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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文认为, 在一个村庄内, 种植业小农户与养殖大户间形成的循环经济既可以循环利用农业

资源, 还可以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公司+ 农户”的经营方式降低小农户的市场风险; 既可以增加小

农户的经济效益, 又可以同时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但是, 在西部农村贫困地区, 村域农业循环经济的持

续发展却还需要关注循环经济产品的市场风险、养殖大户的资金需求及疫病防治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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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循环经济通过节约、循环和充分利用农业

资源, 在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的同时, 增加了农民

收入。种养业之间的循环经济可以是同一农户内部

的种养业之间的循环利用, 也可以是同一村庄内或

相邻村庄的不同农户间种养业之间的循环利用, 笔

者在此称后者为村域农业循环经济。在我国贫困地

区的新农村建设中, 就农村分散、小规模经营的现

状来说, 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则能取得良

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基于此, 笔者以宁夏回

族自治区盐池县李毛庄自然村为例, 分析探讨了贫

困农村地区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在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的作用和效果。

一、李毛庄村域循环经济现状

李毛庄自然村坐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城

西, 距离县城 6 公里, 有农户 50 多户, 人口 198 人,

人均耕地 5 亩, 全为水浇地, 还有一些草场。种植

业以小农户分散种植玉米为主, 亩均产量 1100 斤,

养殖业以小农户分散养羊为主, 2007 年底全村存栏

近 1000 只羊, 100 多头猪和几百只鸡。养羊是为了

获得收入, 养猪和鸡主要是为了农户自家消费。在

新农村建设中, 盐池县相关部门扶持李毛庄农户建

立了养殖业- 沼气池- 卫生厕所- 沼气燃气等“多

位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 并在 2006 年为李毛庄引

进了一批存栏 1500 多只、年出栏 5000 多只的育肥

羊大户和一户年出栏 1000 多头的育肥猪大户。

多年来, 李毛庄村民尝试过不同的种植业生产

结构, 种植过小麦等作物, 最终于 10 年前确认了种

植玉米产量高、收入多的经济优势。但享受优势的

同时, 也面临着很大的市场风险。2006 年以前, 李

毛庄分散的小农户生产的玉米除了满足自家养羊饲

料所需外, 常常会有大量剩余, 需要小农户去寻找

市场, 因而市场销售难一直困扰着村民。2006 年, 引

进了两户养殖大户后, 李毛庄的玉米种植小农户与

养殖大户之间形成了种养业循环经济: 玉米种植小

农户把玉米及秸秆出售给养殖大户, 养殖大户把动

物粪便出售给玉米种植小农户, 价格都是随行就市。

实践证明, 这样的村域循环经济既有单个农户

内种养业循环利用资源的优势, 同时, 又能通过农

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公司+ 农户”的经营方式来达

到降低小农户市场风险的效果; 既增加了小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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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 又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二、村域循环经济与其他经济模式的比较

与其他经济模式相比, 村域循环经济有着其自

身的诸多优势 (见表 1)。

11 与农户内循环经济的比较

与农户内循环经济相比: ①村域循环经济的养

殖规模大、专业化水平高。单家独户的农户内部种

养业循环经济, 其养殖规模及专业化水平会受到农

户所拥有的土地规模和资金量的制约。农户在有限

的土地上生产出的饲料也制约着其养殖规模。而村

域种养业循环经济中的养殖业是建立在多个农户种

植业总产量的基础上, 其养殖规模要大、专业化水

平要高许多。如在李毛庄, 养殖大户是利用很多农

户生产的玉米作为饲料发展养殖业, 其养殖规模可

以是几千只羊或上千头猪。只靠一家小农户在有限

的土地上种植玉米是难以满足大规模养殖的饲料需

求的。②村域循环经济中的小农户面临的市场风险

小。农户内循环经济要农户自己为循环经济产品寻

找市场, 且由于其产品规模小, 因而市场谈判地位

低, 面临的市场风险大。而在村域循环经济中, 养

殖大户收购小农户的玉米, 小农户不需要再投入额

外的时间和精力为自家玉米寻找市场, 这就减少了

小农户的市场风险。③村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

素少。农户内循环经济的发展既要受制于农户自己

所拥有的土地的多少, 还要受制于农户自家技术、资

金及市场销售网络的大小。而村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主要受制于养殖大户所拥有的销售网络和资金的多

