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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碳排放研究回顾、评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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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低碳农业,提高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回顾我国

农业碳排放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主要论点进行了归纳与简要述评,指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以实证

定量研究为主,缺少理论分析与概念阐述;测算体系未完全形成,测算结果差异较大;研究视野带有局限性,经济

学思想植入不够;对策建议多空泛而谈,缺少针对性与可行性验证。进而,提出了今后4个值得探讨的研究视

角:科学整合现有测算体系,编制中国农业碳排放数据库;广泛引入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多视角探讨农业碳排放

与农业发展间的关系;强化农户碳行为方式研究,注重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优化;理论联系实际,宏微观有机

结合,构建差异化的农业碳减排政策体系。

关键词 农业碳排放;气候变化;低碳农业;农业碳足迹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4)02-0023-05

  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最为严峻的全球

环境问题之一。虽然关于气候变化成因和影响的学

术争论一直存在,但不可否认,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

的增加是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节能减排,发
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与地球和谐共

存的必然要求。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今后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实现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

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1]。从报告中不难发现,大力

推进低碳发展也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郑重向世界承诺,到

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将在2005年的基础

上减少40%~45%,并已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到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之中[2]。二、三产

业是碳排放的主导部门,但快速发展的农业也是加

速气候变暖的重要诱因。虽然从比例来看,农业碳

排放仅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6%~17%[3],
但其所拥有的减排潜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正外部效应

却不应低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严峻挑

战。发展低碳农业,在农业领域推行温室气体减排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举措,提高农业应对气候变

化的能力,将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

径。正是基于这一大背景,学术界围绕农业碳排放

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研

究结论与观点。本文拟在回顾我国农业碳排放问题

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其主要论点进行述评,指出现

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进而展望下一阶段研究动向,
期望对丰富农业碳排放相关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研究回顾

  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农业碳排放增温效应

认识的逐步统一,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围绕农业碳排

放及其衍生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1.低碳农业研究

王松良等界定了低碳农业的概念,即充分利用

农业碳汇功能尽可能降低其碳排放功能,进而实现

食品生产全过程的低碳排放,在此基础上还阐述了

低碳农业的来源、原理及策略[4];罗吉文等进一步丰

富了低碳农业内涵,使其理论高度得到极大提升[5];
许广月、郑恒等、冉光和等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并充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对我国低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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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模式进行了相关探索,认为应在完成政策制

度设计的基础上,坚持减源型农业与增汇固碳型农

业相结合的原则,大力推进我国低碳农业发展[6-8];
田云等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评估了我国31个

省(市、区)低碳农业发展水平,相关结论为各地区循

序渐进推进低碳农业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9]。

2.特定视角下的农业碳排放研究

特定视角下的农业碳排放研究,即围绕农业某

一方面,对其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测度与分析。
其中,李长生等、李虎等先后对中国农田温室气体排

放情况进行了研究[10-11],包括农田土壤温室气体的

构成、排放机制的概述、排放量的测度以及减排对策

的提出,而黄坚雄等、查良玉等则分别探讨了不同保

护性耕作模式、秸秆机械集中沟埋还田等技术手段

对农田净碳排放的影响[12-13];李波等、田云等、王才

军等基于投入视角分别探讨了我国以及湖北、重庆

的农业碳排放现状及时序演变规律,发现农业碳排

放均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14-16];田云等、李俊杰

分别测算了我国和民族地区因农地利用活动所引发

的碳排放量,并对其驱动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农业

经 济 水 平 对 农 地 利 用 碳 排 放 具 有 较 强 推 动 作

用[17-18];李国志等、韩岳峰等在分别测算我国农业能

源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利用因素分解法从不同层面

探讨了导致其变化的主导因素,前者研究表明经济

增长是农业碳排放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后者认为贸

易条件效应是导致农业能源碳排放量变化的最主要

因素[19-20];刘月仙等以北京为例,分析了其畜禽温室

气体排放的时序演变态势与空间变化特征[21]。

3.大农业范畴下的农业碳排放研究

大农业范畴下的农业碳排放研究的特点是涵盖

农业各个生产部门(以种植业、畜牧业为主),对其总

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测度与分析。其中,董红

敏等、谭秋成、闵继胜等先后测算了我国农业温室气

体排放量,闵继胜还对其时序演变规律及空间分布

特征进行了分析,不过由于指标选取存在差异导致

最终测算结果也有所区别[22-24];为了方便区域间横

向比较,田云等将不同温室气体统一折换成标准碳,
对我国农业碳排放量进行了再测算,同时分析了其

时空特征,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碳

排放量总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三阶段变化

特征,农业大省(区)尤其是粮食主产省(区)是农业

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地区,农业碳排放强度西高东低,
即西部>中部>东部[3]。

