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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农业系统是21 世纪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 , 在生态农业的建设过程中要从多因素出发 , 向农民广泛宣传 , 以产业化为基础 , 加
强生态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 ,多渠道筹措发展资金 ,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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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农业是指人类按照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 , 充分

利用当地自然和社会资源优势, 促使一定区域的农业生物群

体与其周围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相互作用, 以固定、转化太

阳能, 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多层次利用和良性循

环, 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综合效益的人工生态系统。

生态农业体系的创新与建立, 是人类继石油农业、集约

农业之后,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 解决人地之间矛盾

的新的农业发展理念, 是新世纪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人多地少, 土地承载力巨大 , 加入世贸组织后, 农产品面

临着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 发展生态农业, 不

仅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也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保证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  生态农业系统构成

生态农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 是人类社会技术因素

与自然因素相协调, 在人类干预下形成的人工生态系统。其

由自然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构成( 图1) 。自

然生态子系统是生态农业系统的基础条件和生存环境 , 它决

定了生态农业地域系统的基本特征, 主要包括 : 自然生态因

素和农业生态现状。自然生态因素包括气温、降水、土壤、动

植物、太阳辐射等; 农业生态现状主要指现有农业生态系统

的物质转化效率、能量利用状况等。经济子系统是生态农业

系统的生产系统, 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要目标 , 生态农业的

建设一方面是要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 更重要的是

建立一个较高物质能量转化效率的产出系统, 主要包括: 农

业产业结构和农业生产潜力。农业产业结构包括农林牧副

渔五业的比例, 种植业内部的经济、粮食、蔬菜、饲料作物等

之间的比例 , 以及林牧业中不同类别动物之间的比例等; 农

业生产潜力主要指各类农业生产类型的产量、物质能量利用

率可以提高的幅度。社会子系统是生态农业系统的动力系

统, 主要包括: 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政策。农业生产技

术包括良种培育、灌溉技术、田间管理、农产品加工等; 农业

生产政策是指各类鼓励和引导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 如资金

政策、技术推广政策、农产品政策、市场政策等。以上3 个子

系统共同作用, 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 共同影响着生态农业的

建设与发展。

2  生态农业系统建设措施

生态农业系统的建设需要从地域系统整体性出发 , 认真

分析当地生态农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运行状况, 因地制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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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态农业系统结构

制定切实合理的农业发展对策, 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

采用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 加大农业的投入力度, 提高农民

素质, 从而达到优化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实现环境保护、生

态改善、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的发展目标。

2 .1  形成县乡村户4 个层次的生态农业体系  生态农业实

质上是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包括生物和非生物环境之间, 区

域内森林、农田、草地之间, 经济、技术、环境之间的发展协

调。从生态农业建设规模来说, 可以户、村、乡和县为发展单

位, 不同发展层次的生态农业系统呈现不同的特征。农户型

生态建设是生态系统建设的细胞单位, 任何生态建设最终都

要在户的层次去推动才会有生命力, 同时以农户为基本单位

的生态建设也符合我国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体制 ,

易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此种模式易造成布点分散, 规模

小, 效益低下, 也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人均成本的上升。如要

使一个约10 m3 的沼气发生桶正常运作 , 所需的有机物投入

量实非单一的农户可供应, 为每个农户建设自己的沼气发生

桶必然会造成原料不足, 价格上升, 这是不合实际的。

以村、乡为主体的生态农业建设在较大规模上实现了物

质与能量的合理循环, 决策者可在村乡范围内 , 对土地利用、

产业发展作出规划, 也可对某些资源作出优化分配。如在山

坡地上, 将顶部划定为森林区和草地区 , 山腰栽种果树, 山脚

则划定梯田种植作物; 再如一个中等规模的养牛场, 可消化

一个乡的作物秸秆。但其资源调整范围有限, 虽较农户式生

态农业建设为佳, 但容易造成土地割裂和利益分配不均, 内

部矛盾不易调和; 另外, 村、乡式的生态农业建设也难经得起

较大的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 相对较脆弱。

以县为单位, 进行县域内专业化分工, 不同自然条件、不

同生产方式、不同产业之间协调配合, 实现更高层次上物质

循环与能量的有序流动 , 形成点线面的有机结合, 建立起相

对完善的生态农业体系 , 可有效地降低建设成本, 提高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县域是生态农业系统建设的最佳组

织单元, 生态系统的建设应以县域为基本单元 , 以乡镇、村

落、农户为内容, 形成多层次生态农业系统结构。

2 .2  生态农业建设必须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生态农业属于

集约利用自然资源, 既可提高土地生产率又可使生态环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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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改善的农业发展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必须走产业化发展

道路, 不让其停留在口头上, 停留在理念中, 真正落到实处 ,

让农民接受, 才能广泛的推广运用。

第一, 要改变传统的单一农业生产结构, 农、林、牧、副、

渔全面发展, 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有机结合, 从而创造出

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大幅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 把生态农业建设和乡镇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

