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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析了山东省生态农业发展中果农牧渔综合发展模式 、开放复合型生态 、经济结构模式 、“四位一体”生态
温室种养模式 、枣粮间作模式 、“上农下渔”模式和产业化主导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况 、效益及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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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typical modes of eco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ZHENG Jun ，SU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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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situation ，benefit and evaluation of six representative ecoagriculture modes in Shandong Province ，includ
ing the integrate mode of multiform domain ，opening and compositing mode ，economical structure mode ，planting and rais
ing mode of ecological greenhouse ，jujube treecrop interplanting mode ，agriculturefish ecoagriculture mode and industrial
ization ecoagriculture mode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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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模式是生态农业理论知识应用于具体生产实践并逐渐改进与完善的结果 。 由于生态农业表
现形式的多样性 ，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模式的定义较多 ，不同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从不同角
度对其内涵进行了勾画 。结合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模式的不同解释及生态农业发展的实践 ，笔者认为生态农
业模式应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实现生态农业系统功能的一种技术手段 ，是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在现代农业
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和表达方式 。在一定区域内建设生态农业 ，首先要根据区域总体特点 ，确立有利于资源
高效和持续利用的主体模式 ，并在模式建设过程中逐步选择或构建具体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子模
式 。本文归纳了山东省一些成功的 、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 。

1 　以林果业为主 ，果农牧渔结合的综合发展模式（五莲县）
山东省五莲县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 ，属山区县 ，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 ８６ ％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五莲县

结合山区实际 ，确立了走培植与合理利用资源 ，发展生态经济之路 ，根据全县土壤特性 、气候特点 、自然资源
状况 ，制定了枟五莲县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枠 ，将全县划分为 ３ 个生态经济区［１ ～ ３］ ：西北平原丘陵区 ，该区面积
大 ，土壤肥沃 ，确定建立农田防护林网 ，稳定粮田面积 ，发展养殖业 ，以农促牧 ，以牧促加工 ，形成“种养加”
结构 ；中部低山区 ，该区山多 、草多 、水多 ，确定大力发展水土保持林 ，农 、林 、牧 、副 、渔全面发展 ，建立各类商
品基地 ，形成“林果牧加”各业并举结构 ；东南丘陵区 ，该区耕地面积少 ，土壤瘠薄 ，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确
定发展林果业 ，以林促牧 ，以牧促农 ，形成“林牧农”结构 。该模式生产流程见图 １ 。

效益分析 。一是以种植业为依托的畜牧养殖生态工程 。 目前五莲县规模养殖场发展到 ８００ 余处 ，养殖
大户 １２０００余户 ，２００１年全县肉 、蛋 、奶产量分别达到 ４２ 万 t 、１３ 万 t 、２１００t 。 二是林果业绿色食品保障工
程 。发展林果 １２００hm２ ，河滩造林 ５０００hm２ ，改造残次林 、低价林 ３１００hm２ ，林果业面积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６３ 万
hm２ 发展到 ２００１年的 ８ 万 hm２ ，全县林木覆盖率达 ４８ ％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４２万 hm２ ，农业生态环境显著
改善 。三是以种养业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工程 。目前全县已形成粮油 、果品 、蔬菜 、畜产品 、石材 、木材 ６ 大
农副产品加工体系 ，发展各类加工企业 ５００多处 ，年产值 ４０多亿元 ，新增经济效益 ３亿多元 。四是农业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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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五莲县生态农业建设模式流程

Fig１ 　 Flow chart of ecoagriculture mode in Wulian County

资源再生循环利用与农村能源建

设工程 。 将农业生物青贮氨化用
作饲料 ，培育食用菌 ，发展沼气等
进行多层次利用 ，取得了良好效
果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１００ ％ ，
作物秸秆也有 ８０ ％ 得到直接还田
或过腹还田 。 全县农村能源建设
也有了迅速发展 ，新能源开发利用
在农村覆盖面达到 ２６３ ％ 。

模式评价 。 该模式按照生态
学和经济学原理 ，把农业生产 、畜
禽养殖 、农副产品加工 、运销 、生产
资料的供应及服务业等 ，按照一定
组合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 其特点
一是多样性 ，系统内第一性的植物
产品（果 、瓜 、菜 、粮等） ，第二性的
动物产品（家畜 、家畜产品） ，第三
性的农副加工产品 、林业产品及运
输 、服务业等多种成分 ，在不同空间上结合起来 ，使系统结构向多组分 、多层次 、多时序 、多产品和高效益方
向发展 ，具有生产和保护双重功能 。二是增值性 ，在充分利用食物链及生态链原理 ，促进农林牧业协调发展
的基础上 ，实现了农林牧产品的多级加工利用增值 。三是该种模式体现了生态农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
点 ，对合理安排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2 　开放复合型生态经济结构模式（冠县）
山东省冠县位于山东省西部的黄河冲积平原区 ，土地可利用面积 ９８ 万 hm２ ，其中沙化地 ４ 万 hm２ ，盐

