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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循环农业文化的困境与前景
———以北京小浮坨村为例

□朱启臻，袁明宝，芦晓春

［摘　要］　通过探讨循环农业文化的变迁过程，分析影响循环农业文化的经济、社会因素，为传统农

业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提供依据。认为重新发现和思考循环农业文化的价值有

利于唤起人们对传统农业文化功能的重视，以及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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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文化是 农 民 基 于 农 业 生 产 生 活 和 智 力 活

动总结和 创 造 的 关 于 自 然 与 社 会 的 实 践 经

验和认知体系，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中国是土地资 源 和 水 资 源 都 严 重 缺 乏 的 国 家，

也是农业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而 中 国 传 统 农 业 之

所以能够在自然资源禀赋很差的条件下实现几千年

的持续发展，就在于我们的祖先在 农 业 生 产 实 践 中

摆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农业的 经 济 功 能 和 生 态

功能相协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 重 自 然 规 律 相 统

一，强调在农业生产中做到“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

而成功多”，并一直秉承协调和谐 的 三 才 观、趋 时 避

害的农时观、辨土肥田的地力观、种养三宜（物宜、时

宜、地宜）的物性观、变废为宝的循 环 观 和 御 欲 尚 俭

的节用观，这其中的思想原则和技术取向，特别值得

今天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加以总结和借鉴。本文旨在

探讨传统农业文化中循环利用 文 化 及 其 变 迁 过 程，

为此我们选择了北京延庆县八达岭镇的小浮坨村进

行了 调 查 研 究（２０１２年４月）。本 文 是 该 调 查 的 部

分成果。

一、千百年的传统：小浮坨村

传统循环农业文化

小浮坨村位于北京西北６０公里的长城脚下，属

于延庆县八达岭镇。全村１９８户，５６２口人，全村区

域面积５　９２５亩，耕地面积１　０３５亩。２００８年人均收

入就超过万元，２０１１年小 浮 坨 村 全 村 经 济 总 收 入２

１１５．１万元，人均 纯 收 入１３　４５１．３元。先 后 被 评 为

全国“平安家庭”示范村、“首都绿色村庄”“首都文明

村”、市 级“生 态 文 明 村”等 荣 誉 称 号，２００８年，获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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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最美乡村”的称号。该村的传统种植结构主

要是玉米、杂粮和部分果树。改革开放前，该村村民

秉承中国传统的农业循环文化，农 民 十 分 重 视 培 养

地力。农户“把一切可利用的废物 变 成 肥 料 返 还 给

土壤，犹如自然生态系统的枯枝落 叶 归 根 还 给 土 地

变成养分，实现生物质小循环一样，从而能维持地力

长久不衰”。［１］（Ｐ４９）

在小浮坨村，７５岁 的 李 元 浦 老 人 描 述 了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循环农业的情景。当时还没有化肥，种地

