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3 20152015 年 第 3 期

发林场的发展活力。

2.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部门应积极沟通协调，将林场的道路、

渠闸、水电、通信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工

作纳入当地规划，通过国家和地方财政增加资金

投入，加大对林场的扶持力度，改善和提高林场

的基础设施条件，保障职工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

夯实林场发展基础，使林场职工实实在在地分享

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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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农业始于 20世纪 80年代，由生态

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倡导提出，并组织了试点、

示范和理论研究，从而推动了生态农业的不断发

展，使之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提高，影响日

渐深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 1］。实践证明，生态农业是农业和农村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模式，是解决我国农村人口、

资源、环境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最佳途径，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1 生态农业的定义、产生背景及特征

1.1 定义

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

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

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其要求将发展粮食与

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

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

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人工设计生态

工程、模式和技术，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

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与经济 2个系

统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

一［ 2～6］。

1.2 产生背景

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是困扰人类

的三大问题，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西方发达

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走的是“石油农业”道路，导

致土壤板结、地力下降、严重污染，农业发展很

难持久。199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了持

续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促进了多国加强科学研

究与合作，开展可持续农业发展的研究和探索。

可持续农业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以

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建国以来，

我国农业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农业基础设施和

生产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 7］。但农业生态环境问

题日趋严重，自然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草

原退化增加，农田污染加剧，耕地肥力下降，生

物多样性受到了破坏，农业生态系统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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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十分迫切，需要协调农村

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实现农

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建设一个高质量和高效益

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

模式和技术体系。

1.3 特征

我国的生态农业理论选择性吸收了国外生态

农业的合理内容，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不断完善和提高。主要特征有以下几方

面［ 2～6］。

1.3.1 综合性 生态农业强调发挥农业生态系统

的整体功能，以大农业为出发点，按“整体、协调、

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

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

三产业综合发展，并使各业之间互相支持，相得

益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1.3.2 多样性 生态农业针对我国地域辽阔，各

地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

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我国传统农业精华，结

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

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

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能根

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

1.3.3 高效性 生态农业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

层次综合利用及系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让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效益，

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

极性。

1.3.4 持续性 生态农业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

更重要的是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

发展，将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

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

业发展后劲。

2 生态农业的基本理论

2.1 农业生态系统

生态农业建设是在农业生态系统内进行的。

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由人类—生物—环境构成的

多层次、十分庞杂的系统，是由自然生态系统演

变而来，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形成的。与自然生

态系统相比，农业生态系统有 6个特点，一是受

人类的影响和控制，目的是增产增收、提供食品、

确保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保护和改善环境。二是物

种是人工培育选择的，抗逆性差，物种单一，结

构简单，自然灾害多。三是主要依赖人工调控并

与自然调控相结合，如采取绿化荒山、改良土壤、

兴修水利、选育良种、作物布局、栽培管理、防

治病虫等措施获得高产。四是开放性大，物质和

能量的输出和输入量大，无法保持自身的平衡，

需大量投入，易造成污染，带来公害。五是不仅

受自然规律控制，还受社会经济规律控制。如社

会制度、人口数量、经济政策、市场需求、资金

投放和科技水平的影响，须谋求经济、生态和社

会三大效益的统一和增长。六是生产率高于自然

生态系统。

2.2 物质能量传递循环

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

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传递循环（简称物流、

能流），才使生物得以维持生存、繁衍与发展，而

且也使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与稳定，遵循“两个流”

的规律是生态农业建设的基础。物质循环主要是生

物吸收水、空气（二氧化碳、氮气等），还要从土壤

中吸收矿质营养，利用太阳能制造有机物，沿着食

物链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体中，最终又回到水、空气

和土壤中，实现物质的循环。物质是能量的载体，

一般吸收了物质就吸取了能量。能量流的主渠道是

通过“食物链”来实现的。所谓“食物链”就是生物之

间取食与被取食形成的链条，即“大鱼吃小鱼，小

鱼吃虾米，虾米吃浮游生物”。正常的物质和能量

流动，可以保持生态平衡和系统稳定。

2.3 农业生态系统的“环”、“流”和“库”

