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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现代农业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下我国农业发展进入循环经

济时代，农业转型升级、农业生态园建设等与农业产业竞争力低、农业生态建设消极影响张力凸显，农

业生态园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新挑战孕育新模式，以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

生态环境可持续为农业生态园规划设计先进道路，本文通过对胶州L村农业生态园进行案例分析，浅析

现代循环经济视阈下农业生态园的规划设计，探究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为农业生态园如何在

规划设计中走出一条“环境治理–清洁能源–多能互补–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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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4439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4439
https://www.hanspub.org/


周芷萱 
 

 

DOI: 10.12677/design.2024.94439 20 设计 
 

modernization and realize the overall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t present, China’s ag-
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the era of circular economy. Th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ark and the low competitiveness of ag-
ricultural industr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promin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ark is fac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 New challenges to 
new mode, 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moderate operation scale, strong market competi-
tiveness, sustain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garden planning and de-
sign advanced road,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ase of Jiaozhou L Villag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ark, 
explores the new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garden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s out of 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clean ener-
gy-pluripotent complementary-moder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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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谱写了一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三农”事业也取得了

巨大成就，但依然存在着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何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为重要研究方向。 
农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破解新阶段社会主

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坚持循环经济主导，循环经济赋能“三农”事业，是加快农业发展绿色转型、解决

经济发展与资源矛盾的重要举措。要在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围绕资源集约节

约、化学投入品减量、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绿色低碳化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提升农业生产的“三

品一标”水平，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规划设计农业生态园。现阶段农业生态园的规划设计中，农

业转型升级、农业生态园建设等与农业产业竞争力低、农业生态建设消极影响张力凸显，农业生态园建

设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促进农业生态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如何构建以绿色

生态为导向的规划设计体系，推动绿色品种、绿色技术、绿色装备普遍应用，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是带

动小农户步入农业绿色发展轨道、农业生态园在规划设计中走出一条“环境治理–清洁能源–多能互补–

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关键。 

2. 理论分析 

2.1.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指嵌入循环利用技术，通过循环、构建多重循环，将经济活动转变为一个循环反馈式的

发展流程，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实现循环增量、增益。 
循环经济嵌入农业生态园核心为种养结合模式及有机废弃物再利用。种养结合模式为将种植业和养

殖业结合发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可节约种养殖成本，是一种良性循环生态农业模式[1]。当下农村社会，

大部分农户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对于合理处理畜禽粪便的方法尚不明晰，“种养结合”模式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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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畜禽粪便有效转化为有机肥料，减少农药使用量，增加土壤肥力。因此，“种养结合”循环模式可以

总结为将循环经济的思想融入到农业生产中，借助种植生产系统和养殖生产系统的互补性，利用食物链

中的农作物、养殖动物、昆虫、微生物等，将两个系统产生的废物通过处理变成另一系统的原料[2]。有

机废弃物主要聚焦农业有机废弃物，农业有机废弃物是指在农村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

类废物的总称，也被成为农业有机垃圾。主要有秸秆、落果等第一类生产性废弃物，畜禽粪便、畜栏垫

料等第二类生产性废弃物，农产品加工、贮存形成的酒糟、菇渣等第三类生产性废弃物及农村居民生活

排放的人粪尿和生活垃圾等第四类生产性废弃物[3]。循环经济在农业中，运用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

多层次利用技术，是可实现较少废弃物的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可实现我国农业从

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方式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方式

转变。传统农业结构中难以实现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失了对于腐屑食物链的产业化开发，腐屑食物链

中的组成成分就是曾经缺失的环节[4]。 

2.2. 生态循环农业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即现代农业，是社会大循环系统中的一个分支，是按照生物学和经济学原理，集

合运用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经验，协调农业发展的平衡，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三大效益于一体的，助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农业。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构

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生产环节间的良性循环生态链，将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

有机联合[5]。 
中国的生态循环农业主要有四种发展模式：以沼气为纽带的资源能源模式、观光生态农业模式、立

体复合生态循环模式、以作物秸秆为纽带的循环模式。以沼气为纽带的资源能源模式是指将农业生产过

程中所产生的废料能够通过沼气池联结起来，主要有“猪–沼–菜(粮、桑、林)”、“猪–沼–果(鱼)”
等模式。观光生态农业模式是指在地方特色上建立养殖产业链，并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深度结合，通

过农业形成旅游吸引力，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并通过旅游业带动当地农业发展，实现农文旅融合发

展。立体复合生态循环模式是指借助自然生物在生产过程中对空间环境需求不同的特点，通过对空间的

配置，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需要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资源有机结合，形成立体复合

