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防病治虫、促进粮食和农业稳产高产至关重要。但由于

农药使用量较大，加之施药方法不够科学，带来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残留超标、作物药害、

环境污染等问题。为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有效控制农药使用量，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

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部制定《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方案》。

一、现状和形势

施用农药是防病治虫的重要措施。多年来，因农作物播种面积逐年扩大、病虫害防治难

度不断加大，农药使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据统计，2012-2014年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药年

均使用量31.1万吨（折百，下同），比2009 -2011年增长9.2%。农药的过量使用，不仅造成

生产成本增加，也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实现农药减量控害，十分必要。

（一）促进病虫可持续治理的需要。由于气候的变化和栽培方式的改变，农作物病虫害

呈多发、频发、重发的态势。据统计，2013年农作物病虫草鼠发生面积73亿亩次，比2003年

增加12.8亿亩次、增长21%。目前，防病治虫多依赖化学农药，容易造成病虫抗药性增强、

防治效果下降，出现农药越打越多、病虫越防越难的问题。需要保护和利用天敌，实施生物、

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措施，科学使用农药，遏制病虫加重发生的态势，实现可持续治理。

（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目前，病虫防治最主要的手段还是化学防治，但因

防治不科学、使用不合理，容易造成部分产品农药残留超标，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需要强化“管”的制度保障，也需要强化“产”的过程控制。“产”的过程

控制，关键是要控制农残，注重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实现农药减量使用、科学使用，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促进农业节本增收的需要。粮食和农业效益仍然偏低，重要的原因是生产成本增

加较快。既有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有物化成本的增加。农药是重要的投入品，施用农药需

大量人工，过量施药必然造成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据调查分析，2012年，蔬菜、苹果农药使

用成本均比2002年提高90%左右。需要集成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大力推进统防统治，提高防

治效果，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提质增效。

（四）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目前，我国农药平均利用率仅为35%，大部分农药通

过径流、渗漏、飘移等流失，污染土壤、水环境，影响农田生态环境安全。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改进施药方式，有助于提高防治效果，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田生态环境，促进生

产与生态协调发展。



二、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树立“科学植保、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

依靠科技进步，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大

力推广新型农药，提升装备水平，加快转变病虫害防控方式，大力推进绿色防控、统防统治，

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体系，实现农药减量控害，保障农业生

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减量与保产并举。在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同时，提高病虫害综合防治水平，做到

病虫害防治效果不降低，促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稳定发展，保障有效供给。

二是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在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的提升，

推进绿色防控和科学用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是坚持生产与生态统筹。在保障粮食和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同时，统筹考虑生态环境

安全，减少农药面源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是坚持节本与增效兼顾。在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同时，大力推广新药剂、新药械、新技

术，做到保产增效、提质增效，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三）目标任务

到2020年，初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体系，科学用药水

平明显提升，单位防治面积农药使用量控制在近三年平均水平以下，力争实现农药使用总量

零增长。

——绿色防控：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生物、物理防治覆盖率达到30%以上、比2014年提高

10个百分点，大中城市蔬菜基地、南菜北运蔬菜基地、北方设施蔬菜基地、园艺作物标准园

全覆盖。

——统防统治：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0%以上、比2014年提高

10个百分点，粮棉油糖等作物高产创建示范片、园艺作物标准园全覆盖。

——科学用药：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达到40%以上、比2013年提高5个百分点，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比例明显提高。

三、技术路径和区域重点

（一）技术路径。根据病虫害发生危害的特点和预防控制的实际，坚持综合治理、标本

兼治，重点在“控、替、精、统”四个字上下功夫。

一是“控”，即是控制病虫发生危害。应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

技术，创建有利于作物生长、天敌保护而不利于病虫害发生的环境条件，预防控制病虫发生，

从而达到少用药的目的。

二是“替”，即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高毒高残留农药、大中型高效药械替代小型

低效药械。大力推广应用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高毒高残留农药。开发应用

现代植保机械，替代跑冒滴漏落后机械，减少农药流失和浪费。



三是“精”，即是推行精准科学施药。重点是对症适时适量施药。在准确诊断病虫害并

明确其抗药性水平的基础上，配方选药，对症用药，避免乱用药。根据病虫监测预报，坚持

达标防治，适期用药。按照农药使用说明要求的剂量和次数施药，避免盲目加大施用剂量、

增加使用次数。

四是“统”，即是推行病虫害统防统治。扶持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大规模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推行植保机械与农艺配套，提高防治效率、效果和效益，

解决一家一户“打药难”“乱打药”等问题。

（二）区域重点。突出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蔬菜、水果、茶叶等主要作物，实

施分类指导、分区推进。

1、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东四盟（市），为水稻、玉米、

马铃薯、大豆等粮油作物一季种植区。该区域是玉米螟常年重发区，稻瘟病、玉米大斑病和

马铃薯晚疫病高风险流行区，粘虫和草地螟间歇暴发区，蝗虫偶发危害区。重点推广玉米螟

生物防治、生物农药预防稻瘟病等绿色防控措施，发展大型高效施药机械和飞机航化作业。

2、黄淮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及安徽与江苏淮北地区、山西与

陕西中南部地区，为小麦、夏玉米轮作区。该区域是小麦穗期蚜虫、吸浆虫、玉米螟常年重

发区，东亚飞蝗、粘虫常年发生区，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扩展流行区，以及玉米二点委夜蛾

突发危害区。重点推行绿色防控与化学防治相结合、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群防群治相结合、地

面高效施药机械与飞机航化作业相结合措施，大力推广蝗虫生物防治、药剂拌种、秸秆粉碎

还田等技术。

3、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西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大部，为稻麦、