4.农业碳足迹研究

史磊刚等以华北平原为例,探究了“冬小麦-夏
玉米”特定种植模式下的碳足迹,发现氮肥的施用量

和电能消耗量均与碳足迹有正相关性,种植规模与

碳成本有负相关性[25];黄祖辉等采用分层投入—生

命周期评价法,对浙江省农业系统碳足迹进行了量

化,研究表明农业碳排放只占总碳足迹的43.55%,
而隐含在农用能源和农业工业投入品生产过程中的

碳排放却被忽视或被低估[26];韩召迎等以江苏省为

案例,对区域农田碳足迹时空差异特征进行了深度

分析,结果显示该省农田生态碳足迹呈现波动增长

态势,各地市之间差异明显,总体由北向南递减[27];
陈勇等通过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实
证检验了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碳足迹与经济发展

间的相互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呈现线性增长关系,而
未出现EKC关系[28]。

除此之外,张小洁等、鲁钊阳分别探究了土地规

模化经营、农业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对农业碳排放

的影响[29-30];肖娥芳、鲁钊阳分别实证检验了农业产

业化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业碳排放间

的相互关系[31-32];刘华军等基于 Dagum 基尼系数

分解法与非参数估计法,对我国狭义农业碳排放量

的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进行了实证研究[33]。

  二、简要评述

  毋庸置疑,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为丰富我国农

业碳排放问题研究体系、科学构建农业碳减排政策

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一

定不足,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1.以实证定量研究为主,缺少理论分析与概念

阐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重实证、轻理论”的现象较为

突出,具体表现在2个方面:其一,除低碳农业研究

领域外,其他与农业碳排放相关的研究均以实证定

量性分析为主,鲜有深度的理论探讨;其二,对前人

研究缺少必要的回顾与评述,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的科学性也阐述较少,多聚焦于实证描述而忽视启

示建议,从而降低了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除此之

外,对一些重要的概念也缺少准确界定与详细阐述。
以农业碳排放为例,多数学者并未对其理论内涵进

行探讨,而习惯采用先入为主的叙述模式确定碳源

因子,带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又如,在对碳、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三类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不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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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喜欢将三者尤其是将“碳”与“二氧化碳”等同

