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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构建逻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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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农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主要是指具有较高生态文明意识、能够与时俱进运

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改进农业生产水平的农民群体，其主要意识基础一般由生态文明意识、现代化意识、文

化接受程度等方面构成。其中生态文明意识成为这一群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意识的构建逻辑受

到多方面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在有着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国家政策在潜意识上的

逻辑构建和自身对于社会发展形式的掌握而逐渐搭建起完整的生态文明意识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完善。

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在构建逻辑上经历了萌芽、觉醒、奠基三个阶段，伴随着国家政策指向的底层

逻辑框架构建。在萌芽阶段后，国家层面的指向引导开始转而成为个人意识觉醒的“催化素”从而构建起完

整、可持续的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当下我国绝大部分农民正是处于萌芽阶段，国家政策的指向和生态道

德的“遗传”对于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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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New Farmer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ogic in New Era

SHAO Kaixin，QIN Guifen，LI Ming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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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farmers,  as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mainly refer to the farmers who have a hig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can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y  using  modern  technical  means.
Their main consciousness is generally compose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moderniza-
tion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acceptance.  Among  them,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symbols of the awakening of this group.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is consciousness is affected by many aspects and has experienced a long evolu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idea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 through the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in the subconscious and their own mastery of the form of social development, a comple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has gradually been built up and constantly upd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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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s.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farmer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logic:  germination,  awakening  and  foundation,  accompani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derlying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national policy. After the germination stage,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level has turned into the  “catalytic element”  of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
ness  awakening,  thus  building a  complete  and sustainable  new farmer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
sciousness.  At present,  the vast majority of farmers in our country are just  in the germination stage,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ecological morality are cru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he new farmer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logic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其中的农民

群体在很早时候就有着一定的生态文明意识。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意识在不同时期被赋予

了不同的内涵与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

代背景下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生态

文明再次成为关键点。我国的农民群体作为生态

文明的直接接触者，也在顺应时代变化的过程中

演变出了具有相对较高生态意识的群体。新型农

民也称新型职业农民，在 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中首次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指以农业为职业、

具有较高素质和一定专业技能且收入主要来自农

业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农业从业者[1]。新型职业农

民本质上属于农民，既不是靠工资收入的农业工

人，也不是凭借资本获得收入的农业投资人或农

业企业管理者。新型农民在生产活动中有着重要

地位，更能够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努力践行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新型农民在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的过程中受到

多方面的影响。有学者对我国中东部地区“空心

化”程度较低的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2]，最终证

实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有着

一定的积极意义。部分学者则认为生态文明和农

民收入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呈正比的，并建立了中

介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农

民收入的影响[3]，从而得出直接结论，即经济收

入和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建立也存在一定的

关系，但进一步的理论验证研究还不足。还有学

者认为个人素质的提高也对生态意识有着一定的

影响 [4]，随着我国公民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既往研究为

分析农民群体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

的理论依据，但缺少农民群体生态文明意识生成

的底层逻辑研究，使得生态意识的出现成为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附属品，忽略了生态文明

意识的能动性。

本文将从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逻辑和底

层逻辑入手，分别从个人和国家角度进行研究分

析，参考多方面的文献和实地访谈取得的资料，

分析在新时代影响下，新型农民生态意识构建逻

辑的根本原因，并探讨可以进一步强化生态意识

的方法对策。 

一、   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基础

新型农民作为新时代产物，这个过程其实是

被动的，其对当下农业经济发展的适应加速了生

态意识的觉醒。自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

村发展路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

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的要求后[5]，乡村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生态文

明建设。 

（一）  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农民生态文明认知

基础

新型农民作为有着较高生态文明意识的群

体，其意识也会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实

地探访可以发现，在一定地区的新型农民都会选

择相对封闭的农业活动，承包土地较多的在其土

地范围内有着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不仅能

基本满足日常所需，还能够自觉维护和改进这个

生态系统。根据抽样访谈的调查结果可以初步得

出，这些新型农民对生态文明的认识程度基本停

留在初级的小型生态圈中，且对自身的小型生态

圈有着较高的保护意识，一旦超出生态圈的范围

就只会被动遵循基本的村规民约或者生态保护相

关法律，不存在主动、自觉的意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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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教育水平

