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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焦点特征
——基于注意力视角的文本分析

高 群 1，2，陈衡洋 2，张新亮 2

（1. 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南昌 330031；2. 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南昌 330031）

摘 要：【目的】绿色发展是现代农业结构改革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研究政府关于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力

演变历程可为未来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从注意力视角出发，结合间断均衡理论模型，使用Python

软件通过高频词识别、共词分析、关键词聚类等文本分析方法，对1984—2022年共1535份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

文本进行分析。【结果】研究发现：①从注意力分配历史演变可知，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历程经历起步探索时期、

建设发展时期、巩固深化时期3个阶段。不同时期政府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注意力关注重点有所差别；龙头企

业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的重要主体。②从注意力配置焦点特征来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始于一场以保

护生态环境为目标的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科技创新贯穿农业绿色发展政府注意力全过程，是农业转型升级与绿

色发展的根本动力。【结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益日渐凸显，地方政府应在满

足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农产融合、农旅融合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助力家庭农场

产业化运作，助推中国农业绿色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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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着强国必先强农[1]，而

农业绿色转型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

是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2]。自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农业生产能力与产业化水平稳步提高，但与此

同时也存在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3]、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不强[4]、农业面源污染[5]等仍需解决的问题，特

别是在农业政策体系上表现为政策多重目标的内

在冲突，导致难以实现所有的政策目标[6]。在农业寻

求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作为顶层设计的农业政策深

刻体现了政府关于农业发展方向与发展重点的选

择，分析现有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注意力关注重点

与分配特征，是对现有政策实施的有效反馈，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农业政策的效能产出。

通常而言，政策实施是一个稳中求变的过程，

政策效能的高低既取决于政策议程设置的科学性

与合理性，又与后续政策实施的有效反馈与参与者

的互动性密切相关。中央政府构建了一套完整的

农业绿色发展政策体系，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为农

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而纵观农业发展的现实情境，清晰把握已有政策历

史演变特征，厘清不同时期政策注意力配置重点，

可以为政策制定与施政部门及时反馈政策实施的

有效性，对于后续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制定以及提升

政策落地效能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

中央关于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力的变迁历程，有

助于健全现有政策体系，为未来农业绿色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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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提供经验借鉴[7]。

目前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围绕农业支持政策

体系的演变逻辑、阶段特征及效果评估展开了丰富

的研究，但是专门指向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变历程

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已有关于农业绿色政策相关

的研究可以归纳为3个维度：第一，关于农业绿色发

展支持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学术界对农业绿色

发展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持肯定态度，例

如，基于德国田间试验考察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向绿

色转型的效果，证实了对比基准水平，所有经过测

试的绿色支持政策设计均增加了农业环保行为[8]；

来自中国的证据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发

展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继续加大环境规制的实施

力度势在必行[9]。但是，学者们仍然认为现行农业

绿色政策存在较大的提升与改善空间。例如，有学

者模拟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绿色改革对农业发展、

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发现这项农业

绿色改革对缓释环境恶化收效甚微[10]；该项政策作

为欧洲最重要且最昂贵的公共政策之一，其在实际

运行中的绿色导向有所欠缺，应从政策视角出发对

农业环境实行真正的绿色转型[11]；可采取搭建配套

绿色政策框架等方式以更好地助力环保目标的实

现[12]。第二，从经验视角阐释中国农业绿色政策演

变逻辑及优化路径。由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仍然

存在着技术供给不足、补贴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产

业化整体水平不高等问题，为进一步坚持绿色发展

导向，需加强顶层设计以强化农业绿色可持续性发

展[13]。基于比较分析法对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趋势及

支持政策演变历程展开分析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发

展已逐步达成社会共识，农业低碳生产方式初步形

成；政策演变可细分为孕育、初建及体系化 3 个阶

段 [14]。为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应构建新

型投融资机制以解决农业绿色发展资金困境[15]；从

政府推动与市场需求拉动两方面出发推动农业绿

色转型升级[16]，同时通过政策立法保障以合理推进

农业绿色结构的调整[17]。第三，聚焦国内外先进农

业绿色发展政策，开展对比研究。作为欧盟最重要

的互助类共同政策之一，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业绿色

发展方面关注较早[18]；通过对比发现，欧盟农业绿色

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存在值得中国学习的先进经验[19]。

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深度探讨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在推进绿色生态转型过程中的历次改革共性特征

