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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德农业中心（DCZ)
中德农业中心（DCZ）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食品和

农业部（BMEL）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MARA）的

合办机构。 中德农业中心成立于2015年3月，是负责协调

中德两国在农业和食品领域双边合作的联络中心和信息平

台。2022年4月，该项目进入第三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中国的农业发展和转型进程

对德国伙伴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汇聚中德双方的政策决策

者，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利益相关方，中德农业中心促进经验

交流与知识共享，应对共同的挑战，支持两国农业和食品部

门的可持续发展。

联系我们:     中德农业中心（DCZ)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北路55号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201 室
地铁 10 号线亮马桥站

电话: +86 (0) 10 6500 0958
邮箱: info-dcz@iakleipzi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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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结构变化正在改变德国和中国的农村地区。这一过程导

致了农场规模的变化，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和土地使用模式，加速了

人口流动，并在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引入了新的互动。这为更加

繁荣和更具吸引力的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潜力，但也有可能加剧

亲爱的中德农业中心的伙伴们

和朋友们:

大农场和小农场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等。

本期《丰收》旨在深入探讨正在重塑德国和中国农业格局的结

构转型。尽管两国目前的农场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但农场规模不断

扩大，因为两国农民都面临着以高效和经济可行的方式生产粮食的

压力。

有哪些政策选择和实用方法可以帮助农村地区实现向可持续，

包容，高效和有韧性的农业生产转型？一篇综合综述文章和来自中

德两国的四项案例研究介绍了农村地区为适应正在重塑其农场和社

区的结构变化而采取的多种方法 — 从加强农村价值链到种植高价

值作物，采用资源节约型技术以及创造非农就业。

我们祝您阅读愉快，并期待您向 info-dcz@iakleipzig.de 

提出反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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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文章

德国和中国的农业系统正在经历一场

快速的农场结构变化，从小型家庭农场转向

规模更大，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大型农场。这

个转变对农业生产率，供应链组织，农村社

区环境和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

农场结构变化日益受到政策制定者，农民，

农企和公众等相关利益人的广泛关注。

农业结构及其变化

德国的农业系统包括各种大小规模的

农场。截至2020年，德国农场的平均规模为

61公顷，由于历史，经济和社会因素，东部

和西部地区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注意

的是，与东部的农场相比，德国西部的农场

要小得多。在前东德地区，平均农场面积从

2001年的82公顷显著增加到2019年的223公

顷，而在西德地区，平均农场面积从2001年

的28公顷增加到2019年的46公顷（Kirschke

等人，2021年）。在过去几十年里，德国农

场数量持续减少，到2023年，共有约25.5万

家农业企业，较2010年的近29.9万家和1980

年的79.7万家大幅下降。在过去的十年中，

大约每天有十个德国农场退出经营，其中大

多数是中小型农场；养猪产业更是如此，有

一半的养猪场已经关闭（Dahm，2023年）。

急剧的农场结构变化引起了决策者和普通民

众的忧虑和激烈辩论。

中国的平均农场规模相对较小，约为

0.6公顷，仅为德国平均规模的1％。中国的

农场的小规模和细碎化有其历史原因，上世

纪70年代末引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中，集

体所有的田地按人头均摊给千千万万的农

户，每户分的土地总面积很少，而且经常有

很多块。受气候，地形和人口密度等因素的

影响，中国的农场规模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

征，东北及西北地区的农场规模普遍比南方

的更大。中国现拥有2.03亿个小型家庭农

场，其中将近98％的农场占地面积不到2公

顷。

近年来，由于土地流转以及新型经营

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合作社和龙头农企)的

涌现，中国的农场规模在逐渐扩大（Ji等

人，2016）。同时，与德国类似，中国的农

场数量也在不断下降。在2012年至2017年之

间，中国的农场数量下降了13％，从2.47

亿个下降到2.16亿。在畜牧业尤其是养猪业

上，产业结构也在迅速从散养和小规模生

产向规模化养殖转变。在2007年至2017年之

间，规模在1万头猪的大型农场数量激增了

145％（Zhao等人，2022年）。到2023年，

中国规模化养殖率超过了68％。

莱布尼

孙战利
茨转型经济

农业发展研究所

（IAMO）高级

        研究员

德国和中国农场

结构变化的驱动

因素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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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结构变化的驱动因素

