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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农业建设成效 

自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江西省生态农业建设大致经历了 4个阶段，即 1983～1987年为试验示范阶 

段，该省先后组织多个专家科学考察队，分别对鄱阳湖区、赣南 山区和赣江流域丘陵山区的农业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山区及流域治理状况进行综合考察 ，设计和规划了相应的生态农业建设方案。其 中“山江湖综合 

治理工程”被该省列为生态农业建设重点工程。1986年该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选择了抚河流域 6县 2场 

实施红壤开发和生态农业建设 ，在崇仁、东 乡、临川和金溪等县进行 “红壤开发 区家庭生态农业(农场)示 

范”，主要采取专业户承包经营 山地方式，每户经营 3～4hm2土地，实行 规模 经营，建立 家庭生态农 场。 

1988～1996年为快速发展阶段 ，1988年该省在全省“打一场农业开发总体战”，并把生态农业由试验示范阶 

段推向集中连片建设阶段，出现了以县(市)和地区为单元 、紧密结合农村经济建设的更高层次的生态农业 

区域化发展态势，如以“猪一沼一果”为主要模式沼气生态农业建设在赣州地区迅速发展，宜春市着手实施生态 

城市建设规划，共青城市成为全国 69个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之一，1994年婺源县被列为全国首批 50个生 

态农业建设试点县之一 ，京九铁路和 105国道赣段沿线生态农业建设正式启动。1997--2000年为模式优化 

阶段 ，该省制定出台了《江西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围绕生态环境建设近、中、长期 目标 ，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推广生态农业模式，搞好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和开展多种形式的生态农业试验工作 ，由全省各地 自主创 

建推广的生态农业模式达 100种以上，其中仅赣南沼气生态农业模式就有 10余种。2001年始为改革创新 

阶段，该省实施“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发展战略，即把江西省建成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 

基地、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和沿海地区人民群众旅游休闲的后花园[1-3 J。 

江西省实施的生态农业主要模式一是 以问作套种为内容的精细农业模式，该省根据稻 田、旱地及田埂 

土壤、地貌特点，实行不同作物间作、混作和套作，形成农 田和旱地复合种植 ，抑或作物与水产、畜禽复合种 

养，充分体现作物之间、作物与水产和畜禽之间互补及竞争的生态关系。如稻 田复合种养模式有稻 ×萍 × 

鱼 ×螺(蛙、鳝 、鳅)，稻 ×萍 ×鸭 ，稻田种菇(菜)等；旱地有小麦／棉花 +绿豆(大豆)，油菜／玉米 +大豆一芝麻， 

油菜 +冬季绿肥／花生 +玉米／2薯等 ；稻 田有油菜 +绿肥一早稻一晚稻，绿肥一早稻一红薯 +大豆(绿豆)，绿 

肥一早花生一晚稻等。此外还有水稻田埂栽地杉、田埂栽桑(茶、药材)或各种蔬菜和瓜果等，尤其在赣抚平原 

和吉泰盆地等粮食主产区更为普遍推广。二是以特色农副产品为中心的山水立体开发模式，如刘家站在山 

地 、丘陵红壤实施“顶林、腰果、谷农 、塘渔”立体布局 ，泰和县实行“1塘鱼 、1块 田、1栏猪、1群鸭”立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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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创建了“山顶戴帽，山腰种果 ，山谷建库 ，山下种粮”小流域立体开发治理模式 ，石城县杨坊推行“山上 

1片林 ，坡上 1园果 ，水面 1群鸭 ，水中 1塘鱼，岸上猪与鸡 ，中间 1个沼气池”的生态农业模式 ，波阳、都昌和 

瑞昌等县市一些农村普遍开发推广 了堤岸种果、圈养生猪 ，水面养鸭鹅，水 中种莲藕 、养珍珠和鱼虾的立体 

农业模式。三是以沼气能源工程为纽带的资源综合利用模式 ，该模式以种植和养殖业为龙头，以沼气建设 

为纽带，把养殖业(猪)、种植业(果)和农村能源建设(沼气)有机结合起来，联动粮、蔗、烟、果、渔、畜、牧和禽 

等产业 ，其具体做法是户均 1口沼气池、人均出栏 2头猪、种好 1片林、收获 1园果，利用人畜粪便入池产生 

的沼气作燃料，利用沼渣沼液作肥料种果种菜、养鱼喂猪 ，既充分利用资源，又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 民收 

入。该“猪一沼一果”生态农业模式被誉为全国闻名的“赣南模式”，成为农业部重点推广的生态农业模式。四 

是以退田还湖(林、草)为特征的高效减灾生态农业模式，该省每年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160万 hm ，成灾面积 