与轴线，刻画了自1957年以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历

次改革背景、措施以及其未来趋势[20]；并进一步选取

了同中国农业资源禀赋相似、可比性较强且农业绿

色发展水平较高的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从农业支

持情况、绿色发展水平及未来趋势等多方面展开多

维比较，以期为中国农业绿色政策优化提供借鉴[21]。

此外，还有学者从政策数量、类型、主体等维度，对

江西省农业绿色政策体系进行研究，并与农业绿色

发展较好的黑龙江、贵州两省进行横向对比，发现

江西省绿色政策体系存在缺乏科学性、政策工具结

构不均衡、政策配套不足、政策助推产业发展力度

不强等诸多问题[22]。

综上，农业政策具有引导农业生产、调整农业

结构、促进生态保护等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

着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促进农业绿色发

展，应首先实现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转型。尤其是

伴随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提

出，如何找准农业绿色政策发力点，以更好地实现

农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成为了目前学界关注的

重点，为本文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以往研究多

从农业支持政策整体视角出发，专门聚焦农业绿色

政策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政策效果评价、演变逻辑与

优化路径以及经验对比等方面，较少关注到作为政

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府的注意力配置情况对农

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并且，尽管农业政策愈发重视

农业绿色发展所带来的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正向

溢出效应，但是全国农业政策在助力解决持续的环

境恶化与气候变化问题等方面仍然做得不够，存在

不小的政策优化空间。

作为近年来研究政府行为的一个新视角，政策

文本注意力分析是一种新兴技术层面的研究方法[23]，

可以更好地帮助政府优化未来关于农业绿色发展

的政策制定，进一步提升政策实施的成效。对于政

策制定者而言，注意力配置情况影响政策议程设置

与政策实施效果，即某一时点政府注意力的分配情

况引导了政策议程的设置，而某一时段政府注意力

的持续性则反映了政策实施的效果[24]。已有学者尝

试从不同主题出发对政府注意力配置情况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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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如黄萃等 [25]以 1298 份中国科技政策文献为依

据，指出协作性府际合作关系转变是政府推进治理

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彭小兵等[26]通过对

410份乡村振兴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探究了注意力

配置差异对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那么，如何

剖析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力分配的历史

演变逻辑？中央层面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力

是否存在横向与纵向不同维度的特征？农业绿色

发展政策注意力分配逻辑为未来政策的出台以及

地方政府配套方案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哪些新方

向？这些均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以 1984—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及国家各部委发布的1535份农业

绿色发展政策文本为切入点，通过文本分析方法研

究中央政府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力历史变迁与

焦点特征，以期为现有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经验

参考以提升政策效能，并进一步助力相关责任主体

有效把握未来农业发展方向与发展重点，明晰其在

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工具

选择与资源配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将

政府注意力理论引入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进

历程中，从纵向的注意力历史演变与横向的注意力

焦点特征双重视角对政府农业政策注意力变迁进

行解析，拓宽了现有关于农业绿色发展问题的研究

视角。②不同于以往学者多以定性视角展开农业

绿色发展政策演变的研究逻辑，本文从量化视角出

发，将注意力研究引入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文本

中，以期用数据和事实更好解读政府关于政策议程

制定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关注点与侧重点，有利于

为未来相关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建

议，并优化政府决策的实施效果。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基础与技术路线

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中，决策者有限理性和注

意力的缺乏使政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不稳定和跳

跃式的变化，因而可通过政策反馈、政策注意力、焦

点事件等变量，用以解释政策在长期均衡演进中非

线性、间断式变迁的现象[27]。其中，政策反馈与政策

注意力分别代表着政策的变迁动机与变迁环境，二

者共同决定着政策变迁的具体形态。在间断均衡

理论模型中，政策仅在反馈为负且注意力充盈的情

况下才有可能发生间断式的变迁。由于国内外制

度背景与决策体系不同，学者研究过程中大都结合

Hall[28]政策范式对间断均衡理论模型进行调适，以

政策变迁特征、路径设置以及政策注意力的变化情

况来判断政策是否符合间断式演进的逻辑，以保证

理论模型更符合研究实际。为方便从长期视角探

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借鉴相关学者研究[29]，对

间断均衡理论模型进行调适，将不同阶段的政策历

史演变作为政策反馈的观测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结

合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力分配的焦点特征，分析

政策变迁动机与变迁环境之间的交互机制，进而剖

析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演变逻辑，具体政策文

本分析技术路线见图1。

2.2 检索词辨析与数据来源

2.2.1 检索词辨析

政府决策文件具有权威性、全面性、时效性的

特点，能够较为直观准确地反映政府关于农业绿色

发展的态度和目标，明晰国家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

方向与路径选择，故本文选用政府决策文件作为农

业绿色发展政策的数据来源。政府决策文件贯穿

了政府治理的过程，政策文本内容具有承载决策主

体注意力的能力，通过对其文本信息的词频、语义

网络、聚类等分析能够探测政策议程设置中注意力

分布及其演变[30]。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由来已久，政

策语义的演变使单一的政策检索词难以完整反映

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不同时期的注意力重点，而学

术研究与政策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交互影响[31]，学

术文献能够反映农业绿色发展的研究热点、前沿动

态、理论框架等，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检索的

有效性和准确性。受其启发，为精准锁定中国农业

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检索词，从CNKI数据库中以农

业绿色发展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筛选出CSSCI与

北大核心论文 1221篇。在筛除无关文献、合并、去

重后，对剩余 1159 篇论文的题录进行热词突现检

测。为更好展示检索词之间的联系、变化和趋势，

进一步帮助发现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力分配重

点和演进路径，研究选用CiteSpace 6.1软件进行热

词突现检测，表1报告了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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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热词突现检测结果，综合考虑检索