经济因素 
面对社会对农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不断

增加的需求，农场必须得提高农场效率来

应对。大型农场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效益来

提高效率和生产率， 小农户则由于资金不

足和规模小而带来的市场准入壁垒，很难

与大型农场竞争。因此，小型农场逐渐被

效率更高的大型农场挤出农业系统。

这种大小农场的竞争在德国尤其明

显。中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占德国农场的

大多数，尤其是在西德地区。这些中小规

模的农场面临着“要么扩大规模，要么退

出”的压力。中小农场的经济不确定性因

近期的各种突发事件影响，例如非洲猪瘟

对养猪业的威胁，COVID造成的供应链中

断，以及俄乌战争导致的化肥等投入成本

上升，而进一步加剧。此外，土地价格方

面，2018年德国农田的平均价格是2009年

的2.3倍，飞涨的土地租赁和销售价格也影

响着农业结构变化。资金差异使得中小家

庭农场与大型农场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无

法与大型农场在土地市场中竞争。有限的

增长空间和机会以及不确定的经济前景是

德国农场结构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在中国，绝大大多数农场规模太小，

无法产生足够的经济来源，城乡地区收

入差距在扩大。 农民增收是中国政府每

年一号政策文件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

有些地区，种植水果和蔬菜等经济作物可

以提高部分小农户的经济收入（Rogers等

人，2021年）。考虑到粮食安全，土地非

粮化不能推广，对于绝大多数农场而言，

要实现与城市中产相当的经济收入，适度

扩大规模生产势在必行。

农业政策和补贴
德国政府正在采取政策措施支持中小

规模的家庭农场，从而来减缓农场大型化

和工业化的趋势；而中国则相反，政策上

主要致力于推动小农向规模化生产转变。

相比之下，中国通过各种政策措施，

包括土地确权和三权分置改革和对大型农

场的补贴，积极促进农业生产规模的扩

大。政府鼓励发展专业家庭农场，合作社

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4年

出台的《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

见》，2019年出台的《关于促进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2020年

出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

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等一系列

政策和政府文件对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给

予了特别支持。截至2023年，全国登记注

册的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万个，其中种植

在德国，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

通过基于农业用地面积的直接补贴，历来

对大型农场有利。将近四分之一的CAP资

金被最大农场的前1%所获得，而占所有农

场50%的中小型农场总共只获得了8%的补

贴（Dahm，2023年）。最近，CAP将重点

放在环境可持续性和对中小型农场的支持

上。2014年引入的再分配机制和后续的 

“第一公顷”政策对一定土地规模上限下

的土地进行额外补助，从而达到对小农户

的优先支持。此外，有机农业也得到了政

府的大力支持，通过降低投入成本，同时

利用对有机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中小

型农场在保护环境，减少排放的基础上提

供增收机会。这使得中小规模农场可以在

经济上实现可观的收入，保证其可持续的

发展。

农户达到177万个。

同时，为刺激土地租赁市场和土地流

转，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协同推进，

尤其是2014《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

2016《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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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其中概述了三权

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农户

可以在不丧失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将经

营权流转给其他农户。截至2016年，土地

流转面积达到3082万公顷，超过承包耕地

总面积的1/3。

技术进步与创新
技术进步和创新，例如农业机械化，

自动化，精耕细作和农业数字化，更加有

利于大型农场的发展，因为它们拥有更充

裕的资金和更大的农场规模来采纳并充分

利用这些技术。小农则由于资金不足和规

模太小而无法有效采纳这些新技术，这可

能一进步推动农场结构变化。大型农场更

能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并将规模较小，效

率较低的农场挤出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德国的逐步的结构变化。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愿景必