少, 小农户拥有的土地多少对其制约不明显。要想

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村域循环经济只需要养殖大

户有足够的资金收购更多小农户的玉米。且相对于

小农户来说, 养殖大户的市场销售网络更大、掌握

的技术更多, 从而使得村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

素相对更少。

21 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比较

目前, 在贫困农村地区,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

给农户的最大利益之一是通过联合进入市场, 取得

低价生产资料和高价销售农产品等, 这些好处都可

以从村域循环经济中获得。村域循环经济中的小农

户和养殖大户地缘相近、相互了解和信任, 可以节

约运输成本以及节约农户获取信息、谈判等的交易

成本, 再加上销售价格随行就市, 小农户得到的纯

效益明显大于与村外市场交易的纯效益。同时, 村

域循环经济还可以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另外, 村

域循环经济也不排斥小农户形成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上, 依然可以发展

村域循环经济。

31 与“公司+ 农户“的比较

与“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式相比: ①村域循

环经济的交易成本低。相近的地缘优势, 农户间的

相互了解和信任节约了小农户产品销售和有机肥购

买的运输成本及小农户搜寻信息和谈判等的交易成

本。②村域循环经济中小农户销售产品的市场风险

和养殖大户购买饲料的市场风险皆小。交易成本优

势和随行就市的价格使玉米及秸秆在本村范围内的

销售具有了比较优势, 从而降低了小农户销售产品

的市场风险和养殖大户购买饲料的市场风险。③村

域循环经济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 还取得了生态

效益。

　表 1　　　村域循环经济与其它经济模式的比较

类别
农户内

循环经济

村域循环

经济

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
公司+ 农户

经济体成员 小农户
- 养殖大户

- 种植小户

- 合作经济组织

- 小农户

- 公司

- 小农户

利益主体 小农户
- 养殖大户

- 种植小户
小农户

- 公司

- 小农户

保证不同利益主

体的因素

同一利益主

体

- 相关的利益

- 相近的地缘
利益一致 合同

不同利益主体利

益的保证程度
高 较高 高 中

规模效益 小

- 养殖大户的规

模效益大

- 小农户规模效

益小

- 小农户生产规

模小, 但联合起

来的市场规模效

益大

- 公司的规模

效益大

- 小农户的规

模效益小

专业化水平 低

- 养殖大户专业

化水平高

- 小农户专业化

水平低

低

- 公司专业化

水平高

- 小农户专业

化水平低

经济体内部的交

易成本内容

- 农户内的

交易

- 种植小户与养

殖大户之间的交

易成本

- 小农户与合作

经济组织之间的

交易成本

- 公司与小农

户之间的交易

成本

经济体内部交易

成本数量
零交易成本- 低 低 高

小农户面临的市

场风险
大 小 小 小

经济体发展的制

约因素

- 土地

- 资金

- 市场

- 技术

- 市场

- 资金

- 技术

- 市场

- 资金

- 管理

- 市场

- 资金

- 管理

循环经济 是 是 不一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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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村域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村域循环经济良好的经济效益使贫困农村地区

的农业产业具有了经济可持续性, 村域循环经济的

良好生态效益又使贫困农村地区的农业产业具有了

生态可持续性。村域循环经济的经济模式不仅适应

目前农村分散的小农户经营模式, 同时, 还使贫困

地区的农业产业具有了经营管理的可持续性。

11 经济效益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李毛庄村域循环经济除提高了玉米产量外, 还

增加了小农户的额外现金收入, 降低了小农户玉米

的肥料成本和玉米产品的交易成本, 降低了小农户

玉米销售的市场风险和养殖大户饲料购买的市场风

险, 提高了小农户的经济效益, 使种养业在经济上

具有了持续性, 促进了种养业的不断发展。

(1) 提高了玉米产量。足够的底肥是保证和提

高玉米产量的关键。当村域循环经济形成后, 足够

的有机肥提高了玉米产量, 使李毛庄玉米平均亩产

从循环经济形成前的 1000 斤提高到 1100 斤。李毛

庄 1000 亩耕地, 90% 用于种植玉米, 900 亩的玉米

种植每年增加玉米产量约 9 万斤。

(2) 增加了小农户的额外现金收入。形成村域

循环经济前, 玉米秸秆除了少量用于小农户自家养

羊饲料外, 基本都在农田就地焚烧, 少量用作生活

燃料。形成循环经济后, 玉米秸秆成为了养羊大户

的饲料, 从而增加了小农户额外的现金收入。目前,

在李毛庄每亩玉米秸秆要卖 100 元, 900 亩地的玉

米秸秆, 除用于小农户自家养羊的饲料外, 玉米秸

秆可以为小农户增加现金收入约 5 万元。

(3) 降低了玉米生产的肥料成本。实践证明, 多

年连续施用化肥会导致玉米生产的化肥成本越来越

高。从养殖大户购买的有机肥来替代化肥, 减少了

玉米种植的化肥使用量, 节约了化肥开支。由于增

加的有机肥成本小于节约的化肥成本 (直接成本+

交易成本) , 从而降低了玉米生产的肥料成本。

(4) 节约了玉米产品的交易费用, 增加了小农

户收入。相近的地缘节约了小农户销售玉米的运输

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 随行就市的销售方式也使小

农户取得了与在村外市场一样的价格, 其结果是小

农户得到较多的经济纯收入。

(5)玉米产品的比较优势减少了其市场风险。较

低的交易成本及随行就市的价格使小农户的玉米和

秸秆在本村范围内的销售具有了比较优势, 从而减

少了养殖大户饲料不足的市场风险。且随行就市的

价格也使养殖大户没有排斥收购本村玉米的倾向,

相近的地缘及熟人文化使养殖大户具有优先购买本

村玉米的倾向, 从而减少了小农户销售玉米的市场

风险。

21 生态效益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李毛庄村域循环经济通过种养相结合, 适度的