碱地 １６万 hm２ 。该县风沙大 、盐碱重 、自然条件差 。 １９８６年冠县开始发展生态农业 ，按照生物措施和工程
措施相结合 ，以治理改良盐碱地为突破口 ，以农业为基础 ，以能源综合利用为纽带的原则 ，积极推进“种养

加 ” 、“贸工农”一体化经营 ，促进了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 ，取得了明显效益 。该模式生产流程见图２ 。

图 2 　冠县生态农业系统工程模式简图

Fig２ 　 Mode chart of ecoagriculture system engineering in Guan County

冠县生态农业工程建设状况及生态农业

效益指标见表 １和表 ２ 。
表 1 　冠县生态农业工程建设状况

Tab１ 　 Construction of ecoagriculture
engineering in Guan County

项 　 目

Items
建设规模

Const ruction scale
增加产值／万元

Increasing value
年份 　 Years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旱作农业开发／hm ２ ３０６６ ８００ ４６０ １２０

中低产田改造／hm ２ 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５５０ １６５

荒滩造林／hm ２ １６７ ２３３ ４０ ５８８

沿海防护林／hm ２ ３３３ ３７５ ７５ ７５

沿海滩涂开发／hm ２ ６００ ７３３ １０８０ １３２０

资源可持续利用 ／m３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５ ２０

淡水养殖／hm ２ ４６７ ５３３ ４８０ ５６０

 指沼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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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冠县生态农业效益指标

Tab２ 　 Benefit indexes of ecoagriculture in Guan County
序号

No ．
指标

Index
１９９８ 年

Year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年

Year ２００１
增加

Increasing
１ 农 业 总 产 值 ／ 万 元 　 １４０１４０ １８５００９ ４４８６９

１１ 种 植 业 产 值 ／ 万 元 　 １０３２９６ １３４５２０ ３１２２４

１２ 畜 牧 业 产 值 ／ 万 元 　 ３１２１４ ４１０６９ ９８５５

１３ 林 业 产 值 ／ 万 元 　 ４７６５ ５４１５ ６５０

１４ 渔 业 产 值 ／ 万 元 　 ８６５ ９６５ １００

１５ 庭院工副业产值 ／万元 　 １００５２ １３１００ ３０４８

２ 粮 食 总 产 量 ／ 亿 kg 　 ４３ ４８ ０５

３ 果 品 总 产 量 ／ 亿 kg 　 １５ ２２ ０７

４ 森 林 覆 盖 率 ／ ％ 　 ２７ ３０ ３

５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元·人 － １　 １９３０ ２４３０ ５００

　 　模式评价 。该模式是在坚持以种植业为基础 ，养
殖业和农副产品贮藏加工 、销售为骨干 ，结合本地域农
业区划与资源实际的基础上 ，设计出的一种开放复合
型生态农业模式 。在模式设计中突出了多目标开发和
综合利用的分析研究 ，明确了在平原生态区建立良性
循环的系统模式中 ，应根据生态类型区的特点 ，以治理
风沙盐碱 、改良农业环境条件作为实现良性循环的起
始点 ，以发展种植业和林果业为第一性生产 ，提高植被
覆盖率和太阳能转化率作为良性循环的基础 ，强调沼
气利用是良性循环中实现能量转化和提高废弃物利用

率的有效手段 。

3 　 “四位一体”生态温室种养模式（鲁中南地区）
山东冬天气温低 ，发展温室保护地蔬菜生产和

大棚养殖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但从生产技术发
展过程看还存在温室内气温低 ，CO２ 匮乏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病虫害严重等制约因素 ，导致蔬菜产量低 ，品
质差 ，直接影响菜农的经济收入 ；大棚内养猪产生的粪便不经处理任意排放 ，严重影响周围生产 、生活环境 ；
每年农作物收获季节 ，大量秸秆被焚烧 ，既浪费资源 ，又污染环境 ；同时低温条件使有机废弃物重要利用技
术 ———沼气发酵陷入困境 ，从而切断了连接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纽带 ，使正常的生态循环难以发挥应有的经
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鲁中南山区是山东省主要种养业产区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经反复实践 、完善 ，形成目
前以土地资源为基础 ，以秸秆粪便为原料 ，以沼气为纽带 ，种养业相结合 ，通过生物转换技术 ，在农户土地上