避免生态农业发展的单一性。乡镇企业与生态农业是农村

地区发展的2 大支柱, 生态农业的建设发展可以促进物质的

循环利用,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防止污染,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

量。乡镇企业的崛起加速了农村工业化进程, 是农村资源开

发、农产品深加工、延长农业生产链条的基础 , 生态农业技术

发展提高的有力支撑。

第三, 要高度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大力提高适用

农业生态技术的研发和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率和转化率, 要

以科技化带动生态农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四, 转变经营方式, 推动农业集约化规模经营。集约

化经营的核心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效益, 必须建立在适

度规模的基础上, 因此要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制度, 实现土地

的适度规模经营, 通过市场调节, 促使农业资源如劳力、资

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优化配置。另外, 还要通

过区域布局 , 以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镇、专业市场的发展

模式, 来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

第五, 强化质量意识, 实现标准化生产。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已成为

今后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生态农业发展上要不断强化

质量意识, 全程监控农业生产过程, 确保每个环节的规范化

操作。

第六, 将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结合起

来, 正确处理发展生态农业与恢复绿色植被, 保护和合理利

用各种自然资源, 改善土地质量, 控制农业污染和乡镇企业

污染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就有可

能阻碍生态农业的发展, 即生态农业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2 .3 多渠道提高农民的生态农业意识, 让农民接受生态农

业生产方式 生态农业实施的主体是农民, 生态农业建设能

否成功, 除了取决于本身设计的优劣外, 农民的接受程度亦

是关键所在。在进行生态农业建设时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意

见和要求, 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引导, 提高农民发展生态农业

意识。

第一, 要加强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适用技术的研究推

广力度。如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技术模式, 是促进农业

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由此实现的经济效益也

从单一的节能、节支扩大到种植、养殖等多方面的增收、增

效。但由于农民对沼气综合利用知识了解不够, 使用者较

少。如石家庄鹿泉市的李村在20 世纪70 年代曾是发展沼气

技术的重点村, 可如今全村300 多农户仅有1 户还在使用沼

气。原因是一些农民对技术掌握不好, 在使用沼气的同时还

在猪圈中放秸秆造农家肥, 严重影响了出气率 , 长此以往, 自

然影响了农民的使用热情。

第二, 向农民宣传推广生态农业, 提高他们的认识。一

是可通过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宣传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二是可通过举办函授班、培训班、轮训班等形

式, 讲授生态农业的重要性和基本知识 ; 三是可通过墙报、黑

板报、宣传栏等宣传全国生态农业的典型事例 , 真正做到人

人知道生态农业, 个个重视生态农业; 四是重点宣传生态农

业与食品安全的关系 , 了解生态农业对确保食品安全的重要

作用; 五是实行绿色证书制度。

第三, 建立示范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示范区可使

农民直接看到生态农业系统对提高生产和改善生活水平的

潜力, 使他们亲眼看到现代农业技术的魔力。示范区的建设

要切合农民的实际, 高投入高产出的示范区对农民只有观赏

的意义 , 而无实用价值。

2 .4 多渠道融资, 解决生态农业发展的资金瓶颈  资金短

缺是中国生态农业推广的重要障碍。一方面, 生态农业在一

定程度上是设施农业, 必须引入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基础

设施的投资较大。如建一个10 m3 的沼气池需要1 000 多元 ,

而安装方便、产气快、耐腐蚀、气压稳、维修容易的玻璃钢池

等, 则需1 500 元。另一方面是多数地区农民收入不高 , 难以

拿出大量的资金进行投资, 尽管有一部分国家“农村小型公

益设施”的补助资金, 但覆盖面毕竟有限, 大部分资金需农民

自筹, 困难农户对此往往负担不起, 以致很多生态农业建设

未能全面展开, 部分项目迟迟未能实施。

第一, 借助于乡镇企业发展, 扩大收入渠道, 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实力, 使农村集体经济将一定比例的积累资金回馈用

于农业。第二, 引进其他产业与生态农业互相结合。如发展

手工艺加工业, 让部分农产品有市场出口, 赚取资金 ; 发展生

态旅游, 借着旅游的收益保护生态环境 , 让生态农业能在一

定的生态基础和水平上发展。第三, 建立较完善的融资系

统, 分类支持生态农业建设。对大型生态农业建设项目可通

过银行发行股票、债券或以发展基金的形式筹集资金; 对于

较小规模的建设项目可由农业发展银行提供政策性低息贷

款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 对于农户, 可实行小额贷款制度, 以

优良品种、生态农业建设物质产品的形式提供。第四, 节约

资金, 提高利用效率。要避免“假、大、空”的项目, 防止资源

的浪费。各地推出生态农业模式及技术要经过充分的论证 ,

不能盲目推进, 出现坑农、害农的事件, 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第五, 引入龙头企业, 形成企业加农户的合作经营模式, 降低