全靠肥当家。为了获得更 多 的 有 机 肥，人 们 想 尽 了

一切办法。那时每一户都 会 养 一 到 两 头 猪，不 是 为

了吃肉，而 主 要 为 了 造 肥，这 从 当 时 很 时 髦 的 口 号

“猪多、肥多、粮多”中就可以看出农民养猪的真正目

的。农民会把青 草、土、垃 圾 等 一 层 层 撒 到 猪 圈 里，

与猪粪混合、发酵，变成有机肥送到地里。每年春天

播种前最重要的农活就是造肥和往地里送肥。那个

时候农家肥的来源有很 多 种 类，除 了 猪 粪、鸡 粪，还

有人粪尿、牛粪、马粪、驴粪、羊粪等。当时的小孩和

老人经常 背 着 筐 到 山 上 捡 放 牧 留 下 来 的 牛 粪 和 驴

粪，到马路上捡马车牲口的马粪和骡子粪。可见，粪

对农民是很宝贵的东西，而且当时的农民对“粪”没

有“脏”的概念，而普遍认为“粪是地中宝”。李 元 浦

介绍在当时年代，他家中 养 着 两 头 猪、一 头 驴，还 有

一头骡子。家里 有４２亩 耕 地，粪 肥 是 唯 一 的 肥 料。

地里种植谷子、豆 子、玉 米、甘 薯、土 豆 等，这 些 农 作

物秸秆拿来做饲料或做肥料。当时的农业循环系统

如图１所示。

图１　传统农业的能量循环

到人民公社时 期，小 浮 坨 村 村 民 仍 然 保 持 着 养

猪的习惯，每家每户都要养一到两头猪，李元浦回忆

说他家当时每年都要养三四头猪，并 且 经 常 到 山 坡

上把青草割回家，搀上土，垫到猪圈里造肥。当时他

家每年要上交这样的粪肥给生产队１５０多驮子①，生

产队根据粪的质量每驮子给０．３～０．５元的报酬。

尽管生产队后 来 开 始 使 用 化 肥，但 对 有 机 肥 还

是很重视。每个生产队都建有猪场，一般存栏３０～

４０头的规模，主要也是为了生产种地的肥料。把秸

秆作为家禽家畜饲料进而产生肥料施到地里是最有

效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容易受到养殖规模的影响。

为了弥补猪 粪 的 不 足，生 产 队 还 要 采 用“沤 肥”“堆

肥”等办法来弥补。老支部书记 还 给 我 们 介 绍 了 几

种做绿肥和沤肥的办法，前者是 将 青 蒿 割 回 来 用 铡

刀轧碎，放一层草，放一层土，堆在一起进行发酵；后

者是把秸秆、青草等放 在 臭 水 坑 里 沤 制。通 过 这 样

的方法和途径就实现 了 秸 秆 还 田 的 目 的。另 外，农

户还把秸秆用来烧火做饭、烧火取暖，秸秆燃烧后产

生的草木灰都是很宝贵的肥料。

中国自古 以 来 就 有 生 态 农 业 和 循 环 农 业 的 传

统，从最早的《诗经》到近代的《授时统考》，朴素的循

环农业文化一脉相传。千百年来，始终强调的“地力

常新壮”“天地人合一”，都是农民合理 利 用、珍 惜 土

地思想的反映。在长期 的 农 业 生 产 实 践 中，农 民 创

造出了许多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把用地和

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中国农业的

一个突 出 成 就。古 农 书“《农 桑 辑 要》《农 桑 衣 食 撮

要》等，都强调了种植业与各业的结合。《沈氏农书》

里就主张养猪、酿酒与种庄稼结合，‘相机而生成，相

资而利用’，强调了物质的循环利用”。［２］种养结合是

保持地力常新的重要手段，动物 粪 便 是 传 统 农 家 肥

的重要来源。在农村养猪和种田往往是结合在一起

的，中国传统的畜牧业很大程度 上 是 为 农 作 物 种 植

提供肥料而存在的。农民通过养猪将农作物的一些

副产品（稻草、麦糠）和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垃圾（剩

菜、剩饭）转化为肥料，用 于 粮 食 生 产，形 成 猪 多、肥

多、粮也多的良性循环。

二、循环农业文化的终结：小浮坨村

循环农业文化的变迁

传统的循环农业模式是建立在家庭农业和手工

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 封 闭 体 系，没 有 外 来

能源的输入。封闭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缺乏发展

动力，因此，传统循环农业是低水平的循环。在小浮

坨村，这种 封 闭 循 环 农 业 的 打 破 最 早 是 在２０世 纪

６０年代化肥在农业上的应用，最早的化肥主要是碳

酸铵，农民称之为“气肥”，后来又有了磷肥。为了推

广化肥的普及，政府以低价，甚至无偿提供给农民使

用。随着化肥的引入和 增 产 效 果 的 显 现，人 们 对 化

肥的态度也从排斥到 接 受。在 人 民 公 社 时 期，尽 管

施用了化肥，但是人们并没有放弃农家肥，当时生产

队仍建有集体猪场，同时号召家家户户养猪，并作为

① 驮子是当地村民的一个数量单位，是指驴驼着的两只筐，大

概在７５公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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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任务来完成。农户人粪尿也有专人收集并负责

运到生产队的田地里作为肥料。这个阶段各种造肥

的技术也开始普及，化肥与农家肥并用，形成了半开

放的循环农业文化。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开 始，家 庭 联 产 承 包 经 营 的

