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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农业吸收了西方生态农业的优点 , 又符合中国国情 , 因此受到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的有力

推动和农民的积极参与。但是 , 由于种种原因 , 我国生态农业一直徘徊在小规模、低效益、低循环的层面上。生

态农业产业化是生态农业发展的新阶段。许多地区依靠当地优势资源走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业

化道路。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 , 本文将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分为整体协调、调整结构、科技教育、生产基

地、龙头企业、品牌经营、健康产品、农林复合和生态旅游十大类型。通过对这十种类型进行分析 , 本文提出我

国在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需要注意五个问题 , 即 : 克服小农经营障碍、杜绝照搬欧美模式、完善农村

金融体系、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和加速西部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针对这五个问题 , 本文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

法 , 意在探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重心和努力方向。

上
世纪 60 年代以来 , 由于传统

农 业 生 产 力 的 限 制 和 石 油 农

业弊端的暴露 , 各国都在寻找

新的替代农业 , 提出了有机农业、生物农

业、自然农业、持续农业和生态农业等模

式 , 这些模式都是以生态学为基本思想

的 , 可统称为生态农业 [1]。中国生态农业

吸收了西方生态农业的优点 , 又符合中

国国情 , 因此受到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各

级政府的有力推动和农 民 的 积 极 参 与 。

但是 , 我国的生态农业在理论研究、生产

实践和管理体系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问

题 , 这使得我国的农业经济一直徘徊在

小规模、低效益、低循环的传统生态农业

层面上。

生态农业产业化是生态农业发展的

新阶段 , 是遵循发展农村经济与保护农

业生态环境相协调 , 自然资源开发及其

增值和保护与实现可持续利用相协调原

则 , 以生态系统承载力能力为前提 , 充分

发挥当地生态优势 , 在生态良性循环的

基础上开发优质、安全、无害农 产 品 , 经

济、环境效益高的现代化农业产业 [2]。生

态农业产业化独特的性质和明显的优势

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最迅猛的发

展 , 许多地区依靠当地优势资源走出了

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 农 业 产 业 化 道 路 。

然而 , 我国的生态农业产业化仍然存在

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 这都制约着我国生

态农业产业化前进的步伐 , 也必将成为

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工作的重心。

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类型

整体协调型

生态系统层次多、目标多和联系多

的特点 , 要求在生态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中要重视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性 ; 而生

态农业产业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 即实

现环境保护和农业发 展 的 协 调 统 一 , 又

要求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效益的协调

统一。四川彭州市北花园生态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遵循“经济、生态、社会”三效益

统一原则和“整体、协调、循环、再生 ”的

基本原理 , 通过实施生态农业、观赏农

业、设施农业、供给农业、效益农业“五位

一体”的服务型农业战略 , 将试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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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观赏、消费与教育融为一体 , 走上