然要通过农业的机械化和数字化来实现，

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是必经之路。一定程

度上讲，新技术和创新在德国是农场结构

变化的推动因素，而在中国更像是一个拉

动因素。中国的农业社会服务，包括农机

服务和农业合作社是一种制度创新，在一

定程度上允许小农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并实

现规模经济效应（Qiu等，2021年）。但从

长远来看，农场需要发展到适度规模，才

能充分享受机械化和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好

处。 

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农业劳动力老

龄化，缺乏合格和有意愿的农场工人以及

农场继承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农业劳动力

短缺和继承危机。由于收入较低，工作时

间长，体力要求高以及农村生活方式的吸

引力较小，年轻一代往往对从事农业的兴

趣不大。在中国和德国，这对小型家庭农

场的有效和可持续经营尤其具有挑战性。

德国面临着“青年农民问题”，愿意

从事农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Pitson等

人，2020年）。在CAP计划中相应地实施

了“青年农民补贴”计划，以支持青年农

民从事农业。尽管如此，大多数家庭农场

仍面临代际更替问题。没有继承人的家庭

农场可能不得不退出。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人口向

城市迁移实现的快速城市化释放了剩余农

村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妇女和老年人成为农业劳动的

主力军。由于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务农，中

国已经面临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这种人

口结构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

流转和整合，并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

用。

农场结构改革的后果和影响

农业生产和经济影响 

农场规模与盈利能力，生产力和效率

密切相关。在德国等发达国家，农场规模

的扩大对农民的净收入以及经济生产力，

技术和劳动率都有积极影响。规模更大，

机械化程度更高的农业企业通常产量更

高，效率也更高。大型农场的劳动生产率

尤其之高。作为农业强国的德国，只有   

1.24% 的从业人口在从事农业。

社会影响 
农场结构变化在影响农业生产的同

时，也间接对农村的乡村社会和生活产生

在中国，土地生产率与农场规模之

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且存在不确定性。根据

现有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弱反向相关，

倒U型相关和正相关等各种情况（Sheng等

人，2019年）。然而，我们可以预期，一

旦农场规模增长超过某个临界值，生产率

和技术效率一定会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

提高。鉴于确保粮食安全对中国至关重

要，扩大农场规模会对农业产出产生积极

的影响。

深远影响。小型家庭农场的文化和社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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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可忽视，例如创造就业和把人口留在乡

村。中小农场的衰落必然会导致农村人口减

少以及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农场结构转型

中，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这种人口迁移

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基础设施（如学校和医疗

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问题。德国（尤其是前

东德地区）和中国都面临着维持乡村活力和

乡村振兴的挑战。

环境影响
农业结构的变化对环境既有正面又有负

面的影响。在德国，大型农场和农企常常受

到批评，因为它们被视为导致土壤退化，环

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这是

因为这些农场通常采用集约化的耕作方式，

大量使用农业化学品（农药，化肥和除草剂

等），并时常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然而，

最近的研究表明，德国的小型家庭农场并

不总是更环保更绿色（Wuepper等人，2020

年）。

在中国，农用化学品的过度使用是一个

主要的环境问题。一方面中国只用全球9%的

农业用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但却消

耗了全球30%的化肥和农药（Wu等人，2018

年）。中国每亩化肥施用量几乎是德国的三

倍。农用化学品的过度使用与农场规模有

关。相对于小型农场，规模较大的农场单

位土地面积的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往往较少

（Ren等人，2019年）。因此，农场结构的

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对中国的环境产生积

极影响。

结论与展望
中德两国正在经历的农场结构变化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了解这一复杂过程的动

