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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XINGTANSUO

农药在日常的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农业快速
发展，资源过度索取、农药不合理使用，造成生态环境的进一步
恶化，农药的绿色发展迫在眉睫。不合理地农药使用不仅是对环
境产生着巨大影响，更对食品安全造成威胁，对于农药的改革可
以说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农药绿色发展现状
（一）传统农药对环境的危害
植物的收获部分是化学农药的靶向物质，通过农作物果实中

的渗透导致农药残留是化学农药对土地最直接的污染方式。在化
学农药的施药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部分农药直接洒落在土壤中的
现象，对土壤造成污染。在被污染后的土壤上再进行播种，土壤
中的农药残留会通过农作物的根茎运输到作物果实中，长期的积
累造成这样一个农作物种植的恶性循环。

农药的使用使农产品的产量大幅提升，同时给农业生产带
来了经济效益。但是在农药的使用中，一些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
会通过气流等途径给大气、土壤、水资源等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污
染。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部分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甚至人体都
会产生不可接受的风险，近几年来我国对此问题十分重视，出台
了相关政策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二）发展绿色农药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绿色食品概念越发看重，对

绿色食品的迫切需求促使农业朝向绿色发展，农药也应进行同步
的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初期，很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放弃使
用农药，但效果不佳，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农药的使用我们
不能因噎废食，我们要承认农药在生活生产过程中是起着重大积
极作用的，我们要做到的是摒弃其中的缺点，将优点发挥到最大
化，发展绿色农药就刚好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较好的解决。以
前农业生产者只注重农作物的产量增加与否，而如今消费者更注
重食材的质量，在产量上满足社会需求，更要在质量上保证食品
的安全，这使得发展绿色农药变成必要之举。

二、农药绿色发展的实际应用
（一）农药绿色发展对环境的保护
农药减量控害遵循从易到难、从简到繁的原则，逐步实现

从对农药过度依赖的传统病虫害防治方式向农药减量控害新方式
转型。传统农药不被降解或者很难被降解，会长期在生物体内富
集，人类在食用过程中健康受到威胁，农业绿色发展则会降低这
类事情的发生概率。生物农药虽然对人畜无毒无害，但对病虫害
则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杀伤力。生物农药的使用不仅保护了土壤结
构，并且对农作物的生长起到了良好的影响作用。

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化学农药已经无法满足当
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生产方式有了大幅进步，生物农药也得
以快速发展。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也包含对生物农药的研究
和开发，我国对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的开发也越来越重视。

（二）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
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农药的利用率大幅提升，生产的投入

和农药的使用量也逐渐减少，这一变化极大促进了绿色农业的发
展。我国一直提倡绿色农业这一发展模式，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同
时也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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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农业绿色发展并行，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进一步促进当代
农业的发展，为绿色农业和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在农药减量控害的同时由化学农药向生物农药转换。据调查
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化学农药市场销售额已达到 1353.2 亿元，
2014 年同比增长 7.9%销售额增长到 2724.1 亿元，但在此之后化
学农药市场开始萎缩，销售增速下滑。与化学农药相比，生物农
药具有田间灾害防治效果好、对人畜无毒无害、不污染生态环境
等优点，近年逐步实现销售收入的上涨。生物农药具有安全、有
效、无污染等特点，这和对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社会发展的要求
十分吻合。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食品安
全的要求，这些都使得生物农药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农药品类。

我国在《到 2020 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提出，初
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体系大力
推广应用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高毒高残留农药
是 2020 年目标。同时在《农药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提出，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支持生物农药的研究与发
展。对于生物农药产品质量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为生物农药的发
展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增强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我国加入WTO以后，农产品出口面临着“绿色壁垒”这一

问题，农药残留超标影响着我国农产品在世界贸易市场上的竞争
力，这使得农药绿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绿色壁垒”削弱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是农业大
国，农产品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都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优
势。但近年来随着绿色壁垒的实施，欧美国家对农产品质量标准要
求越来越高并提出“有机食品”“健康食品”“自然食品”等概念，
对农产品中农药类化学物质含量更加严格。

农药绿色发展降低了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正面解决了这个问
题，直接地提高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农药残留的
解决使我国跨越绿色壁垒的目标达成更进一步，形成符合自身发
展的绿色贸易体系，充分发挥“绿色壁垒”的正面效应，带动其
他行业更好地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结论
基于我国传统的农业习惯以及对农药的需求，农药绿色发展

是必行之路，生物农药促进着现代农业绿色的发展，而农业的绿
色发展也促使着生物农药的研究发展不断向前，相互的促进使得
我国农业结构更加紧密，一切都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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