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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是农业大省，湖南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重要时期。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加快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当前面临的一项新的历史任务。文章在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大意义

阐述的基础上，对湖南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进行了SWOT 分析，并提出湖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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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湖南是农业大省，湖

南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当前面

临的一项新的历史任务。 

1 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

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表现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它主要

通过对传统行业进行技术改造，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以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农业循环经

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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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种生态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在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的投入量和

废弃物的排放量，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农业资源持续利用和农业清洁生产，使经济

效益与生态效益得以统一。农业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三低一高”，即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和高利用。 

2 湖南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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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不仅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两型社会”

的需要，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2.1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石化农业的发展，传统高消耗的农业增长方式过度依靠化肥、农药，造成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硝酸盐、亚硝酸盐和重

金属污染，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畜禽散放混养、畜禽粪便随意排放，直接影响农村居住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农村生活燃料

的短缺，将使农民重走砍伐森林的老路，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农业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

重，迫切要求我们改变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农业生产，根据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循环的客观

规律利用资源，使农业经济发展目标与农业生态保护的要求相统一，实现人与自然、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2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需要 

2007 年12 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发

展“两型农业”，这都客观上需要湖南农业发展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循环发展道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既珍惜和合理

利用紧缺的农业资源，又千方百计保护好现有的农业资源，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资源利用的永续化，以最低的投入、

最少的污染排放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促进农业资源的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形成。 

2.3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解决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

发生了巨大变化，结束了农副产品短缺的时代，但是“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当前“三农”

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力落后，现代化程度低，组织化、市场化程度低，资源掠夺性使用，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农业基础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

升，农产品价格不升反跌，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农业生产综合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三农”问题的妥善解决会成为

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社会稳定的坚实支撑，解决不好，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从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来看，发展以循环经济为中心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快速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

径。 

3 湖南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SWOT 分析 

3.1 发展的优势（Strengths） 

3.1.1 区位条件优越 

湖南地处我国中部地区，北靠长江，南接两广，邻近港澳，具有承东启西、南连北进的区位优势。湖南交通便利，到2006 年

底，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171 848km（含村道），实现了乡乡通公路和94.59%的行政村通公路，84.3%的乡镇和36.13%的行政村

通水泥（沥青）路。全省通航总里程11 968 km，基本形成了以洞庭湖为中心、湘资沅澧四水干流为主干的航道网络。这为湖南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3.1.2 资源优势明显 

湖南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农业始终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湖南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农业自然资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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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源类型多、主要资源数量大、再生资源配套好、资源过渡性强等组合特征，是我国和世界同纬度地区发展农业的一块宝地。

这就为生物链层次上的循环和延伸提供了良好保证，也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内在优势。 

3.1.3 科技力量雄厚 

湖南是一个农业科技资源强省，有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湖南省农科院、湖南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

等一批重要的科研院所，有一批以袁隆平、刘筠、官春云院士为代表的农业科技人员，有一批以杂交水稻、超级稻、优质稻、

杂交棉、“双低”油菜、湘研辣椒、湘云鲫（鲤）、蚕桑等为代表的科研成果。这些都为湖南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提高农业资

源利用效率提供了强大的科技保障。 

3.2 发展的劣势（Weaknesses） 

3.2.1 耕地质量的制约 

耕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作物赖以生长和繁殖的物质基础，耕地越多，地力越强，农业生产的后劲就越大。

湖南耕地面积仅占全国3% ，并且呈不断减少的趋势。2000 年全省耕地面积为392.16万hm2，到2005 年耕地面积为381.597 万

hm2，平均每年减少耕地2.1 万hm2。与此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不断下降。据资料显示，湖南省近年来高产田比重下降，1997 年，

高、中、低产田分别占34.37% 、36.86% 和28.77% ，到2005 年高产田所占比重已降至26.67% 、中产田增至44.5% 、低产田增

至28.83%。 

3.2.2 水资源不足 

湖南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3 842 m3·a-1·人-1，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3%，且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匀，导致水旱灾害频繁，

水灾平均1.15 年1 次，旱灾平均1.12 年1 次；并且湖南农业用水量大，约占全省用水量的70.4%，全省3/4 以上的农产品由灌

溉生产，农业季节性干旱突出；同时水资源利用率浪费严重，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全省平均约0.45，渠系利用系数只有0.4～

0.6，约有一半的水浪费掉，有些地区水量损失高达60% ～80%；水土流失严重，据统计，全省1996—2001 年水土流失面积分别

为447.087 万hm2、452 . 986 万hm2、452 . 986 万hm2、452 . 986 万hm2、453.419 万hm2、456.919 万hm2，但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不到流失面积的50%。水土流失明显的县由35 个扩大到87 个，其流失强度也呈增加趋势，全省中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

水土流失面积的80%，土壤年流失量达1.83 亿t，分别比农业区划调查时增加27%和0.13亿t。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湖南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3.2.3 局部地区农业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20 世纪80 年代后，随着湖南工业化的推进，大量的传统农业生产要素被大工业所提供的农用生产要素所替代，化肥替代

