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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生产模

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实现生

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通过梳理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概述了发展农业循

环经济的必要性;介绍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多种模式;分析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可以产生

的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效益;指出了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总结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

相关对策和建议.进而从农业循环经济补贴政策细化研究、适用性研究、示范机制研究、绩

效评价与指标设计研究４个方面提出了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关键词　农业循环经济;效益;生态系统;文献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F３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５９０８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９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废弃物的生产模式如今均受到巨大的挑战.传统粗

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实现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自２００６年以

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积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十

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促进资源节

约,大幅度降低农业资源消耗强度,减少环境污染,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十三五”规划提出,农业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品高质、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图１　循环经济运行模式

农业循环经济是指将循环经济理论和农业可持续

发展思想运用到农业经济活动中去,以达到减少污染、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目的,作用机理如图１所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

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

的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模

式、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

此,本文拟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已有文献,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总结,以期指明发展农

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全面了解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产生的巨大效益、找出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制约因素与可行的解决措施、提出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一、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国内学者在研究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方面可以总结３点:一是客观必要性,即农业发展过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２４期)

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只有通过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才能解决;二是主观必要性,即要想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目标就必须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三是自身特点上的必要性,即农业生态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农业生

产具有自然循环的属性,因此有必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解决农业发展现实问题的必然选择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首先,农业生产和农

村生活产生的污染日益增多.农业的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使用,禽畜排泄物和农村

生活垃圾.我国每年都会生产和消耗大量的化肥,消耗化肥的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１/３,农药使用量

也居于世界首位,但有效使用率却不足３０％[１].禽畜粪便产生量自１９８８年的１９亿吨至２００２年的

４１亿吨增长了一倍多,２０１５年大约会产生近６０亿吨的畜禽粪便,禽畜粪便得不到合理处理会滋生蚊

虫、传播疾病、污染空气[２].此外,农村生活垃圾也是不可忽视的污染物之一,农村人均每天大约会产

生０．８６公斤的生活垃圾,全国农村范围每年大约会产生３亿吨的生活垃圾,加上农村缺少垃圾处理

机制,生活垃圾多被随意丢弃,容易造成二次污染[３].其次,我国各项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制约着农业

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水资源方面,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５％,属于缺水国家,
农业用水占社会用水总量的６５％,消耗大,利用率却只有农业发达国家的一半;在土地资源方面,人
均耕地占有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７％,耕地负担压力大,其负担为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两倍,是发达国

家的４倍多;在能源方面,我国能源以煤炭为主,石油消费７０％依赖进口,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较少,仅为７％,生物质能未得到充分利用[４].最后,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土

地荒漠化问题严重,我国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大约有２６０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２７％,４亿人不

同程度受到影响,其成因包括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过度开垦,水资源浪费等.另外,中国也是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有近３６０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３７％[５].在农业生产中

毁林造田,伐木为薪加剧了水土流失的问题.此外,还有能源资源迅速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生态

环境恶化现象日益严重.

２．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需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经济

管理方法,将农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在具体实践中,要做到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供给结构不断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就要着力实现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高潮认为应该将农业循环经济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充分利用科技力量,从农药化

肥的使用、农业用水的消耗、农业耕种技术等方面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变革;将农作物秸秆和粪

便进行深度处理,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在减少化肥使用量、节约成本的同时,还可以保持村容整洁、抑
制病虫害的产生;将农业生产纳入循环发展有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６].董锋认为我国农业资源相

当短缺,对农业资源的浪费也比较严重,只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才有助于缓解资源压力,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还可以延长产业链,是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农民增产增收的有效途径;农
药和化肥使用量的减少,可以防止农产品的出口遭遇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７].

