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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以三台县为例 

李华
1
 

（绵阳师范学院 资源环境工程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刻不容缓。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为指导，减少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从而减缓农业面源污染。分析三台县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成因以及危害，提出

三台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 控制 农业面源污染 

【中图分类号】F123.2【文献标识码】A 

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氮、磷等营养物质、农药、重金属及其他污染物，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

渗漏，进入水体而造成的污染。由于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使用不当，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生活垃圾等废弃物的不合理处置，

导致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加剧土壤和水体污染，严重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业部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一控两减三基本”的治理目标，“一

控”是指控制农业用水的总量和水环境污染，“两减”是指化肥、农药的减量使用，“三基本”是指畜禽养殖的粪便、农膜、农

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此治理目标遵循了循环经济理念中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因此，从循环

经济发展的新角度来寻找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措施。开展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不仅减轻环境污染，而且可

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质量，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三台县是农业和畜牧业大县，农业经济发展迅速，但传

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导致许多环境问题的出现，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已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因素。通过发展农业循

环经济，对三台县农业面源污染进行防治，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三台县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三台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辖区面积 2661km2，是四川百万人口农业大县，2018 年农业人口 121.06 万人，占总人口

(141.43 万人)的 85.6%。农业总产值居全国百强，是全省的畜牧业大县和生猪生产大县，年产育肥猪超过 100 万头。粮食、油

料、果蔬总量居全省前三位，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农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农业面源污染

的却日趋严重。三台县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种植业化肥、农药，废弃农膜和秸秆；畜禽养殖排放的粪便；农村生活垃圾和生

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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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种植业污染现状 

1.1.1化肥与农药。 

农药与化肥的不合理以及过量施用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化肥被植物利用的部分仅为 30%～50%，大量未被利用

的部分进入到水体。农药直接作用于农作物的量仅为 5%左右，大约 80%的农药残留进入到环境。2010-2019年三台县化肥的年平

均施用量为 5.19万 t，单位面积施用水平 653.7kg/hm2，超过全国平均使用量 434.7kg/hm2的 1.5倍，超过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

安全上限 225kg/hm2的 2.9倍。其中氮肥 272.4kg/hm2，磷肥 253.5kg/hm2，复合肥 101.3kg/hm2(表 1)。2010-2019年农药的平均

使用量为 909t，农药的平均使用水平为 11.5kg/hm2，超过农药使用世界平均水平(3.65kg/hm2)。全县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总体呈

现下降的趋势，但单位面积使用量仍超出世界平均水平，过度使用和利用率低的问题依然存在，严重污染土壤和水体。 

表 1 2010-2019年三台县化肥、农膜、农药使用情况 

年份 耕地面积/万 hm
2
 

化肥施用量/万 t 化肥用量耕地 

负荷/kg/hm2 
农膜用量/t 农药用量/t 

氮肥 磷肥 复合肥 总量 

2010 7.93 2.28 2.14 0.73 5.36 675.33 4267 960 

2011 7.94 2.28 2.11 0.73 5.33 671.45 4617 969 

2012 7.95 2.25 2.11 0.72 5.29 665.71 4724 961 

2013 7.94 2.26 2.11 0.73 5.31 668.75 4735 960 

2014 7.94 2.27 2.12 0.76 5.36 674.35 4729 931 

2015 7.94 2.24 2.10 0.80 5.34 672.82 4523 907 

2016 7.93 2.18 2.07 0.83 5.30 668.51 4541 903 

2017 7.93 2.07 1.88 0.92 5.08 639.99 4461 864 

2018 7.91 1.95 1.80 0.92 4.88 616.56 4426 839 

2019 7.89 1.83 1.67 0.90 4.60 583.54 4123 799 

 

1.1.2农膜使用。 

三台县农业生产利用农膜的保温、保水和保肥的作用，进行大棚种植以及农膜覆盖栽培，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农膜长期广泛的应用，自身不可降解，残留土壤中造成“白色污染”，影响农业持续发展。2010-2019年农膜平均使用量为

4515t，单位耕地面积用量为 56.9kg/hm2，农膜回收利用率低于 80%。 

1.1.3农业种植废弃物污染。 

农业种植产生的主要废弃物为农作物秸秆。三台县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小麦、玉米、油菜、花生，其秸秆产量系数分别为

1.06、1.2、1.34、3、2。计算其 2010-2019年年均秸秆产量分别为 25.5、18.6、31.6、7.5、26.5万 t(表 2)。农业生产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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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大，却没有进行有效利用，焚烧的问题依然存在，并大量堆放在田边，造成严重污染。三台县为丘陵地形，一些地块机械无