为 100多万 hm ，水土流失面积404．1万 hm ，尤其是赣、抚、信、修、饶等五河中下游和鄱阳湖滨湖地区灾情 

更突出，该省因地制宜实施以退耕还湖(林、草)为主的高效减灾生态农业模式，如在“五河”流域实行森林植 

被建设和保护，建防风林带网，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滨湖地 区实行退 田还湖、退耕还渔、停止围垦 ，适度恢 

复湖泊水域，结合移民建镇 ，开展生态移民，或调整湖区农业生产结构，建立适应湖区 自然条件的农业生产 

体系，或发展避洪农业和湖滩草洲畜牧业 ，大力推广水域立体生态农业模式 ，改进湖区耕作制度，发展“稻一 

油”、“稻一菜”耕作模式 ；平原地区通过发展林业，建设农林复合生态体系，推广农田林业技术 ，形成农 田林网 

化 ，建立互利的粮、棉 、油生产基地及果品基地。五是以绿色食品开发为重点的旅游生态农业模式，如鹜源 

县以有机茶——大鄣山茶生产为重点 ，培植形成以有机茶绿色食 品为龙头，林 、茶、鱼、菇、蔬菜和药材等并 

进的有机农产品产业链 ，建成生态农业基地 3．33万 hm ，有机食品基地 0．33万 hm ，全县逐步形成东北生 

态林茶、中部生态茶园、西南生态粮牧渔三大生态农业园区，成为全国首批无公害茶生产示范基地县 、全国 

首批 AAA级旅游区、全国生态农业建设先进县、国家级文化与生态旅游县。这种以绿色食品开发为基础建 

立的“旅游生态农业基地”、“旅游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在南昌湾里、九江修水的柘林湖和星子的秀峰、宜春靖 

安三爪仑、吉安井冈山、鹰潭龙虎山、上饶弋阳的圭峰和玉山的三清山、赣州章贡区马祖岩等地均已初具规模。 

江西省生态农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为一是优化了农业产业和生产结构 ，据统计 2002年该省 

农业生产总值为825亿元，占GDP比重由上年的23．3％降至 21．9％；在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中优化了品种 

布局 ，全省年粮食播种面积 318．8万 hm ，比上年调减 7．7万 hm ，其中早稻 1．11万 hm ，减少 1．5％；优质 

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优质早稻 80．9万 hm ，增加 7．4％；高档优质晚稻 45．3万 hm ，增加 18．3％；粮、 

棉、油等农产品产量下降，茶、果 、糖等农产品产量上升 ；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均较快发展。生态农业在县域 

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泰和县按照生态农业建设要求 ，大力实施“良种工程”，水稻以推广优质品种为 

主，全县水稻优质率达 95％以上 ，并形成 自身品牌 ；经济作物以推广白莲 、车前子等特色品种为主，已建成 

0．67万 hm 高效经济作物种植园，形成规模效益；蔬菜 以推广花色品种为主，2002年高营养 、无公害蔬菜生 

产总值占经济作物比重的 50％以上，形成支柱产业 ；畜禽以推广草食为主，以种草养畜科技示范园为样板 ， 

全县年饲养优质肉牛达 6万头 、山羊 1万头和灰鹅 20万羽 ，打破 了畜牧业长期以养猪为主的单一结构。二 

是加快了农民增收奔小康的步伐。2002年该省农 民人均纯收入 2334元 ，比上年增长 4．6％，其中来 自生态 

农业的收入超过 60％。据有关部门统计 ，与鄱阳湖水域相连的九江市 10个县(市)区 2002年农 民人均收入 

比上年增加 152元。素有“中国油茶之乡”美誉的袁州区油茶种植面积达 5．33万 hm ，油茶系列产品开发形 

成规模效益，使 7500多户农 民脱贫致富。赣州市实施“猪一沼一果”模式发展果业 工程 ，全市果园面积 已达 

13．33万 hm ，果业总产值超过 20亿元 ，仅南康市农 民因此人均增收近 200元。宁都县田头镇车头村农民 

温清泉 1次性外销澳大利亚肉兔 1200只，仅 2002年该农户生态精品果园和养殖收入超过 100万元，成为该 

省大力发展精品生态农业引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典范。三是发展 了绿色食品产业 ，目前全省已建成绿色食 

品基地 26．67万 hm ，如奉新县已建成 0．32万 hm A级和 133．33hm AA级绿色食品大米原料生产基地 ，鹜 

源县建成的0．33万 hm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培育出 AA级大鄣山茶 、源发苦丁茶和碧源牌蔬菜果等农产品品 

牌 ，其中大鄣山茶连续 5年通过欧盟有机食品监督机构(BCS)认证，出 口量占据欧盟有机茶市场 70％的份 

额。目前全省从事绿色食品开发的企业已达 130多家，如鹜源绿色食品开发公司、景德镇德宇集团、齐云山 

企业公司、清华酒业有限公司和江西国鸿实业有限公司等 ，至 2003年 3月全省获绿色食品标志产品超过 

110个，正在申报的有 60个，其数量居全国前位。2002年全省绿色食品销售收入达 30多亿元，出口创汇 

1900多万美元。江西省发展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获准设立“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COFCC)江西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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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这标志着该省将全面启动有机食品认证工作。四是促进了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业发展 ，2002年全省 