词突现强度、突现持续时间、与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主题相关性等因素，确定“绿色农业”“绿色农产品”

“绿色食品”“农业产业化”“农业绿色发展”“生态农

业”6个政策关键检索词。确定“农业产业化”作为

政策关键检索词的原因是：从现有研究、政策语境

以及农业发展现实情境可以发现，农业产业化发展

过程中需要强调其保护环境、人地和谐的生态属

性。农业绿色化发展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应该是农

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体两面，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

过程中，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的经济规模效应与产

业集群效应本身就有降低农业绿色发展成本的可

能；而在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环

保问题也同样不应被割裂。农业发展呈现出绿色

化和集群化的趋势，而发展绿色的农业产业集群则

是将二者结合，实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32]；

通过调整农业产业布局，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可以有

效促进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33]。因此，在政策收

集过程中将“农业产业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政策检

索词，以期从侧重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文本中挖掘

出中央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注意力分配特征。

2.2.2 数据来源

在确定 6个政策关键检索词后，将其逐一代入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进行检索，对收集的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国家各部委农业绿色发展

政策文件通过降重合并等方式进行处理，在政策文

件收集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①选择10次作为政策

文件检索词出现次数的阈值，若政策文件检索词出

现次数≥10次，进行全文分析；否则，进行精确局部

分析。阈值根据政策文件的检索词平均出现次数、

标准差、分布情况等统计指标综合确定，能够有效

区分政策文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和关注

图1 技术路线图

Figure 1 Technological roadmap

表1 检索词突现检测结果

Table 1 Keyword emergence detection results

检索词

绿色食品

产业化

发展对策

生态农业

绿色壁垒

农产品

强度

6.88

5.25

3.83

6.04

9.75

4.62

突现年份

1993

1997

1999

2000

2001

2004

结束年份

2003

2006

2010

2008

2008

2009

检索词

低碳农业

生态补偿

绿色发展

农业

乡村振兴

绿色金融

强度

4.00

4.05

17.95

3.88

14.52

4.96

突现年份

2010

2012

2016

2016

2018

2019

结束年份

2011

2019

2023

2018

202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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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此外，选用 10次作为阈值①的一个显著优势在