因和影响，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有效设计相

关政策，引导农业的转型，进而实现向可持

续，包容性的，高效的和有韧性的农业生产

系统的转型。

中德两国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护环

境方面面临着相似的压力。尽管两国目前的

农业产业结构，土地权属制度和发展阶段存

在相当差异，中国在很多方面还是可以借鉴

德国的经验，例如农业产出和环境可持续性

并重的平衡政策，支持年轻农人，以及有机

农业的发展策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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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2

萨克森州地区食品局（AgiL）的范例

萨克森地区食品局（AgiL）成立于

2021年12月，旨在加强地区价值链。AgiL

为寻求在当地销售产品的当地农场和食品

公司提供咨询和网络服务。

例 1：建立地区肉类生产价值链

萨克森联邦州缺乏屠宰和肉类加工

能力。1990年德国统一后，萨克森州的畜

牧业，尤其是养猪业急剧崩溃，导致屠宰

和加工设施减少。由于剩余的屠宰场满负

荷运转，萨克森州的大部分生猪现在都被

运往邻近的联邦州进行屠宰。与此同时，

消费者对本地肉类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长。

在AgiL的帮助下，莱比锡市附近的

几家肉店建立了一个联合屠宰场，从萨克

森农民的区域网络中采购肉类。该屠宰场

目前正在试验不同的公共融资模式。移

动屠宰单元就是另一种方式。在中萨克

森，AgiL正在帮助建立一个农民合作社，

生产牧场饲养的牛肉。移动屠宰单元允许

合作社成员在当地加工肉类，以动物福利

友好的农场屠宰取代活畜长途运输。AgiL 

还推广标签计划，帮助本地生产的食品在

超市货架上脱颖而出。

Ina Volkhardt 
AgiL

支持价值链上

的区域生产者

项目简介
位置： 德国萨克森州

组织机构： 萨克森州地区食品局 (AgiL)

年份： 2021年开始

涉及利益相关者： 大约100家农场和食品公司

支持机构： 萨克森州能源，气候保护，

 环境和农业部

资金: 490万欧元

案例研究 1 联邦州 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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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与食品零售商合作

可得性和可见度是地区食品链发挥

作用的关键。AgiL使地区生产商能够直接

与大型食品零售商建立联系。通过开展利

益相关者调查，AgiL确定了食品物流面临

的挑战，绘制了接受本地农产品的大型零

售商的单店地图，并向农民介绍了认证要

求。AgiL还举办活动，让大型食品零售商

展示自己，并协助当地农民和食品公司满

足他们的要求。

例 3：设计食品交易数字平台

电子市场可以提高地区农产品的知名

度和可获得性。然而，萨克森州还没有成

熟的平台来帮助当地生产商直接与销售商

和餐馆建立联系。AgiL举办了一次利益相

关者研讨会，以确定这样一个平台所需要

的功能。AgiL将采用 “生活实验室” 的

方法，继续与所有相关利益者合作，设计

一个电子市场原型，并在整个萨克森州推

广。

实例 4：扶持青年企业家

经济压力会使地区产品难以融入现

有价值链。相比之下，在新的价值链中实

施区域产品要可行得多。青年企业家是构

建新价值链的关键，AgiL支持他们作为推

动创新的催化剂。在定期举办的研讨会和

培训中，食品企业家们学习制定地区化战

略，例如利用地区标签，并与 AgiL遍布萨

克森州的食品生产商，加工商和分销商网

络建立联系。

结论：完成拼图的小碎片

在加强地区价值链方面有许多有希望

的想法，但食品公司往往缺乏时间和人员

将其付诸实践。像萨克森州的 AgiL 这样的

第三方机构可以通过整合拼图的小碎片来

帮助缩小价值链中的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加 AgiL 组织的有机农场参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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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2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社会需

