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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 

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 

的农业循环经济之路。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 

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一 

无污染～高产出一再利用一佳效益”的生态与经济及社会协 

调发展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把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降到最低程度 ，循环利用农业资源和提 高环境容量，以科技创 

新突破资源与环境的瓶 颈约束，实现人 与 自然长久和谐 ，生 

态、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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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发展观与农业循环经济的关系 

1．1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核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 

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现阶段的主要 

任务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来发展生产力，更好地推 

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特别要全面推行节能、环 

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开发生 

态、环保和绿色产品，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从源头上 

预防和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尽快走出一条科技含 

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高的新型农 

业循环经济的路子，在全国不同类型区探索多种农业 

循环经济模式，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 j。 

1．2 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实质、原则、特征、目标 

农业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开展经济 

活动，按照生态系统内部物种共生、物质循环、能量多 

层次循环利用的生物链原理，在同一系统中将 自然界 

的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提高生物能源的利用率和有 

机废弃物的再利用和再循环，从而达到生态平衡与经 

济协调发展；其涉及企业清洁生产、农业资源循环利 

用、生态农业、绿色消费等一切有利于农业环境发展 

的循环系统经济，其实质也属农业生态经济；主要运 

用农业高新技术减少农业资源消耗和保护农业生态 

系统，依据科学发展观重构农业经济系统，通过涉农 

企业清洁生产、净化农业生态环境 ，从根本上解决具 

有“增长”特性的社会及农业经济系统与具有“稳定” 

特性的农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促使农业生态环境 

与农业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以“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为准则，以节约农业资源和再生闭路 

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以农业资源消耗和农业污染排 

放最小化与农用废弃物利用最大化为目标；重点采用 

“低消耗一无污染一高产出一再利用～佳效益”和谐 

发展的循环模式，力争农业资源与废弃物的多次性利 

用、节约型经营、少排放少污染，实行清洁生产，尽可 

能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流量，把废弃物再 

次变成资源，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及处理量，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资源消耗及农业 

环境破坏成反比，提高农业资源与农产品的利用效率 

和产出效益 。 

二者的关系是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农业循环 

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是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的支撑；而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 

创新，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水平和循环增值。 

2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及意义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 口占总人 口80％以 

上，农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农业技术落后，管理水平 

不高。加之长期沿用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 

长方式，导致农业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如果继续沿 

用这种方式，势必导致农业生态系统崩溃。因此，面 

对农业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巨大挑战，迫切呼吁农业循 

环经济这一新的经济模式，来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发展农 

业循环经济，不仅能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节约 

资源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且对实现可持续发 

展战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具有实践意义和 

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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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基本思路 

3．1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理论为指导，以农业高新技 

术为支撑，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重构适合中 

国国情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走有效利用资源和 

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农业循环经济之路，最大限度循环 

利用资源，坚决做到农业污染最小化、废物处理资源 

化、环境改善无害化。最终达到资源循环利用；物质 

再利用；经济高效发展和从源头防止环境污染的目 

的 引。 

3．2 发展目标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经济、社会与环 

境的协调发展。转变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活 

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循环利用自然资 

源来提升环境容量，促使产业结构向生态化方向转 

变，力求农业循环经济在生态与经济及社会综合效益 

优化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L4j。 

3．3 循环模式 

3．3．1 能源与资源循环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设施条 

件为基础，以能源为动力，进行多层次养殖、种植、加 

工，主要通过生物转换技术，利用有限的能源与资源 

之间的循环发展经济。具体来说，有“三位一体”的 

即畜禽粪便。农作物。农产品；“四位一体”的即畜禽粪 

便．农作物秸秆。沼气。果树(蔬菜)；“五位一体”的即 

畜禽粪便。食用菌。沼气-有机肥-饲料和林果-牧草一散 

禽。食用菌。有机肥等温室及露地循环模式，这些模式 

通过实践证明是农民选择的最佳模式，不但能使各地 

有限的农业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循环利用，而 

且能产生理想的综合效益。 

3．3．2 资源与废弃物循环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土地 

资源为基础，以生产绿色产品为目标，运用多种方式 

种植、养殖、加工，主要通过绿色生产与加工技术，利 

用农业资源与农业废弃物之间的循环发展经济。如 

农产品加工后的副产品都可生成不同的产品再利用， 

即生活泔水可加工成优质肥料、生产及生活垃圾能发 

电、果渣加工成酒精等；农用塑料薄膜经过回收加工 

生成新的塑料制品。具体的说，有农用废弃物一农业 

资源．农用产品；农林果副产品．猪牛羊粪便．生成新 

产品。 

3．3．3 能流与物流循环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沼气池 

为纽带，以产业为链条，将种养加与沼气池连为一个 

循环链，主要通过链接技术，利用农业生态系统内部 

物种共生、物质循环、能量多层次转换利用的生物原 

理，在同一系统中把自然界的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 

提高生物能的利用率和农业有机废弃物的再利用及 

再循环，从而达到整体能耗少，能量转化快，废弃物利 

用率高，增收渠道多的目的。如甜菜种植业一制糖加 

工业-酒精酿造业之间的循环利用；果树种植业-果汁 

加工业-畜禽养殖业之间的循环利用等。具体的说， 

有农林果-畜禽一沼气、火、气、电、油；秸秆林草-养殖一 

食用菌-肥料-种植。 

4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农业循环 

经济发展 

4．1 转变观念，增强意识 

由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在我国还没有形成强烈 

意识，所以应对广大民众加强宣传引导，使他们尽快 

树立农业循环经济理念，加快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4．1．1 创新生产观念 农业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 

