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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模式选择

——以重庆市为例
*1

张泽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具有高效性、生态型、循环性和结合性的特点，在选择高

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中，要遵循因地制宜、协调统一、多方参与以及市场导向的原则。结合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特

点和原则，根据重庆市五大农业功能区划分，为重庆市在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选择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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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十八大后，我国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目标，这迫切需要发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本文通

过分析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特点和原则，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对重庆市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模式选择提出建议。

2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概念

目前研究中，对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概念尚无确切定义。有人从生态农业的角度，认为生态农业需要生态学原理与系统工

程方法的结合，其观点也涉及高效和循环的概念。有人从循环农业的角度，认为在发展循环农业过程中应该遵循减量化（reduce）、

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3R 原则，也强调了生态和高效的重要性。还有人从生态循环农业的角度，认为生态循环

农业在发展中需要提高农业利用效率。综观各文献，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概念存在以下共同点：一、高效、生态、循环三大概

念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相互依存、必不可少。二、发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应注重农业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协调发展。三、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目标是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安全和生态。

3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特点

3.1 高效性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与一般生态循环农业区别于高效，追求的是效率更高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高效”是高效生态循

环农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效生态循环农业与一般生态循环农业相比，在物质循环、价值增值、物质生产能力、抵御逆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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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结构更复杂、功能更强大的特点。

3.2 生态性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生态性是指按照生态学的原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模式或农业生产技术体系。高

效生态循环农业要求在进行农业生产中注重保护环境、生物养地、清洁生产，故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生产过程实际上是农业生

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过程。

3.3 循环性

循环经济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农业实现高效生态也需要充分利用循环经济的原理与技术方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

循环性强调在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阶段都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原则。它主要体现在节约和充分利用资源上，

实现对能量、营养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对环境的零污染。

3.4 结合性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结合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的大农业。二是种养加，产供销，农

工商相结合。三是传统生态农业技术与现代农业高效技术相结合。四是自然资源利用与人力资源开发之间的结合。

4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选择的原则

4.1 因地制宜

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不同，发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发挥地域特色优势，规避劣势，

结合当地人文、自然环境等进行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选择和规划。如我国江浙地区利用地势低洼、湖沼积水多的特点，发

明了桑基鱼塘的农业模式。

4.2 协调统一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遵循协调统一原则，不仅强调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内部结构间统一，还强调外部环境各因素间的协调。高

效生态循环农业要组织好内部结构，与一般农业相比，其在物种、时间和空间结构等方面均更合理；充分利用其外部有利因素，

减少外部不利因素，使农业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达到最大。

4.3 多方参与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发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需要各方力量，多方参与。农民是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直接

参与者，发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需要农民积极参与。企业有较雄厚的资金和技术，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参与，将大大促进高效

生态循环农业的建设效率。政府是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直接扶持者，在农业模式选择中应结合当地实际，合理规划高效生态循

环农业模式。

4.4 市场导向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建设的是市场化农业，其农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为满足市场需求而生产。将市场的短期与长期需求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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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结合起来，合理规划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模式，及时获取市场变化信息，实时调整发展策略。综合评估各不同模式的发展

成本和发展收益，选择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综合效益最大的模式。

5 重庆市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模式选择

重庆市地形复杂，人多地少，且各区县情况差异大，属于“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的空间结构布局。黎莉莉、

袁昌定等人（2009）结合重庆市基本情况，将重庆市划分为五大农业功能区。重庆市不同区域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模式选择，

可在此种划分方式上进行分析。

5.1 主城近郊休闲与就业保障功能区的农业模式选择

该区位于重庆主城及近郊，由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渝北和巴南八区组成，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

高，农业区位优势明显；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就业压力大。该区域应走精品农业和休闲农业的模式，实行种植业加观光、休

闲等服务业再结合加工业于一体进行发展。利用该区交通、市场、资金等优势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该

区地价高，种植业应选择周期短、收益高的蔬菜、花卉等作物。注重农业景观的设计，为发展农业休闲观光业做铺垫。农产品

加工业要满足更广区域和更多产品的农产品加工需求。

5.2 渝中渝西农产品供给与就业保障功能区的农业模式选择

该区距主城较近，包括长寿、涪陵、万盛、双桥、江津、璧山、合川区、永川、南川、綦江、潼南、铜梁、大足、荣昌、

梁平和垫江 16 个区县，多属丘陵缓丘，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作为重庆主城最重要的农产品供应保障区，应充分发挥其土地的质

量和数量优势，发展优质特色农产品。种植业应采用种养结合的方式，构建以循环经济为纽带的农牧加种养一体化的高效生态

循环农业模式，如：“畜- 沼- 果- 渣- 饲”模式。利用该区域地势相对较低的特点，推广农业小型机械化种植。利用公司（合

作社）+ 农户的模式，通过公司整合资源，形成规模优势。

5.3 三峡库区腹心生态调节与就业保障功能区的农业模式选择

该区由万州、忠县、开县、云阳、奉节和丰都 6 区县组成，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全国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在农

业发展中应注重对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该区在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选择上，要将三峡的屏障区、消落区和水域区作为一个

有机整体进行规划。可采用“林- 农- 渔- 旅”结合的模式，在坡度较陡的水土保持区发展林业经济，按坡度陡峭程度，分为

永久生态林、用材林、果园经济林和农业种植区，充分利用林下资源，进行林下种植或养殖。建设消落区耐淹牧草带，在水库

进行生态渔业养殖，保护库区水质。充分利用三峡水库的独特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和观光农业。

5.4 渝东南武陵山农产品供给与文化传承功能区的农业模式选择

该区由石柱、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六区县组成，山高坡陡，石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经济发展水平低，农业基

础薄弱；但民族文化底蕴丰厚。该区应利用本地山区农业与民族文化特色进行发展。在较陡的山地，发展高效生态林和山地名

优特产，发展林下经济的立体开发模式，发展山区野生农产品产业。在中低山区，建立以优质粮食作物为主体，林果—禽畜复

合的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坡度较低缓的平坝地区，大力发展水稻、油菜等作物，发展“猪- 沼- 菜”或“稻田养殖”等模

式。充分利用该区民族特色优势，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

5.5 渝东北秦巴山生态调节与生活保障功能区的农业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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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由巫山、巫溪和城口三县组成，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数量少，但该区农

业资源比较优势突出，地方民俗文化特色鲜明。该区应以生态调节为主导，开发本地农林特色经济资源。以当地盛产的生漆、

核桃、板栗等林业特色产品为主导发展产品。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产品增值。发展林下经济与山地养殖与种植。充分利

用当地自然风光、巫文化和红军文化发展山区旅游业，以旅带农。采用“企业+ 基地+ 农户”模式，利用企业的资金和技术，

弥补该区农业发展的资金和技术短板，以企业整合当地分散的农业资源，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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