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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态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是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分析了抚州市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四种模式的基本情况，制约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

主要因素，提出强化生态意识、加快观念更新；抓好功能区划、实现协调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推广适用技术；强

化政策导向、夯实发展基础；加强部门协作、健全服务体系五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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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农业是从持续农业的角度和当前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应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系统工程和清洁生态思想的理

论和方法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保护环境和资源永续利用，同时生产优质产品，使产品、环境、技术等因素与农业

的发展相协调，以确保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得以满足，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循环农业是以资源的高

效、循环利用为核心，发展循环农业是实现农业清洁生产、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手段,也是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根本途

径,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循环农业可以使用现代化管理手段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长期以来，人们为追求农产品的高产出，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大量消耗农业资源，忽视生态环境

保护，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土流失、大气污染等问题，加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剧增，农

业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业生产不堪重负。面对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制约下，研究农业循环经济对转变传统农业

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资源与环境约束矛盾，循环农业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为现代农业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开

拓了农业发展的新局面。研究抚州市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对节约资源、

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1 抚州市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抚州市是一个以水稻为主的地区，2018 年全市水稻种植面积 590.5 万亩,粮食生产 270.68 万吨，为使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增

长，各地采取了多种形式探索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1.1农牧结合模式 

按照种养平衡方式，充分利用牧场周边的农田及果园。畜禽牧场的干粪及沼渣制成有机肥用农作物，农田生产的农作物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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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及牧草又用来作为畜禽的饲料。目前，全市有 512 家畜禽场采用该模式，抚州市福鑫实业有限公司原是以养鸡为主的实业公

司，推行农牧结合。该合作社现有蔬菜基地 420亩，优质稻田 2000亩，家禽养殖场占地面积 70多亩，存栏母鸡 20万羽，其中

产蛋鸡 15万羽。年创经济收入 300多万元，同时，为改善鸡场环境卫生，合理利用鸡粪，公司投资兴建鸡类发酵池 3个，1800m
3
,

年产优质农家肥 8000多吨。为合作社蔬菜基地和稻田提供了优质肥源，既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又能培肥土壤，

减轻土壤板结，利于农业生产持续发展。 

1.2水域立体养殖模式 

抚州市水域养殖面积不大，以前绝大多数都是以单养为主，资源利用率低，经济效益不高，抚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进行池

蝶蚌联养技术研究，采取池蝶蚌不同生长阶段的养殖池中，混养以饲料养殖为主的经济鱼类，搭配其他相应的鱼类，以其获得

最佳鱼蚌联养健康养殖模式，使各养殖对象利用不同空间和营养资源，从而提高养殖系统内营养物质和空间的利用率。解决了

池蝶蚌养殖池施肥问题，达到不用施肥就能满足池蝶蚌生长的水域环境要求，培育池蝶蚌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体质健壮、

培养珍珠产量高、质量优，同时解决珍珠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做到鱼能搅动池水、蚌能消耗鱼排的类便，合养殖水域环境长

期保持“肥、活、嫩、爽”的效果，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1.3沼气综合利用模式 

沼气的综合利用，既能变废为宝，又能提供清洁能源，还能推动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至今，全市用沼气累计达到 11.4万

户、大中型沼气工程 40处、养殖场（小区）沼气工程 255处、年处理类污 529万吨，为广泛推广沼气综合利用，各地开展了农

村能源示范，全市共建设示范点 37 个，同时，还进行了沼气液对农作物应用试验，南城县每年推广沼气液浸种 20 万亩，沼液

喷施柑橘 8万亩、疏菜 2万亩；金溪县镇风尾山村 10户农户用沼液喷施蜜梨；琉璃乡东源村 3户农户用沼液养鱼。凡是用沼液

喷施的各种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品质明显改善，有些乡村出现了生态良性循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家居环境，清洁卫生，

村庄，庭院绿化美化，农民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和文明素质得到很大提升，农民传统观念发生明显转变。 

1.4白莲综合利用模式 

广昌白莲是驰名中外的名优特产，有 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所产白莲色白粒大、味甘清香、品质优良，为历代“贡莲”，