看待,而实际上三者存在较大区别。与其他生产部

门不同,农业部门除了能源CO2排放外,还包括土

壤N2O排放、土壤施用石灰和氮肥的CO2排放、水
稻种植CH4排放,反刍牲畜肠胃发酵CH4排放、粪
便管理系统中的 CH4和 N2O 排放等[34]。其中,

CO2属于温室气体的一类,只是因其排放量最大,人
们习惯将温室气体排放称作“二氧化碳排放”,同时

鉴于二氧化碳属于碳化合物,“碳排放”也由此成为

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又一重要称谓。可见,三者并非同

一概念,但相互间也可依照温室效应差异进行转换,
比如1tCO2等同于(12/44)t标准C,该思路同样适用

于C、CO2、CH4、N2O等不同温室气体间的相互转换。
在一些文献中,时常出现C与CO2相互混淆、不同类

型温室气体简单加总的情形,这都是不科学的。

2.测算体系未完全形成,测算结果差异较大

近年来,随着农业碳排放研究的持续走热,对其

进行合理测算成为了一大研究热点。许多学者结合

自身研究目的,构建了相应的测算体系,虽力争全

面,但在测算框架建立与具体碳源因子选取方面仍

存在欠缺。目前,国内广义的农业碳排放测算体系

主要考虑了农业能源、农用物资利用、稻田、土壤、牲
畜肠道发酵、粪便管理等6个方面,而对其他层面涉

及较少。反观国外学者,由于对农业碳排放问题涉

猎较早,其测算体系构建不仅考虑了常规农业碳排

放,还兼顾了农业废水、湿地、农田人为焚烧等所引

发的温室气体排放[35-37],这对完善我国农业碳排放

测算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指标体系构建

不够完善且相互间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学者所测算

的我 国 农 业 碳 排 放 量 也 不 尽 相 同。其 中,谭 秋

成[23]、闵继胜[24]、田云等[3]先后基于大农业视角对

2008年我国农业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统一折算成

二氧化碳当量后,结果依次为154196.75万t、

75199.22万t和101760.52万t,差异较大。相比

较而言,谭秋成指标设置相对最为周全,考察了除秸

秆焚烧之外的几乎所有农业碳源,其结果也可能最

接近实际值,但稍显不足的是缺少对各碳源因子碳

排系数的交代,容易引起其他学者质疑;而闵继胜、
田云等测算值偏低主要在于指标考虑不够健全,二
人均未考虑农业能源消费与秸秆燃烧所引发的温室

气体排放,且前者对农业物资投入碳排放、后者对土

壤碳排放也缺少必要关注。若对以上三篇文献测算

体系进行有机整合,将会极大提升最终结果的精确

度与科学性。

3.研究视野带有局限性,经济学思想植入不够

纵览现有研究成果,对农业碳排放的选题主要

集中在测算、时空比较、驱动机理分析、与农业经济

发展间的互动关系探索等仅有的几个方面,而对农

业碳排放的空间集聚度、收敛性、EKC验证等均缺

少分析;未考虑农业碳排放的绩效水平及其影响因

素;未从微观视角探讨农户碳行为方式影响机制与

优化途径;同时还缺乏国际视野,未从全球视角考察

中国农业碳排放,未同美、欧等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分

析,未大胆借鉴国外在低碳农业发展方面的先进经

验与理念。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制约了农业碳排放问

题研究广度的拓展,而经济学思想的植入不足则影

响了农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深度,主要表现在2个

方面:一是多数研究缺少经济学理论支撑,一些较为

常见的环境经济学理论也未提及,理论推导与演绎

较为鲜见;二是与农业经济间的相互关联性仍显不

够,对研究结论的解析缺少经济学术语,也未将农业

碳排放作为考察农业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约束

性条件。而在实际研究中,社会科学领域对农业碳

排放问题的关注多是基于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无法协调共进的大背景之下,故可将其定义为资源

与环境经济问题。为此,在农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

中我们应积极拓展视野,兼顾农业经济发展现状乃至

整个国民社会经济发展动态,尽可能利用经济学知识

对各类问题进行全面阐述,以增强研究广度与深度。

4.对策建议多泛泛而谈,缺少针对性与可行性

验证

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或政

策启示是当前农业碳排放问题最为熟悉的研究范

式。效果如何? 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许多政策

建议为泛泛而谈,诸如“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农

用物资利用效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

展模式”之类的百搭型说法比比皆是,而更进一步的

深入分析却较为缺乏,对于“财政需投入多少资金?”
“如何提高农用物资利用效率且需提高至何种程

度?”“农业产业结构如何调整,是产业内还是产业

间?”等关键性问题通常避而不谈;另一方面,许多政

策建议是一刀切,全国一盘棋,未考虑不同地区农业

碳排放程度以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所存在的差异,
缺少针对性,一般而言,“低排放-高效益”“低排放

-低效益”“高排放-高效益”“高排放-低效益”这
四类地区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理应有所区别;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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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对于有些偏微观的政策建议缺少实地验证,比
如探讨某项措施对农户碳行为方式的影响程度,通
过查阅资料并进行相关理论分析固然可得出一定结

论,但该结论是否可靠,还需进一步探讨,而最为科

学的做法就是深入到实地开展调研,通过获取一手

数据进行验证,以此论证该措施的可行性。

  三、研究展望

  结合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想进一

步丰富我国农业碳排放问题研究,科学构建农业碳

减排机制,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系统和具有价

值的研究与探讨。

1.科学整合现有测算体系,编制中国农业碳排

放数据库

准确测算农业碳排放量是开展农业碳排放问题

研究的基本前提,而首要任务则需编制农业碳排放

测算体系。从现有研究来看,虽有不少学者构建了

测算指标体系,但在碳源因子选择以及对应碳排放

系数的确定上均存在较大欠缺。为此,应以IPCC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为基础,充分考虑当前农业温室

气体源,并结合国外先进经验,对现有农业碳排放测

算指标体系进行科学整合,以弥补原有方法在广度、
精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编制中国农

业碳排放数据库,全方位把握我国农业碳排放的现

状、时序演变规律、结构特征、空间差异,以为政府制

定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2.广泛引入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多视角探讨农