于能够保证政策文件的数量和质量，避免过多或过

少的政策文件影响分析结果[34]。②针对全文分析的

政策文件，通过政策文件的标题来辅助判断该政策

文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和关注度，若政策

标题与农业绿色发展显著相关则纳入全文分析，否

则只摘取关键词所涉及的文本段落进行局部分析，

避免信息冗余。③针对局部分析的政策文件，若政

策文件某一字段包含检索词，仅对该字段进行分

析；若政策文件多个字段包含检索词，则摘取相关

字段，将其合并为一份政策文件进行分析。最终纳

入全文分析的政策文件共有18份。

2.3 研究方法

2.3.1 词典创建

词典创建是进行文本分析的关键环节，能够为

语义探析设置必要的权重与偏好，确保研究结果的

准确性。具体而言，词典创建的内容主要有用户词

典与停用词词典两个部分。其中，用户词典能够为

词汇赋予相应的权重，保证相关算法在进行分词操

作时优先保留权重值较高的词汇，以提升研究结果

的有效性；停用词词典则在用户词典基础上，进一

步删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词汇，以精确政策文本分

析的范围。

为形成具有学术特征的双重交叉筛选网络，用

户词典与停用词词典创建过程遵循两个步骤：①在

用户词典创建中，为提取政策文本有效信息，考虑

到学术热点与同期政策文本的交互影响，将前文论

文的题录，结合人工标注词汇，去重合并后形成共

计828个词汇的用户词典；②在停用词词典创建中，

基于哈工大停用词词典②，结合政策文本人工标注，

将停用词词典优先级别调至最高，最终形成共计

1354个词汇的停用词干涉词典。

2.3.2 文本分词

词汇是自然语言处理所能涉及的最小研究细

粒度，由于相关算法无法直接对文本信息进行分

析，因此需要根据用户词典以及停用词词典所提供

的词汇权重和偏好信息进行分词操作，将政策文本

原文切分成多个词汇以促进研究顺利进行。在Py-

thon 软件中调用 PaddleNLP 项目对 1535 份农业绿

色发展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分词处理，在只保留动

词、名词及动名词的情况下获得的 3个阶段词汇总

数分别为4348、54904和17594。

TF-IDF值能够反映一组文本数据中关键词的

重要程度，包含词频率 TF 和逆文档率 IDF 两个部

分[35]。前者表示某个关键词在特定数据集里出现的

频率；后者通过文档总数除以包含该关键词的文档

数，并以10为底取其对数所得。公式如下：

TFij =
nij

nj

（1）

IDFi = lg
||D + 1

|| ti ∈ di + 1
+ 1 （2）

TF - IDFij = TFij × IDFi （3）

式中：TFij 表示第 i 个关键词在文档 j 中出现的频

率；nij 表示第 i个关键词在文档 j 中出现的频数；nj

表示文档 j 中所有词汇的频数；IDFi 表示第 i 个关

键词的逆文档频率； ||D 表示文档总数；ti 表示包含

第 i 个关键词的文档；di 表示包含第 i 个关键词的

文档总数，为方便可视化结果，对分子和分母取以

10为底的对数并加1处理；TF - IDFij 表示各关键词

最终TF-IDF值，该值越高表明其对应的关键词越重

要。关键词处理结果见表2。

2.3.3 共现词分析

在文献情报分析中，共现词分析法已成为快速

识别学科发展的重要计量方法。其核心逻辑是通

过统计已选中关键词的空间分布关系，反映一定时

期内政策文本注意力的分配情况，进而研判这些词

所蕴含的时代内涵。将表2关键词识别结果返回至

原政策文本，通过计算其空间分布情况得到共现词

分析结果，详见表3。

2.3.4 聚类分析

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具体包含以下两个预处理

步骤：①使用 word2vec 对政策文本进行向量化训

① 政策文件中检索词频次越多，该文件与研究主题就越贴切。为尽可能锚定政策焦点，本文参照杨锐等[34]的做法，将检索词出现次数设

置为10。

② 哈工大停用词词典是专门用于帮助相关算法筛除自然语言预处理过程中无实际意义词汇的辅助工具。本文在其基础上扩充与研究

主题无关的词汇，从而进一步过滤掉文本中的冗余信息，提高文本处理的效率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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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将其转换为能够被机器直接识别的信息；②通

过“手肘法”评估表2中关键词的聚类个数与聚类效

果之间的关系，即通过聚类误差的变化情况以得到

最佳聚类效果③。

SSE =∑r = 1

k ∑p ∈Cr

|| p -mr

2
（4）

式中：SSE 表示聚类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Cr 表示

第 r 个簇；p 表示各个向量化之后的关键词；mr 表

示 Cr 的质心。结果发现，当聚类个数 k 为7时，SSE

收敛速度明显下降，可认定其真实聚类簇值为 7。

因此，将 k 值指定为 7后采用 k 均值聚类方法对关

③“手肘法”的核心思想：随着聚类数 k的增大，样本划分会更加精细，每个簇的聚合程度会逐渐提高，误差平方和SSE自然会逐渐变小。

当 k小于真实聚类数时，由于 k的增大会大幅增加每个簇的聚合程度，故SSE的下降幅度会很大；当 k到达真实聚类数时，再增加 k所得到的聚

合程度回报会迅速变小，所以SSE的下降幅度会骤减，并随着 k值的继续增大而趋于平缓。即SSE和 k的关系图是一个手肘的形状，而这个肘

部对应的k值就是数据的真实聚类数。“手肘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根据数据自身的特点确定最佳的聚类个数，避免过拟合或欠拟合的问题。

表3 共现词矩阵（部分）

Table 3 Co-occurrence word matrix (partial)

关键词

龙头企业

生态

技术

家庭农场

标准

秸秆

资源

畜禽

粪污资源化

农膜

龙头企业

1

6

37

2

1

7

1

1

1

生态

1

10

0

5

5

9

6

6

3

技术

6

10

3

13

6

10

4

4

4

家庭农场

37

0

3

1

0

4

0

0

0

标准

2

5

13

1

3

3

3

3

3

秸秆

1

5

6

0

3

4

11

10

9

资源

7

9

10

4

3

4

3

3

2

畜禽

1

6

4

0

3

11

3

20

10

粪污资源化

1

6

4

0

3

10

3

20

9

农膜

1

3

4

0

3

9

2

10

9

表2 高TF-IDF值关键词（部分）

Table 2 High TF-IDF value keywords (partial)

起步探索阶段

关键词

技术

生态

市场

龙头企业

专业

思想

环保

资金

法律

科技

农业工程

装备

资源

信息

无公害农产品

财政

特色农业

环境

TF-IDF

11.38

9.80

6.13

5.51

4.10

4.09

3.97

3.77

3.68

3.67

3.49

3.20

3.15

3.06

3.05

2.94

2.91

2.90

建设发展阶段

关键词

龙头企业

技术

生态

无公害农产品

标准

品牌

专业

市场

特色

思想

合作社

基地建设

家庭农场

证书

农药

特色农业

环境

经济

TF-IDF

45.50

24.90

19.34

17.59

14.77

12.75

12.13

10.77

10.38

10.23

9.91

9.54

9.35

9.24

8.96

8.94

8.90

8.89

巩固深化阶段

关键词

龙头企业

地理标志农产品

生态

技术

家庭农场

特色

品牌

先行区

标准

农业生产

贫困地区

市场

资金

秸秆

乡村振兴

资源

畜禽

产业融合

TF-IDF

49.01

29.06

24.00

21.44

16.55

14.88

12.98

12.30

11.98

11.17

10.80

9.95

9.94

9.77

9.36

9.29

8.99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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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进行聚类。