普及和社会转型导致了循环农业 文 化 的 迅 速 削 弱。

在农户承包初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

当时的农家肥还普遍使用。但是随着对农民进城务

工限制的放松，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镇。

由于劳动力的不足，农家 肥 费 工 多、收 益 小，加 之 化

肥质量、种类的丰富，农业 生 产 越 来 越 依 赖 化 肥，以

致农家 肥 逐 渐 退 出 了 农 业 生 产 领 域。李 满 红 介 绍

说：“从９０年代开始，我们村种地的人就很少用农家

肥了，化肥、除草剂，省工又省事。”“除了那些自家院

子里种些蔬菜还使用一点农家肥，大 田 里 基 本 都 不

施农家肥了。”农民认为这是因为“种地成本高，不挣

钱”“不如外出打工挣钱多”，所以传统循环农业模式

基本走向终结。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农业生产主要依

靠化肥（有的农户甚至化肥也不用），生产粮食、蔬菜

供自己食用，生活垃圾也不再作为肥料还田，而是作

为废弃物排到系统之外（如图２所示）。

图２　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的非循环模式

调查发现，除劳动力外出原因外，导致循环农业

终结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养殖业减少甚至消失。传统循环农业文

化是基于农户养殖业基础之上的，过 去 每 户 圈 养 两

三头猪，散养十几只蛋鸡，但是今天家庭养殖业在小

浮坨村基本绝迹。其原因 源 于 两 个 方 面：一 是 政 府

的号召，散养家禽家畜不利于防疫 也 影 响 村 容 村 貌

和乡村卫生；二是村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家禽家畜乃

至农业生 产 在 农 民 收 入 结 构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越 来 越

少，村民对家庭养殖的兴 趣 下 降。特 别 是 新 农 村 建

设强调“村容整洁”，羊粪、猪屎、鸡 鸣 狗 跳 就 不 能 随

处可见。乡村卫生首先就 从 整 治 农 户 养 殖 业 开 始，

起初是劝农户圈养，把鸡、猪 都 圈 起 来 养，结 果 发 现

这并不能 彻 底 解 决 卫 生 问 题，因 为 养 猪 臭 气 熏 天，

“一户养猪，全村受害”，于是又提出到村外集中饲养

的主张。主要途径是在远离村庄 的 地 方 建“养 殖 小

区”，以供养猪养鸡的 农 户 集 中 使 用。起 初，有 十 几

户养殖户还坚持了几年，但是由于“养殖 小 区”远 离

住户，喂养、看护都很不方便，养殖效益也不稳定，这

些因素导致了农户放弃了规模养殖。现在全村养猪

户已经绝迹，只有４家 农 户 散 养 几 只 鸡。家 庭 养 殖

业的消失也就中断了农家肥的 来 源，传 统 的 农 业 生

产循环链条被终止。作 为 家 禽 家 畜 饲 料 的 厨 余、秸

秆、青菜也就成为真正意义的垃圾。

其次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与传统循环农业文化

相关的生活方式变化主要体现 在 两 个 方 面：一 是 烧

柴的变化，传 统 社 会 中 农 户 取 暖、做 饭 都 是 依 靠 烧

柴，柴的来源主要是农作物秸秆和上山砍柴，烧柴产

生的草木灰富含 钾、钙、磷，还 含 有 少 量 的 硼、铝、锰

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种植马铃薯、甘薯、甜菜等作

物上等的肥料。现在小浮坨村中农户的主要燃料是

电和煤气，草木灰退出了有机循环肥料的舞台，一些

作物秸秆甚至被烧掉或堆在沟里任其腐烂。二是农

户对市场购买的依赖，使 多 样 化 农 业 受 到 影 响。传

统社会，农户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粮、肉、

蛋、蔬菜、水果等所有食物需要都靠自己生产来获得

满足。因此，农民在农业 生 产 中 有 意 识 地 采 取 了 多

样化的生产方法和方式，进行多样化的种植和养殖，

这不仅满足了农民自身多样化 的 需 求，而 且 也 维 持

了农业系统的生态平衡和能量循环。如今的小浮坨

村农户放弃了养殖、庭 院 种 植，远 离 农 业，而 对 市 场

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农户不仅需 要 用 现 金 来 购 买 粮

食，蔬菜、肉蛋奶也都需要到市场上购买。农户对市

场的依赖导致单一种植和循环农业的丧失。

其三是 嫌“脏”怕“臭”的 观 念 导 致 农 民 远 离 粪

便。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人们对有 机 肥 从 昔 日 的“爱

不释手”转变成“嫌弃”和“累赘”。在小浮坨村 最 明

显的表现就是“８０后”的年轻人，他们一般都没有完

