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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建设中的循环经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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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特征，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农业生态工程模式，并提 出发展循环 

经济，建设生态农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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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atiates the connotation and feature of the circular economy，analyses the model of agricultural 

eco-engineering which propel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ircular economy，and establishes some measurements which 

are related tO developing circular economy and constructing eco—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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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且 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转型时期。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低 

下，难以承载大量增长的人口，而现代农业由于化肥农药的残留和工农业生产废弃物对环境与农产品的污 

染，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依照生态学原理，根据各地区特点和农业的主要任务，应用循环经济理论和技术方法 ，合理利用生物资 

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1 循环经济内涵及其特征 

所谓循环经济即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常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 ，在环境方 

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污染零排放。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持续消费等融为 
一 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其本质是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根本宗旨是保护 日 

益稀缺的环境资源，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在于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行道流动经济， 

在这种经济中人类以高强度开采地球的物质和能源，并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大量废弃物排 

放到环境中，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而循环经济则倡导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 

济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活动必须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 

流动过程，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过程基本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 

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传统经济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弃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最终导 

致许多 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后果；而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 

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要求人们建立“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经济新思维，并从生产到消费各个领域倡导新 

的经济规范和行为准则-l J。生态工业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形态，循环经济的工业体系主要有 3个层次，即单 

个企业的清洁生产、企业间共生形成的生态工业园区以及产品消费后的资源再生回收，由此形成“自然资源一 

产品一再生资源”的整体社会循环，完成循环经济的物质闭环运动。在这 3个层次中生态工业园区已成为循 

环经济的重要发展形态，其 目标是尽量减少废弃物，将生态工业园区内某个工厂或企业产生的副产品用作 

另一工厂的投入或原材料，通过废弃物交换、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等手段 ，最终实现生态工业园区的污染 

零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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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循环经济的最佳发展模式 

借鉴生态工业的运作原理，生态农业按照生态学原理充分运用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建立起多层次、多 

功能的生态系统，该系统以少投入获得高效益。国内外大量生态农业实践证明，把农业生态工程的食物链 

和农业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链科学地结合为一体，即可获得高效益，一方面可多层次综合利用各种农业生 

态系统的生物产物，创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使价值多次增值；另一方面通过产出或加工链环节，使人工安 

排的农业生态系统食物链更加合理，各种有机物和废弃物得到多层次利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投入市场，使 

生态农业长期处于“资源一商品一资源”的良性循环之中，因此整个生态农业生产系统是良性循环的，资源可持 

续利用，这与循环经济所提倡的“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经济新思维相一致，以合理、精湛的农业工艺和农 

业生态工程技术，在有限的土地生产出数量多且品质好的产品，通过物质循环利用与加工使产品增值，再通 

过提高系统的自身组织能力使 自然资源增值，以维持系统生产的高效益，增加农业发展后劲 ，形成持续稳定 

高产的多元化、高效生态农业，因此生态农业是农业循环经济的最佳发展模式。 

2．1 不同生物共生互利的农业生态工程 

按照生态经济学原理把 2种或 3种相互促进的物种组合在某个农业生态系统内，使物质之间互惠互利 

达到共同增产，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生物物种共生有禽一鱼一蚌共生、稻一鱼一萍共生、苇一鱼． 

禽共生等多种类型，其中稻田养鱼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均已普遍推广，其具体措施是于水稻插秧返青后稻田 

灌水，并放养一定量的食草鱼苗；实施晒田施肥或防治病虫害等管理时，将鱼苗随水进入水沟内；收稻时将 

鱼捞出再转入精养鱼圹。稻田养鱼中水稻为鱼提供遮荫、适宜水温和充足饵料，而鱼为稻田除草灭虫、充氧 

和施肥，使稻田大量杂草、浮游生物和光合细菌转化为鱼产品，稻、鱼共生互利，相互促进，形成 良好的共生 

生态系统，促进 了养殖渔业的发展，提高了土壤肥力。据江苏省盐城市大纵湖乡陈村统计，稻 田养鱼 

250Ohm 平均水稻产量达 7．9t／hm ，比对照稻田增产 15．2％，养鱼 76d可收鱼 1．3万尾／hm2。 

2．2 资源多层次循环利用的农业生态工程 

采用立体开发和再循环利用的农业生态工程，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和加工业，以求得最优化的经济 

