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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各项行为对于生态环

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科技不断的发展下，农业生产不

再是生态环境的大循环，而是将一些科技要素融入其

中。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种植

产生的农作物秸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不仅

仅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更使得农业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当地土壤资源

的过度开发使得农业生产无法实现可持续利用。在这样

的背景下，必须要在保证农作物产品质量和产量的同时

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避免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畜

禽粪污和废弃物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合理地利用农业

生产过程中的其他产物，推动生态和经济的循环发展。

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便

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模式，在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同时，

将农业生产的畜禽粪污和废弃物（农作物秸秆）加以循

环利用，并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能够

有效地实现农业生产的经济提升，而且还能够对于生态

环境进行保护。

一、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概述

（一）相关概述

生态循环经济型农业就是循环经济型农业，按照

“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要求，以畜牧业为龙头，以

农（林）牧结合为基础，以畜禽排泄物和作物秸秆的综

合处理、消纳利用为纽带，采用“养畜-沼（有机肥）-

粮”“养畜-沼（有机肥）-菜”“养畜-沼（有机肥）-果”

等循环模式进行生产，使生物质能得到多层次、多级化

循环利用，带动养殖业、种植业、林果业发展。以建立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与禁

焚、稻鱼共生机制为突破重点，完成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建设，建成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废

弃物基本实现生态全消纳、零排放，“主体小循环、区域

中循环、县域大循环”发展格局基本构建，着力形成农

业产业融合发展、资源循环利用高效、生产清洁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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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时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要考虑到

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将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进行综合考虑。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农业得到了极为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人们对产量

的追求，使得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畜禽的养殖量大大增加，这虽然加速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但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

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农业部门提出了大力发展种养结合和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理念，并推行在种养结合和生态循环经济方面加速发展。为此，本文将

结合云南省玉溪市 2018 年《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项目》的实施目标，简单开展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相关研究，促进理论研究与实际现

状的结合，推进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发展，在落实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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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持续改善、农产品优质安全、经济效益明显的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体系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总的来说，循环经济在农业中得到广泛利用的核心，就

是将生态融入到其中，坚持循环经济的原则实现生态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

图 1  以沼气为核心的循环生态农业

（二）现实意义

1.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破坏。在农业发展的过

程中，由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经严重

影响了农业的生态发展，这样的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和生

产过程所造成的生态破坏是无法挽回的，长此以往会使

得农村的青山绿水逐渐消失。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人

们已经在长时间的研究过程中得以证实，一旦生态环境

受到破坏，会严重限制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

会对大自然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使得农业

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受到破坏，另一方面还会在全球范

围内引起气候变化。而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的应用便是从

生态的领域，借助循环型经济的原则，实现农业经济的

发展，这样能够有效地减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破

坏，原有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以及一些农药化肥的

使用，产生的畜禽粪污转变为其他的可循环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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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必然能够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破坏，从长远

的角度来看，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工作都

是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加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

深入到各行各业，在发展过程中纷纷寻找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方向。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探寻不

仅仅对于农业生产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新时

代下建设新农村和现在的乡村规划，也有着一定的指引

作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应用便是要对现有资源进行可

持续的规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合理地应用当地的土

壤资源和水资源，使这些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地开发

应用，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

很容易由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

粪污对当地的资源、环境的破坏，从而使资源无法最大

限度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借助再循环的方式对当地的资

源进行合理的规划，这些资源可以充分地得到循环利

用，从而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各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这能够解决目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匮乏以及农业生

产需求的矛盾，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转型，构建新农村

的农业生产经济模式，促进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与转型。

3.优化农业生产的经济结构。限制农业经济发展的，

包含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的经济结构。而借助生态农业

循环经济模式，则能够对原有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进行

进一步的改善和优化，对传统生产模式下的经济结构中

的问题进行探索，借助再循环的经济原则对农业生产的

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其中最有效的内容便是针对目前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管理问题，借助更加科学的管

理方法，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科学管理，解决生产过程

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除此之外，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对于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也使得农业生产经济