整地参与 过 种 地 过 程，对 农 业 既 没 技 能 也 没 感 情。

一位村民评价说：“现在的年轻 人 不 愿 意 种 庄 稼，也

不会种庄稼。为庄稼施 有 机 肥，特 别 是 像 把 人 粪 尿

集中运到田里的农活打死也不干了。一些年轻人在

自家的院子里种了一些蔬菜，或者不施肥，或买化肥

施，自家的厕所也花钱雇人来清理，宁可雇人把粪便

运到远 处 的 沟 里 倒 掉，也 没 有 人 愿 意 施 到 自 家 地

里。”因为年轻人认为“太麻烦”“太臭”“不值得”。一

些老年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 蔬 菜，还 保 留 了 施 有

机肥的习惯。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新农村建设工程为村

里修建了统一的下水道设施，生 活 污 水 和 农 户 厕 所

污水统一 进 入 下 水 道，农 户 干 净 了，农 田 也“干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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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循环农业却基本上被终结。

三、从封闭到开放：循环

农业文化的发展与困境

两个事情促使 人 们 重 新 思 考 循 环 农 业 问 题，一

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面临发达国家越来越森严的人

为绿色壁垒，国际农产品市场门槛越来越高；另一个

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促使人们重 视 农 产 品 质 量 问

题。［３］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机农业的理念重新被人们

所认可，首先是农户在自家消费的 蔬 菜 地 里 使 用 有

机肥。小浮坨村 是 蔬 菜 专 业 村，全 村 有７００多 亩 大

棚蔬 菜，菜 农 为 了 销 售 农 产 品，大 都 打 起 了“有 机

牌”，他们在大棚蔬菜地里开始使 用 有 机 肥，有 机 肥

的来源主要是养殖场。如 我 们 调 查 的 李 满 海，今 年

５１岁，他家有３个大棚，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就主要使用

有机肥（鸡粪）。有机肥的来源是从北京市延庆县良

种养鸡场购买的，李满海自己要用 三 轮 车 将 鸡 粪 从

鸡场拉回大棚，每亩蔬菜需要２立方的鸡粪，鸡粪的

价格为每立方１２０元。一些种粮的农户则不再施有

机肥，只施化肥，大多数种杂粮的农户甚至也不施用

化肥。如６８岁的李满红家里承包有１．５亩地，主要

种植一些果树和杂粮，他说：“化肥要花钱，就没有施

化肥；也没有施有机肥，因 为 家 里 不 养 猪 了，没 有 有

机肥可施。”因此，小浮坨村 的 农 业 基 本 上 处 于 开 放

的循环状态。

在循环经济理 念 的 影 响 下，人 们 开 始 反 思 传 统

循环农业 的 优 点，试 图 在 新 的 层 面 实 现 新 的 循 环。

北京市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三起来 工 程”，“农 业 资

源循环起来”是其中之一。小浮坨村是“循 环 起 来”

的典型，农业资源循环工程的具体 做 法 主 要 包 括 三

个方面：一 是 污 水 处 理 与 循 环 利 用，主 要 把 生 活 污

水、厕所和雨水等通过下水管道集 中 到 村 里 的 污 水

处理站，经过过滤、沉淀，使污水净化以用来浇菜、浇

树等，实现第二次利用。并 且 沉 淀 的 渣 滓 可 以 用 来

作为有机肥。二是垃圾分 类 与 利 用，小 浮 坨 所 在 的

村镇实现了垃圾的“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三级管

理。每一户门前都摆放了 三 个 垃 圾 桶，第 一 个 是 装

不可回收但是可利用的垃圾，如灰土、菜叶、瓜果皮、

厨房废物等等，村里收集后送到有机肥厂，经加工变

成有机肥；第二个垃圾桶 装 可 回 收 的 垃 圾，如 废 纸、

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等；第三个桶装有害物，包括

电池、荧光灯等。垃圾集中 后 由 镇 里 统 一 送 到 有 资

质的垃圾处理厂处理。三 是 雨 水 收 集 与 利 用，小 浮

坨村实施集雨工程，下雨时，把蔬菜大棚上流下的雨

水通过管道收集到蓄水池，然后用于蔬菜地的灌溉。

小浮坨村的循 环 农 业 模 式，实 际 上 是 试 图 借 助

现代垃圾处理技术在更大的范 围 内 实 现 有 机 循 环。

但是这种模式的循环农业遇到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垃圾分 类 问 题，现 代 生 活 垃 圾 比 传 统 生