了农家肥，农业机械替代了畜力，配合饲料替代了秸秆养畜，煤炭、电力、石油液化气替代了秸秆燃料，瓦和水泥替代了秸秆

作屋顶的材料，相当数量的人畜粪便和秸秆被排除于农业生产要素的内部循环之外，成为像工业废弃物一样的农业垃圾。据统

计, 全省受污染的面积近67 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7%。同时由于耕地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3 发展的机遇（Opportunities） 

3.3.1 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湖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循环经济的发展。2005 年湖南省政府制定了《湖南省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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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同时成立了“湖南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专门负责全省循环经济相关规划、标准、模式的制订及其他相关事宜。

2007 年12 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为湖南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3.3.2 较好的实践基础 

经过10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在慈利、桃源、沅江、长沙、冷水江等5 个生态农业试点县的推动下，湖南的农业生态环境大

为改观，农作物秸秆还田率为65% ～95%，病虫害综合治理率超过80%，并形成了山地林药果粮立体开发模式、丘冈区粮猪沼渔

模式、湖洲综合开发利用模式、城郊区城市服务型模式等典型模式，初步探索出了不同类型区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资源利用、

结构变化、技术构成与技术进步的作用及其发展的机制。 

3.3.3 不断提高的认识水平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要求逐渐提高，食品需求的质量要求直接波及到粮食供给的农业生产，

加上农民对绿色农业概念的逐步接受和对保护农村、农业环境的觉悟度提高，这些都为湖南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机遇。 

3.4 发展的挑战（Threats） 

湖南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面临着4 大挑战：一是法律、法规缺乏。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起步晚，相应的

法律法规也较缺乏，国家最近出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但是湖南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落实措施，尚未形成良好的循环

经济体制、机制，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实质性推进；二是湖南缺乏循环经济方面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建

设、管理等都是现实和长远的威胁；三是湖南部分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很多循环农业模式的推行缺乏基本的保障条件，

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来修复，资金的来源困难重重；四是湖南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落后，涉及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的相关关键

技术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只占10％，2/3 的设备属于国内一般水平和落后水平。 

4 湖南进一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思路 

4.1 加强舆论宣传和政策引导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主战场在农村，只有让农民明白其科学道理和经济效益，才可能变为自觉行动。目前，湖南省农民及

各级农业生产管理者对农业循环经济缺乏了解，因此，要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农业循环经济知识的宣传和技术的普及，让农业生

产者、管理者认识了解农业循环经济，提高农民发展循环经济的自觉性。同时引导科技人员在农村搞试点，采用多种形式，推

广普及循环经济。应当组织力量充分总结以往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教训，并根据当前农村改革的需要和“三农”问题的

解决，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两型社会”的总目标与总要求，从政策上帮扶、资金上支持、技术上指导、价格上倾斜，

以提高农民利用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真正实现生态农业产品的无害化、资源利用的循环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

良性化。 

4.2 建立和完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决定农业循环经济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有适合于循环型农业的成本较低的适用技术。政府要加大对发展农业循环

经济的研发投入，一方面应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针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的迫切需要，加快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繁育、动

植物疫病防控、节约资源和防治污染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重点推广应用“数字农业”技术、农业绿色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农业

废弃物及相关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节水农业技术、延长农业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等，形成农业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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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经济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另一方面要在挖掘废弃物潜在的价值的同时推进成本较低的循环型农业技术创新，加强对现有技

术的组装配套，确保技术成果能让涉农企业和农户用得起，用得方便。同时，鼓励涉农企业和农业大户积极参与推动循环型农

业技术进步，并建立完善农技推广体系，形成一个纵向联系紧密、横向联系紧凑、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手段现代化、运转态

势良好的现代化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4.3 建立健全适应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管理体制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农业经济形态，是集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借鉴国外

成功经验，按照《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要求，加快制定适合本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建立“政府引导、市场

动作、龙头带动、农民参与”的管理机制，逐步形成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持续推动力。 

4.4 加大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 

农业循环经济是农业生产的一场变革，要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农业循环经济的飞跃，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需要强有力的

资金支撑。要充分运用和发挥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的作用。首先，应在确保财政投入用于支农比例的基础上，将省、

市、县三级政府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投资明确纳入预算管理，并逐年增加，同时应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通过小额贷款、贴

息补助、提供保险服务等形式，支持农业企业（或农户）进行农业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其次，以奖代补，引导农民或村集体进

行投入。对生态效益较好、与千家万户农民生活相关的沼气和秸秆气化的设施建设等，应积极引导农民或村集体进行投入，对

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农民和村集体，政府应在他们购买和使用新技术新设备的过程中通过以奖代

补的形式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再次，应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生态效益补偿。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支付”

的原则，明确规定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的具体补偿标准和严格的管理办法，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同时要加大各级财政的投入，对

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农民，政府应在他们购买和使用新技术新设备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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