养殖规模, 使动物粪便有了足够的土地消纳。通过

沼气池发酵利用动物粪便, 也减少了动物粪便直接

利用对土壤、空气等的污染。不仅如此, 通过减少

化肥施用量还改善了土壤结构。其结果使种养业在

生态上具有了可持续性, 促进了种养业的良好发展。

一是减少了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按 1 亩耕地

可以消纳 5 头猪和 10 只羊的粪便的能力计算, 李毛

庄的 1000 亩耕地就可以消纳 5000 头猪和 10000 只

羊的粪便, 而现今李毛庄的养殖还未达到如此规模。

由于消纳了分散养殖户和大养殖户所养猪羊的粪

便, 从而减少了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

二是改善了土壤结构, 减少了土壤污染。长期

大量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营养失调, 导致土壤中硝

酸盐积累使土壤酸化, 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而李

毛庄农户采取增加有机肥的施用及减少化肥的施

用, 从而改善了土壤成分、减少了土壤污染。

31 经济模式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尽管目前我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离土进城、弃

农从工从商, 但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留在土地上, 尤

其是在贫困地区。这些留在土地上的农业劳动力就

业途径不足, 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因此, 即使鼓励

土地流转, 但分散的小农户种植是我国农业的基本

经营模式, 也将是今后我国农村比较长时期内的一

种农业经营模式。只有适应这种分散小农户经营模

式的经济运作方式才具有可持续性。村域种养业循

环经济没有剥夺或改变农户的土地使用权, 但同时

却克服了小农户分散经营的“分散”和“小规模”的

局限性, 降低了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风险, 使农业

产业在管理上具有了可持续性。

四、村域种养循环经济面临的困境

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不仅增加了小农户的收

入, 也带来了很好的生态效益。但是, 村域循环经

济也面临着一些急需社会关注的问题。

11 循环经济产品 (羊、猪) 的市场风险

盐池县及其附近地区对滩羊的消费量和需求量

很大, 李毛庄养羊大户 10 多年来一直销售顺畅, 没

有想到过要采取订单养羊。但不知何故, 2008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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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羊肉价格很低, 养羊大户几乎到了不赚钱的边

沿, 不少小规模养羊户处于赔钱状态。

21 养殖大户的资金需求

流动资金是制约养殖大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

一。李毛庄养羊大户的 1500 只羊需要流动资金 70

多万元。2007 年从银行贷款了 5 万元, 而 2008 年申

请贷款 10 万元, 但实际只贷到 3 万元, 合计银行贷

款 8 万元。别无它路, 只好求助于高利贷, 利息 2 分,

也算是目前最低利息的高利贷。问题是有时候连低

利息的高利贷都贷不到, 由于利息很高难于贷款, 从

而制约了养羊业的发展。

31 养殖大户的防疫服务

防疫服务是规模发展养猪的最主要制约因素。

以 2006～ 2007 年为例, 其流行的猪蓝耳病就使盐池

县养猪大户损失极大。

五、主要结论

一是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既能减少小农户的市

场风险、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增加小农户的收入,

促进农业产业在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 也

可以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 促进农业产业在生态方

面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适合目前我国贫困农

村地区分散的小农户种植模式。由于没有改变农户

对土地的使用权, 又克服了分散小农户经营中的分

散和小规模的局限性, 从而促进了农业产业在经营

管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村域循环经济不排

斥农民参加合作经济组织。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互

相促进。

三是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中, 养殖大户的产品

市场、资金、和防疫服务需要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

只有解决好养殖大户的这些问题, 村域循环经济才

有可能良性持续地运行。

六、主要建议

针对村域种植业循环经济的特点及其所面临的

困境, 笔者主要针对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了以下建议:

11 为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中的养殖大户提供

更多的市场服务

如果循环经济产品能有稳定的市场, 循环经济

就会持续良好地运作。反之, 如果循环经济产品遇

到销售困难, 整个循环经济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目

前, 在贫困农村地区的村域循环经济中的养殖大户,

主要是靠自己寻找市场。因而建议政府相关部门更

多地关注养殖大户的市场需求, 提供市场服务, 如

信息、订单等, 以支持养殖大户的健康发展, 进而

带动小农户的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21 为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中的养殖大户提供

多元的贷款支持

各地政府在支持养殖大户发展中, 提供了不少

直接的资金支持, 如圈舍及设备购买补贴等, 但规

模养殖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很大。贷款难一直是贫

困农村地区农户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 政府可以通

过政策、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等方式, 为养殖

大户游说到更多的贷款支持。

31 为养殖大户提供及时的防疫服务

疫病不仅会给农户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

由于其传播速度快, 农民往往避之不及。即使养殖

大户掌握了一般养殖中的疾病防治技术, 但对疫病

的防控技术仍然掌握不足。因而需要政府相关部门

多为农户尤其是养殖大户提供及时到位的养殖防疫

服务。

41 在新农村建设中引导发展村域种养业循环

经济

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既有经济效益, 也有生态

效益, 还适应目前我国农村分散的小农户经营现状。

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中, 各地政府应该关注和引导

村域种养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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