活垃圾要复杂得多，许多有毒物质、不可降解的物质

混在垃圾里，使垃圾的 再 利 用 非 常 困 难。因 此 如 何

把各类垃圾分开是个复杂的问 题，尽 管 每 个 农 户 门

前都有垃圾分类桶，但是把垃圾放在哪个桶里，既需

要垃圾分类知识，也需 要 高 度 责 任 心。有 些 责 任 心

差的农户，往往图省事，把所有垃圾混在一起倒入垃

圾池，村里还要派人进行第二次分拣。５８岁的张玉

顺是村里的垃圾清洁工，他最头 疼 的 就 是 少 数 人 不

按标准分类，甚至根本 不 分 类，他 经 常 要 穿 着 胶 鞋，

到垃圾池里捡出那些不可降解的垃圾。即使这样也

难免出现“一颗老鼠粪坏一锅 粥”的 结 果。所 以，大

部分农户都不敢使用回收垃圾造出来的“有机肥”。

其次是污水处理质量的问题。传统农村封闭循

环形成的有机肥，农户用得放心，因 为“知 道 都 有 啥

东西”。通过污水处理 站 形 成 的 污 水 浇 菜，污 泥、残

渣作为有机肥，老百姓 则 持 有 怀 疑 态 度。因 为 进 入

下水道的 物 质 十 分 复 杂，不 知 道 里 边 有 什 么 成 分。

农村生活污水中不仅包含含量较高的有机物、氮、磷

等物质，同时也包含了很多重金属等有毒物质，这必

然会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隐患。

其三，循环 不 完 整 问 题。小 浮 坨 村 传 统 农 业 是

典型的完全循环农业，而现在的 农 业 难 以 做 到 完 全

循环。一是作物秸秆难以作为农业资源进入循环系

统加以循环利用，人们往往在地头焚烧秸秆，或堆到

沟里任其腐烂。二 是 厨 余、剩 饭、青 草、野 菜 等 过 去

可以作为家禽家畜饲料实现有 机 循 环，现 在 只 能 作

为垃圾，加之分拣复杂、劳 动 强 度 大，常 常 被 运 到 垃

圾填埋场而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尽管这是一个 不 完 整 的 循 环，但 是 维 持 这 样 的

循环仍需要较高的成本，小浮坨 村 支 部 书 记 李 红 介

绍说，仅污水处理每年 的 维 持 费 用 得 需 要１０万 元。

加上村里 要 雇 用 清 洁 工 打 扫 街 道 和 清 理 垃 圾 的 费

用，如果没有村集体经济支持和政府的补贴，是难以

为继的。这种开放式循环农业最大的弊端是把本来

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农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系统截然

分割开来，形成了两个 相 对 独 立 的 运 行 系 统。农 民

生活中的吃、喝、拉、撒，住房、取暖等活动系统，与农

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分离开来，互不相干，最终

导致传统有机循环的 断 裂。具 体 地 说，传 统 农 业 虽

然也把粮食的高产和优质作为 重 要 目 标，但 粮 食 绝

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目的。传统农业的产量概念和

今天也不尽相同，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把满足自

身包括温饱在内的各 种 需 要 当 做 目 标。因 此，粮 食

作物的产量，不仅仅是粮食本身，而在于所有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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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需要的各部分的总和。如要考虑人吃的、烧的、