了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系列化的开

发道路[3]。

调整结构型

生态农业产业化要求把建设优质高

产高效农田、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促

进农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 , 借助农

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力优化组合农业生产

中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多种结 构 , 实

现农业生产时空配合、多种经营相结合、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产业协调发展和相

互促进等目标。北京近郊瀛海镇为综合

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 , 先后进行了两轮

农业结构调整。目前 , 瀛海镇蔬菜种植、

畜禽养殖两大支柱产业初具规模 , 产 、

加、销产业链基本形成 , 实现了种植业时

空配合、农业种养结合 , 有效地提高了资

源利用率 , 形成了生态农业产业化的良

性循环[4]。

科技教育型

生态农业产业化要求在生产过程中

优化组合技术与高新技术 , 把资源高效

利用、改善生态环境、高品质食物生产等

技术与高新技术作为研究、开发、推广和

应用的重点[5]; 要求在科技推广过程中积

极开展科技培训 , 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

化素质 , 培养他们生态农业观念和产业

化经营理念。浙江省磐安县采取“种、积、

还、改”的生态农业技术 , 提高了土壤可

持续利用能力; 大力推广生态植保技术

和生物农药, 实现了健康农产品的生产[6]。

山东省兖州市在“无公害优质玉米关键

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项目中 , 不断提

高广大农民的科技素质和高新技术对农

业的贡献率 , 在农业科技装备和人才培

养、农业科技管理机制等方面都实现了

突破[7]。

生产基地型

生态农业生产基地是生态农业产业

化的基本依托 , 也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

场接轨的重要环节。因此 , 发展生态农业

产业化必须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制

度改革 , 因势利导的引导农户合理扩大

土地经营规模 , 加强生态农业生产基地

的建设。20 世纪 80 年代浙江省临安市

在完成综合农业资源调查的基础 上 , 相

继 改 造 和 建 立 了 粮 、牧 、竹 、茶 、桑 、果 、

菜、药、畜、渔等十大农特产商品基地 , 不

仅发挥了地方农业资源的优势 , 还实现

了生产基地和农产品的相对集中 , 同时

大大提高了生产规模化水平 , 因而赢得

“江 南 最 大 的 菜 竹 园 ”、“中 国 山 核 桃 之

乡”等荣誉称号[8]。

主导产业型

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 , 需要按照地

域分异规律 , 因地制宜 , 选择适当的生态

农业产业化模式 ; 同时 , 需要全面调查分

析资源潜力、生态劣势及优势、市场条件

等 , 积极开发相应的主导产业 , 大力发展

特优农产品。河北省槐桥乡利用地多的

优势 , 选择需水量少的经济林木为主导

产品 , 组织产销集团 , 优化产业链[4]。浙江

省云和县利用资源优势 , 发展木制玩具

产业成为当地主导产业 , 推动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9]。浙江省磐安县开发了香菇、

茶叶、药材、高山蔬菜等主导产业 , 形成

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优势 , 实现了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10]。

龙头企业型

龙头企业是产业化经营系统的组织

者、营运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技术

创新主体和市场开拓者 , 起着关键的枢

纽作用 , 其带动功能更是实现生态农业

产业化的关键。因此 , 必须加强对龙头企

业的培育 , 包括严格设计构建、重点扶

持、强化带动功能等。河南莲花味精集团

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之 一 ,

实施生态农业产业化战略之后 , 味精产

量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二 , 资产总额高达

53 亿元 , 有力推动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快

速发展[11]。辽宁省北宁市政府不断加大

对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 , 促使北宁闾山

葡萄有限公司、李凯集团等 30 余家大中

型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迅速发展[12]。

品牌经营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生态农业作为

高度社会化、产品绿色化的产业 , 想要生

存与发展 , 必须用品牌开拓市场 , 提高产

品知名度、市场占有率和附加值 , 形成市

场竞争优势和价格优势 ; 此外 , 品牌经营

还能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企业 形 象 ,

有助于企业准确定位、得到法律保护等[13]。

黑龙江省完达山集团重组后开展了一系

列“打品牌、树形象”工程 , 名牌战略的实

施使“完达山”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填补

了黑龙江省中国驰名商标的空白 [14]。内

蒙古草原兴发集团以适度技术催生特色

产品 , 依据市场拓展个性化、高附加值的

产品 , 在全国市场打响了“草原兴发”的

品牌[15]。

健康产品型

发展无污染食品如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等 , 一方面满足了城乡人民对食物

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 , 另一方面有助于

解决现代化农业带来的环境问题如食品

污染 , 此外还可以提高农民就业率、增加

农民收入等。吉林省和龙市以无公害蔬

菜为重点 , 全方位立体开发了 “龙牛”、

“蚕龙”、“菜龙”、“果龙”和“绿色稻米”等

10 条绿色龙型经济[10]。黑龙江省庆安县

米粉厂 1993 年申报“庆泉 牌 ”洁 米 使 用

绿色食品标志 , 当年就改变了亏损局面 ,

次 年 又 成 为 黑 龙 江 省 食 糖 系 统 的 百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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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16]。黑龙江省虎林市依赖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 重点发