业碳排放与农业发展间的关系

针对现有研究经济学思想植入不够的问题,在
接下来的研究中应提高认识,思维不再局限于资源

环境领域,而将农业碳排放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解

决,并广泛引入经济学理论方法,利用经济学术语阐

述各类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在具体研究视角

的选择上,我们应拓展视野,从多角度探讨农业碳排

放与农业经济间的辩证关系,比如二者间的因果关

系及发生机理、农业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

证、农业碳排放与农业经济间的协调性研究、农业碳

排放的空间集聚度及收敛性分析、农业碳排放的绩

效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探究等。

3.强化农户碳行为方式研究,注重微观层面的

制度设计与优化

探究农户碳行为方式及其衍生的内在机理,对
基于农户主体的未来减排具有积极意义。而现有研

究在微观层面显得尤为薄弱,鲜有学者基于农户视

角探讨农业碳排放问题。为此,可分别从东、中、西
部选择典型农业省份(比如山东、湖北和陕西),采取

抽样调查方法,就农户农业生产的碳行为方式、生计

与环境特征、碳排放认知和减排措施等方面开展实

地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然后对获取的一手资料进

行深加工,全面把握农户微观主体碳行为方式的现

实表征和因素关联,并从政策制度层面和前瞻性的

碳交易层面探讨农户碳行为方式调整及其优化的激

励机制。

4.理论联系实际,宏观结合微观,构建差异化的

农业碳减排政策体系

选择合适的农业碳减排技术、科学构建农业碳

减排政策体系,是研究农业碳排放问题的最终目的。
而鉴于以往研究对策建议泛泛而谈、针对性不强的

问题,今后在设计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地实际,且宏

观着眼与微观着手有机结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应

结合不同农业主体功能区,评价分析主要农业碳减

排技术的适用性与减排潜力,进而评估我国农业碳

减排综合潜力;另一方面在提出相关农业碳减排政

策的基础上,利用CGE模型等现代计量分析方法对

不同减排政策效果进行模拟分析;进一步,结合国外

成功经验,从政策、技术、碳税、碳交易市场建设等方

面构建差异化的农业碳减排政策体系。

参 考 文 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01)

[2] 李波.中国农业碳减排问题研究—以农地资源利用为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田云,张俊飚,李波.中国农业碳排放研究:测算、时空比较及脱

钩效应[J].资源科学,2012,34(11):2097-2105.
[4] 王松良,CALDWELLCD,祝文烽.低碳农业:来源、原理和策

略[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5):604-607.
[5] 罗吉文,许蕾.论低碳农业的产生、内涵与发展对策[J].农业现

代化研究,2010,31(6):701-703.
[6] 许广月.中国低碳农业发展研究[J].经济学家,2010(10):72-

78.
[7] 郑恒,李跃.低碳农业发展模式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11

(6):26-29.
[8] 冉光和,鲁钊阳,王建洪.中国低碳农业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可行

路径[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8(20):157-160.
[9] 田云,张俊飚,李波.中国农业低碳竞争力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7(6):1-6.
[10]李长生,肖向明,ROLKINGSF,等.中国农田的温室气体排放

[J].第四纪研究,2003,23(5):493-503.

62



第2期 田 云 等:中国农业碳排放研究回顾、评述与展望  

[11]李虎,邱建军,王立刚,等.中国农田主要温室气体排放特征与

控制技术[J].生态环境学报,2012,21(1):159-165.
[12]黄坚雄,陈源泉,刘武仁,等.不同保护性耕作模式对农田的温

室气体净排放的影响[J].中国农业科学,2011,44(14):2935-

2942.
[13]查良玉,吴洁,仇忠启,等.秸秆机械集中沟埋还田对农田净碳

排放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13,27(3):229-236.
[14]李波,张俊飚.基于投入视角的我国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

钩研究[J].经济经纬,2012(4):27-31.
[15]田云,张俊飚,李波.基于投入角度的农业碳排放时空特征及因

素分解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
(6):752-755.

[16]王才军,孔德亮,张凤太.基于农业投入的重庆农业碳排放时序

特征及减排措施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2,19(5):206-

209.
[17]田云,李波,张俊飚.我国农地利用碳排放的阶段特征及因素分

解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59-

63.
[18]李俊杰.民族地区农地利用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9):42-47.
[19]李国志,李宗植.中国农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实证分析

[J].农业技术经济,2010(10):66-72.
[20]韩岳峰,张龙.中国农业碳排放变化因素分解研究—基于能源

消耗与贸易角度的LMDI分解法[J].当代经济研究,2013(4):

47-52.
[21]刘月仙,刘娟,吴文良.北京地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时空变化

分析[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3,21(7):891-897.
[22]董红敏,李玉娥,陶秀萍,等.中国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与减排

技术对策[J].农业工程学报,2008,24(10):269-273.
[23]谭秋成.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挑战[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11,21(10):69-75.
[24]闵继胜,胡浩.中国农业生产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J].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7):21-27.
[25]史磊刚,陈阜,孔凡磊,等.华北平原冬小麦-夏玉米种植模式碳

足迹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9):93-98.
[26]黄祖辉,米松华.农业碳足迹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农业经

济问题,2011(11):40-47.
[27]韩召迎,孟亚利,徐娇,等.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时空差异

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2,31(5):