用的、住的，同时，还 考 虑 家 禽 家 畜 的 饲 料、肥 料 等。

这种生产观，使每一种生物都得到尊重和利用，这是

传统农业中保持生物多样性和可 持 续 利 用 的 根 源。

为了种植多种农作物，农民在农业 生 产 中 有 意 识 地

采取了多样化的生产方法和方式，这 些 多 样 化 的 生

产措施不仅满足了农民自身消费 的 需 求，而 且 对 土

地生产力的维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更高层次的回归：循环

农业文化的实现路径

许多学者和专 家 都 注 意 到 这 样 的 事 实，在 广 大

农村，一边是依靠高投入的石油化工产品，占用了大

量矿物资源和能源；另一边却是大 量 的 农 作 物 秸 秆

和畜禽粪便等有机肥源弃之不用，以 致 加 重 了 面 源

污染。一些地方 的 农 村，垃 圾 围 村、污 水 横 流、废 弃

物堆积，环境恶劣，以致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在增

多。［４］在城镇化、工 业 化 发 展 的 过 程 中，如 何 保 持 和

实现农业与农村的有机循环，国内学术界、理论界和

实际工作者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 探 讨，并 总 结 出 了

各种循环农业模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四个模式。

第一是南 方“猪—沼—果”生 态 模 式，它 是 利 用

山地、农田、水面、庭 院 等 资 源，采 用“沼 气 池、猪 舍、

厕所”三结合工程，围绕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开展“三

沼（沼气、沼渣、沼液）”综 合 利 用。具 体 条 件 是 果 园

（或蔬菜、鱼池等）面积、生猪养殖 规 模、沼 气 池 容 积

必须合理组合。具体地说，就是户建１口沼气池，人

均出栏两头猪，人均种好一亩果，利用人畜粪便下池

产生的沼气做燃料和照 明，利 用 沼 渣、沼 液 种 果、养

鱼、喂猪、种菜，从而多层次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提

高了经济效益，改善了生态环境，增加了农民收入。

第二是东北的“四位一 体”生 态 模 式，它 是 在 自

然调控与人工调控相结合条件下，利用可再生能源、

保护地栽培、日光温室养猪及厕所等４个因子，通过

合理配置形成以太阳能、沼 气 为 能 源，以 沼 渣、沼 液

为肥源，实现种植业（蔬菜）、养殖业（猪、鸡）相 结 合

的能流、物流良性循环系统。具体地说，温室为沼气

池、猪禽、蔬菜创造良好的温度、湿度条件，猪也能为

温室提 高 温 度。猪 的 呼 吸 和 沼 气 燃 烧 为 蔬 菜 提 供

ＣＯ２ 气肥，可使果菜类增产２０％，叶菜类增产３０％。

蔬菜生产又为猪提供氧气。同时，猪粪尿入沼池，产

生沼肥，为蔬菜提供高效 无 害 有 机 肥。在 一 块 土 地

上，实现产气积肥同步、种 植 养 殖 并 举，建 立 起 生 物

种群较多、食物链结构较长、能流物流循环较快的生

态系统。

第三种是平原农区“粮饲—猪—沼—肥”生态模

式，它是指借助联结不同产业或 不 同 组 分 之 间 物 质

循环与能量转换的连接技术形 成 农 业 能 量 的 循 环。

农业不仅生产粮食，而且生产用以发展规模化养殖，

再把养殖场畜禽粪便进行沼气发酵，同时生产沼渣、

沼液，开发优质有机肥，用于农作物生产。

第四种模式是西北地区形成的“五配套”生态农

业模式，每户建一个沼气池、一个果园、一个暖圈、一

个蓄水窖和一个看营房。实行人厕、沼气、猪圈三结

合，圈下建沼气池，池上搞养殖，除养猪外，圈内上层

还放笼养鸡，形成鸡粪喂猪、猪粪池产沼气的立体养

殖和多种经营系统。［５］

以上四个典型的有机农业循环系统其共同特点

是把养殖业与种植业结合起来，形 成 种 养 之 间 的 能

量循环。在 北 京 市 郊 区 也 曾 推 广 过“四 位 一 体”模

式，但是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家庭养殖几乎

绝迹，农户厕所也接入下水道，人厕、猪圈、沼气的循

环模式难以为继。于是，在 城 市 郊 区 就 提 出 运 用 大

系统使村庄（甚至城镇）污水、养殖场动 物 粪 便 入 沼

气池，产生的沼气供居 民 作 为 生 活 燃 料。沼 渣 和 沼

液送至大棚温室、农田 作 为 肥 料，变 废 为 宝，整 个 农

业生态系统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 互 促 进 的 良 性 循

环的有机整体，从而步 入 区 域 化 种 植、规 模 化 经 营、

清洁化生产的良性发展轨道。但这是一种理想的模

式，要实现这一系统的安全运行，不仅要依赖垃圾分

类系统、污水收集与处理系统的完善，还要依赖污水

处理技术的提高，目前这一循环 因 不 可 控 制 的 因 素

较多而尚未达到安全的标准。

在反思循环农 业 的 过 程 中，人 们 越 来 越 发 现 传

统循环农业的智慧，认识到现代 循 环 农 业 既 要 吸 收

传统农业文明的精华，又要充分 利 用 现 代 高 新 科 学

技术，如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和畜禽粪便或秸秆循

环利用等，综合协调农业生产与环境、资源利用的关

系，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持稳定并持续提高，实现

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传统农业

与现代 农 业 技 术 有 机 结 合。最 近 几 年 兴 起 的 各 种

“有机农庄”在秸秆利用、有机 肥 施 用、多 样 化 农 业、

地力的恢复和保持方面提供了 一 些 可 借 鉴 的 经 验，

但并没有实现农业生产与农民 生 活 的 完 全 循 环，主

要表现为两个分离：一是农业生 产 与 农 户 生 活 之 间