展 13 个绿色产业 , 促进了市域经济的发

展[16]。

农林复合型

农林复合经营 是 指 于 同 一 土 地 上 ,

在空间位置与时间顺序上 , 将多年生木

本植物与农作物和家畜动物结合在一起

而 形 成 的 所 有 土 地 利 用 系 统 的 集 合 [17]。

农林复合型生态农业充分利用土 地 、发

展多种经济 , 在提高经济效益和农民生

活水平的同时 , 优化利用自然资源 , 有效

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山东省曹县以增加

农民收入为出发点 , 大力推进农林复合

经营。目前 , 全县有农田林网 11.67 万

hm2, 林农间作 2.67 万 hm2。 农

林复合经营的大力发展不仅提

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沙区

生态环境 , 而且促进了木材加

工企 业 的 迅 速 膨 胀 。2004 年 ,

曹县被中国林学会命名为 “中

国 泡 桐 加 工 之 乡 ”、“中 国 杨 木

加 工 之 乡 ” 和 “ 中 国 柳 编 之

乡”。

生态旅游型

一方面因为生态环境不断

恶化 , 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收入

的 提 高 和 休 闲 时 间 的 增 多 , 人

们回归大自然的渴望愈来愈强烈 , 对物

质文化生活的生态需求也愈来愈高。因

此 , 农业生态旅游成为一种新的休闲娱

乐方式 , 它既可以使人们领略到田园风

光 , 又可以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 同时还

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经济。北

京市延庆县利用季节上的优势和良好的

生态环境 , 把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 将生

态劣势转化为了生态优势[18]。北京市门头

沟区樱桃村以生态退耕为契机 , 发展以

樱桃为主体的绿色采摘与回归自然休闲

观光农业 , 创造了宝贵的经济价值和社

会财富[4]。

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需要注意的

问题

克服小农经营障碍 , 促进生态农业产业

化的发展

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大

量农民进行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 , 这无

疑与生态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相

矛盾。因此 , 能否克服小农经营障碍、把

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生态农业产业

化链条中 , 成为生态农业产业化能否迅

速发展的关键。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

上 ,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走在了前列。它们

为农户提供最新的市场信息、新品种的

引进渠道和专业的技术指导 , 还帮助农

民进行质量认证和商标注册等等。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克服了小农经营的 障 碍 ,

从技术、生产资料供应、作业、销售等各

个方面为农民提供了方便和保证 , 不但

提升了产品的品牌和市场竞争力 , 还增

强了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 促进了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迅速发展。

杜绝照搬欧美模式 , 确保农户利益不再

受到损害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 一些海归人士

认为 , 由小农经济发展成欧美那样的规

模化农业速度太慢 , 索性让公司进入农

业 , 走“公司+农户”的模式。农业产业化

方案提出后 , 一些龙头企业便低成本上

市。它们从股市上套了很多钱 , 却没有多

少真正用于农业。它们的业绩几乎年年

低于股市平均水平 , 但是农副产

品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其实 ,

欧美模式有它特别的背景 , 中国

以 小 农 经 济 基 础 去 照 搬 欧 美 模

式 , 必然会损失惨重。如果继续

下去 , 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

国 农 业 的 发 展 必 须 符 合 中 国 的

国情 , 日韩等东亚小农国家采用

的 综 合 农 协 模 式 或 许 能 为 我 国

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契机 , 然而

该 模 式 的 高 成 本 问 题 值 得 学 者

们的关注。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 保证产业化

发展的资金支持

我国的实践证明 , 任何新的经济增

长点没有政策的保护与支持是难以壮大

的。生态农业作为一个幼小产业 , 生态农

业产业化作为一项新的系统工程 , 必须

得 到 包 括 政 府 在 内 的 社 会 各 方 面 的 支

持 , 尤其是资金上的支持。然而 , 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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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农村金融体系在此方面存在着诸

多问题 , 例如体制改革滞后、信贷投入不

足、融资环境不利以及缺乏有效的信用

评价和担保体系等。因此 , 必须构建完善

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体 系 : 健

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 健全农村多元化

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 建立包括农业龙头

企业在内的信用担保体系 , 构建和发展

农村民间金融体系 , 完善金融支农法律

法规体系 , 规范和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体

系[19]。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 避免带来生态环境

安全隐患

我国生态农业一直存有重生产功能

轻生态功能、重生产实践轻理论研究的

弊病 [16], 因此 ,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很

有可能为生态环境带来安全隐患。例如 ,

山东省曹县近年来大力发展农林复合经

营 , 其中杨粮间作约 1.33 万 hm2, 即选择

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作为速生杨的间作

物。然而 , 随着杨树的迅速生长、郁闭度

的逐年增大 , 林下间作物在 3 年之后便

无法生长了。这是否会产生粮食安全问

题呢? 此外 , 当地小型木材加工企业无力

购置有效的除尘设备 , 随着木材加工业

的迅速膨胀 , 粉尘污染是否会威胁当地

的生态环境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因此 , 我国必须加大科

研投入力度 , 避免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给生态环境带来安全隐患。

克服经济生态压力 , 发展西部生态农业

产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西部农业生产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 , 由于长期的不

合理利用 , 西部的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经济的落后和生态的脆弱 , 决定了加

快 西 部 农 业 发 展 只 能 走 保 护 性 开 发 道

路。因此 , 在西部大开发中 , 为了实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双重

目标 , 必须立足当地资源优势 , 改变传统

经营方式 ,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化结构 , 走

生态农业产业化道路 [20]。为了帮助西部

人民克服制约农业发展的因素 , 加快农

业生态化与产业化的建设 , 国家应当在

投资、税收、工商注册等方面给予更倾斜

优惠的政策 , 应当投资更多的资金予以

引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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