并且长期以来畅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和中国香港地区，享誉海内外。近几年来，广昌县对白莲的深加工和莲副产品的综合利用

采取多项有效措施。到目前为止，年利用白莲生产莲子汁饮料 2万吨，可转化原莲 100G,形成加工转化莲藕 2万亩的生产能力，

年生产精制藕粉和速溶藕粉 500 吨，开发白莲速冻、加工速冻鲜莲 100 多吨投放市场，还开发出莲蓉、莲苓面、莲子罐头、莲

子麦片、莲心茶等 10多个品种的白莲系列产品，另外利用莲壳、莲蓬作为代料生产茶树菇、香菇、木耳、风尾菇，利用荷叶作

高档风味食品包装材料销往东南亚和沿海发达地区。白莲副产品的开发利用，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变废为宝，又提高了白莲

的经济效益，增加莲农收入。 

2 制约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尽管近几年抚州市农业发展较快，特别是畜牧业发展迅速，效益显著，但是必须清楚看到农业经济在实现持续发展中的资

源配置、区域布局、资金投入、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制约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2.1环保观念落后 

农户生态种植、生态养殖意识较低，缺乏生态循环观念。近几年，农村的养殖业发展迅速，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许多养

殖户将畜禽粪便直接排放到周边环境中，造成排泄物浪费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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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基础条件薄弱 

目前，农业生产各项基础设施落后，与生产发展的需要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加上农民种养管理方式落后，生产水平低，

不同程度影响了资源利用。 

2.3农牧结合不配套 

随着畜牧业快速发展，广大畜禽养殖户业主几乎很难找到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种植田地，制约了农牧结合，将畜禽排泄物

加工成有机肥料又缺乏资金投入。 

2.4科技推广滞后 

循环农业经济在科技研究和推广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畜牧业资源的深度利用不足，生物技术和工程技术还缺乏结合，

传统畜牧业的精华与现代新科技结合不够，等等。由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技术没有全面推广应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可持

续发展。另外从事农业、牧业的生产劳动人员素质偏低。新观念、新技术接受能力较差。 

3 推进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策略 

循环农业是农业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也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通过资源多级循环利用

达到节约资源与减轻污染的目的，促使农业生态系统和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3.1强化生态意识，加快观念更新 

循环农业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循环农业经济的认识，要不断增强干部和群众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

激发他们建设循环农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农业从业人员真正认识到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对农民增加收入、改善农村环境的重

要作用。 

3.2抓好功能区划，实现协调发展 

要结合农业功能区建设，按照种植业周边环境的承载量，科学规划畜牧业的布局和规模，大力推进农牧结合发展生态循环

畜牧业，要按照畜禽排泄量和外部消纳量相配套的原则，提升畜禽排泄物的资源化利用，实现畜牧业和种植业、农村能源等产

业的有机结合和资源循环利用，加速推进循环农业发展，促进农产品提质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3依靠科技创新，推广适用技术 

加快生态循环农业的研究和开发，坚持自主创新与科技引进相结合，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技术装备水平，要把改善生态环

境放在首位，发展节约型和集约化农业，重点推广节地、节水、节料、节药和节能措施，发明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

率的农业循环经济。要加强科技创新，推广农牧结合，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水平，逐步建立不同作物、不同农时的农牧结合的科

学制度与规模，要依据农作物在不同农时对肥料的需求及土壤地力情况，研究科学使用化肥和有机肥方法，努力做到既推进农

牧结合，又节约肥料资源，既改善土壤地力又保护生态环境。 

3.4强化政策导向，夯实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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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育农牧结合型的新型主体，对实施农牧结合的专业服务公司、农村合作社和种养企业加大扶持力度，要鼓励种植基

地（大户）专业合作社农户使用商品有机肥，凡政府投入资金扶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生态规模养殖场，实施低产田改造

和沃土工程项目、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茶园改造等项目，都要把农牧结合、发展循环畜牧业作为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好政策的

引导作用，促进各类项目提升综合效益。 

3.5加强部门协作，健全服务体系 

健全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领导机制，采取政策为主、企业主动、部门协调、乡镇辖地管理的生态循环农业管理体制。要加

强对沼气池、青储池、畜舍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完善生态循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信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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