表4报告了关键词最终聚类结果。其中，聚类1

包含科技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农业科技等词汇，

故将聚类 1 命名为科技创新；聚类 2 包含品牌、证

书、无公害、三品一标等词汇，故将聚类 2命名为品

牌战略；同理，将聚类 3、4、5、6、7依次命名为“财政

支持”“生态属性”“制度建设”“农业污染防治”“经

济效益”。

表4 关键词聚类结果（部分）

Table 4 Keyword clustering results (partial)

聚类1

科技推广

引进

新技术

农业工程

科技进步

科技推广

新品种

科技示范

科技成果

职业教育

农业科技

聚类2

品牌

商标

无公害

三品一标

证书

认证

产地环境

特色农产品

名牌

地理标志

农业标准化

聚类3

金融

财政

信贷

财政支持

金融服务

订单

村企

投资

资金

合作社

农村经济

聚类4

生态

环境

自然

资源

旅游业

特色农业

生态文明

生态建设

环境保护

农业资源

生态保护

聚类5

法律

法规

宣传

渠道

标准

网络

信息

市场

下乡

市场

技术服务

聚类6

农药

畜禽

保护性耕作

有机肥

农膜

粪污资源化

化肥

废弃物

增产

有机肥

旱作节水

聚类7

龙头企业

乡村振兴

产业强镇

产业发展

农民增收

家庭农场

示范基地

产业扶贫

农业结构

电子商务

脱贫地区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业绿色政策阶段划分

根据前文检索词突现检测结果发现，不同时期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语义关注重点具有较大

差异。为分析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焦

点特征，需对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进行阶段划

分。参照既有研究[36]，对所有政策文件的“检索词出

现次数”“年度出台政策数”“检索词出现平均次数”

进行绘图，其中，“检索词出现次数”为当年所有政

策文件中出现检索词的次数，“年度出台政策数”为

当年发布的有关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出台数量，

“检索词出现平均次数”为当年平均每份政策文件

出现的检索词次数。为方便可视化，取上述 3项数

据以10为底的对数，以从整体反映农业绿色发展政

策演变的趋势，结果见图2。

不难看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最早源于 1984

年，且政策注意力整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具体而

言，1984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首次

提出要认真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积极推广生态农

业，这也标志着农业绿色发展开始受到中央政府的

重视。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检索

词出现次数、年度出台政策数、检索词出现平均次

数在2005年与2017年均出现了较大幅度波动。结

合现实情况发现，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意见》的实施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工程，对未来一段时期的“三农”

工作的发展方向与重点作出了具体规划，其中，关

于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意见》指出要“加快发展循

环农业，大力开发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农业技

图2 1984—2022年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文本的演进趋势

Figure 2 Evolution of agri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policy text,

198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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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重点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

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加大力度防治农

业面源污染”。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

力推进绿色发展，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在这一时

期，新农村建设工作取得的成就与“三农”工作积累

的历史经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

础；而农业作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农业

绿色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密不可分，农业发展质量

的优劣直接关乎到乡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的高低。新农村建设工程与乡村振

兴战略虽然在整体的内涵与任务上有很大的区别，

但二者在农业发展理念的选择上具有共性特征，均

明确指出了应坚持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导向，因

此，可以认为上述 2项政策的颁布均是中国农业绿

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根据政策文本的演进

趋势，将农业绿色发展历程分为3个阶段进行分析：

1984—2004年，为起步探索期；2005—2016年，为发

展建设期；2017—2022年，为巩固深化期。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农业绿色发展政策

在1985—1989年出现了断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1984年 10月 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定了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拉开了中国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出于某一时段政府注意

力分配的有限性，这一时期中央层面的政策注意力

重点集中于经济发展与城市改革，关于农业绿色发

展层面的政策发布有所放缓，使早期农业绿色发展

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间断—均衡”特点。

政策的变迁往往伴随着政策注意力的演变，而

不同的演变方向则意味着政策反馈的具体状态。

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

意力分配情况进行分析，能够从长期视角辨明政策

是否具备充足的变迁动机。在关键词识别基础上，

凭借不同时期的共词矩阵即可实现对中国农业绿

色政策注意力分配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

3.2 农业绿色政策起步探索阶段（1984—2004年）

基于高频词检测发现，在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

起步探索阶段，“技术”与“生态”这两个词是中央政

策文本关注的中心（图3）。进一步结合共现词矩阵

发现，在此阶段“技术”与“生态”两词联系最为密

切，是这一时期中央政策关注的重点，因此该阶段

中央政策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农业科研技术的突破

与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本身所蕴含的生态属性。

分词组看，除“技术”外，与“生态”一词联系较

为紧密的是“环境”和“能源”，分别共现 5次（图 3）.