的生态循环模式，主要有“鱼–桑–鸡”等模式。以作物秸秆为纽带的循环模式是指以因地制宜构建“秸

秆–基料–食用菌”、“秸秆–成型燃料–农户”、“秸秆–青贮饲料–养殖业”产业链[6]。通过对秸

秆的合理处理，实现生态循环农业。现代农业生态园即建立在生态循环农业之上，实现农业生态园的可

持续发展。 

3. 现代农业生态园规划设计的实践策略及路径 

3.1. 现代农业生态园发展的实践策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十九

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事实上，早在

2014 年中央已经在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应

“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

代化道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农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农业生态园既是当下

的新探索。 
长期发展中，相关工作人员应因地制宜，秉持绿色农业发展理念，将种养结合、以虫治虫、变废为

宝等循环经济理念贯彻至农业生态园建设中。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农业可持续发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4439


周芷萱 
 

 

DOI: 10.12677/design.2024.94439 22 设计 
 

展，关键是农业的绿色发展。现阶段，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是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盼的

迫切要求，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而“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作为一种环境友好的生产

方式，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在乡村振兴、农业有机废弃物再利用、土壤保护等

方面都大有益处[2]。作为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农业有机废弃物在充分资源化利用后，“变废为宝”，

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有效解决农村各类环境污染问题，使三大效益有机统一，是一项利国利民、意

义久远的重要工作[7]。在结合种养结合、农业有机废弃物再利用，即最大化的实现现代农业全物质循环

利用的目标。 
可以看出，现代农业生态园规划设计的发展策略主要关注现代化、生态化，强调循环经济发展，坚

持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但值得注意到的是，在现实中，农业南北差异大，不同的农业领

域分布不同的实践策略，总结起来，具体实践策略主要有：科技创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循环经济发

展、农文旅融合、市场机制与政策支持这五个要素。因此，可以看出现代农业生态园的发展需要在实践

中结合区域特点和资源条件，提高在地性，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应性的实践策略，以推动其高质量绿色发

展。 

3.2. 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般而言，现代农业生态园发展的实践路径出发点为在绿色农业基础上，嵌入循环经济理论，以循

环经济赋能“三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防止农业资源浪费、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

民收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现代农业生态园发展的研究早期主要聚焦在

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现

在的研究则主要关注绿色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强调循环经济。 
基于此，现代农业生态园发展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创新现代农业生态园典型模式，如

何守正创新，是当下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今，中国已有创新模式有例如：“菜–虫–鸡–园”模式、

“猪–菜–菌–虫”模式等农业的生态循环模式，也有合作社、庭院经济等模式更有“以虫治虫”模式，

究其根本，是以农业生态园中循环链条建设为重点，实现物质能量最大化和废弃物丢弃最小化的变废为

宝。二是加强绿色投入品研发，农业绿色投入品泛指农业绿色生产资料，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园的物

质保障基础，绿色投入品研发是保障食物安全和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

重点发展领域[8]。同时，因地制宜引入绿色种养技术，凸显在地性和乡村本色，打造品牌效应。三是加

快产业融合，以“人工智能+”推动农业生态园发展。从智能化、数字化等作为出发点，如何结合现代农

业生态园特点，将复杂农业机械、智能感知、智能决策、智能控制、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等技术融

为一体，自主、高效、安全、可靠地完成农业生态园作业[9]。 

4. 案例分析 

4.1. 研究综述 

L 村农业生态园创新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建立现代农业生态园典范。本文选取胶州 L 村农业生态园

为研究案例，收集并梳理了 L 村农业生态园建立以来发展历程及农业转型资料。青岛 L 村农业生态园即

L 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位于胶莱街道办事处东北部南王疃村，地处青岛母亲河——大沽河和胶莱河河

畔，合作社于 2008 年 4 月正式挂牌，是胶州市第一家土地流转合作社、首家村级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

省、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其中包含 8 个行政村，共建立 128 个种植大棚，多方位探索盈利模式。目前合

作社拥有耕地 2000 余亩，冬暖式大棚 32 座，简易大棚 14 座，PD 连栋温室 5000 平方米，智能连栋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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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 7200 平方米，花卉智能连栋温室 7000 平方米。 

4.2. 规划设计思路 

4.2.1. 循环经济赋能农业生态园 
L 村农业生态园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模式。L 村农

业生态园采用“以虫治虫”、变废为宝和种养结合的循环经济模式，形成农业生态园生态循环农业。其

“以虫治虫”体现为，采用天敌昆虫模式，例如利用瓢虫解决蚜虫危机等，减少化肥、农药的投入，减

少土地污染，实现绿色农业，真正走向现代农业。在环境昆虫单一种类研究与利用领域，黄粉虫是研究

最成熟和产业化程度最高的种类，主要用于蔬菜尾菜废弃物、餐厨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湿垃圾的转化处理；