农民的市场风险。

2 .5  加快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步伐  生态农业技

术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第一, 强化生态农业科学研

究。要进一步研究生态农业增产、增收的机制, 要研究不同

生态农业模式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机理及其调控途径, 研究区

域生态农业模式的差异性和高效性, 研究不同生态农业模式

对食品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影响及可持续性机理。第二 , 筛选

和集成现代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体系。衡量一项

生态农业技术优劣的标准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效能 , 更重

要的是投入资金的多少与投入产出比的大小, 适用性和可操

作性的强弱。第三 , 要使生态农业有一个大发展, 必须高度

重视生态农业的示范和推广工作。如沼气生产利用技术; 农

( 下转第19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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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把所含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植物的数量不低于河北省国

家一级保护物种总数( 共计20 种) 的30 %( 即6 种) 作为划分

A、B 类的分界线。把含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物种数不低于6

种的自然保护区归为 A 类, 低于6 种的归为 B 类, 其他2 项

不变, 含其他国家与省级保护物种的直接归为C 类, 把不含

任何保护物种的归为D 类。根据《河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及

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和河北省22 个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

报告数据, 极重要地区为: 乐亭石臼坨海洋自然保护区( 12

种) , 雾灵山自然保护区( 12 种) , 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

( 10 种) , 北戴河沿海湿地( 9 种) , 衡水湖自然保护区( 7 种) ,

茅荆坝自然保护区( 7 种) , 白洋淀自然保护区( 7 种) , 小五台

山自然保护区( 6 种) 。

2 .3  物种数量比例指标  根据优先生态系统或热点地区物

种数量占全省物种数量的百分比分级, 物种数量比例> 30 %

为极重要 ; 物种数量比例15 % ～30 % 为重要 ; 物种数量比例

5 % ～15 % 为比较重要; 物种数量比例< 5 % 为一般[ 2] 。在此

河北省的总物种数仅包括高等植物、陆生脊椎动物、淡水鱼

类。依据河北省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 得出河北省生物

多样性保护类型为3 类。①极重要地区。雾灵山自然保护

区( 49 .7 %) 、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 38 .2 %) 、小五台山自

然保护区( 42 .6 %) 、滦河上游自然保护区( 52 .8 %) 、茅荆坝自

然保护区( 39 .4 %) 、衡水湖自然保护区( 31 .8 %) 、北戴河沿海

湿地( 37 .4 %) ; ②重要地区。红松洼自然保护区( 18 .3 %) 、赤

城大海陀( 26 .9 %) 、金华山 - 横岭子褐马鸡森林自然保护区

( 23 .8 %) 、辽河源自然保护区( 26 .8 %) 、平山驼梁( 24 .2 %) 、

白洋淀自然保护区( 19 .3 %) 、塞罕坝自然保护区( 21 .4 %) 、乐

亭石臼坨诸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25 .7 %) 、御道口自然保护区

( 27 .1 %) 、漫山自然保护区( 20 .8 %) ; ③比较重要地区。南大

港湿地自然保护区( 9 .6 %) 、安固里淖、滦河口湿地( 14 .7 %) 、

老岭自然保护区、邢台内邱原始森林区。

3  综合评价

河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确定 , 根据以上分析 , 综

合考虑河北省优先保护生态系统评价结果、物种保护级别评

价结果、物种数量比例评价结果, 对各个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要性评价结果进行赋值 : 极重要为7 ; 重要为5 ; 比较重要为

3 ; 一般为1 。运用 ARCVIEW 技术中的“convert to grids”, 采用

“取大法”,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进行叠加分

析, 得到河北省生物多样性维持重要性评价结果。

SIj = max( S1 , S2 , S3⋯⋯Si ) , 式中: i = 1 ,2 , ⋯⋯4 ; SIj 为

j 空间单元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综合评价指数; Si 为 i 种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等级值[ 2] 。

4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空间格局

综合评价结果, 河北省不同区域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异的, 不同区域, 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活动

的差异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保护的重点内容不同。

极重要地区分布在河北省西部和北部的丘陵山地 , 向东延伸

到辽宁西部丘陵, 包括河北境内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北端, 主

要以小五台、雾灵山、茅荆坝、白洋淀、昌黎黄金海岸湿地、北

戴河湿地、衡水湖、滦河上游、乐亭石臼坨诸岛等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为中心的区域。重要地区主要分布极重要区域的外

围滦河河口湿地、金华山- 横岭子、御道口、灵寿漫山、驼梁、

赤城大海陀、塞罕坝、南大港湿地、张家口坝上湿地、红松洼、

辽河源。比较重要地区零散分布于坝上部分区域以及燕山、

太行山区的低山丘陵地区, 主要是山地疏林地带。一般地区

广泛分布在河北平原区, 该区多为农业用地, 农耕历史悠久 ,

人为活动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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