结合具体政策内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

中国农村改革新历程，会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

案）》的试行工作，加之后续一系列补充政策的相继

制定与发布，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改革工作的进

程。1984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首

次提出“生态农业”的概念，强调要保护农业发展过

程中的生态环境，防止环境污染破坏。虽然文件中

并未就农业绿色发展规划作出具体说明，但表明中

央层面已经关注到绿色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倡

导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向公众

传达生态保护、人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公众

理念的更新不仅有助于改变以往片面追求农业高

产增收而过分依赖化肥农药、忽视环境破坏的传统

生产方式，也有利于引领农村环境整治工程的

推进。

同时，除“生态”外，与“技术”一词联系较为密

切的词汇为“科技”“信息”和“能源”等，分别共现 5

次。这表明在此阶段，中央逐渐注意到科学技术、

图3 起步探索阶段共现词网络

Figure 3 Co-occurrence word network during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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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在政策文本中

有所体现。科学技术可以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动

力支撑，即通过良种研发、农用机械更新、生产流程

改良等手段助推农业转型升级，这一时期广种薄收

的粗放式农业与相对落后的农业技术水平是制约

农业绿色发展的瓶颈。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1984年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仅拥有大中型拖拉机

0.32台，小型和手扶拖拉机2台，农业机械化和技术

水平低，农业发展模式以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为

主，如何提高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机械化水平、

改变传统的低效率产业发展模式是彼时中央政策

注意力关注的重要议题[37]。此外，图 3关键词多为

抽象化词汇，并且关键词之间联系较少，表明这一

时期中央政策多从宏观视角对农业绿色发展方向

进行探索，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同时，

此阶段的政策数量逐年上升，政策内容多为对已有

政策的补充，因而判定政策整体上处于正反馈

状态。

3.3 农业绿色政策建设发展阶段（2005—2016年）

2005年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开展，预示着中国农

村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热潮。新农村建设涵盖了

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等多方面的

内容，其中，关于农业发展问题，《意见》指出要“加

快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绿色食品和生态

农业”。同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表决通过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的决议，标志着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制彻底

终结。中央通过多项政策的实施释放出关于解放

农民、发展农业、改革农村的信号，相应地在这一时

期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亦呈现蓬勃增长

的趋势，代表性政策文件有《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 2005 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关于发展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的意

见》等。

基于高频词检测可知，在农业绿色政策的建设

发展阶段，“技术”与“龙头企业”两个词汇为中央政

策文本关注的中心。结合共现词矩阵来看，与“技

术”一词联系较为紧密的词组为“专业”“科技”“信

息”等词汇，分别共现次数为 8次、7次、7次（图 4）。

2006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显示，全国机耕面积占

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50.2%，机播面积占全国总播种

面积的 30.3%，机收面积占全国总收获面积的

22.6%[38]。相较于起步探索阶段，此时的农业机械

化水平已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机械化整体水平不

高，技术研发仍为这一阶段中央政策注意力关注重

点。同时，龙头企业对提高农业绿色发展产业化经

营水平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受到了重视。结合共现

词矩阵发现，与“龙头企业”联系较为紧密的词分别

为“资金”“市场”“合作社”等，分别共现17次、16次、

16次。龙头企业不仅可以为农业绿色发展带来先

进的技术与必要资金，基于信息化手段拓展市场与

产地之间的销售渠道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而且还

可与当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合作，通过建立高

标准生产基地、提供岗位吸纳农民就业等方式进一

步发挥其助力农民增收与农村建设的辐射引领

作用。

而在此阶段，农业绿色发展所蕴含的生态属性

从中央政策注意力关注重点中有所抽离，可能的解

释是：农业绿色发展的最初目标是保护农村生态环

境，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但是，随着新农村建

设工程的开展，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逐渐成为

了农村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专项问题。例如，

《意见》指出要“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搞

图4 建设发展阶段共现词网络

Figure 4 Co-occurrence word network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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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因此，

中央关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政策注意力也转移

至相应的专项农村环境治理政策中，代表性政策文

件有2005年发布的《建设部关于村庄整治工作的指

导意见》及 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保

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意见的通

知》等。在政策的建设发展阶段，关于农村生态环

境问题的政策注意力已在上述代表性政策中重点

体现，故在同时期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中，中央关

于农业发展所蕴含的生态属性政策注意力则相对

有所弱化。综上，相较起步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关

键词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政策体系也更为丰富，

可执行性也更强。政策整体内涵、结构、治理路径

和模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而判定该阶段的政

策整体处于负反馈状态。

3.4 农业绿色政策巩固深化阶段（2017—2022年）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次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方向与

重点作出了全局谋划。乡村振兴是新形势下解决

“三农”问题的新举措，而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

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物质基础。农业作为

农村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农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这一重要目标的

达成。

基于高频词检测可以发现（图 5），在农业绿色

发展政策的巩固深化阶段，“技术”仍是中央关注农

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力分配的重点，进一步结合具

体政策语境发现，相较于前序两个阶段，在此阶段

中央政府更加重视科研技术创新与农技推广工作

相结合，以期实现科研成果与产业转型有效对接。

例如，2017年发布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基本

动力，构建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加

快成熟适用绿色技术与绿色品种的示范、推广与运

用；同时，在这一阶段“秸秆”一词虽在政策文本中

出现次数不多，但其多与“畜禽”以及“粪污资源化”

两词共现，共现次数分别为 10次和 9次，这表明粪

污综合化治理与秸秆综合利用是农业绿色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一环。2017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显