３．农业适合发展循环经济

农业生产具有经济循环和自然循环双重属性,农业生产具有系统性,是由多个子系统组合而成,
且与第二第三产业联系密切,因此农业适宜发展循环经济.具体而言,农业有３个发展循环经济的优

势特点:一是农业生产更容易形成能量循环,与工业相比,无论是种植作物还是养殖牲畜都可以更容

易、更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能量,动植物死亡后的残体,禽畜排泄的粪便都可以经过微生物分解重新

进入能量循环,而工业容易形成难以无害化处理的废弃物;二是农业更贴近人类的直接生产和消费,
农业既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也是重要的消费部门,农业发展循环经济可以更有效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

系;三是农业系统中的养殖业系统、种植业系统、渔业系统等相互联系密切,农产品的加工、流通、贸易

和消费也是相互依存的耦合体.这一联系的紧密型容易使农业生产形成例如珠三角地区的桑蚕鱼塘

农业模式,将养鱼、养蚕和种桑紧密联系在一起,既减少污染,又提高效益.因此,农业的整体性决定

了其更具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势[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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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指依据一定特征划分出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标准样式.较多学者

将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代入农业,划分出了以规模范围的差异为区别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也

有一部分学者根据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特点或实施目的划分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还有学者将

以高新技术为特点的农业发展模式划为一类.

１．以规模范围为特征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图２　“四位一体”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代表性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在我国北

方推广的“四位一体”农业循环经济模式(见图２)和在

南方推广的“猪Ｇ沼Ｇ果”农业循环经济模式[９].这一类

模式的划分是以经营主体的大小或多少为特征划分的,
李峰则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地域范围的大小为

特征划分为以农户为单位的微循环模式、以村镇为单位

的中循环模式和以县区为单位的大循环模式[１０].总

之,概括起来以规模范围为特征可以将我国的农业循环

经济发展模式分为以下４种类型:①政府主导的大循环

模式.政府采取措施,形成各部门间相互依存、网络化的多功能有机整体,各子系统之间可以通过中

间物品和废弃物链接在一起,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废弃物的多次利用,最终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②多个农业组织为主体的中循环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建立一个农业循环经济园,利用动植物互利共

生、能量多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等原理将几种农业生产组织放到一个空间中统一规划运作,以
实现效益最大化和生态污染最小化.③企业为主体的小循环模式.此模式以实力较强的农业龙头企

业为主体,发挥其对周边农业合作社、散户的带动作用,从事清洁生产,进行绿色管理,将农业生产和

农业加工紧密联系起来.④“家庭绿岛”式微循环模式.以一个农户为单位,在庭院内或庭院周围的

空间内,将果蔬种植、家禽饲养、沼气池的建立结合起来,实现能量的多级利用.

２．以技术目的为特征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以技术目的为特征可以把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以下３种:①大农业型循环经济模式.
大农业型循环经济模式是指将广义上的农业,同与农业相关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视为一个有机整

体,利用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建设多种形式的一体化种养殖,并将农产

品同深加工工业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生态农业体系.②生态恢复型循环经济模式.这种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主要是作用于传统粗放型农业,使遭到破坏的农业生态得以恢复,以实现人与自然

的协调发展.通过退耕还林、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复垦等措施,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实现耕地培

育、防治农业环境污染的双重目的.③废弃物再利用型农业循环经济模式.这种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是指将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使其重新具有使用价值,主要包括秸

秆 的再利用和粪便的再利用,其作用机理如图３所示,废弃物再利用可以实现能量的多级利用、生产

图３　废弃物再利用型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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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投入量的减少、污染物的减少等多重目的,是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方式[１０].

３．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具有高新技术特征的农业循环发展模式主要包括白色农业发展模式和精确农业发展模式.①白

色农业发展模式.白色农业发展模式是一种与微生物息息相关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其主要是以生

物工程为技术主体,通过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产出各类微生物制品[１１].这一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了微生

物的作用,是一种无污染、无毒害、高度安全、技术含量高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在促进能量循环的过

程中,基本不会产生污染物,有利于保护环境、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②精确型农业发展模式.精

确型农业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密集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主要代表国家是美国.它以地理信息

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遥感遥测系统为技术体系,可以实现定时定位定量农业操作与管理.这一技术

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不仅可以大大减少人力、物力、财力,还可以使农业生产更加科学化、精确化,使
各生产要素得到最高效的利用[１２].

