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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国内外有机农业的发展概况 分析广西发展机农业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G 认为广西发展有机农业

具有自然条件优越 区位良好 技术雄厚 名 ~ 特 ~ 优产品转换容易等优势 但是却面临着宣传力度不够 认识不

足 ; 生产规模小 品种单一 ; 实施费用高 投资风险大 ; 生产者科技素质低 科学技术到位率低 ; 认证费用高 有

机产品的质优价未优等问题 G 建议采取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 ; 用政策扶持 科学规范的经营方

式 加强信息服务 进行有机农业的相关研究与技术开发等措施来发展广西的有机农业 G
关键词: 有机农业 优势 问题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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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as well as th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Guangxi are reviewed. There
are favourable conditions to develop organic agriculture in Guangxi such as advantageous natural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s  and easy transforming of the well-
known special local and high-guality-products to organic products . But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faced.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is not popular and wide recognized by local residents. The
production of organic products is in small scale with limited varieties. The knowledge of
producers and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echnigues are lower. The authentication fee is high. The
produc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still a high cost and risk opera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revealed as follows. Enhancing pop science educ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providing favourable
policies establishing reasonable management regulation improv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carrying on relative researches and expansion of technigues in organic agriculture.
Key words: organic agriculture advantages problems strategy

有机农业是以有机物质自我补充为土壤培肥作

基础 利用抗病虫品种 ~ 天然植物性农药 ~ 生物杀虫

剂以及耕作法 ~ 物理法和生物法等作为病虫害防治

手段的农业生产模式 G 它强调一切农业措施应遵循

自然规律 ~ 循环利用物质和能量 ~ 保护农业系统遗传

多样性 强调注重社会 ~ 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和谐 ~ 高

效 ~ 持续的发展 强调能生产出自然的 ~ 高营养的有

机食品 G 有机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可以得到纯天然 ~ 无

污染的健康安全食品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常规

农业生产造成的环境 ~ 生态 ~ 经济甚至社会问题 G 有

机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可持续生产的重要途

径之一 有机农业必然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 G 为

此 本文简要介绍国内外有机农业的发展概况 分析

广西发展有机农业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当前

广西发展有机农业的思路和对策 以促进广西有机

农业快速发展 G

l 国内外有机农业的发展概况

1972 年由英国 ~ 瑞典 ~ 南非 ~ 美国和法国成立的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 IFAOM)  推动了世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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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的发展 该组织属民间团

体 其宗旨是:建立一个在生态上 ~ 环境上和社会上

持续发展的农业 目前世界已经有 11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700 多个团体或个人加入该组织 有机农业

生产面积与数量逐年增加 并以 30%的年增长率增

长[1] 2002 年全球有机农业种植总面积达 1720>
104hm2 欧洲的有机农场数目超过 10 万个 总面积

达 300> 104hm2 以上[2] 国际有机食品贸易市场上

有机食品品种有粮食 ~ 油类 ~ 肉类 ~ 蛋奶制品 ~ 饮料 ~
酒类 ~ 咖啡 ~ 可可 ~ 茶叶 ~ 草药 ~ 调味品 ~ 甜味品等 此

外还有动物饲料 ~ 种子 ~ 棉花 ~ 花卉等有机产品[3] 欧

盟 及 日 本 的 有 机 食 品 销 售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25%~
30%  美 ~ 韩有机 食 品 年 销 售 额 增 幅 分 别 达 到 20%
~40% [4] 美 国 是 全 球 最 大 的 有 机 食 品 市 场 有

42%的超市经营绿色有机食品 法国是世界上有机

农业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机

农产品出口国[4] 
中国农业大学和国家环保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有机食品的研