法进入，农机社会化服务程度不高，秸秆收集难度大，成本高。 

表 2 2010-2019年三台县秸秆产量情况 

年份 水稻/万 t 小麦/万 t 玉米/万 t 花生/万 t 油菜籽/万 t 

2010 26.5 25.0 28.5 7.6 21.7 

2011 26.6 25.7 30.0 7.8 22.8 

2012 26.8 26.0 30.2 7.6 23.3 

2013 26.9 17.6 26.8 8.3 22.4 

2014 26.8 18.0 27.7 8.0 23.3 

2015 27.4 18.8 28.3 8.1 23.6 

2016 27.8 18.6 28.8 8.0 24.0 

2017 21.9 12.1 38.3 6.6 34.4 

2018 22.1 12.0 38.6 6.7 34.7 

2019 22 12.0 38.5 6.7 34.5 

 

1.2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 

三台县是畜禽养殖和生猪调出大县，2010-2019 年均生猪出栏数为 139.6 万头，2019 年由于非洲猪瘟的影响，生猪养殖量

少于了 100 万头。2010-2019 年牛的平均养殖数量为 10.5 万头，养殖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2010-2019 年羊的平均养殖数量为

17.2万头，家禽的平均养殖数量为 817.9万只(表 3)。 

表 3 2010-2019年三台县畜禽养殖情况 

年份 生猪/万头 牛/万头 羊/万头 家禽/万只 

2010 194.5 14.3 20.6 981.5 

2011 189.3 14.4 20.9 1005.4 

2012 190.1 13.7 20.9 1033.0 

2013 130.0 12.3 18.4 738.0 

2014 131.7 11.2 17.1 743.2 

2015 128.3 11.0 16.1 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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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22.9 10.9 15.6 729.3 

2017 109.0 6.6 12.6 692.0 

2018 110.5 6.5 11.4 695.6 

2019 89.3 4.0 18.0 808.3 

 

根据养殖量以及畜禽污染物排放系数(表 4)，计算 2010-2019 年畜禽养殖污染物的产生量(表 5)。2010-2019 年粪便年均产

生量为 150.4万 t，尿年均产生量为 46.6万 t。污染物 CODCr、TN、TP的年均产生量分别为 73443、15340、4446万 t。养殖业重

发展、轻治理，污水和粪便不能及时处理，甚至直接排放，造成污染。 

表 4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系数 

 污染物 牛粪 牛尿 猪粪 猪尿 羊粪 家禽粪 

污染物排放 

系数/kg/(头、只) 

CODCr 226.3 21.9 20.7 5.91 4.4 1.165 

TN 31.9 29.2 2.34 2.17 2.28 0.275 

TP 8.61 1.46 1.36 0.34 0.45 0.115 

粪、尿排放 

系数/kg/(头、只) 

粪 7300 - 360 - 173 25.2 

尿 - 3650 - 594 - - 

 

注：牛饲养周期按 365天，猪、羊、禽饲养周期分别按 180天、365天、210天计算 

表 5 2010-2019年三台县畜禽养殖污染情况 

年份 粪/万 t 尿/万 t CODCr/t TN/t TP/t 

2010 202.8 63.8 99613 20684 5969 

2011 202.2 63.8 98753 20579 5919 

2012 198.0 61.3 97529 20258 5893 

2013 158.2 52.5 74477 15814 4378 

2014 150.9 48.7 72253 15216 4298 

2015 148.1 47.7 70874 14933 4225 

2016 144.7 47.0 68880 14549 4094 

2017 107.1 30.6 54010 11140 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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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06.6 30.2 54098 11117 3382 

2019 84.9 20.0 43938 9114 2933 

 

1.3农村生活污染 

根据农村生活污染物排污系数(表 6)估算农村生活污染物的排放量，根据《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川中丘陵地区

农村生活污水人均排放量 0.05m3/(d·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0.685kg/(d·人)。计算 2010-2019年三台县农村污染情况见表 7，

2010-2019年三台县农村生活污染物排放，CODCr、TN、TP年均排放量分别为：3.25万 t、4557.3t和 861.1t，生活垃圾年均产量

为 31.48万 t。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三台县农业人口逐年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也相应减少，但是农民居住分散，垃圾随意丢