求给德国农民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在满足

国内蛋白质需求方面。推广种植豆科植物

对应对这些挑战具有巨大的潜力。德国联

邦食品和农业部（BMEL）的蛋白质作物战

略支持这一做法。

由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BMEL）资

助，创新和研究项目“regiopakt”在德国

弗兰肯-霍恩洛厄地区（见图 1）应对这些

挑战。“regiopakt”是“通过数字技术提

供物种和气候保护服务的未来植物性食物

的区域价值链”的简称，由纽廷根-盖斯林

根大学（HfWU）和魏恩斯泰芬-特里斯多夫

应用科学大学（HSWT）的研究人员共同实

施。两所大学都拥有强大的农业和食品行

业商业合作伙伴网络。

弗兰肯-霍恩洛厄地区的特点是多元

化，小规模的农业结构。这些农场在世界

市场上面临竞争劣势。另一方面，多样化

的小规模农场通常提供更广泛的生态系统

服务组合。数字技术可帮助这些农场从其

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价值，并在市

场上脱颖而出。

弗兰肯-霍恩洛厄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

件允许种植鹰嘴豆，扁豆，藜麦和苋菜等

利基作物，有助于使德国农民种植的植物

Markus Frank 

德国纽廷根-盖斯

林根大学 (HfWU)

项目简介
位置： 德国南部弗兰肯-霍恩洛厄

 （Franconia-Hohenlohe）

年份： 2023年开始

涉及利益相关者： 大约12个试验和示范农场 + 20个

 价值链上的相关食品企业

支持机构： 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BMEL）

资金： 220万欧元

案例研究2

“regiopakt”：

推广种植利基作物，

为当地创造价值

本地性 高价值蛋白质作物

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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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食物种类多样化。更多以植物为基础的

饮食是可持续农业和食物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健康益处。根

据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BMEL）的蛋白

质作物战略，该项目旨在增加该地区的植

物性蛋白质供应，并加强地区价值链。

中欧地区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正

在导致作物种植模式的转变。由于长期

干旱使得种植现有作物变得越来越困

难，“regiopakt”项目的重点是恢复扁

豆等传统作物。同时，该项目还在探索鹰

嘴豆和苋菜等新型高价值作物的可持续种

植。

作为维尔茨堡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农村

地区，弗兰肯-霍恩洛厄也为创新作物价值

链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作为项目的一

部分，将开发和测试连接农业生产者和维

尔茨堡这样的大城市的消费者潜力的数字

价值链解决方案。该地区有几家创新型公

司和初创企业拥有有趣的商业模式和解决

方案，“regiopakt”希望他们成为合作伙

伴。

总之，“regiopakt”将探索数字解决

方案，帮助当地农民创造更多价值，重点

是：

1. 促进生物多样性并更好地适应气候

变化的多样化农业系统和景观。

2. 农民和消费者绕过零售商直接联

系，使农民为他们提供的生态系统

服务获得更高的价格。

3. 促进健康和可持续饮食的新型作

物。

图 1：“未来地区”弗兰肯-霍恩洛厄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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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2

“耘远农场”是拜耳在2015年发起的

一项全球项目，旨在携手全球各地的独立

农场，采用能够提升种植效率，提升食品

质量和安全，改善生态环境的先进工具和

方法，展示便捷可行的可持续农业。它包

括三个组成部分：

关爱作物：根据农户需求量身定制创

新的产品服务解决方案，包括高品质种子

和性状，生物和化学植保产品，以及数字

化。

关爱地球和人类：确保产品完整性，

通过促进生物多样性，做好节水与农场废

水管理，农药安全使用培训等措施保护人

类安全，保护环境。

2021年9月24日，拜耳宣布亚太首个拜

耳「耘远农场」揭牌成立，该项目的合作

关爱合作伙伴：提高农民，社区和社

会的生活质量，促进食品价值链上的合作 

伙伴互惠共赢，并最大化促进发挥现代农

业中合作的可能。

农场为北京银黄绿色农业生态园。

银黄农场采用设施农业的种植方式，

主要种植番茄，彩椒，草莓，叶菜，黄瓜

等温室作物，占地约200亩，有70个日光温

室，2个玻璃温室。新农人的精神在银黄农

场的负责人秦爱腾身上有深刻体现——敢

于尝试，执着，热爱土地。秦爱腾女士表

示：“银黄农场能够加入拜耳‘耘远农

陈菲
王琳琳 

拜耳中国

可持续农业的中国路径

 — 北京银黄-拜耳耘远

农场

项目简介
位置： 北京市昌平区

运营方： 北京银黄绿色农业生态园

面积： 13公顷

年份： 2021年开始

其他利益相关者： 300+ 周边农户

支持机构： 拜耳中国

案例研究3 农场 资源节约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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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网络，积极参与到中欧农业交流和农