图 3 　 “四位一体”生态温室种养模式流程图

Fig３ 　 Flow chart of plantingraising mode of
ecological greenhouse

将沼气池 、猪舍 、温室 、蔬菜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生
态温室种养模式 。该模式生产流程见图 ３ 。

效益分析 。莱芜市是山东省“四位一体”生态种养
模式发展的典范 ，目前全市实施“四位一体”模式的发
展规模已由 １９９５ 年 ２ 栋发展到 １２００ 多栋 ，“四位一
体”建设由刚开始的示范引导发展到现在农户的自觉
行动 。

采用“四位一体”模式种植蔬菜的温室比普通温室
增产 ２０ ％ 以上 ，年收入可达 １２ 万元 。 如种植美国西
葫芦 、贵妃西红柿 、日本川岛桃的温室 ，种植收入均在
３０万元／hm２ 以上 ；以每栋温室年养猪 ３ 栏 ，每栏养 ７
头 ，按每头收入 ６００ 元计 ，养猪收入 １２６００ 元 ，种养两
项合计 ，年收入可达 ２８ ～ ３２ 万元 。 同时 ，１ 栋“四位
一体”温室年可节约开支 ２８００ 元 ，其中包括沼气节煤
５００ 元 ，节电 １５０ 元 ，减少化肥农药投入 ４００ 元 ，节约饲料 １２００ 元等 。 且该模式有利于变废为宝 ，改善生态
环境 。 １个沼气池年可消化粪便 １２万 kg ，经厌氧发酵可产有机沼肥 ２ 万 kg ，相当于碳酸氢氨 ４６０kg ；有利
于封山育林 ，保持水土 ，１个 １０m３ 沼气池的正常产气量用作燃料 ，年可节约柴草 ２５００kg ，相当于封山育林
０３５hm２ ；有利于减轻污染 ，降低残留 ，沼渣 、沼液是优质的无公害肥料 ，并能防虫治病 ，长期使用 ，可减少化
肥 、农药残留 。

模式评价 。 “四位一体”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以沼气为纽带 ，将动物 、植物 、微生物活动有机联
系 ，形成与人类生存相和谐的高效良性循环系统 ，非常适合于我国农业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的现状 ，为山东
省绿色农业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

4 　枣粮间作模式（无棣县 、沾化县）
黄河三角洲区域内的沾化县有“中国冬枣之乡”的美称 。 枣树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 ，黄河三角

洲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了以多种效益并举为出发点的枣粮间作生态农业模式 ，该模式生产流程见图 ４ 。

２４６　　 中 国 生 态 农 业 学 报 第 １４卷



图 4 　枣粮间作模式流程

Fig４ 　 Flow chart of jujube treecrop interplanting mode

效益分析 。 枣粮间作 ，其意义在
于它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 一
般而言 ，单位面积枣树所得的收
益远大于单位面积粮食收益 ，这
也是许多农民积极主动实施枣粮

间作模式的内在动因 。 同时 ，黄
河三角洲地区地势平坦 ，风沙较
大 ，大面积种植粮食易受风袭 ，实
行枣粮间作 ，枣树有一定的防风
屏障作用 。 地处黄河三角洲地区
的无棣县枣粮间作有 ５０００hm２ ，
年产干枣 １３００万 kg ，在不影响粮
食产量的前提下 ，每公顷增收 ４５００ ～ ７５００元 ，全县人均小枣纯收入超过 ２００元 ，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同
时 ，金丝小枣系列产品加工也已初具规模 ，并有 ５大系列 ３０余个品种行销全国各地 ，有的还打入了国际市场 。

模式评价 。由于林粮间作必须在宜农宜林土地上进行 ，枣粮间作对黄河三角洲地区改良土地盐碱化和
提高林草覆盖率并不能起到实质性促进作用 ，但种植枣树可调节该区小气候 。 同时 ，由于黄河三角洲地区
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 ，很难保证大多数年份的风调雨顺 ，加之地形地貌和土壤类型的差异 ，并不是所有地方
都是宜农宜林的 ，枣粮间作生态农业模式在该地区的推广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决不是盲目照搬照抄 。

5 　 “上农下渔”模式（黄河三角洲地区）
简单而言 ，“上农下渔”［４］就是将农田分为“上”（台田）和“下”（鱼塘）两个部分 ，在台田上种植粮食作物 ，

在低洼地挖塘养鱼 。其基本做法是在黄河沿岸和其他有引黄条件的低洼盐碱地带通过深挖池塘 ，高筑台
田 ，实行水土分层治理 ，并在塘内养鱼 ，既改造盐碱洼地 ，又达到高效利用土地的目的 。 该模式生产流程见
图 ５ 。