限制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导致了农民自我理解能

力有限，相对的也会限制国家和其他外部生态文

明教育的来源和落实程度。当下我国农民整体受

教育水平仍然具有局限性，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农

民群体对生态文明认识的局限性。

在新型农民培育初期，对生态方面的问题认

识仍有不足，并不会刻意关注生态发展情况，更

没有建立起“生态圈”[6]。这一部分群体所呈现

的共同点就是基本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困

难，优先提高经济水平成为他们农业生产的目

的，在物质基础得不到满足的前提下，生态上的

精神享受也不复存在，他们虽然也对生态有初步

认识，但这种意识并没有体现在生产活动中，并

且没有在短期内形成系统性的意识体系。

根据多位学者的调研结果和相关文献中可以

得出，我国农民在生态文明方面的问题主要可以

分为以下几类。 

1.   农业生产盲目[7]

访谈对象中有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一边盲

目追求经济效益，在生产过程中滥用农药化肥，

农业污水随意排放，生活垃圾随意处理；一边盲

目跟风种植方式，不考虑因地制宜，不仅破坏当

地的土壤水平，农作物也会有大量农药残留。这

样的群体尚未形成生态意识，对生态文明的认识

很少，无论是说服管教还是法律制约都很难起到

决定性作用。 

2.   受教育水平低

在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文化

程度占比达 91.8% ，其中未上过学的人占比达

6.4%[8]。虽然农民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升，但相

比预期仍有差距。由于认知水平局限，导致这一

群体虽然有着生态意识，却存在认知缺乏和失位

的问题，他们对生态系统的维护有着自我利益前

提，无法达到符合时代要求的预期，针对这一群

体加大宣传力度和法律执行力可以很好地促进其

意识完善。 

3.   生态责任意识淡薄

责任意识主要体现在主动性和自觉性方面，

这一群体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态意识，却无

法将其应用在所有生态相关的场所，并形成长期

机制，他们认为生态保护的责任不会也不应该落

在自己身上，只是作为生态系统的接受者存在，

虽然会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但不会有实际贡献，

针对这一群体往往会采用加强教育的方式强化其

责任意识。

总的来说，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建构可以从

生产、教育、责任三个方面起步，逐步建构起完

整的生态文明意识，对于目前仍处于生态文明意

识培育阶段的新型农民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  基于新时代生态观的逻辑基础建构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提升生态系统

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要求，可以将新时代

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内涵与要求大致分为三

个方面。 

1.   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坚持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社会对生态

系统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同时也提出了更

加丰富的要求。新型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也要

注重对生态多样性的保护；重视不同的生态环境

对整体系统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

系；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减少对周边环境

的破坏；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形成保护意识，尊重

不同生物群落的生存权利；对农田有着基本的属

性认识并能做出相应的处理；坚持保护基本农田

和永久性农田，正确把握生态系统整体和生态要

素之间的关系；在农业活动的过程中强化农田治

理意识，为改善整体环境做出应有贡献等。 

2.   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维护

新型农民要正确处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

间的关系，注重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培养，树立正

确发展观，不能一味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要多从

整体农产品收益下功夫；加快农业结构转型，提

高农产品质量和附加价值，改进生产方式，保障

生态系统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要树立大局意

识，从整体考虑，对生态文明有着明确认识，能

够自觉加强对自身生态道德的培养。 

3.   对生态系统持续性的保护

针对我国的生态系统底子薄弱、起步发展慢

的情况，作为新型农民，最直接接触生态的部分

人群，更应该重视生态系统的建设与维护工作，

积极主动促进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在农业活动之

初就有一定的规划，有长远眼光，做到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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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影响；在生态意识方面加强自主意识和法律意

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把握政策要

求，能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真

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提高经济收入的同

时将环境保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新型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的内涵是多方面多

角度的，其构建逻辑也是一个多角度相互影响的

结果，这就决定了其内容的丰富性，要求的不确

定性和时效性。 

二、   我国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过程

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与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最初的产生到