　　三、农业循环经济的效益分析

　　农业循环经济已在实践中被证明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学者们也针对具体

的模式通过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印证了这一结论.

１．经济效益

农业循环经济遵循“３R”原则,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始终把握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减量化原

则可以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再利用原则可以增加产品的使用次数,使能量和物质得到充分利用;再
循环原则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这些原则都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此外,
农业循环经济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质量和产量的提高.王立刚等通过对“猪Ｇ沼Ｇ果”农业模式的研究发

现:添加沼液喂养的猪嗜睡、食欲旺盛、少生病、增重快、出栏时间短;沼渣可以部分替代化肥的使用,
表１　陕西省米脂县对岔村农户费用节约情况

分类 节约项目 节省费用/元

种植业
化肥 ３３０
农药 ２００

养殖业

４头母猪
饲料 １２００

卫生防疫 ８０

９６头仔猪
饲料 １４４００

卫生防疫 １９２０
１头牛 卫生防疫 ２０

生活能源
电灯电视 电费 １００
做饭取暖 燃料费 １２００

合计 １９４５０

沼液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农药化肥对环境污染

的同时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减少病虫害,具有经济效

益明显的特点[１３].王晓荣等通过对陕西省榆林市米

脂县对岔村一户发展“四位一体”农业循环经济的农户

进行数据记录并具体分析后发现,农业循环经济可以

在农业生产中显著地减少投入,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１４].该农户家有６人,耕地１２亩,养有母猪４头、
牛１头,母猪每年产猪仔２胎,每头每胎１０~１４只猪

仔;该农户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相比可

以实现成本节约近２万元,相当于人均年收入增加

３２４２元,经济效益明显(见表１)[１４].
２．生态效益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绿色的农业发展模式,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畜禽粪便及污水的随意排

放会污染水源,散发恶臭气味,滋生蚊虫,传播疾病.通过发展循环农业,对其进行再循环处理可以有

效减少空气污染与水污染,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再循环过程产生的沼渣沼液可以部分替代化肥农药,
减少了对土地的污染,增加了土地的有机质和肥力.再循环过程产生的沼气是清洁的可再生的优质

能源,可以减少农户对煤炭、薪柴的依赖,既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还保护了森林植被,缓解了温室效

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也可以得到有效遏制.黑龙江海林农场其中两个沼气站

的使用,可以实现每年节约原煤５００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２６００吨,生态效益明显[１５].在生态恢复

型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中,其主要目的就是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有效保育土地、治理小河流域水土流失

问题、维持草原生态平衡,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１６],其作用机理如图４所示.通过在植被覆盖率低、
洪水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立农业循环经济,以沼气池为纽带,在山谷建立水库山塘,山上

种植树木、栽培果树,山下建养殖场,既实现了森林的保护,又使水土流失问题得到缓解,土壤肥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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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农业循环经济在小河流域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有明显增加.

３．社会效益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最终会促进社会的进步.首先,在推广农业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可以提高农

民的生产经营意识;在推广新技术的过程中可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学习意识和能力;在
经济效益的刺激下,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不是孤立的,它与

新农村建设往往是同步规划的,这一过程可以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提高农村居住生活的舒适性,促进

农民摆脱封建迷信,摒弃赌博、斗殴等陋习,加强社会安全.最后,农业循环经济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使我国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农业产出的农产品更加优质、有机,农药残留减少,不良添加物得到遏制,
食品更加安全,最终促进了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如亿利集团在修复沙漠生态的过程中,
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减少了京津冀地区的沙尘,带动了１０多万沙区农牧民增收致富,走出了一条

“治沙、生态、民生、经济”平衡驱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１７].

　　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存在的问题

　　我国从事农业生产虽然已有几千年历史,但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一直以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为

主.相比于国外农业发达国家,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主要存在着认识不够深刻、农民积极性不

足、法律体系不完善、科学技术落后等问题.