1034-1041.
[28]陈勇,李首成,税伟,等.基于EKC模型的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系

统碳足迹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2):120-128.
[29]张小洁,张忠潮.土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

[J].广东农业科学,2012(20):176-179.
[30]鲁钊阳.省域视角下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J].科学学研究,2013,31(5):674-683.
[31]肖娥芳.湖北省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碳排放关

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2013(5):40-42.
[32]鲁钊阳.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碳排放关系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J].思想战线,2013,39(2):119-123.
[33]刘华军,鲍振,杨骞.中国农业碳排放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

演进[J].农业技术经济,2013(3):72-81.
[34]齐晔,李惠民,王晓.农业与中国低碳发展战略[J].中国农业科

学,2012,45(1):1-6.
[35]JOHNSON M F,FRANZLUEBBERSAJ,WEVERSSL,

etal.Agriculturalopportunitiestomitigategreenhousegase-
missions[J].EnvironmentsPollution,2007,150(6):107-124.

[36]SOVIKAK,KLOVEB.EmissionofN2OandCH4fromacon-
structedwetlandinsoutheasternNorway[J].Scienceofthe

TotalEnvironment,2007,380(1-3):28-37.
[37]LIU H W,JINYF,GIGLIOL,etal.Evaluatinggreenhouse

gasemissionsinventoriesforagriculturalburningusingsatel-
liteobservationsofactivefires[J].EcologicalApplications,

2012,22(4):1345-1364.

ResearchReview,CommentandProspectofChina’s
AgriculturalCarbonEmissions

TIANYun,ZHANGJun-biao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HubeiR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Developinglow-carbonagricultureandimprovingagriculturalabilitytocopewithclimate
changeisanimportantapproachtopromot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Basedonthereview
ofChina’sagriculturalcarbonemissions,thispapersummarizesandbrieflyreviewssomemajorargu-
mentsandpointsoutsomeshortcomingsofcurrentresearches.Firstly,theresearchismainlyquantity-
orientedandtheoreticalanalysisandelaboratedconceptsarequiteshort;secondly,measuremen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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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researchfindingsbypredecessors,thispaperattemptstodeveloptheemployee
compensationsatisfactionscaleinagriculturalenterprise.Accordingtothedatafromtheemployeesina
leadingagriculturalenterprise,thispaper,throughfactoranalysisandvaliditytest,findsoutthatagricul-
turalenterpriseemployeesatisfactionresearchissuitableforasingledimensionanalysismethod.T-test
andanalysisofvarianceshowsthatthereisapositiverelationshipbetweenemployeecompensationsatis-
factiondegreeinagriculturalenterpriseandemotionalsupport,housingstatus,thenumberofchildren,

ownershipofsharesinenterprises,thedurationofemploymentcontracts,joblevel,positionandlengthof
service.Whilerelationshipbetweenthefactorsofgender,maritalstatus,age,education,income,house-
holdlocationandagriculturalenterprisesemployeecompensationsatisfactiondegreeisnotsignificant.
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thatinordertoenhanceemployeecompensationsatisfactiondegreeofag-
riculturalenterprises,theenterpriseshouldcreateconditionstoenableemployeestogetthefamilyemo-
tionalsupport,helpemployeesliveandworkinpeace,improvethelaborcontract,advanceemployee
sharesandthenoptimizethecorporateculturetoimproveenterpris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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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onsatisfactiondegree;Managementofagriculturalenterprise

(责任编辑:陈万红)

(上接第27页)

isnotfullyformed,andestimationresultsarequitedifferent;thirdly,allcurrentresearchespresented
havesomelimitationsintheresearchperspectives,andtheyarerarelyconsideredfromtheeconomicper-
spective;finally,most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arequitevague,whichareshortofrelevanceand
feasibilityofverification.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fourfutureresearchperspectives.First,itisnec-
essarytoscientificallyintegratetheexistingmeasurementsystemandcompileChineseagriculturalcar-
bonemissionsdatabase;secondly,economictheoryandmethodsshouldbewidelyintroducedandrela-
tionshipbetweenagriculturalcarbonemissionsandagriculturaldevelopmentfrom differentangles
shouldbestudied;thirdly,itisalsonecessarytostrengthentheresearchesonfarmers’carbonbehavior
andpayattentiontothedesignoptimizationofthemicro-levelsystem;finally,inordertoconstructthe
differentiatedagriculturalcarbonreductionpolicysystem,it’salsoessentialtocombinetheorywith
practiceandmakemacrovisualstudyandmicroscopicstudytogether.

Keywords agriculturalcarbonemissions;climatechange;low-carbonagriculture;agriculturalcar-
bon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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