效益，同时达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如用沼渣、瓜果落叶养殖蚯蚓，蚯蚓作蛋鸭、蛋鸡和鱼饲料，蚯 

蚓粪便返田培肥土壤，使畜牧、渔业和粮食生产均增产。再如秸秆还田1级和2级转化 ，形成“秸秆一猪一沼气一 

农田一秸秆”的生物循环利用技术，同时将各种废弃有机物包括生活污水和牲畜粪便通过沼气纽带，使其资源 

化、无害化和多用化，利用生物转化功能转化成更高一级的生物产品，获得更多效益，可发展无废料农业，减 

少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保护农业生产环境。如山东省(牟平)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利用作物秸秆和鸡 

粪生产双孢菇，创建了亚洲最大的双孢菇生产、加工基地 ，1998年该公司利用小麦和玉米秸秆 2万 t，带动利 

用秸秆 5万 t，工厂化生产、加工出口高品质双孢菇 1万 t，并利用双孢菇加工废料生产高效菌肥 1万 t、菌丝 

颗料饲料 1万 t和多糖系列新产品 15t，实现年产值 2亿元，创汇 1800万美元；2001年生产高品质双孢茹 3 

万 t、高效有机复合肥 10万 t、双孢菇单体多糖和复合多糖系列产品 15t，实现年产值 5．6亿元、利税 7800万 

元和创汇 2800万美元，成为业绩突出的上市公司 J。 

2．3 以养殖、加工业为主的庭院农业生态工程 

实行立体养殖，通过食物链形成“作物一家畜一沼气一鱼”的循环网，使农户庭院、养殖场成为鱼一牧一种植 

一加工一销售一条龙的自然经济体，如杭州浮山养殖场采用科学的农业生态工程技术 ，取得明显的生态、社 

会和经济效益，该场以沼气池为纽带，连接水稻田、茶园、鱼塘和禽养殖场等各组分，鸡粪经沼气池发酵，其 

沼液沼渣作生猪和鱼饲料，沼气作村民生活燃料或养殖场内家禽卵化、鸡舍增温、茶叶烘制的主要能源：以 

猪粪为原料的沼液作农田有机肥料 ，沼渣可进一步加工成再生饲料和颗粒状有机肥等。畜禽粪便经沼气厌 

氧处理后减少农村环境污染，且沼渣回田培肥土壤。据有关资料表明连续 4年沼液肥田可使土壤有机质、全 

N等养分较对照显著提高(可增加 5％以上)_3 J。 

3 发展对策 

循环经济是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已开始基于 

循环经济理念的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但总体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次上。因此要全面推动我国循环经济 

建设，使循环经济融入生态农业发展之中，需要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其对策一是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 

济的法律制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取得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实践的基础上必须尽快制定必要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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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循环经济要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 

置 ，需要建立 1套绿色保障制度体系，该体系包括绿色制度环境，有绿色资源制度、绿色产权制度、绿色市场 

制度、绿色产业制度和绿色技术制度等；绿色规范制度 ，有绿色包装制度和绿色回收制度等；绿色激励制度 ， 

有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税收制度和绿色投资制度等。二是大力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良好 

的生态农业系统应具备合理结构，高效而经济的物质与能量传输和转换，既能适应当地 自然条件的变化，又 

能克服影响生产发展的障碍因素，并具有一定净化环境污染的能力 ，可充分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发挥最佳生 

产效率，为人类提供优质生物产品。为此应大力建立节能、循环再生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积极采用清洁生 

产技术、无害或低害新工艺和新技术，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和低污染 ，并尽可能 

把环境污染物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中。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对有机肥产品、沼气发电产品提 

供财政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为培育循环经济和推动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三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示 

范区，生态农业示范区是循环经济的有效载体，生态农业建设应以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为指导，通过运用 

我国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学技术设计农业生态工程，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相结合，种植业发 

展与林、牧、副、渔业发展相结合，大农业发展与二、三产业发展相结合，协调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资源利用 

与保护的关系，使之生态合理且功能良性循环。通过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研究开发有关技术，如生态农业 

组装技术与衔接技术，引导更多的乡、镇接受循环经济模式。同时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应充分考虑地区分 

布并具有典型代表性，且要因地制宜，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本着“立足示范，着眼推广， 

注重基础，讲求效益”的原则，依靠科技进步探索各具特色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促进农业资源的高效循环 

利用、农业废弃物的减量化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减轻 自然灾害危害，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以实现我国 

农 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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