业可持续探索中来，我和农场的员工们感

到非常欣喜和自豪。今后，我将与各个合

作伙伴一起，总结示范试验成功经验，积

极推广，持续为本土种植者引入先进的农

业技术和理念，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拜耳耘远农场的可持续农业操作包括

以下几方面：

1. 种子：拜耳在农场示范优质，高

产，符合消费者口味喜好的多种蔬

菜品种，提高农场收入。

2. 病虫害防治：与北京市植保站合

作，探索减量增效，绿色环保的病

虫害综合治理方案，确保食品安

全。

3. 土壤与水源保护：银黄农场引进了

拜耳的一体化安全用药服务站，使

用 EasyFlow无接触封闭配药系统

和，水乐清（Phytobac）农药清洗

废水处理系统，将植保产品对环境

和农户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4. 农场管理：银黄农场落实拜耳良好

农业操作示范（BayG.A.P.），以

保障食品安全和保护环境。拜耳良

好农业操作示范（BayG.A.P.）涵

盖十个方面的内容，包含农场现场

管理和记录，虫害综合治理，灌溉

系统，食品安全，废污管理，安全

使用，施药技术，可追溯以及作物

综合解决方案等环节等。

5. 生态岛：在生态岛种植高价值的开

花作物代替普通的野花野草，为蜜

蜂和其他昆虫提供食物来源，同时

种出来的中草药可以为农场实现经

济效益。在生态保护和农民利益之

间达成一个平衡。

图示：北京银黄 - 拜耳耘远农场13公顷成果（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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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张楼“土地整理和村庄革新”项

目始于1988年，在鲁巴友好省州关系的框

架内，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食品农林部，汉

斯·赛德尔基金会，中国自然资源部多年

的支持下，南张楼始终践行“城乡等值化

发展”理念，推动项目发展。中德项目的

实施改善了南张楼的产业发展，提升了村

民的生活水平。 

南张楼原有耕地地块零碎，高低不

平，每户家庭耕地分散，无法进行机械化

作业。自1988年签署合作协议后，南张楼

项目经过德方专家现场指导，地籍测量，

公众参与，中方人员赴德培训考察等近两

年的前期准备工作后，于1991年仅用了4个

月时间就完成了土地整理和重新分配的任

务。由此南张楼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打破村

民生产小组界限进行土地整理的村庄，机

耕道建设，农田灌溉等配套性措施也有序

跟进。经过土地整理后，南张楼村的耕地

面积增加了，每户家庭的地块变大了，从

而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农业劳动强

度大大减轻，村民在保证农业收入的同时

有了更多时间从事非农岗位的工作，村民

收入不断提升。

张文珺
 德国拜罗伊特大学

迈克尔·克劳斯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

山东代表处

德国土地整理和村庄革新

赋能中国乡村振兴

— 中德试点项目南张楼

数据由南张楼村提供 （2024年3月）

项目简介

位置： 中国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何官镇南张楼村

人口： 4370人

年人均收入：32000元

农业企业： 2个（育苗厂，蔬菜加工厂）

合作社： 2 个（畜牧合作社，乡村旅游合作社）

非农企业： 9个

支持机构： 巴伐利亚州食品，农业和林业部; 汉斯· 

  赛德尔基金会；中国自然资 源部

年份： 1988年开始

案例研究4 乡村 非农就业

农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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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村庄发展活力，改善人居