示，中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2%，其中，肥料化利

用率为47%，饲料化利用零率为18%。除此之外，进

一步开展农业污染面源防治，实施化肥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实现全国有机肥施用面积 25333千 hm2，绿

肥种植面积 3200千 hm2，探索了农业面源污染综合

治理和施肥结构优化的新机制[39]。值得注意的是，

“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两词与其他词联系较少，

因此并未出现在共现词网络中，但两词之间存在着

很强的相关性，在政策文本中共同出现了37次。这

表明在这一阶段中央政策注意力较多地关注到了

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的强合作关系，希望培育出

“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以此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顺利实

现。除此之外，相较于前序两个阶段，该阶段关键

词多为“秸秆”“粮食”“化肥”“农药”等具象化的词

语，且关键词之间联系更为紧密，政策的中心词汇

和边缘词汇均已发生较大范围的变化，政策总体内

容均是对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回应，因此这一阶段的

政策整体处于负反馈状态。

4 进一步分析
政策注意力分配的焦点特征是指不同类别政

策注意力在不同阶段的分配模式，通过对其整体演

变的趋势特征进行分析，能够辨明中国农业绿色发

展政策的治理模式及其基本布局。将表4中的关键

图5 巩固深化阶段共现词网络

Figure 5 Co-occurrence word network during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epen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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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聚类结果利用Python软件返回至原政策文本，以

测算其不同时期的内容占比。本文采用离差标准

化方式对不同类别政策注意力进行归一化处理，最

终得到各阶段政策注意力配置情况，其系数的大小

表示该类别注意力在政策文本中的重视程度，结果

见图6。

4.1 各个阶段政策数量波动明显

总体来看，农业绿色政策的起步探索、建设发

展、巩固深化 3个阶段各类政策数量均存在较大波

动，中央政策注意力分配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起

步探索阶段，中央政策注意力关注核心在于农业绿

色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生态属性，可从侧面印证前

文发现，即农业绿色发展最初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

目标所开展的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在建

设发展阶段，关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数量最多，这一

时期科技创新是中央关注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

力分配的重点；而在巩固深化阶段，农业绿色发展

过程中对农村发展所展现出的强大经济推动力成

为了中央政策注意力分配的重点。此外，在不同时

期，农业绿色发展在中央层面政策注意力配置亦有

所不同，经历了“生态属性—科技创新—产业振兴”

3个发展阶段，政策注意力配置趋势的变化也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矛盾与

痛点。

4.2 科技贯穿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变全程

科技创新的政策数量较为突出，贯穿中央关于

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力分配的全过程。纵观3个

阶段的变化趋势，不难发现：科技创新注意力配置

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在建设发展阶段达到最高。

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

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科技

兴农战略，此后，农业科技创新一直是中央关于农

业发展关注的重点领域；2023年农业农村部部门预

算显示，农业农村部支出总预算为 309.81 亿元，其

中，科学技术支出为 174.87 亿元，占总预算的

56.44%[40]。综上，科技创新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成

效得以保证的根本动力。一方面，不仅提升农业资

源利用效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而且农业绿色发展

所需的良种、耕作技术、机械化设备以及有机肥料

等关键要素均来自于一系列重要农业科技问题的

突破；另一方面，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土

壤肥力下降、面源污染等难题，实现农业生产可持

续发展，也离不开科技进步的推动。因此，中央政

府在农业绿色发展的注意力焦点纵向演进过程中

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关键位置。

4.3 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经济效益日渐凸显

在起步探索阶段，中央政府已经较早关注到农

业绿色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如1995

年发布的《关于财政部门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意

见》明确指出，“农业实现规模化与商品化经营对于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这

一时期，由于农业绿色发展模式正处于起步阶段，

一方面，农业绿色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属性是该时期

中央政策注意力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受制于资

金不足与技术条件的约束，且农业投入产出效益存

在一定的时滞性，因此起步探索阶段中央关于农业

绿色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关注较低。在建设发

展阶段，随着以农村基础设施与精神文明为中心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开展，农业发展所带来的

经济效益逐渐成为中央政策注意力配置的重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

面的内容，助力农村经济发展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目标之一。2005年公布的《意见》指出，“推进现

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

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伴随着国家大力扶持农业

农村发展的政策导向，以及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日

渐成熟，农业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经济属性成

图6 3个发展阶段政策注意力分配的焦点特征

Figure 6 Evolution of policy attention allocation in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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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政策注意力配置的重点，但这一时期农业产

生的经济效益主要局限于第一产业，尚未实现多产

业融合以及产业链协同发展。而进入巩固深化阶

段之后，随着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业绿

色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效益则进一步得到了

强化，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再局限于第一

产业，而是逐渐渗透进第二、第三产业。乡村地区

实现农产结合、农旅结合多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模

式成为中央政策注意力关注的焦点，以期以产业融

合为抓手，挖掘农产品潜在价值，助力乡村建设与

产业振兴目标的顺利达成。例如2018年发布的《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在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过程中必须以产业兴旺为重点，构建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

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和

乡村新型服务业，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利

益联结机制”；2021年“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要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