弃，没有完善的收集处理系统，生活废水的治理和处置能力不足，加剧了农村环境的污染。 

表 6农村生活污染物排污系数 

污染物 

kg/(人·a) 

农村生活污水 

kg/(人·a) 

人粪尿 

kg/(人·a) 

CODCr 5.99 19.8 

TN 0.56 3.06 

TP 0.16 0.524 

 

表 7 2010-2019年三台县农村生活污染情况 

年份 
农业人口 

/万人 

污染物排放量 生活垃圾产量 

/万 t CODCr/万 t TN/t TP/t 

2010 126.90 3.27 4593.8 868.0 31.73 

2011 126.00 3.25 4561.2 861.8 31.50 

2012 125.91 3.25 4557.9 861.2 31.48 

2013 124.88 3.22 4520.6 854.2 31.22 

2014 127.06 3.28 4599.5 869.1 31.77 

2015 125.70 3.24 4550.2 859.8 31.43 

2016 125.85 3.25 4555.9 860.8 31.47 

2017 126.09 3.25 4564.3 862.4 31.52 

2018 125.69 3.24 4549.9 859.7 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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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24.84 3.22 4519.0 853.9 31.21 

 

2 农业循环经济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2.1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征 

农业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理念，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实现“低开采、低(不)排放、高利用”，物质

和能量在循环中得到合理利用，减少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排放，降低农业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能耗

高、废弃物排放多，污染大、资源利用率低，农业循环经济要求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减少资源的投入，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建立物质良性循环模式，使物质得到多

级循环使用，使农业生产过程处于良性的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2.2农业循环经济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中的作用 

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是因为农业生产违背了循环经济的“3R”的原则，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投入，低利用率，以及污染物和废

弃物的高排放，没有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循环利用，结果是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原则与农业面源

污染的防治的思想是相互契合的。循环经济的减量化，要求农业生产活动中，尽可能减少水、化肥、农药、农膜的投入，节约资

源，减少污染；再利用要求对农业资源进行多次利用，延长使用时间，提高使用效率；再循环要求排放的废弃物和产品使用后产

生的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和再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农业循环经济中，秸秆和畜禽废弃物的合理利用后，减少了对

农业生态系统的污染，提高了生产效率；沼气工程的建设，有机肥的使用维护了土壤的肥力，减少了有害物质的产生；物种间作、

套种的模式，有效利用土地，提高肥效。 

3 三台县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台县的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种植业化肥、农药，废弃物农膜和秸秆；畜禽养殖排放的粪便；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

农业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包含种植、林业、养殖、渔业等的大系统，而且还包括其延伸出的农产品加工、贸易、服务以及农产品

的消费等与之相关的行业，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利用农业生产特点，结合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和联系性来

建立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3.1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农业废弃物来源于农业生产过程的秸秆等废弃物、畜禽养殖中产生的粪便、农产品加种类残余废弃物以及农村生活垃圾等。

只有对农业废弃物进行合理处置和利用，才能减轻环境污染，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1.1畜禽养殖粪便的资源化利用。 

三台县作为畜禽养殖和生猪调出大县，其养殖粪便的产量大。做好畜禽粪污减量防控和提升其资源化利用水平，实现“变废

为宝”循环利用尤为重要。三台县农业局编制了《三台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指导全县开展畜禽养殖的资源化处理，

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应遵循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以及“以地定养，以养定种，种养平衡，环境友好”的原则。 

畜禽粪便肥料化将畜禽粪便经过发酵后进行还田作为肥料使用，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减轻环境污染。四川台沃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三台县人民政府签署《三台县畜禽粪污及其他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建立粪污资源集中处理的



 

 7 

有机肥厂，采用发酵和造粒工艺，年产 10万 t有机肥。通过研制生态型肥料、高效有机肥生产技术，有效促进畜禽粪便的利用。 

畜禽粪便资源化可通过沼气工程的应用，使畜禽粪便在沼气池厌氧环境中通过微生物分解转化，产生沼气、沼液、沼渣等再

生资源。沼气作为农村生活中的清洁能源使用，炊事、照明、取暖，为生态蔬菜温室提供能源，还具有保鲜的作用，可以储存农

产品；沼液作为液体肥料用于农作物的种植；沼渣富含有机质和各种营养元素，能够改良土壤以及增加肥力，还可以作为菌类的

培养基，还可用于养鳝鱼、蚯蚓等。 

3.1.2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2019年三台县农作物秸秆(水稻、小麦、玉米、油菜、花生)产量为 113.7万 t，产量大，秸秆通过资源化利用，减少其对环