稻油轮作区，也是柑橘、茶、蔬菜等优势产区。该区域是水稻“两迁”害虫、小麦赤霉病、

稻瘟病、柑橘黄龙病等病虫多发重发区。重点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促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

控融合发展，实施综合治理。柑橘、茶叶、蔬菜作物上推行灯诱、性诱、色诱、食诱“四诱”

措施，优先选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4、华南地区。包括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4省（区），为双季稻种植区，也是水果、

茶叶、甘蔗等优势产区和重要的冬季蔬菜生产基地。该区域是常年境外“两迁”害虫迁入我

国的主降区，也是稻瘟病、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柑橘黄龙病、小菜蛾、豆荚螟、甘蔗螟虫

等多种病虫易发重发区。重点推行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发展。水果、茶叶、冬季蔬菜生

产基地重点推广灯诱、色诱、性诱、生态调控和生物防治措施。

5、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及湖北、湖南西部，为稻麦（油）两熟区、

春播马铃薯主产区，也是水果、蔬菜、茶叶优势产区。该区域是小麦条锈病冬繁区、南部也

是稻飞虱境外虫源初始迁入主降区，丘陵山区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宜稻瘟病等多种病虫发生流

行。重点培育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提高防控组织化程度，推行精准施药和绿色防控。

水果、蔬菜、茶叶等重点推广“四诱”和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

6、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山西中北部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为马

铃薯、春玉米、小麦、棉花等作物一季种植区，也是苹果、葡萄等优势产区。该区域是小麦

条锈病主要越夏源头区，棉铃虫、草地螟和马铃薯晚疫病等重大病虫常年重发区。重点推行

绿色防控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其中，小麦条锈病源头区推行退麦改种、药

剂拌种等措施，减少大面积防治次数和外传菌源。



四、重点任务

围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体系，实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重点任务是：“一构建，三推进。”

（一）构建病虫监测预警体系。按照先进、实用的原则，重点建设一批自动化、智能化

田间监测网点，健全病虫监测体系；配备自动虫情测报灯、自动计数性诱捕器、病害智能监

测仪等现代监测工具，提升装备水平；完善测报技术标准、数学模型和会商机制，实现数字

化监测、网络化传输、模型化预测、可视化预报，提高监测预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二）推进科学用药。重点是“药、械、人”三要素协调提升。一是推广高效低毒低残

留农药。扩大低毒生物农药补贴项目实施范围，加快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品种的筛选、登记

和推广应用，推进小宗作物用药试验、登记，逐步淘汰高毒农药。科学采用种子、土壤、秧

苗处理等预防措施，减少中后期农药施用次数。对症选药，合理添加喷雾助剂，促进农药减

量增效，提高防治效果。二是推广新型高效植保机械。因地制宜推广自走式喷杆喷雾机、高

效常温烟雾机、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植保无人机等现代植保机械，采用低容量喷雾、静电

喷雾等先进施药技术，提高喷雾对靶性，降低飘移损失，提高农药利用率。三是普及科学用

药知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为重点，培养一批科学用药技术骨

干，辐射带动农民正确选购农药、科学使用农药。

（三）推进绿色防控。加大政府扶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绿色防控推进步伐。

一是集成推广一批技术模式。因地制宜集成推广适合不同作物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解决技术不配套、不规范的问题，加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二是建设一批绿色防控示范

区。重点选择大中城市蔬菜基地、南菜北运蔬菜基地、北方设施蔬菜基地、园艺作物标准园、

“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一批绿色防控示范区，帮助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提升

农产品质量、创响品牌，实现优质优价，带动大面积推广应用。三是培养一批技术骨干。以

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基层植保机构为重点，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带动农民科学应用绿色

防控技术。此外，大力开展清洁化生产，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减轻农药面源污染、

净化乡村环境。

（四）推进统防统治。以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为重点，大力推进病虫害专业化

统防统治。一是提升装备水平。发挥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补助、农机购置补贴及植保

工程建设投资的引导作用，装备现代植保机械，扶持发展一批装备精良、服务高效、规模适

度的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二是提升技术水平。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

集成示范综合配套的技术服务模式，逐步实现农作物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的规模化实施、规

范化作业。三是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对防治组织的指导服务，及时提供病虫测报信息与防治

技术。引导防治组织加强内部管理，规范服务行为。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农业部成立由部领导任组长的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协调指导组，

部内有关司局和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种植业管理司负责具体工作。各省成立由农业厅（委、

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推进落实领导小组，加强协调指导，推进各项措施落实。

（二）上下联动推进。结合实施绩效考核，建立上下联动、多方协作的工作机制，强化

责任、加强督查。重点实施区域建立协作机制，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充分发挥教学科研机

构和行业协会技术和信息优势，鼓励开展技术推广、政策宣传、技术培训、服务指导等工作。

（三）强化政策扶持。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落实植物保护工程建

设项目，建设覆盖重点区域、重点作物的病虫监测网络。将航空植保机械纳入农机购置补贴

范围，提高大中型植保机械购置补贴标准。加大重大病虫统防统治、低毒生物农药使用、防

治组织植保机械和操作人员保险费用的补贴力度，启动实施绿色防控示范项目。

（四）发挥专家作用。成立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专家指导组，提出具体的技术方案，

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把各项关键技术落实到位。结合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农村实用

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重点培养种粮大户、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技术骨干，提高科

学用药水平。落实好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研发重大专项。

（五）加强法制保障。制修订《农药管理条例》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推进依

法植保。强化农药市场监管，打击制售假劣农药行为，维护农民利益。

（六）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绿色防控

技术和科学用药知识，增强农民安全用药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