东亚飞蝗对于禾本科杂草具有极大的转化处理能力，也是由“大害”变“大利”的典型案例[10]。而种养

结合一是体现为果园放养鹅模式，并以有机昆虫饲料——黑水虻、黄粉虫等作为果园放养鹅的饲料；二

是体现为生态农场养殖牛、猪、鸡等，养殖饲料为有机昆虫饲料——黑水虻、黄粉虫等。果园放养鹅模

式下，最大程度地利用土地资源，农作物为畜禽提供有机饲料，在避免资源浪费的同时也降低了生态园

的养殖成本。在此模式下，鹅散养在大棚周围，可在果园自主进食，尤其是在果园杂草生长初期，通过

用鹅吃嫩草，解决鹅的喂养饲料的同时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其粪便也有对果园土地增肥的作用，成为果

园除循环转换后的有机肥料的另一种肥料。在后期果园土地覆黑膜抑制杂草生长，鹅回到养殖场，使用

有机昆虫喂养鹅。在这种模式下，产出的肉鹅及鹅蛋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同

时，L 村农业生态园使用农业新装备，推动数字化农业的建立，实现农业机械化、信息化、综合化和可

持续发展。 

4.2.2. 多元化合作，协调性发展 
L 村农业生态园成立合作社，合作社有两大盈利模式，一是农产品销售，目前和青岛公交集团签订

合同，直接从基地到食堂，包括胶州的小学、初中、高中，供应了 21 个学校，且供应的农产品必须带着

检测报告，确保食物安全，这是整个的合作社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二是参观旅游，通过研学、团建等

创收，每年的 3 至 5 月有最大的收入，最多一天客流量能达到 1000 多人。基于此，L 村农业生态园的资

产已经达到上亿规模，从 2018 年起开始评估，2018 年评估价值达到 9700 万社。 
简言之，L 村农业生态园应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在科研力量投入加大、政府扶持资金增加、政

府政策落实、农民意识提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新模式，充分发挥当地农业特色，立足农

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力促进共同富裕，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以充

分利用有机废弃物为导向，以“种养结合”模式为重心，以“以虫治虫”为导向，不断完善生态循环农

业产业链，致力于走出一条“环境治理–清洁能源–多能互补–现代农业”耦合的农村碳中和发展道路。 

4.3. L 村基于循环经济的农业生态园发展困境 

随着现代化发展，农业生态园的发展目标将由追求高产高效转变为绿色发展、提质增效；农业发展

的驱动因素也由注重物质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农业生产方式与手段将向信息化、数字化

靠拢[11]。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农业生态园对于经济条件、基础设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及组织、人才

创新等多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的、绿色的农业生态园发展方式，可以有效解决现代农业中的资源约束和

环境压力等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想要实现循环经济充分运作仍然存在着诸多困境。首先体现在

资源约束及环境压力上，现阶段土地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形式严峻。

其次体现在我国农区村集体经济发展呈现乏力状态，各地区发展依然不平衡，多数生存空间依旧狭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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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为技术创新不足，“以虫治虫”等模式技术门槛高，操作难度大，缺乏专业性技术人才。同时，

当下普遍认为“循环”就是有机废弃物再利用，或者有机废弃物的利用即为“循环”，实则不然。 
实现基于循环经济的农业生态园存在的诸多困境，究其根本，主要为以下几点：一是未建立大农业

循环经济视角，较难形成广泛的社会认知。大农业循环经济视角以大农业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全面开

发生食食物链和腐屑食物链，使大农业资源体系中提供经济产品的每一环节所辅产的非经济产品均成为

下一环节的利用“原料”[13]。二是随着现代化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目标将由追求高产高效转变为绿色

发展、提质增效；农业发展的驱动因素也由注重物质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农业生产方式

与手段将向信息化、数字化靠拢。基于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农业生态园对于经济条件、基础设施、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及组织、人才创新等多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 

5. 结论与讨论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基于循环经济的农业生态园发展

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盼的迫切要求，更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总的来说，胶州 L 村“种养结合”、“以虫治虫”现代农业生态园模式作为一种

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在乡村振兴、农业有机废弃物再利

用、土壤保护等方面都大有益处。 
基于此，如何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环境治理–清洁能源–多能互补–现代农业”耦合的

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亟待解决，农业生态园的规划设计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现阶段农业转型

升级、农业生态园建设等与农业产业竞争力低、农业生态建设消极影响张力凸显，农业生态园建设仍然

面临一系列挑战。基于循环经济的农业生态园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意义久远的重要工作，因此，其规

划建设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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