的分离，隔断了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有机循环利用；二

是养殖业与种植业之间关系的 分 离，这 是 片 面 强 调

农业生产专业化的结果，搞种植 业 的 人 不 再 养 殖 牲

畜，从事养殖的人也放弃了种植，隔断了种养之间的

有机循环利用。

要实现传 统 循 环 农 业 与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有 机 结

合，使传统循环农业文化在新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我

们认为发展综合家庭农场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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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是指同时具备养殖业、种植业、农产品加工

业以及服务功能的农场，其中种植 业 和 养 殖 业 的 结

合是循环农业的基础，既可以是以种植业为主、养殖

业为辅的家庭农场，也可以是以养殖业为主、种植业

为辅的家庭牧场。在这样的农场中可以在四个层面

上实现有机循环：第一个层面是种植业内部的循环，

主要通过秸秆处理技术实现秸秆 还 田；第 二 个 层 面

是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循环，主 要 是 把 种 植 业 的

生产产出转化为动物饲料，把动物 粪 便 作 为 种 植 业

的有机肥实现有机循环；第三个层 面 是 人 的 生 活 与

种植业、养殖业的循环，通 过 对 农 业 生 产 者、农 场 服

务对象所 产 生 的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处 理 实 现 的 有 机 循

环。还可以实现第四个层面的循环，即把秸秆、动物

粪便、一些生活垃圾通过沼气技术集中处理，沼气可

供做饭、取暖等生活用途，沼液、沼渣做有机肥，从而

实现综合利用（图３）。

图３　家庭农场农业循环模式

这是一种农场 内 部 的 循 环 模 型，它 不 同 于 传 统

小农的循环模式，因为它引进了一 系 列 的 循 环 利 用

技术，与传统农业相比是 更 高 层 次 的 循 环 利 用。也

不同于开放式的大循环农业，其中 最 大 不 同 在 于 该

循环系统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为系 统 的 安 全 性 提 供

了基础。大循环往往因为原料来源复杂、环节较多，

对循环物难以实现有效控制而影响安全。家庭农场

内部循环可以避免有毒物质的进 入，这 是 由 家 庭 农

场所循环物的可控性以及家庭农场所具有的高度责

任感所共同决定的。据我 们 调 查，目 前 从 事 农 业 的

劳动力平均年龄已经超过５７岁，大量年轻人离开土

地进城 务 工，使 适 度 规 模 的 家 庭 农 场 形 成 成 为 可

能。［６］因此，我们认为家庭农场是循环农业得以存在

的最佳载体。

传统农户 有 机 循 环 文 化 的 重 要 价 值 在 于 其 生

态、安全和可持续性。循环 农 业 是 以 资 源 利 用 节 约

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产生活

无害化为基本特征，通过 “资源－产品－废 弃 物－

再生资源”的循环生产方式，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发

展的良性循环。近几年来，中 国 政 府 也 十 分 重 视 循

环农业发展，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两

年都提出了积极发展循环农业以提高农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最近几年在低碳经济理念的影响下，节能、

节水、减少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能成为农业发展的

重要课题。循环农业体 现 的 正 是 低 碳 生 产、生 活 要

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循环农业在发展观上体现了

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在价值观上将自然视为人类

赖以生存的基础，人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在生产观上

尽可能地利用可循环再生资源；在 消 费 观 上 倡 导 绿

色消费。尽管发展现代循环农业与传统循环农业具

有很大不同，但是其发 展 的 理 念 是 一 致 的。研 究 循

环农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过程，可 以 发 现 影 响 循 环

农业文化的各类经济社会因素，它 直 接 影 响 现 代 农

业的主体的确定、现代农业组织 形 式 的 选 择 以 及 与

农业与乡村的关系。无 论 是 发 展 现 代 农 业，还 是 建

设新农村，或者改变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只要尊重

循环农业规律，就可以从循环农 业 文 化 中 获 得 灵 感

和启发，这 样 才 会 有 利 于 建 设 新 农 村、发 展 现 代 农

业，实现传统循环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

也有利于传承中国优秀的农业 文 化，使 其 在 新 的 形

势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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