“环”是指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即地球

表面物质的化学元素从环境到生物体、再从生物

体到环境以至生态系统之间进行流动和转化的运

动。如碳、磷的循环等。“流”是指物质和能量从一

个生物体转到另一个生物体的过程，即物流和能

流。“库”是物质被暂时固定、贮存的场所，生物体

就是一个装载物质和能量的仓库，还有大气库、

水圈库、土壤库等［ 8］。没有“流”和“库”，能量就

不能固定，无法利用，就不能形成“环”。“环”、

“流”、“库”是一个整体，研究“环”、“流”、“库”对

于生态农业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3 生态农业建设的内容

3.1 规划与设计

生态农业规划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依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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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环境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遵循生态经

济学原理及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运用系

统工程方法，制定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及行业规

划，以便对生态农业建设试验区内农村经济的近

期、中期与长期的高效、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作出战略性部署与实施对策。

没有规划的生态农业建设是盲目、无序和零

乱的，难以达到预期成效［ 9］。生态农业一般按照

县、乡、村、户四级进行规划建设，以县级为重

点。县级是我国农业经济活动的基本地域单元，

具有行政职能与经济功能的相对独立性，能充分

调动自身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运用政策进行宏观调

控的能力，故可以县为单元规划生态农业建设，

提出建设总体目标，按照生态农业的发展战略，

调整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实施农业生态环境建

设工程，推广应用生态农业模式和技术。

3.2 工程、模式与技术

生态农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实施生态工程、

推广生态模式和运用生态技术。

通过实施生态工程，治理和修复被破坏和被

污染的农业生态环境，使农业生态系统达到良

性循环。如种草植树治理沙漠及防治荒漠化、

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改造盐碱

地、草地保护、矿区复垦、乡企清洁生产及治

污、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等；退耕还林还草，

扩大绿色植物覆盖率；兴修水利，改田改土，

使其成为涝能排、旱可灌的高产稳产良田；坡

地实行坡改梯、薄改厚、瘦改肥，使“三跑土”变

成“三保土”。

推广应用生态农业模式及技术是生态农业建

设的重要措施和基本方法。2002年，在农业部组

织下，遴选出了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十大生态农业

模式及配套技术：“北方四位一体”生态模式及配

套技术、南方“猪—沼—果”生态模式及配套技

术、平原农林牧复合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草地

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

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及配

套技术、生态渔业模式及配套技术、丘陵山区小

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及配套技术、设施生态农业模

式及配套技术和观光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

除此之外，全国不同省市还有许多各具地方特色

的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也具有推广应用价

值。

3.3 综合评价

生态农业建设的效果如何，需要进行量化分

析评价，才能作出客观正确、恰如其分的结论。

生态农业评价是对生态农业系统运用一系列生态

经济指标和一定评价方法进行分析和诊断，以辨

别和衡量系统优劣，发现系统发展变化规律，并

通过对其内在机制和原因的探索，为生态农业建

设的决策服务［ 10］。如果是对项目进行评价，还要

作出审核验收结论，以判定合格与否。生态农业

评价有多种量化指标，形成了一整套的综合指标

体系，项目验收时，指标应精简实用。在生态农

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主要指标有森林覆盖率、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粮食总产量及年均增长率、

沼气池数量及普及率、土壤氮素及有机质变化情

况、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废弃物综合利用状

况、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

长率、经济产投比、商品化程度等。设计评价指

标时，还要定出每一指标的分值，将每一指标的

分值分成几个级别，分别评分。如以百分制综合

评价，据初步研究，总分超过 75分，可以确认某

县生态农业建设初步达标；超过 75分以上，分数

越高，生态农业建设越完善，越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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