１．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今后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农业循环经济

具有显著的综合效益,但人们对此并没有充分认识.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只注重本地区的 GDP而

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也较薄弱,因此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不够重视,
上级对政绩的考查一般也只停留在 GDP上.也有一些官员只注意到生态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而忽

视了其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忽视了其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
于农民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素质有待提高的问题,认识不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缺乏科学性,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环境保护,无法体会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此外,
还有很多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生产经济思想,仍认为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对发展农业循

环经济的紧迫性缺乏认识,并且认为社会对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也缺少需求,因此对发展农业循环经

济不屑一顾[１８].

２．农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意愿不强

我国有６亿多的农业人口,农民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主体,是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前进的重要力量.
增强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对于推进相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农民对于发展农业循环

经济并不积极主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农业循环经济为农户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这主

要是因为农户的生产规模相对较小,政府给予的相关补助和奖励也较少.其次,农户生产有机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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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绿色农作物并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社会需求不能转化为市场有效需求.卢兵友的一个观点可以

为这一现象提供解释,他认为:我国生态农业还需要清晰具体的判定标准,生态农业没有同安全食品

开发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既限制了生态效益的发挥,也限制了经济效益的提高[１９].最后,农户科技素

质相对较低,经济实力相对较差,在装备新技术、运用新技术上存在困难,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魏百

刚等通过分析认为,农户发展循环经济具有６个方面动力因素,但因为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科学

技术水平落后,经济实力弱,导致了这些动力因素难以发挥作用[２０].

３．农业循环经济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

农业循环经济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具有广阔的前景,应当尽快制定详尽完善的政策法规,为农业

循环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保证.目前,我国有«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

法»等法律与之相关,但还没有制定针对农业循环经济的专门法律,并且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一些

地方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在执法监督过程中存在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不够的问题,也不能形成持续

有效的监督,常常存在有破坏环境的行为在接受处罚后又死灰复燃的现象.相关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在财政补贴制度、税收优惠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等方面都有待加强,现有政策多为行政命令式的政策,
以市场机制为主体的间接政策较少,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的政策差异化不明显,现实指导性不强[２１].
此外,王建花认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组织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咨询、综合协调的基层机构

的问题[４].

４．农业技术力量存在不足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我国农业的科学技术仍处在较低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速

度无法满足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速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经济效益相对较低,造成了从事

农业科研的人员较少,成果产出也较少.我国每万名农业人口中从事科研的仅有８０人,比世界平均

水平低近一半.这些人员中达到硕士学历的不足１０％,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大约是８０％[２２].此

外,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偏低,有很多理念不能接受、很多技能不能掌握,在具体实践中达不到理想的

效果,打击了农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能力有待加强,随着推广内容复

杂性的提升,推广体系也应不断完善.

　　五、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对策

　　１．加大宣传力度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到经济、生态、社会等多个方面,涉及政府、农户、企业、消费者等多个

主体,只有加强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宣传,使社会各界都接受这一理念,才能减少在推广过程中的阻力.
首先,要转变各级政府的发展观,不能只重视经济的发展,要做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主动

出台适合本地区的政策法规以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其次,要转变农户和涉农企业生产经营理

念,使其意识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绿色农业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增强其生

产经营的道德观念.最后,要促进社会上形成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方式的理念,鼓励人们追求健康有

机的农产品消费,通过其消费需求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２３].