完成造林面积 16．2万 hm2，森林覆盖率达 59．7％。全省已批准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含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 

地区)26个 ，总面积达 618万 hm2；建成国家级、省级 自然保护区 20个 ，其中国家级 4个 ，自然保护区面积达 

75．7万 hm 。生态农业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生态旅游农业的蓬勃兴起。各种类型和规 

模的生态农庄、生态山庄、生态农业示范园区、生态农业科技示范(试点)基地及旅游观光农业基地遍布全省 

城郊、乡村，初步形成以观赏生态农业开发基地为主的“生态观光旅游”，以体验乡村生活情趣为主的“生态 

休闲旅游”，以追寻历史、革命文化为主的“娱乐度假旅游”，以参观现代农业科技园为主的“生态科普旅游”， 

以采摘 、品尝和选购特色农产品为主的“果园风景旅游”等五大类观光农业旅游。2002年全省国内旅游总人 

数达 3269．52万人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85．14亿元，同比增长 19％；接待国际旅游者 24．09万人次，创汇收 

入 7162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生态旅游业正成为该省的支柱产业。 

2 发展对策 

江西省生态农业建设发展对策一是实施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 ，从江西省生态农业建设实践看，生态农 

业模式诸多，但绝大多数属 1家 1户分散经营方式，其结果必然是低层次重复、低水平生产和低效益经营。 

实施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避免产业结构简单趋同，形成“1县多业、1业多产、1产多品”产业链；可改 

善生产组织方式 ，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多级转化利用、提高生态农业整体综合效 

益；有利于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形成农民、企业 、政府等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 ，其关键在于培植龙头企业。以 

崇仁县“山风”牌麻鸡生产为例，目前该县从事麻鸡生产经营的鸡农有 3万多人、大小企业数十家 ，仅批养 

5000羽以上的专业户就有上千户 ，拥有 200万羽孵化能力 的特大户 60多家，100多家贩运专业户在全国各 

地建立起 130多个销售网点 ，且具较高知名度的“山风”牌商标注册多年 ，已形成产、供、加、销一条龙服务体 

系，由于无一个强大的龙头企业把他们统领起来带进市场 ，鸡农和小企业相互之间争相压价 ，自相残杀，不 

仅直接影响了麻鸡产业做强做大 ，更延缓 了该县农民奔小康的步伐。二是确立名牌跨 国营销战略 ，市场经 

济条件下发展生态农业，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否为竞争 日趋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生产适销对路 的品牌名牌产 

品，生态农业发展的空间和活力都在于以名牌 占领市场。以有机食品为例 ，目前我国有机食品主要畅销于 

日本、欧盟和美国，竞争主要来 自南美、非洲和南亚等地区国家 ；国内仅在北京和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城市 

有一定市场，且销量有限。作为该省生态农业主导产品的有机食品必须实施名牌跨 国营销战略 ，如鹜源县 

大郭山茶获得德国的 BSC认证，直接进人德国市场并取得成功。因此推进该省生态农业建设，必须尽快组 

织实施名牌食品有机化先行战略，加快省内现有名牌食品国际化认证步伐，打造 出更多的国际品牌。同时 

省内外贸企业应在发展有机食品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主动帮助生产企业严格制定出正确的国际市场营销策 

略，有效建立起该省有机食品的国际销售网络 ，让更多的品牌冲出国门、走 向世界。三是强化政府调控服务 

功能，生态农业以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协调 、统一为 目标 ，即以实现农 民增收、保持生态环境、促进可 

持续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按照生态经济一体化理论，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者既有以追求生态效 

益 目标为主的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如各级政府 )，又有以追求经济效益 目标为主的农民和企业 ，如何实现这 

两者有机结合 ，在维护农民、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又不放弃其生态效益，借鉴 Hardin G．(1968年)的“公用 

地的悲剧”理论及解决思路，即应十分重视和强化政府作用，首先加强对生态农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宏观调 

控，尤其是建立利益共同体与市场关系相结合的利益调节机制 ，使生态农业综合 目标与各参与者个别 目标 

实现最佳结合，这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强化政府的投入导向功能，生态农业是“弱 

质”农业，其弱质性主要源于农业的风险，包括 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面对重重风险，单个农民和 

企业的投入总是不确定的，应尽快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导向 ，农 民(户)、集体、企业、银行等共同参与的投入机 

制，对该省解决生态农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科技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尤为紧迫 。同时政府还应从建设基 

地、开拓市场 、提供信息和农民培训等方面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服务及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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