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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融合视角的镇江生态农业发展路径分析
1
 

陈巍，汪善锋，郑凯，孙兴民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句容 212400) 

【摘 要】镇江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镇江的经济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发展镇江的生态农业有助于促进镇

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为此将基于产业融合视角下的镇江生态农业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首先

从生态农业规模较小，产业发展模式落后；生态农业产业链不完善，经济与生态效益不明显；生态农业资源开发不

彻底，市场推广能力弱三个方面阐述了镇江生态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最后从创建多渠道农业产业主体，促进生态

农业不断结合；加强产业链关键环节建设，提高生态农业价值链；促进休闲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创建新型生态模

式三个方面探讨了产业融合视角下镇江生态农业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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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 70年代初期，美国地质学家阿尔布勒奇首次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框架理念，指出生态农业可以通过较少的投入、较低

的农产品化学药剂便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是现代高水平农业，融合了生态学与经济学知识，充分发挥现代科学

技术成果和先进的管理水平，提取传统农业中的优质资源和生产经验，带动当地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共同发展。在传统的

农产品种植中，农业的产量增长是通过种植面积的增加、加大农药使用量等方式实现的，不仅会给生态环境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同时也会造成当地环境的污染，这样的伤害在短期内无法进行复原，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也会威胁到人们的

身体健康。产业融合是在传统发展模式基础上提出的新型产业形态，将产业融合和生态农业发展联系起来，有利于我国农业的

可持续性发展。本文以镇江生态农业为例，探讨了产业融合视角下的发展路径。 

2 产业融合概述 

1972 年工业社会时期，产业融合逐渐地被应用到社会生产中，这是由于当时的エ业发展迅速、工业体制不断完善，仅仅在

某个单ー的领域投入金钱和技术已经不能够获得较大的经济利润，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突破行业发展的瓶颈，最终跨行业发

展模式成为了人们突破的重点。将以往互不相连的行业进行结合，能够得到让人ー些意想不到的收获，逐渐形成ー种新的产业

形态。这种通过相互融合形成的产业模式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改善产品的经济附加值，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

满足现代人们新的消费需求。促进生态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进ー步发展，在农业种植中积极地引入产业链、价值链等新组织模

式，缓解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资源使用与可持续等突出问题，不但能够解决现代农业发展的弊端，也可以为我国的生态农业

发展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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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镇江农业生态资源发展现状 

镇江位于我国江苏省南部地区，是一座优美、古老、优雅的地级市，城市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镇江市总面积

为 3843 平方公里，其中丘陵山地就占据了总面积的 69%，农业种植面积达到了 1700 平方公里，树木种植面积超过了 500 平方

公里，河流水域面积达到了 800 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在镇江地区，温度适宜、雨水充足、日照时间长，在

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十分适合农业产品的生长，像水稻、小麦、蚕桑、各种蔬菜、水果以及鱼虾等都是镇江市名的农业产品，

镇江也因此被称之为“鱼米之乡”。 

2014 年，镇江市对当代的农业发展基地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指出了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市场化运作、

拓展投资模式以及进行土地集约化等一系列措施；2015年，镇江市农业发展注重“一体两翼”，并且逐步形成了具备优质粮油、

精品果蔬、特色养殖、休闲农业等特色的农业生产基地；2017 年，对镇江市现代科技农业运行中出现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探讨，

为不断发展生态农业奠定了基础。 

4 镇江生态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4.1生态农业规模较小，产业发展模式落后 

现阶段镇江市生态农业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以个体户为主，各个经营户的生产规模都比较小，在随着生态农业合作社制度的

逐步落实，合作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合作社数量也快速増加，截止至 2016 年 6 月份，镇江市合作社达到了 4467 家，参与

的农户达到了 31万人次，但是合作社规模依然较小，没有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多数合作社仅仅流于形式，没有有效的行为约

束能力，缺乏共同的发展目标。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合作社各经营主体之间没有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相互之间缺乏信