境造成的破坏。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可通过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能源化四种途径来实施。 

秸秆富含有机质，可进行还田或者堆沤后还田，能够改良土壤结构和保持土壤肥力。农作物秸秆通过青储、微储以及氨化等

处理技术，制作成易于牲畜消化吸收的秸秆饲料。灵兴镇建立秸秆加工厂，将玉米和水稻秸秆制作青储饲料，实现综合利用秸秆

近 2 万 t。三台县秸秆资源利用制作饲料的企业加工厂有 20 余家，仅小麦和油菜秸秆可实现饲料化约 7 万 t，青贮饲料受到三

台县养殖户的青睐。 

秸秆可用于造纸，生产纤维板、轻质建材板等。世界首座秸秆植物纤维桥在三台县诞生，是秸秆建材利用技术的进步。秸秆

还可以生产手工艺品，进行草编等。稻草、小麦、玉米等秸秆可以生产环保餐具，还可栽培食用菌。秸秆的能源化利用主要为发

酵和热解。秸秆进入沼气池产生的沼气作为农业生产和生活能源利用，秸秆气化产生高效的气体燃料，秸秆燃烧进行发电，解决

农村能源短缺问题，保护了农村生态环境。 

3.1.3农膜回收以及资源化利用。 

农业生产中，农膜残留土壤中造成“白色污染”，三台县农膜用量多，回收利用率低。应加强替代技术推广，减少农膜用量，

加强农膜回收处理，建立回收利用体系。三台县整合资金，建立“谁生产、谁回收”的制度，由地膜生产企业负责供应和回收，

农民由买产品转为买服务。自然村建立“废旧农膜及种子农药农肥塑料包装物”回收池，构建起了农膜生产、使用、回收、利用、

无害化处置良性循环机制，农民交售农膜，企业和社会人员广泛参与回收。 

3.1.4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三台县的农村生活垃圾按照“分类减量、资源回收、有机堆肥、无害处理”模式，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利

用的处理体系，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塑料、废纸、布料、玻璃、金属等垃圾进行回收利用。村中每个组建设垃

圾房，垃圾房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个区域，村民倒垃圾则按此归类，保洁人员定时来清运，就近运往县垃圾填埋场处理。双胜

镇建立“智慧家居馆”，村民通过垃圾分类，尤其农药包装袋、农药瓶子、废电池等有害垃圾，可投放到“智慧家居馆”兑换积

分，积分累计后可以兑换生活用品，通过该方式鼓励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3.2农业生产中的减量化投入模式 

三台县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量大，2010-2019年单位面积年平均施用量 653.7kg/hm2；2010-2019年农药平

均使用水平为 11.5kg/hm2；2010-2019年农膜平均用量为 56.9kg/hm2。化肥使用量大，且 N、P、K的施用比例不合理，造成土地

板结和土壤酸化，流失进入水体造成富营养化。应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应用，建立土壤监测点，精准进

行肥效试验；推广有机肥替代技术，施用有机肥以及缓释肥料。推广农药的减量化使用，减少高毒和残留性农药的使用，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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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物农药以及物理与生态防治的方法。使用环保型可降解地膜，加强废旧农膜的回收再利用。推进节水高效灌溉技术，完善节

水农业配套设施。 

3.3种养结合以及四位一体生态循环模式 

三台县明兴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建立了“麦冬—生猪现代农业产业园”，养殖场边建沼气池，把粪便作为沼气池原料，沼

气用于煮饭和照明，沼液、沼渣用于种植麦冬、蔬菜和果树，解决了污染源的问题。产业园还推广“猪—沼——(药、林、菜)—

沼气发电”“猪-沼-(果、林、菜)”的种养模式。麦冬田间铺设沼液管网，田间建设沼液储存池，配置沼液运输车辆运输，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8%以上，并成立麦冬“三沼”综合利用合作社，实现资源优化利用的同时带动花园镇经济提升。在农村

居民居住分散地区，建立庭院式的“四位一体”集成循环模式，如沼气池—家庭养殖(猪、牛、禽)—厕所—庭院种植(果园、温

室)的模式。 

3.4立体农业循环模式 

立体农业充分利用光、热、水、肥、气、空间位置等资源以及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差，组成各种类型的高产优质

生产系统。如立体种植模式，如：果、桑、林园中套种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或者林间种植农作物或药材；立体种养结合模式，

