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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生态价值是农业重要的功能之一，随着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发生，测算农业的生态价值逐

渐成为农业领域研究的热点。［方法］ 文章以中国农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

因子法，测算了 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中国 31 个省级区域 ( 因数据限制，未计算中国香港、澳门和台

湾地区) 的农业生态价值，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了中国农业现实生态价值的时空聚类格局。［结果］ ( 1)

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中国农业生态价值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但 2005—2010 年的增长速度大于

2010—2015 年的增长速度。( 2) 2015 年中国的农业经济价值占当年 GDP 的 8. 88% ; 中国农业生态价值的

现实值为 68. 16 万亿元，是当年农业经济价值的 11. 2 倍。( 3) 农业理论生态价值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一直

位于第一位的内蒙古在 3 年中占 31 个省份农业理论生态价值的比例稍有减少，位于最后一位的上海在 3 年

中所占的比例略有增加。( 4) 对 31 个省份的农业现实生态价值空间集聚分析可以看出，Ⅰ类、Ⅱ类的省份

一直保持不变，2010—2015 年的Ⅲ类、Ⅳ类的省份在发生变化，Ⅲ类减少的两个全部转化为Ⅳ类，且

2005—2015 年的经济发展较好的Ⅳ类地区均值增长率最高。［结论］ 中国农业的生态价值巨大，农业生产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态贡献，远远大于农产品的生产价值; 内蒙古地区由于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农业用地

各类型的面积大小使得其农业生态价值量一直位于第一位; 经济发展较好的Ⅳ类地区对农业生态价值的关

注度较高; 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用地的保护力度并积极调整各农业用地类型的比例使得农业生态价值发挥最

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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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包括生产功能在内，农业的各项功能

逐渐被弱化，从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来看，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传统意义上的农

业功能逐渐被弱化。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其 GDP 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12. 60%下降到 2015 年的 8. 88%。然

而，单纯以上述统计进行分析农业的价值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它只是统计了由农业生产功能带来的经

济价值，忽略了农业的其他生态功能价值，如气候调节、涵养水源等价值。农业的生态功能是指农业土地

上的生物所构成的农业生态系统对生态环境起支撑和改善的作用，具体功能主要表现在调节气候、改善环

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1］。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引起的空气污染等问题已逐渐成

为大家关注的问题，而农业生态系统在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估算农业的生态价

值，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如马爱慧等［2］基于问卷调查从选择实验法视角研究了耕地生态补偿;

张锐［3］、吴大放［4］等在界定耕地生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对我国耕地生态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