任、产业发展模式落后等。 

4.2生态农业产业链不完善，经济与生态效益不明显 

镇江生态农业产业链短，农村道路建设、物流行业不发达，公共设施建设不完善，产业规模普遍较小，农业经营户文化水

平不高，相互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未构成完整的农业产；业链，诸多因素限制下，导致镇江生态农业的产品附加值

低，不能够产生很好的产品效应。与此同时，镇江生态农业的农产品生产种植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依旧采用传统的独立运营

方式，没有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更加难以实现“生产一加工一销售” 一条龙服务的商业体系，造成经济与生态效

益不明显。 

 

4.3生态农业资源开发不彻底，市场推广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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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旅游行业得到了飞速发展，生态休闲旅游成为了许多人外出旅游的首选。然而，

现阶段生态农业资源开发不彻底，生态农业旅游设施建设不完善，同时各个经营个体之间合作能力差，必须要消耗大量的物力

和财カ对生态农业资源进行重新规划，但是各个经营主体规模不大，不能够担负起投资带来的风险，阻碍了生态旅游项目的开

发和市场推广。 

5 产业融合视角下镇江生态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5.1创建多渠道农业产业主体，促进生态农业不断结合 

发挥农业合作社、个体经营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在镇江生态农业融合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构建新型的生态经营主体模

式。首先，要引导个体经营适当发展。利用我国对个体经营生态农业的奖励扶持政策，结合镇江市土地流转情况，不断向大规

模个体经营生态农业方向发展，实现个体农业产业的一二三融合。其次，积极引进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回到镇江生态农

业建设规划中，让这部分人在新型生态农业建设中起到带头作用，帮助普通经营主体更多地参与到镇江生态旅游发展建设中。

再次，加大对农业产业化优质公司的扶持力度，加强农业产品物流运输、网络销售以及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拓展生态农业供

应链，改善农产品的品牌价值。最后，促进小规模合作社和个体经营两者间的合作，以投资入股、签署合同等途径，创造专业

化、流程化的生态农业公司，建立“包装一运输—销售” 一体化的运行模式，减少生产制造成本，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5.2加强产业链关键环节建设，提高生态农业价值链 

保证镇江生态农业能够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生态农业资源、技术能力以及市场标准进行重新考虑和规划，弥补生态产业

链中的不足之处，加强产业链价值之间的相互关联，创建出集生产、加工、物流、销售、旅游服务的综合性生态农业产品链与

价值链，如图 1 所示为生态产品价值链模式。首先，创建集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经营模式，结合镇江市的区域特

色与产品链情况，开展定向性、重点性的生态农业产品链结合工作，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深入发展，加强产业链、价值链的不断

建设。其次，引导生态农业在地方与产业之间的融合。増加产业与生态农业之间的合作，重新对镇江地区的产业进行规划，促

进镇江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深入促进“互联网+”模式在生态农业中的应用，发挥物联网技术在种植行业、养殖行业的作

用，建设便捷的生态农业产品运输体系，减少产品的运输费用。 

5.3促进休闲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创建新型生态模式 

在现代社会，旅游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加强休闲农业和旅游行业相结合，拓展生态农业的附加属性，为农业

经济、区域文化、生态建设融合提供了契机。首先，要加强休闲农业和镇江旅游行业的深入结合，创建集生态农业、休闲观光

于ー身的新型生态农业经营模式，深入开发镇江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态景观等自然资源，整合镇江市优势资源对休闲农业进行

重点规划，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休闲旅游农业新态业。其次，对传统的生态农业进行创新。采用当下人们热爱的田园观赏、蔬

果采摘、体验生活、种植文化以及农家乐等方式，结合各自特点进行有机的融合，利用网络、短视频等新时期传播方式，促进

种植、加工、餐饮等行业的共同进步。 

6 结语 

由于镇江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镇江的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大力发展镇江的生态农业体系，对于促进镇江的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在产业融合的思维模式下，镇江生态农业发展应当不断加强产品链和价值链的建设，促进多项

产业的共同融合，带动镇江多领域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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