最终的完善形成体系，也遵循着事物的发展规

律，有着其底层逻辑和框架结构的搭建过程。 

（一）  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

从伦理学角度进行分析，人伦道德发展的新

境界就是生态道德[9]。表示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导

致了生态道德的出现，这便是生态文明意识产生

的最根本原因。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社会结构

的改变，经济水平的提高，生存环境的变迁等多

方面的因素都会改变个人的素质，并且道德作为

一种可以进行积累和“遗传”的抽象事物，在整

个发展进程中是逐渐上升的，也就是说，道德即

个人素质会随着社会进程的螺旋上升而一同上升。

自我国商周时期“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形

成以来[10]，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生态环境和人类

生存之间的联系，强调人在自然界中与自然直接

协调发展的理念。这些思想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历

史文化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傣族人对山川河流

等生态景观的统一认识；蒙古族人将天作“父”，

地作“母”，强调了对待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和

反哺之情；在其中还有着“万物有灵”的自然观

念，认为在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是有灵性的，

我们需要自觉的去保护它们，并使用一系列神话

学说和禁忌规则在形成制约[11]。这些都是早期生

态文明意识形成的体现。

历经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人们开始从哲学

的角度去分析自然发展规律，其中马克思的唯物

主义自然观极具指导意义，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不仅表示肯定意见，也强调了人与自然还有着

相互成就、相互制约的关系。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提

出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科学论断。

再次强调了生态文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

性，也揭示了我国社会文明形态在经历原始文

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成为当下的新时代

文明形式的现实。生态意识也从最早的“禁忌制

约”到真理揭示，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

回溯生态文明意识漫长的发展过程，自古以

来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国人民

对生态的认知与改造。这种思想作为当下生态文

明意识的框架基础，构筑起不断完善丰富的生态

“大厦”。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意识的发展

从我国社会发展角度进行分析，生态文明意识

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萌芽、觉醒、奠基三个阶段[12]。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20世纪 70年代末，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生产起点较低，价值生

产力水平低，对生态资源的利用率也较低，只能

选择速度优先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忽视了

对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处理，在一段

时间的发展过后，生态污染严重，自然环境恶

劣，水源、空气质量下降等环境问题开始出现，

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一方面是

针对稀缺的林业资源进行保护，重视林业发展，

推出多项政策，在国内大兴植树造林之风；另一

方面是水利设施的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葛洲

坝水利枢纽等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在多方共

同发力下，形成了对资源的利用和节约的意识，

开始倡导节约资源，对生产方式进行转型升级，

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党中央将保

护环境立为基本国策，开始利用法律手段在全社

会范围内鼓励人们保护环境、治理生态环境，进

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

用，强制促使生态资源利用企业对生产技术进行

研发改进。随着一些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的成立

与兴起，生态文明意识逐渐在人们心中觉醒，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全球

化进程加快，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发展和生

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生态科学发展观的

需求日益增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提出，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都为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两山

  4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第 18 卷  



论”的提出，我国的生态文明意识最终发展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一部分，也是实现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三、   对新型农民生态文明观的底层逻辑塑造

生态意识形成过程虽说可以随着生产与环境

的相适应而逐步建构，在自然规律的推动下农民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生态意识，但当下我国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日益迫切，生态文