究和开发 1990 年浙江省的茶叶通过国外有机组织

的认证出口到荷兰 开创了中国有机产品出口的先

河; 1994 年 中 国 有 机 食 品 发 展 中 心 ( OFDC) 成 为

IFOAM 的 会 员; 2002 年 OFDC 通 过 了 IFOAM 认

可和注册 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

业有机认证机构[4 5] 自 1994 年至今 经 OFDC认证

的有机食品有茶叶 ~ 蜂蜜 ~ 奶粉 ~ 大豆 ~ 芝麻 ~ 荞麦 ~ 小

麦 ~ 核 桃 ~ 松 子 ~ 向 日 葵 籽 ~ 南 瓜 籽 ~ 八 角 ~ 中 药 材 等

100 多个品种[5] 2003 年中国有机农业认证面积共

有 61. 8> 104hm2 有 机 产 品 生 产 总 值 20. 6 亿 元 人

民币 出口创汇 1. 5 亿美元[3] 目前 中国的有机农

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有机产品的市场份额还很

低 但随着出口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市场的逐

步成长 中国有机食品将有着更广泛的市场前景 

2 广西发展有机农业的优势和存在问题

2. 1 发展有机农业的优势

广西是一个农业大省 发展有机农业有着巨大

的发展优势 可望把有机农业作为广西的一个新型

支柱产业 
2. 1. 1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广西发展有机农业的基

础

广西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域 全区太阳

年 总 辐 射 量 90~ 11 kcal/m2 年 日 照 时 数 1600~
1800 h 年 平 均 气 温 17. 1~ 23. 5C  大 部 分 地 区 无

霜期都在 300d 以上 年降雨量 1035~ 2897 mm 大

大高于全国年平均降雨量( 629 mm) [6] 广西的主要

土壤类型有:水稻土 ~ 砖红壤 ~ 赤红壤 ~ 红壤 ~ 黄壤 ~ 黄

棕壤 ~ 紫色土 ~ 石灰岩土 ~ 红粘土 ~ 粗骨土 ~ 砂姜黑土 ~
山地草甸土 ~ 潮土 ~ 滨海盐土 ~ 新积土等[7] 丰富的热

量 ~ 充沛的雨量和肥沃的土壤 为广西有机农业的发

展提供了难得的优越条件 
广西农业资源丰富 是全国有名的生物富集区

之一 目前已发现的野生植物有 8300 多种 野生陆

栖脊椎动物 929 种 而且绝大多数动植物品种未经

过基因重组[6] 这就决定了广西发展有机农业的空

间很大 只要把具有鲜明特色的和比较优势的有机

产品搞上去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有优势的 
2. 1. 2 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为广西发展有机农业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广西具有沿海 ~ 沿边 ~ 沿江的 三沿 ' 优势 是大

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背靠大西南 面向东南亚 
具有良好的区位及交通优势 在境内 每天有飞往全

国各大城市和国外的班机 60 多班次 发往各城市或

经过的客运火车约 40 多趟次 同时还有发达的公路

和水路运输 经珠江可直通港澳 经铁山港 ~ 防城港 ~
钦州港可达世界各地 为有机农产品出口提供了便

利的交通条件 
广西土地面积 23. 67> 104km2 总人口 4820 多

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 3840 多万人[8] 丰富的农村劳

力资源能够适应有机农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很

容易把现有的传统农业转换成为有机农业进行持续

发展 
2. 1. 3 雄厚的技术优势为广西发展有机农业提供

保障

广西农业科技力量雄厚 涉及农业的大专院校

和科研院所有 30 多家 目前广西已经建成广西优质

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和广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部

门 可为广西乃至西部地区有机产品生产与加工提

供技术服务 广西农业信息网 ~ 广西农产品产销信息

网 ~ 广西菜蓝子信息网和桂农网等 能把有机农业的

科研成果和有机农产品的有关信息迅速传送到生产

者手中和世界各地的农资市场 广西西林县古障茶

场和凌云县沙里浪伏茶场于 2002 年通过欧盟国际

生 态 认 证 中 心 ( ECOCERT)认 证 成 为 广 西 第 一 个

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 此外 还有横县无公害窨茶用

茉莉花基地 ~ 永福县罗汉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等 
这些基地积累了丰富的有机农业技术和生态农业技

术 可以在有机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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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名 \ 特 \ 优产品转换为广西发展有机农业提

供便利条件

广西有着丰富的名 \ 特 \ 优产品9如:荔蒲芋 \ 容

县沙田柚 \凌云白毫茶 \ 灵山荔枝 \天等指天椒 \ 马山

黑山羊 \巴马香猪等 O这些产品可以通过有机转换成

为有机产品 O广西很多地区9特别是边远山区和贫困

地区的农民耕作方式原始9换茬轮作9很少使用或不

使用化肥和农药9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容易转换成为

有机农业生产基地9为发展有机农业提供了便利的

条件 O
 .  发展有机农业面临的问题

2. 2. 1 宣传力度不够9认识不足

目前9有机农业还是一种新兴的产业9还得不到

政府和农业机构的足够重视9还没有进行大力宣传9
参与有机农业生产和申报有机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还