如：果、桑、林园中放养鸡、鸭、羊；林牧间作，桑基鱼塘，稻田养鱼等模式。三台县发展林下种养业，涉林企业发展林下经济，

林下养殖家禽 500万只、家畜 20万头、种植中药材 667hm2。绵阳明兴农业科技“麦冬—生猪现代农业产业园”，充分利用麦冬

生长特性，探索出了“麦冬—粮—菜”复合种植模式，建设了“麦冬—蔬菜”高架基地，“麦冬—青储玉米”“麦冬—大蒜”套

作基地。灵兴村在麦冬地里间种玉米，实现种植麦冬和玉米人均收入达到 1万元。立体农业循环模式集约利用土地，合理利用空

间和时间，增加产出，消纳废弃物，改善了环境。 

3.5优化农业产业链循环模式 

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将种植、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连成一体，如：果树种植业—果汁加工业—畜禽养殖业，种植业(养殖

业)—加工业—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产品加工中产生的废料：如水果加工中的果皮、果核，酿酒行业中的酒糟等废弃物可以进

入养殖业中再次利用。麦冬、藤椒、生猪是三台县的三大特色产业，延伸三大特色产业链，充分发挥农产品的价值。三台县引进

企业，从事麦冬的精深加工，开发麦冬的药用和保健功能。上海梅林正和(绵阳)有限公司把三台县生猪养殖进行深加工，生产午

餐肉、清蒸猪肉、红烧猪肉、东坡肘子等，并主打罐头产品，年生产 2万 t，并建立“养殖+加工+旅游”三产业融合的全产业链

体系。三台县成立“绵阳森康藤椒产业技术研究院”，对藤椒的药材资源、藤椒饮片、日化品进行综合开发，成功研制出藤椒精

油、香氛等特色产品。芦溪镇打造“藤椒小镇”，集藤椒种植体验、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农文林旅融合休闲观光区。协

和乡发展蚕桑产业新项目，种植果叶兼用桑，生产桑果系列食品或者桑果酒。农业产业链的延长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了

资源的利用率。 

4 建立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机制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重要途径。从多方面完善农业循环经济管

理和运行，建立基于循环经济视角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 

4.1加强宣传，普及循环经济理念和污染防治意识 

农民和涉农企业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主体，要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利用广播、电视、报告、展览以及网站、公众号等多

种形式进行宣传，让其认识到农业面源污染的严重性。通过宣传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意义，以及其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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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农户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主动性和环境保护的责任感，自觉参与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行动中来。同时要树立典型，在农村

搞好模式试点，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通过示范作用，以点带面，强化宣传效果，提升广大农户的积极性。对基层干部

以及科技人员进行宣传和培训，积极推广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技术的应用和开发。 

4.2完善资金支持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有的产业并不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需要资金的投入促进其发展。农业生产的减量化投入，生产方式的

改变可能会面临产量的下降，这就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资金补偿。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资金的投入作为支持，

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投入不足，必然制约着循环经济的发展步伐。因此，须完善融资体系，增加资金投入。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

对改善和治理生态环境的活动进行补贴，对节能环保项目加大投资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与民间资本进入农业循环经济领域，并建

立政府、企业、农民的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保证资金的稳步增长。从投融资、财政税收、产业准入等方面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给予有效的政策倾斜。 

4.3完善科研体系，开发新技术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落后制约着循环经济的发展，应加大研发力度，研发新的技术和探索发展模式，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

展。政府应支持和鼓励农业循环经济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开展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创

新。三台县与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林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成立“绵阳森康藤椒产业技术研究院”，对藤椒的价值进一

步开发利用，延长了藤椒的产业链。加强科技研发和创新，对农业资源综合利用、农业污染防治、农业生态系统修复等方面进行

科技攻关。重点开发农业生产中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技术，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提高环境保护的技术水平，积极

培养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人才。 

4.4完善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体系 

我国制定了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及废弃物防治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

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建设适应于本地的法规和制度，制定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推行规划，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定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在农业税收、

农业信贷和价格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和倾斜，通过减免税、低利率贷款和融资等，鼓励和引导循环经济投资。建立资源节约和综

合利用以及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激励机制。 

5 结语 

三台县是农业大县，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但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制约三台县农

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来促进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遵循

“3R”的原则，贯穿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农产品的产出和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的全过程。通过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农业面源污

染的治理。通过减少农业资源的投入，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农业废弃物的排放，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和

农产品质量，又保护了生态环境。通过加强宣传、完善资金、政策、法规的支持，促进三台县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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