结构面临一系列问题。但是如果将这些资源进行进一步

的优化，配置在合适的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环境下，选择

适合的作物进行种植，能够有效地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

效益，促进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种养结合模式的基本模式

（一）“饲料作物—畜禽养殖”的种养结合模式

在“饲料作物—畜禽养殖”种养结合模式中，主要

是将粮食作物改种为草食动物所需的饲料作物，如黄竹

草、黑麦草、玉米、大麦等进行种养结合。在具体模式

的应用过程中，可以利用食草动物的食性将饲料直接进

行转换利用，从而实现生产肉类等经济产物。而牛羊等

草食动物的粪污可以作为粮食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有机肥

料进行综合利用，初步处理后减少化学肥料的使用量，

可以有效地减少在农业种植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

土壤破坏。而在该模式下种植所选用的饲料作物的产

物，可以作为牛羊生长所需的必要营养饲料。这一种养

结合模式是相对较为简单的种养模式，可以用于大部分

区域的试点运行。

（二）“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畜禽养殖”的种养结

合模式

“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畜禽养殖”的种养结合模

式，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将主要的作物作为粮食作物，

而其副产物作为家禽和牲畜生长过程中的主要饲料。这

样种植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产物，则可以用于发展农业

经济，这样的种养结合模式能够进一步带动当地的农业

经济。又可以促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最常

见的模式便是稻田养鱼，借助稻田种植的水面养鱼，这

一过程可获得鱼产品，而养鱼饲料则借助稻田中的害虫

和杂草，其排泄的污粪可作为有机肥直接利用，鱼活动

也可以翻动泥土促进肥料分解与吸收，为水稻生长创造

良好条件。

（三）“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畜禽养

殖”的种养结合模式

“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畜禽养殖”的

种养结合模式在具体的试点与应用过程中，需要考虑到

的因素相对较多。一方面要考虑到畜禽类在生长过程中

所必需的营养品。要保证作物在种植过程中能够满足家

禽类和牲畜类生长所必备的营养，搭配用药确保当地的

粮食生产能够满足农业，自给自足。此外，还需要采用

一定的经济作物来带动农业的发展，而这些作物和禽畜

类的生长必须要满足当地环境的需求，确保在农业种植

和禽畜养殖过程中，能够实现同步提升。除此之外，大

部分经济作物对于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为苛刻，这些都需

要经过充分的考虑，对当地的地质环境和自然气候进行

考察后，选择合适的作物来实现当地的种养结合模式。

三、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面临的困境

在农业转型的过程中，要想实现生态农业循环经济

模式的改变，将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融入到目前的实际

情景中，就必须要解决目前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所面

临的一系列困境。首先，所需要考虑的内容便是在农业

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而且只有迎

合自然环境才能够使得农业发展趋向与生态循环同向。

这就使得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应用，需要结合当地

实际环境展开。其次，农业的经济结构转型需要进行大

力的推广与宣传。由于在农村开展一系列农业结构转型

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而且必须让农业种植者和畜牧

业养殖者认识到循环经济的优势，了解生态农业对于农

业发展的长远优势，这样才能够使经济模式的转变快速

落实。然而在具体的宣传工作落实的过程中，实际人文

环境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域较为广

阔，农村分布较散，这就使得宣传工作更加难以展开，

另一方面，很多农民并不能够从长远的角度认识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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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优势，而这一模式所带来的优势

又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上的，这使得宣传工作更加

难以开展。为此，必须要构建相关的示范基地，让农业

工作者深入明确这一模式的优势，对当地的农村发展进

行启示和示范，这样才能够实现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快速转变。最后，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变需要投入大量的

资金，而我国农业发展所投入的资金来源，大多都是由

于政府机构的资金，这些资金显然无法满足农业经济结

构转变的迫切需求。而且要想引入循环原则下的相关种

养结合模式就必须要投入一些新型技术，这些新型技术

的开发也是一笔较大的资金投入。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在转型的过程中寻找其他的资金来

源，一方面需要调动社会企业的关注，将生态农业循环

经济模式下的优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并吸引企业投入资

金到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工作中，为相关技术的发展以

及农业经济结构的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带动地

方农民群众自发地投入到农业循环经济的转型工作中，

实现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双丰收，带动当地农业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

四、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

重点方向

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将农业加工行业进行进一步的

强化，通过加工的方式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作

物，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并创造这些产物的经济和效

益。在这项步骤中可以对农业生产工作中的主要作物进

行进一步的加工，这样便能够使原有的价值得到进一步

的提升。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诞生出的废弃物和附着

物，其经济效益本身相对较低，甚至在市场中并无经济

价值，但是如果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很有可能产生

新的经济效益，为农业生产工作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白色农业是在循环过程中的一项核心原则，也是其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应用的重要途径。白色农业是指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一系列有价值的微生物应用到农业生产工

作中。在农业的有关研究中，相关专家对微生物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最大的作

用，如果合理地利用微生物能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

升，同样也能够使农业生产实现再循环，促进生态农业

的建设。在传统的农业种植过程中，农业的生产与发展

都是主要依靠水土为核心，但是农业的发展又为水土资

源带来了严重的负载。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要提高农

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就必须要借助一系列化学物质来

提高农业的产量与质量，但是这样的方式会对水土资源

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农业发展必须要寻找新的途

径，而借助微生物的方式，便能够有效地实现对于传统

农业的改革，将微生物能源作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其中沼气便是白色农业的一项重要表现，它将人与

养殖业所产生的粪便通过微生物发酵的方式为农业生产

生活提供清洁能源，而且还可以将这些粪便发酵为有机

化肥，为农业生产提供进一步的绿色资源。而除了这一

案例之外，微生物在农业生产工作中的应用还有很大的

发掘空间，通过合理的应用微生物能够为人类的农业生

产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五、结束语

总的来说，无论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是绿色环保

的理念，都使得目前农业的发展需要进行转型，将循环

经济发展原则融入到其中，改变原有的农业经济模式与

结构。其中种养结合型种植模式能够有效地实现生态农

业循环。借助畜牧业和种植业之间的生态关联，构建更

加科学的种养模式，使得农业发展趋向于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角度，促进当地农业的长远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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