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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进农业绿色转型促进有机农业发展，本文对黑龙江省有机农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其存在

的关键性技术有待提高、成本过高以及监管力度不强等问题作出总结，提出了加强对有机农业宣传及生产技

术的投入、加强政府补贴及扶持力度、加强有机农产品认证管理及监督力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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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

质量安全问题更加重视，有机食品也逐渐得到人

们的广泛认可与关注。发展有机农业作为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的有力手段之一，既能满足

现阶段国家对于农业的发展要求又能满足消费者

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有机农业通常是指采用有

机肥满足农作物生长需求的种植业，或采用有机

饲料满足畜禽营养需求的养殖业［１］，确保人工合

成的化肥、农药等或畜禽饲料添加剂基本或完全

不在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发展有机农业不

仅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使人们的健康有

所保障，还有助于环境的治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本文主要针对黑龙江省有机农产品发展现状

进行分析，并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出总结，从而

提出黑龙江省有机农产品发展意见与建议，旨在

为推进黑龙江省农业绿色转型、促进有机农业发

展提供借鉴。

１　黑龙江省有机农业发展现状
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问题是关系到我

国民生的大事。而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的

黑龙江省，农业生产模式仍然以石油农业为主。

石油农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人民对粮

食的基本需求，但伴随着农药、化肥以及杀虫剂等

化学品使用量逐渐增加，在短期内虽然能保证粮

食的收益，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能

源衰竭等诸多问题，对黑龙江省农业的长远发展

产生严重的影响［１］。因此寻找一条与自然环境和

谐共生的农业发展道路迫在眉睫［２］。“十四五”期

间我国将“三农”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从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等４个方面聚焦，优先发展

我国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黑龙江省作

为我国的农业大省，拥有肥沃的土地、广阔的耕地

面积以及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设备，环境与农业方

面的突出优势推动黑龙江省有机农业的迅速发

展。在我国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排名前五名的省份

分别是新疆、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和贵

州，占到全国有机作物种植面积的７４％
［３］。黑龙

江省有机农业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从有机农产品

生产方面来看，据统计截止２０１９年，包括法国生

态认证、德国色瑞斯认证、中绿华夏认证及南京国

环认证等多家认证机构在黑龙江省实施认证活

动［４］。黑龙江省已有有机认证证书２０９２７张，绿

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达到８１２万ｈｍ２，产量达到

１６６０万ｔ，位居全国第一。绿色食品认证数量同

比上一年增长３．７％，达到２８００个
［５］。有机农业

主要包括有机种植业、有机养殖业、有机加工业

等。有机种植业主要以水稻、玉米、大豆为主。据

黑龙江省统计局数据统计，２０１９年全省有机水稻

的种植面积为１４．６５万ｈｍ２，产量为６５．５７万ｔ；有机

玉米种植面积为８．３９万ｈｍ２，产量达到５３．３３万ｔ；

有机大豆的种植面积为１０．５１万ｈｍ２，产量为

２２．２８万ｔ，占有机种植面积的８９．６％，有机产量

的９３．１％
［５］。相较之下，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则较

为薄弱，产品以鸡、鸭、鹅及猪为主，至２０１９年黑

龙江省绿色生猪达到 １０５８００ 头，猪肉产量

６８５４ｔ，绿色鹅数量达到 ６２００００ 只，共牵动

１７６５０户农户，但有机牛类仍未被填补
［５］。有机

农业生产的基本方式主要有“公司＋基地＋农户”

“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

基地”及“反租倒包”等。其中黑龙江省有机农业

生产方式多以“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

社＋农户”方式为主
［４］。

从有机农产品市场销售方面来看，在黑龙江

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始终如一的政策支持及鼓励

下，２０１９年全省共有１０４０家绿色加工企业，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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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产 量 １６７０ｔ，产 值 １５８５ 亿 元、利 税

８９．８亿元。订单数量达到９１５万ｔ，其中省外订

单６７５．１万ｔ、国外订单３８．８万ｔ
［５］。“北大荒”

“寒地黑土”“五常大米”及“九三油脂”等农产品品

牌逐渐取得大众的认可和信任，形成一定的品牌

效应，推动黑龙江省有机农业持续健康发展。通

过数据分析可知，虽然有些农产品具有一定的品

牌效应，但在省外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开发并不

全面，仍需寻找相应对策进行进一步市场开发。

２　黑龙江省有机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有机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意愿不高

根据有机农业发展现状可知，我国有机农产

品生产技术仍不成熟。在生产有机农产品的过程

中对土壤培肥、防治病虫害等关键性技术突破不

大，由此导致生产有机农产品需要多于生产普通

农产品的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对生活

质量的追求，青壮年逐渐不满足于乡村生活，大量

向城市转移导致黑龙江省农村人口流失现象严

重，留守在家务农人员多数年龄偏大［６］。同时，由

于务农人员趋于老龄化，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导致

其更加保守，对新鲜事物理解、接受能力较弱，对

新技术、新方法的学习热情不高，不愿意更改已经

熟悉的耕种模式，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先进农业科技的传播。因此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