条，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综上，中央政府较早地关注到了农业绿色发展

带来的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并且已在相

应的政策文本中有所体现。此外，农业科技创新不

断取得重大突破成果，加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

全面脱贫攻坚战的打响，现阶段农业绿色发展成为

了乡村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其经济效益不断增强。

5 结论、政策启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1984—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及国家各部委发布的 1535份农业绿色发

展政策文本，基于注意力视角，结合间断均衡理论

模型，运用关键词识别、共词分析、高频词识别等文

本分析方法，对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历史演变

与焦点特征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

（1）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变历程经历了

1984—2004 年起步探索、2005—2016 年建设发展、

2017—2022年巩固深化 3个阶段，不同时期中央关

于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注意力关注重点有

所不同。作为一项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初始目标的

系统工程，农业绿色发展已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成为

农村建设与农民增收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随着

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龙头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

辐射与带动作用不断提升，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协

同合作的发展新模式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如

何实现农业绿色化、集群化、特色化发展，如何更好

地发挥龙头企业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在未来仍将是中央关于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注意

力的关注重点。

（2）从注意力配置焦点的纵向演进来看：科技

创新贯穿农业绿色发展政府注意力全过程，科学技

术是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在赋能农业

绿色转型、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有助于农业资源的

有效利用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继续强化科技

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通过技术赋能、数字化转

型等手段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3）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提

出为农业绿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农业绿色发展

不仅关乎农业本身，更关系到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农

民收入的提升，需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农村发

展，扩大农技创新推广为人民所带来的福祉。与此

同时，应持续推进农业朝着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

展，积极探索农产结合、农旅结合的新型农业融合

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农业产业现代化在乡村振兴过

程中的积极作用。

5.2 政策启示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转型升级与绿色

发展需坚持绿色化、技术化、规模化的发展方向不

动摇；同时，随着技术变革与社会矛盾的转化，在农

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过程中亦会增添符合时代

特色的新目标、新要求。本文聚焦中央关于农业绿

色发展政策注意力配置的变迁历程，从纵向的注意

力历史演变与横向的注意力焦点特征双重视角探

析了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注

核心，既能有效助力地方政府精准把握农业改革系

统工程中的着力方向与发展重点，又从制度视角出

发为未来农业政策顶层设计提供以下的优化路径：

（1）重视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蕴含的生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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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农业过程

中要严守环境底线，将农业绿色发展的生态价值与

经济价值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大力发展休闲农

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特色效益农业、促进农业

和旅游业融合发展，增加农业附加值的同时与农村

地区环境保护相协调；加快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

长效机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2）科技创新是破解中国农业绿色发展难题的

关键，坚持促进科技创新链与农业产业链有机融

合。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首先，坚守科技兴农

发展战略，健全创新驱动与约束激励机制，加大对

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政策支持与经费投入；其次，

坚持农民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工作常态化，推动农

业科技研究机构、农技推广中心与农村经济合作社

三方协同，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助力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的提升。

（3）以龙头企业引领农业绿色产业链协同发

展，着力发挥龙头企业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优化

农业结构、导入先进生产要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最具活力与创新能力的

经营主体，应支持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减少制度约

束，提升政策与信贷支持力度。打造地区农业绿色

品牌，实现农产品生产全过程可追溯，提高农产品

品质，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家庭农场专业化运

作，助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使农业绿色发

展提质增效。

5.3 讨论

本文仅纳入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及国家各部委发布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展开分

析，尚未考虑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

注意力变迁历程。由于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在

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而地方政府则需在中

央政策的总基调下因地制宜制定符合本区域农业

发展方式的地方性政策。因此，分析中央政府的政

策文件，能够更好地反映国家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

态度和目标，进一步明晰国家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

方向与路径选择。与此同时，论文采用了学术文献

的关键词作为政策检索词的参考，能够提高政策检

索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避免遗漏或混淆与农业绿色

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而地方政府发布的农业绿色

发展政策文件，由于涉及范围较小、内容较杂、标准

不一等原因，也很难通过统一的检索词进行有效地

获取和分析。

此外，农业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既取决于政府

部门的决策，又受到区域自然条件、农业发展历史

乃至耕种习惯的叠加影响，中国幅员辽阔且各地经

济与农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政策注意

力分配是否具有独特的区域特征，这将成为后续研

究重点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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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focal featur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policies:

Text analysis based on attentio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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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Gree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odern agriculture.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government

attention to policies on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futur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is study applied text mining methods such

as high- frequency word identification, co- occurrence word analysis, and keyword clustering

through Python to analyze 1535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from

1984 to 2022.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Fro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ttention

alloc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China’s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policie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exploration, constr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and deepening.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focus of government attention to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leading enterprises were important subjects for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green development.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cus configuration, China’s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began with a top-down system engineering aimed at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an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ttention to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w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green development. [Conclusion]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new paths and

new methods of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gricultural tourism under the

premise of meeting the need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ake leading enterprises as

the traction to help the industrialized operation of households in rural areas, and boost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agricultur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policy attention; punctuated equilibrium; historical

evolution; focal features; tex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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