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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农业，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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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发展现代农业，核心任务是尽快改变我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

和发展方式粗放的现状，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发展

循环农业，这是节约资源、改变脆弱的农业基础，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增强农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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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农业，核心任务是尽快改变我国农业基础脆弱、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和发

展方式粗放的现状，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

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

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

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发展循环农业，是节约资

源、改变脆弱的农业基础，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力措

施。  

一、发展循环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发展的治本之策  

首先，发展循环农业，就是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拓展产业

规模，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业生产中各种资源的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其次，发展循环农业，就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

全农业，追求更大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最后，循环农业就是对

农村土、水、种、肥、药、电、油、柴、粮等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统筹考虑，深度

利用农村种、养业产生的废弃物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城市工业及乡镇企业产生的

废弃物，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不仅落脚到生产安全优质农产品，而且有利于改

良土壤，增加土壤的有机质成分，有效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积极建立环境友好型

社会。  

二、发展循环农业节约资源、改变脆弱的农业基础、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既建立在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又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条件。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减少农村环境污染，要促进资源耗费型农业向资

源循环利用型农业转化。积极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和无公害食品基地、绿色食品基

地和有机食品基地建设；积极引导农村发展农牧、鱼牧、果牧相结合的多形式种

养模式，提高生产过程中废物循环利用水平；根据农作物不同生育期进行间（套）

种，如果粮间作、果瓜间作等，以短养长，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综合效益。要从

源头上控制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施用，以农家、生物肥料来增加土壤肥力，发展循

环农业，推广清洁生产，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农村。  

循环农业是建立在物质和能量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它遵循循环经济

3Ｒ原则，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使它们由“仇家”变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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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从循环农业的本质特征来看，发

展循环农业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第一，循环农业是一种生态农业。它要求

人们在农业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规律，寻求农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第

二，循环农业是科技化农业。是建立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背景下的高新科技成

果之上的；第三，循环农业是产业化农业。他的实现离不开合理的农业产业化体

系构建，它是实现农业循环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循环农业是精确化农业。也

就是在优化农业生产系统管理的基础上，根据特定地块的作物潜力控制不同的生

产要素投入水平，如肥料、杀虫剂、除草剂等，它是实现农业清洁生产的基点；

最后，循环农业通过构建农业生产内部的物质能量闭路循环系统，遵循能源投入

的减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环，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投入和废气物的排放，实现环境

友好，改善农村环境。 

发展循环农业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价值观与解决问题的原则是一致的。循环农

业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支撑循环农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力。因此，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循环农业的发展，把循环农业作为一项“和谐工程”来完成。  
三、循环农业模式所针对的是农业的现实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用仅占世界 7％的耕

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多，也不可避免地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

压力，加上长期以来传统经济观念对农业采取掠夺性经营的发展模式，其实质是一种“资源

—产品—废弃物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农业发展模式。在此种经济行为中，人们以农副产品

在数量上的高速增长为驱动力，无计划、无节制、高强度地将农业资源过度掠夺开发。同时

采用粗放型低利用工艺生产，导致产生大量污染物并排放到自然环境中，这种传统的农业生

产模式产生的危害和问题日益严重。  
一是资源短缺。我国耕地仅占国土总面积的 13.8％，人均耕地为 1.5 亩，不足世界人均面积

的 1/3。每年耕地面积还在以 700 万亩左右的速度递减，耕地的质量也呈下降趋势，全国耕

地有机质含量已降到 1％，明显低于欧美国家的 2.5-4％；耕地持有水量低于世界年均水平

30％左右，人均占有水量是世界人均水平的 1/4，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 40％，而且水

资源分布不均，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森林面积分别仅占世界的

4％、1/3-1/2 和 1/7；草地资源退化，绿色屏障功能削弱，人均占有草地量仅为 4.8 亩，约为

世界人均水平的 30％，有 13 亿亩草地退化，30 亿亩草地处于风沙的威胁之中，每年还在以

1500 万亩的退化速度扩张。  
二是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积共达 55 亿亩；占国土总面积的 38％，流失的土壤超过 50 亿

吨，流失肥料约 5000 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大国之一；土地荒漠化面积

达到 23 亿亩，而且每年仍在以 2400 万亩的速度递增，即一年荒漠化一个中等县，已成为名

符其实的荒漠化大国；遭受“三废”污染的农田急剧增多，由此而导致每年粮食减产 1000 亿

公斤以上；环境污染加重，由于 CO 和 SO2 在大气中浓度增加，全国每年受酸雨危害的农

田达 3990 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达 20 亿元；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农田生态平衡失调，

土壤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下降。  
三是对农产品的信任度降低。由于农业环境的污染和农业生态系统的退化，影响到农产品质

量。农产品质量与人类的健康直接相关，品质低劣的农产品，不仅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安全，

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不合理使用农药而导致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

超标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地区农产品特别是蔬菜类中农药残留量超过国家允许标准 1-3
倍。由于氮肥施用过量，化肥有效利用率只有 30％，部分农产品中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

超过国家允许标准，农产品污染严重。  
四、发展循环农业是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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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走的是一条传统的粗放型增长的道路，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压

力越来越大，要想人类从生态恶化的深渊中挣脱出来，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下去，人类就必

须摆脱传统生产模式，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与生产协调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如何寻

找一条新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

题，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是其必然选择。循环农业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农业资源—农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农业资源的低

开高效利用，实现农业清洁生产，将生态农业建设和提倡绿色消费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

律来指导农业生产活动，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方式。循环农业已逐渐成为当今

世界农业发展的主潮流和趋势，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 21 世纪的农业发展战略的选

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