劳动力的短缺共同制约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２．２　有机农产品生产成本与收益不平衡

作为绿色健康、环境友好的有机农业，有机农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生长环境中水、土等资源要求

极为严格。有机农产品生产技术要求农户不仅在

生产过程中禁止施用肥料、除草剂等人工合成物

质，还需保证作为有机农业的生产基地在三年内

未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并对生产过程进行环

境保护以及监管工作［７］。这些生产要求大大增加

有机农产品生产的前期投入，在没有国家的补贴

或者补贴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农户自身

无法承担大规模经营。同时，由于消费者对有机

农业的认可程度以及消费水平的不同，导致有机

农产品的销量不高，使得有机农业收益不高［８］。

因此，农户转换种植有机农产品的较长时间内有

机农产品的较高成本与较差的收益情况难以平

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

积极性，严重影响有机农业的发展进程。

２．３　有机农产品认证监管体系不全面

有机农产品认证及监管是有机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重要保障。对于我国而言黑龙江省有机农业

发展较早，但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

而言起步较晚。经过多年发展，有机农产品质量

认证机构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多数认证机构分

属于不同部门导致其标准多样化难以统一、监管

措施执行、落实难度大［９］。这就容易致使质量不

合格的有机农产品趁机流入市场，使消费者对有

机农产品失去信任，损害了生产合格有机农产品

农户的收益，降低了农户对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意

愿，阻碍了有机农业的发展。对于黑龙江省而言

只有进一步完善认证监管体系，避免滥竽充数行

为的发生，争取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才能

逐步扩大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实现有机农产品长

期的可持续发展。

３　黑龙江省有机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３．１　加强对有机农业的宣传及生产技术投入

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有机农

产品的发展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十四五”期间黑

龙江省将提高农产品质量作为优化农业生产布

局、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农业绿色转型的有效

手段。多年的经验表明，想要快速发展有机农业，

就要突破技术瓶颈改变技术薄弱的现状。因此，

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支持力

度，成立研发中心［１０］，鼓励高等院校培养有机农

业技术人才，支持农户学习新技术、新思想，定期

组织高校技术人员下乡开展有机农业技术培训使

农户掌握相关技术要领。为提高农户专业化能力

提供多方面支持，从整体上提升生产者、经营者的

素质，提高其生产水平。其次，加强政府、媒体以

及农业合作社对有机农业的宣传力度［１１］。使农

户、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有更加全面的认知，增加

农户的种植意愿以及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形成良性

循环促进有机农业健康发展。同时提高待遇保

障，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发展有机农业。

３．２　加强政府补贴扶持力度

黑龙江省虽然在短短几十年间发展成为我国

有机农业第一大省，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还存在

着一定的缺点与不足［１２］。政府的补贴与扶持力

度与有机农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对于农户而

言，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前期投入量过大，对其造成

一定的财政压力。而政府为农户提供良种补贴、

贷款服务及农业保险等政策扶持，可以降低农户

的生产成本及在有机农产品生长周期中发生自然

灾害承担巨额损失的风险，提高农户生产积极性。

对于有机农产品加工企业选址建厂实行土地优惠

政策、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一定的资金扶持及奖

励、帮助企业宣传并吸引技术人才、在销售方面实

行税收减免政策。因此政府的补贴与扶持力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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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农户与有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

压力，保障有机农业健康发展［１３］。

３．３　加强有机农产品认证管理及监管力度

有机农产品认证管理及监管力度是保障有机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是有机农产品发展的重

要环节。加强有机农产品认证管理及监管力度的

方法主要有以下４个：（１）从有机农业、有机食品

的特点出发，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现

状，制定操作性较强的地方性法规，建立完整的认

证监管体系［１４］。根据法规以及体系要求进行认

证与监管，奖罚分明，在惩罚的同时也要对优秀的

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给予一定的奖励，促进

有机农产品高质量发展；（２）建立咨询、反馈、举报

以及建议渠道［１５］，使认证、监管部门与消费者、生

产者、经营者紧密地联系起来，确保有机农产品出

现的问题能被及时发现并解决；（３）提高认证工作

人员以及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执行效率，从而

减少时间成本的浪费；（４）提升社会监管力度。将

媒体与有关部门结合起来，一方面相关的权威部

门能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利用媒体发现

问题敏感度高，传播速度快等特点，更容易使问题

暴露在大众面前，引以为鉴［１６］。

４　结论
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现代社会中，有机农

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生产有机农产品不仅可以

满足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还能促进生态环境的平

衡与恢复。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具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环境与资源优势，面对石油农业带来的

危害，有机农业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

２０多年的发展，黑龙江省有机农产品已经取得了

一些成果，但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还处于成长阶

段，技术、成本、监管体系等难关亟需攻破。本文

针对这些问题作出总结并提出了解决对策，同时

发现有机农业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和发展优势，

发展有机农业可以满足人们对优质生态产品以及

美好生活的追求［１７］。正确的认识、关注有机农业

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目前有机农业在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黑龙江省有机农业的

健康持续发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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