２．完善政策法规

对比国外农业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他们都有非常完善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各方主体

的行为,以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我国也应积极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任
何一项工作的推广都离不开配套政策法规的支持,农业循环经济的推广同样如此.在法律完善方面,
要逐渐增加一些可操作性强、具体的法律,明确政府、企业、公众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并依法加大监督

管理的力度[２４].在政策方面,要结合本地区的发展水平、发展特点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引导.首先,
要建立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生态环境的优化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政府应通过给

予一定的补偿调动农户、企业的积极性[２５].其次,要设立多种奖励政策,对积极响应发展农业循环经

济,具有一定规模、生产经营效益好、技术水平高的农户和企业要进行奖励,方式可以是政策优惠、奖
金奖励、税收减免、贴息贷款等.最后,要加强资金筹集,农民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时往往会面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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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时也会出现资金压力大增的问题,因此要做好资金多渠道、稳定投入的保障.
通过出台相关的金融政策,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政府本身也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

３．做好技术人才保障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和推广离不开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保障.首先,要针对农业循环经济中的关

键技术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农业技术是各国农业生产中竞争力的核心,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要依托以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大力研发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的农业技术.其次,要加

强农业技术的交流,完善推广体系.一方面可以多举办博览会、洽谈会等经贸活动,吸引国内外、各地

区的涉农企业参加,增强其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要鼓励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社
会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到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中来,增强交流,互通有无,加速农业科技转化

为实际生产力.最后,要扩大农业循环经济的人才队伍.逐步转变社会对农业的偏见,培育农业循环

经济所需的各类人才,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加入.加快农业推广体系、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的

完善,改革培训方式,提高农户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其接受农业循环经济相关技术的能力,为发展农

业循环经济铺平道路[２６Ｇ２７].

４．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自然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是农业科技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有必要强化

对自然资源的保障.第一,要加强耕地资源的保育.严格保护耕地面积,加强土地管理,努力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杜绝农用土地被非法占用.扩大保护性耕地实施规模,保护和改良耕地质量.第二,要
珍惜水资源.优先保护好饮用水源地,加强对优质水域重点治理,严禁超采地下水,杜绝水污染.面

对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要努力建立应急水源,积极开发雨水资源化.张坤提出要优化水资源调配,对
不同产业的用水需求进行合理规划,给予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用水、工业用水不同质量水资源调

配[２８].第三,加强对草原生态、林业资源、渔业资源的保护,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加强对

农业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构建永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第四,加强对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治,使
外来生物入侵加剧的趋势得到遏制,维持自然生态环境的稳定,增强自然资源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２９].

　　六、研究方向展望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业循环经济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研究侧重于农业循环经济的模式介绍

和效益分析.无论是国外农业发达国家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循环经

济模式,都有充分的介绍.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３个方面对农业循环经济所产生的效益

分析也比较透彻.此外,学者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对策也形

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仍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一,关于补贴政策细化的研究.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污染物的减少和环境的改善,具有

明显的正外部性,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初期往往需要一定的投入,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效益,因此

国家有必要出台公共政策对其加以扶持.目前已有一些法律法规明确表示要鼓励和支持农业循环经

济的发展,也有一些与农业循环经济相关产业有关联的补贴扶持政策.但政策体系整体的系统性较

差,不够完善,尤其缺少详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补贴政策.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相关财政补贴政策、税
收优惠政策的细化研究,完善政策体系,使其对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更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二,相关模式与技术的适用性研究.农业循环经济的模式有很多种,涉及的技术也有很多,各
地区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也各不相同.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注重模式的选择,只有与本地区相适应

的模式才能真正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其次要注重技术引入的适用性,过于先进的技术设备,不
仅会增加投入的成本,还会增加农民的学习难度,落后的技术设备则难以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打消

农民的积极性.因此,要继续深入对模式与技术的研究,使之适应推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
适应推广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达到综合效益最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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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业循环经济示范机制的研究.农业循环经济的推广离不开示范园区的建设.通过对效

益好、模式经典、经验丰富的农业循环经济个案的研究分析,培养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农业循环经济

项目,是目前行之有效的推广策略.示范机制的深入研究可以降低经营主体的学习成本,有助于农业

循环经济的快速传播.
第四,绩效评价与指标设计的研究.农业循环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对近期发展趋势与目前所处

的水平有清晰的了解,通过对某一地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绩效评价,可以明确知道该地区的发

展水平与存在的问题,进而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加强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

标体系的研究,使指标设计更加合理、更加完善,同时提高相关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对促进农业循环经

济快速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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