图 5 　 “上农下渔”生态农业模式流程图

Fig５ 　 Flow chart of agriculturefish ecoagriculture mode

效益分析 。 地处黄河三
角洲的利津县 ，水源缺乏和
土地碱化是制约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原因 。 “上农下
渔”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
地的农业生产条件 ，为盐碱
地的充分利用闯出了路子 ，
树立了典型 。 目前该县由农
民自主开发的“上农下渔”面
积已达 ３３００hm２ ，每公顷效
益达 ４５ 万元以上 ；按照该
模式开发的“渗水养虾”和卤
虫 海 水 养 殖 面 积 近

５３００hm２ ；发展其他高效经济
作物近 ６６００hm２ 。与此同时 ，该县还十分注重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 ，不断延长“农业链” 。截至 ２００２年底 ，全
县已引进和培植了 ４０多个农业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外连市场内连基地 ，成为农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载体和桥
梁 ，带动该县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１３０００hm２ 。 ２００２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２４８２ 元 。

模式评价 。修筑台田 ，改造土地盐碱化的关键 ，在于降低地下水的水位和淡水压盐 。 “上农下渔”模式
较好地解决了该区域土地经营中的主要障碍因素 ———含盐量高 ，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鱼塘的存在 ，使局部
空气湿度有所增加 ，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小气候环境 ，有益于台田作物生长 。 当然 ，“上农下渔”模式并不完
善 ，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是台田的塌方问题还时有发生 ，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 ；二是台田上的经济作物种
植较少 ，种植的还只是一些低成本 、浅根作物 ；三是池塘养鱼缺乏名优品种 ；四是推广实施该模式的投资缺
口较大 ，经费难以得到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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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业化主导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诸城市）
诸城市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 ，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 。 改革开放以来 ，诸城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特别是以龙头企业带动型为主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思路的
形成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 诸城市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思路是［５］以构建产业基地为基础 ，加工转
化为龙头 ，商品市场为载体 ，效益农业为目标 ，坚持“基地化建设 、专业化生产 、区域化布局 、商品化经营”的
原则 ，寓产业化于生态农业的规划开发之中 ，通过生态农业建设打基础 ，产业化链条来延伸 ，市场化经营来
牵动 ，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 、优质 、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

效益分析 。该模式一是为农产品进入市场发挥了“桥梁”作用 ，提高了社会对农产品的吸收消化能力 ，
增加了农民收益 。 截至 ２００２ 年底 ，诸城市的龙头企业已发展到近 １０００ 家 ，年加工农副产品能力达 １２ 亿
kg ，冷藏保鲜能力达 ０５亿 kg ，运输能力达 ８０亿 kg ，有近 ２０ 万农户与龙头企业建立了产销关系 ，占农户总
数的 ９０ ％ 。二是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合理解决了种 、加 、销之间的脱节问题 。 农民根据市场变化不
断调整产业 、产品结构 ，提高了农业比较利益 。 ２０００ 年诸城市的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之比已由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 ３６∶３９∶２５调整为 ２７∶４３∶３０ ，农业内部粮食与经济作物之比也调整为 ５∶５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３７６０
元 。三是龙头企业的带动 ，刺激了农村种植业 、养殖业的发展 ，形成了一大批种 、养业基地 。 种植业中全市
２／３以上的耕地纳入了基地种植 ，畜牧业突出发展养殖大户和专业养殖场 ，全市发展养殖大户 ２１ 万户 ，各
类专业饲养场 ４５００多处 ，基地提供的农产品占全市总产量的 ７５ ％以上 。四是提高了农民素质 ，拓宽了农村
劳动力就业渠道 ，加速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到 ２００１年 ，诸城有 ３ 万多农民参加了绿色证书培训 ，有 ７０００ 多
人获得农民技术员职称 。同时 ，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开辟了新的途径 。 据
统计 ，目前诸城市已有 ５２ ％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进入了二 、三产业的生产 ，各类专业村发展到
５００ 多个 ，专业户 ９ 万多家 ，分别占村户总数的 ４０ ％以上 。

模式评价 。积极扶持并着力培育龙头企业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先导作用 ，是诸
城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显著特点和成功经验 。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打破传统农业的封闭狭隘的产业格局 ，
用发展现代大农业的经营战略 ，抓住产业化的“龙头” ，壮大主导产业（主导产品） 。 因此 ，能否选择和培育一
批市场前景好 、牵动力和带动力较强的龙头企业 ，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 龙头企业带动型发展模
式的持续健康发展 ，还需要有一套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新机制来规范企业 、基地 、农户等不同利益主体
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 ，从而保证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的有效对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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