杀虫剂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三大石油消费国。我国耕地化肥平

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农药残留率达60-70%。近几年来我国消费者因食物残留农药和

化学添加剂中毒的人数超过10万人。  



有机农业深入应用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知识，应用农业机械设备和优良作物品种，应用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方

法和水土保持技术，应用有机废弃物和秸秆处理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等，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常规农业解

决了人类的饥饿，有机农业将满足人们吃得更健康的需求，同时将极大缓解生态和环境的压力。联合国粮农

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有机农业产品市场增速极快，2006年世界有机农业产品市场份额为400亿美元。 [3]据

《农民日报》报道，2006年中国环保农副产品的销售额超过3000亿元（约390.34亿美元），包括30亿美元的

出口额。 

然而，有机农业的推广任重道远。首先是有机农业劳动力投入多，成本高。特别是，利用农业废弃物需要较

多的劳动力投入。但是，有机农业生产充分利用了农业系统的废弃物，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从而减小了社

会用于治理环境污染所花费的费用，减轻了由于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社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人

们在比较有机农业和常规农业的成本时，往往忽视了这些潜在因素。其次是有机农业产量问题。在有机农业

生产体系建立期间（有机转换期间），有机作物的产量通常会比常规农业产量低。但从长远来看，一旦建立

良性的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有机农业生产力一定高于常规农业生产力。况且，目前采用的产量概念只是单纯

地计算农产品产量，不计算环境效益和生态产出。 这样的思维方式鼓励了短期经济利益，是与可持续发展农

业的理念相悖的。 

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教授在河北定县、山东、宁夏、海南组织农民开垦了有机农业试验

田，并帮助这些农民在城里出售无公害有机农产品。在此，我们呼吁大家通过购买绿色农产品的行动，来响

应、支持温铁军教授推广有机农业的壮举。无独有偶，2007年6月21日《南方周末》《一个“犟种”的7年》

报道了河北农民安金磊种植有机棉花备尝艰辛终获成功的故事。这使我们领略到，在中国推广有机农业还任

重道远。 

其实，有机农业给人们带来的将不仅是安全的食品，它还将使人们形成绿色消费意识和健康生活习惯，并将

最终导致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在欧美城市，“乐活族”（LOHAS）生活方式方兴未艾。LOHAS是英语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的缩写，指健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乐活族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具

备较高的消费水平，目前美国每4人中有一人是乐活族，欧洲约三分之一，社会学家预计，10年内美国将有一

半的消费者成为乐活族。乐活族对食品、工业、能源的影响已经显山露水，有机食品、节能汽车、无添加剂

的化妆品、环保住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可以肯定，在中国城市里和一部分富裕的农村地区，乐活一族

也将迅速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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