尽可能的节约资源，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循环使 

用资源。同时，在生产中要求尽可能的利用可循环再 

生的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如利用天然能源、生物 

资源和农家肥生产沼气等，使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生 

态循环的基础之上。 

4．1．2 树立绿色消费观念 农业循环经济提倡绿色 

消费。同时，限制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产品 

的消费，如农产品的一次性包装等。 

4．2 推广现有农业循环模式，加快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4．2．1 以立体农业为特点的循环模式 如种养结合 

的林间种草养禽，林草为禽提供了较好的生长环境和 

饲料，禽吃害虫和粪便肥田又减少农药、化肥使用，控 

制了农业面源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增加了经济收 

入。这是一举多得的农业循环之路。在各地已有成 

功的范例，应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 

4．2．2 以生态农业为特点的循环模式 如在农业生 

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学管理和生态经济规律，采用基因 

工程、不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合成物质，利用生态农 

业技术建立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体系。这 

种模式对保护生态环境、节约稀缺资源，有效防止面 

源污染，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打破国际“绿色壁 

垒”，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结合实际推 

广和应用。 

4．2．3 以产业链为特点的循环模式 主要运用系统 

工程方法，全面规划，狠抓农业生产环节的循环利用， 

实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持续发展，达到生态与经 

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这种模式具有广泛性与应 

用性，应大力提倡和尝试。 

4．3 创建优美环境，不断提高农业循环经济效益 

4．3．1 统筹规划与布局，努力节约农业资源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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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原则和要求，在全国不同区域建 

立农业自然生态保护区、生态恢复区、生态农业区、绿 

色产品生产区，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循环利用布 

局，促进自然、农业、生态系统之间物质的良性流动和 

循环利用。在涉农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净化生态环 

境，尽量不用有害原料，保证中间产品的无公害，从源 

头上减少污染物产出，促进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与环境相容，降低整个经济活动对于人类和环境的风 

险。同时，生产出的清洁产品在使用中及使用后不危 

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在不同区域建立大范围，跨 

行业或产业之间的农业生态链循环网络，将一系列彼 

此关联的农业生态产业链组合在一起，通过加工环节 

中废弃物转换和循环利用，把污染尽可能地在生产环 

节加以处理；在全国范围内要从生态一经济大系统出 

发，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预防性措施，降低农业 

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 

负面影响，通过建立不同的发展模式，尽最大努力节 

约农业资源。 

4．3．2 优化产业结构及调整，不断提高农业循环经 

济效益 在优化产业结构及调整中，要求各产业之间 

形成互相关联，上下依存的产业链，并建立良性循环 

体系，通过发展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附加值高的 

生物、环保、绿色产业及产品加工业，用先进设备和工 

艺，提高产品的使用次数和利用率，做到低消耗，少排 

放、无污染、多循环、能回收，再利用。特别在生态农 

业发展中应尽量少用或不用化肥与农药 ，通过建沼气 

池把所产生的气、肥、料连为一个循环链 ，实行清洁生 

产。同时，做好绿色产品包装工作，使产品包装既节 

省资源，又不造成对环境的污染，要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的各种塑料包装，尽量用纸质等其他无污染的物质 

包装产品，杜绝在产品包装方面形成新的污染。各地 

还应积极促进环保产品和绿色产品的标准化，使生产 

的绿色产品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 ，最大可能地 

增加收人。 

4．3．3 构建和健全技术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 要根据地域实际情况，深入探索与建立农业循环 

经济模式，并构架和健全循环体系特别是技术支撑体 

系，重点构架及健全技术体系，包括具有生物、环保、 

绿色标志的产品与加工、废弃物处理等共性和关键技 

术，今后对于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的涉农企 

业坚决拒之门外，在生产和消费的源头加以杜绝。 

4．3．4 完善法律与法规制度，形成循环经济激励机 

制 各地应尽快完善法律与法规制度，通过循环经济 

立法，明确生产者、消费者、企业、政府在发展循环经 

济中的责任和义务，制定农业循环经济技术法规与标 

准，开展环保审计等活动。同时，也要制定高耗能、高 

耗水行业市场准人标准，建立强制性产品能效标识和 

再生利用品标识制度，鼓励使用绿色产品标识，抵制 

过度包装等浪费行为，达到节约、降耗、减污、增效的 

目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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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ing Cycle Agricultural Economy with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s 

LIU Hui—e， XU Jun—hong， WANG Zhao—hua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Sci—Tech University of A culture and Forestry，Yanding，Shanxxi 712100，China) 

Abstract：Implement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s are depen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ing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utilizing resources effectively and environmet protection through cycle 

agricultural economy．By mean s of energy saving，environmental protection，green production and a se~es hiigh and 

new techniques。we construct the model of cycle agricultural economy as“Low consumption— No pollution— reutiliza— 

tion— Be benefits”．The model of cycle economy cuts down the resources costs．utilizes farming resources and raises 

environment capacity，it is a breakthrough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and may achieve harmonious de— 
velopment between people and environment，realize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unification． 

Key words：scientific developmental views；cycle agricultural economy；high and new farm ing techniques；cycle eco— 

nomic model；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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