很少 O 许 多 人 都 没 有 听 说 过 " 有 机 农 业 ' \ " 有 机 食

品 ' 这 些 词 语9对 有 机 农 业 的 概 念 \ 特 征 \ 目 标 和 意

义9以及有机食品要符合的条件等9就更加不了解 O
2. 2. 2 生产规模小9品种单一

目前广西仅有广西百色市古障茶场和沙里浪伏

茶场等几个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9而且都是以生产

有机茶为主 O 处于总量少9基地小9经营散9布局乱9
品种又单一的局面9从而导致了广西的有机产品市

场份额低下 O
2. 2. 3 实施费用高9投资风险大

有机农业生产体系建立期间9有机作物的产量

通常比常规作物的产量低9同时9有机农业所需的劳

动力投入要比常规农业投入多得多9特别表现在利

用农业废弃物时的劳动投入 O 这就导致有机农业的

前期投入成本大9产出小9还要受施肥 \ 病虫害防治

等技术措施的限制9承担的风险比较大9影响着生产

者的积极性 O
2. 2. 4 生产者科技素质低9科学技术到位率低

有机农业的发展不能缺少农民的参与9但是9农
民的文化素质相对偏低9受科技培训的机会少9对新

事物的接受速度慢9缺乏有机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

和经验9缺乏决策意识和主动享有权利的观念9只能

以配角的方式参与到生产活动中 O同时9有关有机农

业的基础研究还严重滞后9前瞻性的探索不足9实验

与示范仍是外科式的或救火式的9还没有形成整体

性的 \系统性的科技储备 O推广上还是 " 拿来主义 ' 或
者 是 " 人云亦云9亦步亦趋 ' O 加上体制上的一些原

因9现在还有些有关有机农业的科技成果还锁在抽

屉里9停留在中间环节上9没有落到实处 O 现代科学

技术向生产力转化不快 \效率不高9导致了有机产品

的科技含量以及附加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O
2. 2. 5 认证费用高9有机产品的质优价未优

有机产品进入市场前9必须获得认证机构的认

证9但 是 认 证 费 用 过 高9令 生 产 者 和 出 口 商 难 以 承

受 O 另一方面9由于国内保障机制尚未健全9对消费

者的消费意识引导不够9中介力量比较蒲弱9有的有

机产品只能按普通产品价格销售 O 有机产品的市场

价格与价值背离9严重妨碍了有机产品向深度与广

度发展 O

3 广西发展有机农业的对策

3. 1 加大宣传力度9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

广西加快有机农业的发展9首先要提高对有机

产品的认识9倡导绿色 \ 健康 \环保消费9营造一种良

好的有机产品消费氛围 O 可以把 " 有机消费 ' 作为某

年科技活动周的主题9进行大力宣传9让人们象认识

" 无公害 ' 蔬菜一样了解有机农业和有机产品 O 各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机农业的相关

培训9让有机农业的生产者都掌握有机农业的生产

知识和技术经验 O
3.  出台政策支持有机农业的发展

政 府 协 调 和 组 织 各 相 关 部 门 深 入 开 展 有 机 农

业9并从政策上推动扶持企业及地方的工作9充分调

动其积极性9以满足发展有机农业的高组织与管理 \
高技术与投入9以及劳动力集约性的要求 O
3. 3 进行有机农业的相关研究与技术开发

发展有机农业9除政策的扶持外9还要有大量的

研究和技术开发需要进行 O 如:优良品种的选育 \高
效生物肥的研究 \ 产后贮藏等9需要科研人员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 O 这需要国家与自治区的科技攻关项目

的大力支持 O
3. 4 采用科学规范的经营方式发展有机农业

采用科学规范的经营方式9把每个家庭独自经

营的农田和分散的地块组织起来9以保证有机产品

的质量 O 比如9" 小农户团体式 ' 和 " 公司+科研院所

+农户 ' 的经营方式都值得尝试 O " 小农户团体式 ' 是
将小农户组织起来9作为一农场进行操作9实行统一

组织形式9统一技术规范9统一物料的投入使用9统

一人员培训9统一销售环节的规范化管理9同时与各

个农户签订质量保证书9执行小组轮流值班制度 O
(下转第 165 页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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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科研院所+ 农户 ' 是公司出资金, 科研院所

出技术, 农户出劳力, 三方共同经营, 共同承担风险;
采 用 董 事 会-经 理-场 长-管 理 员-种 植 户 的 形

式, 每一级都有相应的 ~ 具体的管理制度, 环环相扣,
各行其事, 各负其责, 实行管理制度化 ~ 规范化 
3. 5 加强信息服务

广西的有机农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 仍需要加

强信息的咨询与服务的力度 可以在现有信息网络

的基础上, 增加有机农业信息网, 建立一个全省乃至

全国的有机农业信息中心, 发布有机产品出口 ~ 基地

( 产品D 申报与认证 ~ 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的生产技

术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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