明意识的形成与完善也是争分夺秒。因此，对于

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底层逻辑的塑造与构建至

关重要。 

（一）  国家在意识层面的塑造

揭示事物的底层逻辑，即从事物的底层、本

质出发，寻找一种正确指导实践、解决现实问题

路径的思维方法[13]。生态意识底层逻辑具有的抽

象概念不单独存在于某个个体上，而是一种集体

思想的引申，或者某种意志、导向的体现，因此

构建起新型农民生态意识的底层逻辑也可以概括

为国家政策指向和社会发展引导两个方面。

在漫长的意识形成过程中，我国农民受到的

最多的影响就是来自国家意识：生态理念的更新

推出、对生态保护的大力宣传等。农民作为直接

接触生态系统的人群之一，也是国家在场的直接

行动者，政策方针的潜移默化逐渐将生态文明理

念引导在公民内心，方向上的指导也在助推最初

的意识的诞生。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在政策上对生态建设进行

了多方面的努力，也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

行了相应的农业发展转型升级，在学者研究案例

中，“生态农文旅”和“水美经济”[14]都是明显

的政策支持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景象，通过

对当地优势环境资源进行充分利用以促进产业升

级，在这个过程中所带来的整体环境的改变和生

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规约，从而对当地

农民的生态意识构建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社会发展引导方面，我国做出的努力更是

长远持久。从生态保护标语到当下新媒体宣传，

逐渐在全社会形成良好风尚，进一步构建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农业转型升级”等具有多元素融合特点的

生态价值观念。在这样双重影响的社会和时代背

景下，准确抓住未来发展走向的新型农民在主动

和被动的状态下逐步构建起了自身生态意识的底

层逻辑，并逐步觉醒，形成现在所具有的生态文

明意识体系，并且这种影响和转变也将持续下去。 

（二）  个人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

国家意识的干涉，成为整个生态文明意识搭

建过程中的地基，支撑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和“规约性”。与此同时，个人意识的觉醒便成

了这座“大厦”的砖块，最终沿着框架将其塑造

成完整的逻辑框架。虽然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在

现代化建设中才被提升到大政方针层面的，但意

识却自古至今一直存在。人类作为社会的缔造

者、生存者，生态的参与者、接受者，任何生产

生活活动都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

只不过有一部分人预先察觉到了未来所造成的不

良结果，另一部分人只顾眼前。新型农民便是能

够察觉到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人群之一，虽然个

体之间的效果差异明显，但在研究过程中这个变

量就成了关键——因为新型农民能够比其他群体

更先产生生态文明意识。

有学者通过“农民生态文明心理素质调查问

卷”，从各方面对当地农民的生态知识和生态行

为进行调查，得出的结果可以大致上认为农民群

体的生态认识普遍较低，并且没有好的生态教育

和引导[15]。在教育引导之前几乎所有农民群体都

处在相同水平，一旦受到了国家政策和当地政策

的影响，受到教育培育的新型农民群体就能快速

建构起相对较好的生态文明意识。通过分析探访

群体的共同点和其他基本信息可以得出，新型农

民群体在农业结构上和其他农民有着很大的不同

（少部分农民农业结构正处在绿色转型过程中），

新型农民对农业结构的调整是在承包土地初期经

过设想、规划的，并没有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影

响，属于自主行为。因为在脱离通过基本农耕满

足生存的情况下，他们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更

大的产量和便捷的生产方式，这种思想在经济相

对困难的农民群体中也有体现，但由于并未接受

过系统、完备的生态理念相关教育，他们并未意

识到其中和生态的深层次联系。

在有了国家意识作为支撑的先决条件下，个

人意识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生活成本的提

高而被逐渐完善，对高标准高收入的向往，对和

谐生活的追求，导致他们在国家的引导和培育中

走上生态文明道路，并逐渐认识到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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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束语

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道路，就

需要每个人有构建培养正确的生态文明意识，积

极加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作为具有一定时代色彩的新型农民虽然在生

态文明意识方面因为多种不同的原因而存在偏

差，并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无论其具体呈现

状态如何，在构建过程中，都是以国家意识的底

层逻辑作为主要支撑并结合着个人意识的培育和

转变。新型农民群体的产生有着时代必然性，也

正因这些新型农民的出现，推动了我国农业绿色

化发展道路，也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建设和整体自

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意识到生态道德作为一

种抽象的遗传因子，可以在历史发展中延续，更

应该意识到政策支持和国家意识指向所起到的基

础性力量，以及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

的自然观念对整个生态意识的框架构建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国家政府更应该注

重生态意识的底层逻辑构建，不断推出更加优秀

丰富的生态文明观念，加大宣传范围，扩大影响

力。个人要加强对自身意识形态的转变，加强生

态教育，强化主体责任，共同塑造一个环境优

美、生态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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