环境，保护传统建筑文化，南张楼项目

在1990年开始进行村庄革新项目，其中包

括村庄用地分区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如学

校，医院，文化活动中心，乡村博物馆

等。在德方的支持下，南张楼村民还参加

了不同的职业培训活动，包括畜牧业养

殖，农机维修等。

南张楼现有11家企业，其中的龙头企

业潍坊雷腾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为当地提供

150个就业岗位，员工三分之一是南张楼

的年轻村民，部分技术岗位月薪可达1.5

万元。蔬菜加工厂和面粉厂等企业通过农

产品深加工延长了农业产业链，为村民提

供了就业机会。此外，村民通过开办合作

社，增强发展凝聚力和主动性，乡村旅游

合作社长期举办草莓，火龙果种植和采摘

活动，吸引着周边城市的市民前来观光旅

游，体验农家生活。

通过中德合作项目，南张楼人口稳中

有升，村民收入不断增加，其中农业收入

与非农收入的比例约为2：8，在2023年人

均收入达32000元，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收入

平均值21691元（国家统计局 2023）。

在中德合作的框架内，汉斯·赛德

尔基金会定期派专家到南张楼村进行项目

指导，并通过举办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

国际研讨会等活动为项目发展提供新的思

路。南张楼现阶段的发展除了进一 步提质

增效，总结经验之外，更担任着区域发展

的领头羊角色。2018 年汉斯赛德尔基金会

同青州市政府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 旨为

打造“南张楼项目 2.0”，即组织周边村

庄进行区域联合发展，以共同应对当下和

未来的挑战。

2017 年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多年以来，南张楼一直在践行“乡村

振兴”的理念，并通过中德合作的良性互

动，成为了农村发展领域的国际样板，吸

引着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到访和媒体的不断

报道。

育苗大棚 （供图：D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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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农业中心
（DCZ）新闻



19

为中德农业合作指明方向

加强农业食品系统转型的双边对话仍将是我们2024年工作的

重点。今年1月，在德国柏林联邦食品和农业部（BMEL）举行的

项目指导委员会年度会议上，中德两国农业部的代表强调了这一

议题的重要性，因为两国都在努力确保粮食安全，同时保护我们

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今年年初在柏林举

行的全球食品和农业论坛（GFFA）期间，两国农业部签署了一项

联合行动计划（2024-2028），我们很可能会在农村发展，气候

变化和自然资源保护等问题上看到更多的合作。

促进农业生物多样性交流

去年，我们宣布启动一个新项目“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

利用和管理，促进向适应气候变化的粮食系统转型和农村地区的

创新发展”。该项目由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BMEL）的创新与

转型对话（ITD）资助，旨在应对德国和中国即将面临的栽培植

物品种丧失问题。项目目标是加强在保护和重新培育老品种方面

的双边交流，探索老品种使粮食系统更具气候适应性的潜力，同

时为农村地区提供新的经济机会。2023 年 12 月的启动研讨会标

志着项目的正式启动，来自农民种子网络，VERN e.V.，中国农

业科学院，国际生物多样性联盟，未来农业和拯救我们的种子基

金会，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nova研究所，德国联邦农业与食品

局生物多样性信息与协调中心，食通社，埃伯斯瓦尔德可持续发

展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等组织的专家汇聚一堂。2024 

年计划开展两次考察出访，届时我们的专家将访问两国作为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先驱的当地倡议。作为项目成果，将创建一个可

公开获取的工具箱，绘制最佳案例和政策建议。

了解中国和德国的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中越来越得到认

可，因为它可以帮助解决土壤退化，水污染和生

物多样性丧失等紧迫的环境挑战。虽然中国和欧

盟都倡导生态农业，但在方法和重点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中国农业大学的乔玉辉教授为我们的 “

解读...” 系列撰写了一篇新文章，阐述了在中国背景下如何理

解生态农业的概念，并概述了中国为在农业领域推广生态农业实

践而实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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