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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都市型现代农业典型区———北京房山区为研究案例,从循环农业理论出发,以房山区农业主

导产业为基础,以房山区若干循环农业案例为载体,分析了循环农业的延伸产业链条 、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 、

提高农民收入 、改善农村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机理。总结出了以食用菌产业为基础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多

级转化利用循环农业模式,集优质豆类生产 、加工及高端产品研发为一体的循环农业园区模式,畜禽养殖 、产

品精深加工和清洁生产的畜禽养加洁循环农业模式,集果品种植 、加工 、果文化旅游及果品废弃物资源利用为

一体的种加游环循环农业模式,水资源节约利用与清洁社区建设为主的新农村建设循环农业模式等,并提出

了房山循环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未来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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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ofurbancircularagriculturebasedonagriculturalindustries

— AcasestudyofFangshanDistrictofBeijing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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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analyzesvaluableexperiencesfromFangshanDistrictofBeijing, atypicalurbanmodernagriculturalarea.

Industrialchainextension, agriculturalcastoffresourceutilization, boostingpeasantincomeandimprovingthelifeandenviron-

mentofthecountrysideareanalyzedbasedoncircularagriculturaltheory, agriculturalindustrialdevelopmentandothercircular

agriculturalscenariosofFangshanDistrict.Circularagriculturepatternsaresummarizedasfollows:multi-utilizationpatternofag-

riculturalcastoffbasedonediblefungiindustry;circularagriculturegardenpatternofproduction, processingofhighqualitybean

anddevelopmentofnewproductions;circularlivestockindustrypatternofbreeding, outputprocessingandcleanproduction;cir-

cularfruitindustrypatternofplanting, processing, fruit-culturetourandfruitcastoffutilization;and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

patternofresource-savingutilizationandcleansingdistrictestablishment.Theexistingproblemsandfuturemodesofdevelopment

ofFangshanDistrictareadvancedaswell.

Keywords　FangshanDistrict, BeijingCity;Urbanmodernagriculture;Agriculturalindustry;Circularagriculturepattern

(ReceivedOct.29, 2007;acceptedJan.27, 2008)

　　循环农业是运用可持续发展思想 、循环经济理

论与产业链延伸理念, 通过农业技术创新 、调整和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延长产业链条, 最大程度地提

高农业系统资源使用效率 。循环农业的最主要特

征是产业链延伸和资源节约
[ 1]
。循环农业产业链

是由种植业 、林业 、渔业 、畜牧业及其延伸的农产品

加工业 、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 、农产品消费领域之

间,通过废弃物交换 、循环利用 、要素耦合和产业联

动等方式形成的相互依存 、密切联系 、协同作用的

农业产业化网络体系, 各产业间通过中间产品和废

弃物的相互交换而互相衔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

闭合产业网络, 其资源得到最佳配置, 废弃物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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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用, 环境影响减少到最低水平, 农业实现经

济 、生态 、社会三大效益多赢。都市型现代农业是

现代农业在大都市地区的主要表现形式, 具有理念

新 、技术和农业装备水平高 、农业集约化程度高等

特点;因毗邻大城市, 具有一般农区无可比拟的资

金 、科技 、人才 、市场等优势;但农业资源特别是水 、

土地资源更为紧张, 劳动力成本更高, 对生态环境

的要求更高 。因此, 在都市农业区域率先发展循环

农业是大都市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 2]
。

1　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特征

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是一种安全 、节能 、低耗 、环

保 、高效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形式或农业产

业链的连接方式及与此相关的生产技术范式的总

称 。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以多样化的

农业生态工程设计为载体,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 、废弃物再利用技术 、污染物

无害化处置技术 、清洁生产技术等 )为支撑, 以提高

农业资源利用率和综合生产能力为出发点, 以资源

节约利用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持续增

长为最终目标。循环农业模式主要根据农业生产

经营方式和服务功能 、农业产业链的组织形式 、农

业产业链循环路径方式和区域特色与优势等 4个

方面进行分类。在各地循环农业实践中, 涌现出了

以生态农业模式提升和整合为基础的循环农业模

式 、农业废弃物资源多级循环利用的循环农业模

式 、产业链条延伸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的循环农业模

式及以循环农业园区为依托的整体循环农业模式

等,为当地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农业生态环境建

设及农民增收找到新的潜力和出路
[ 3-5]

。任何模

式的体现和三大效益的实现都是以产业为支撑的。

2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北京市房山区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发展高效

优质种植业 、绿色养殖业和精品果业的同时, 还积

极延长产业链条, 拓展农业产业发展空间, 特别是

第一产业向农产品加工业及乡村旅游产业等的延

伸和拓展。 2005年全区有精品粮生产 -加工 、豆类

生产 -加工 、食用菌生产 -加工 -销售 、果品种植 -

加工 、果品种植 -农业观光采摘 、畜禽养殖 -畜禽

产品加工 -销售等多条产业链。通过传统种植业 、

养殖业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 延长了

产业链条, 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 增加了农产品附

加值, 安排了劳动力就业,体现了循环农业产业链

条延伸中 “资源 -产品 -废弃物 -再生资源 ”的思

想,使资源得到更充分合理的利用
[ 6]
。近年来, 房

山区涌现了以豆类生产 -加工 -销售 、肉鸭养殖 -

加工 -销售 、葡萄种植 -葡萄酒酿造 -酒文化乡村

旅游及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食用菌菌棒培养基

多级循环利用及新农村社区节水等一批各具特色

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基础, 分析总

结房山区农业资源 、农业产业现状及循环农业发展

的经验,对推动房山区循环农业进一步发展及同类

地区发展循环农业有重要意义 。

3　北京市房山区的循环农业模式

3.1　以食用菌产业为基础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多级
转化利用模式

目前食用菌产业已成为房山区的特色优势产

业,共有 15个乡镇 、60多个村 、2 000多户农民从事

食用菌栽培,面积达到 400多万 m
2
,品种 20多个,

年产鲜菇 1.5万 t,生产总量居京郊首位 。其中青龙

湖镇庙耳岗村食用菌产业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

用就是很好的典型 。该村于 2004年成立了食用菌

协会, 采取 “协会 +农户 ”的组合管理模式, 将全村

180户农民组织起来, 采取统一供应菌棒 、统一供

种 、统一管理 、统一收购的方式对全村食用菌种植

户进行管理 。农业废弃物资源的多级转化利用体

现在模式的整个过程中:从生产源头看, 菌棒原料

主要为棉籽皮 、稻壳 、木屑 、秸秆等种植业产生的废

弃物, 成本低廉, 便于推广;在食用菌培养过程中,

利用不同菌种对肥料种类要求不同,进行菌棒的反

复多次使用, 如高档食用菌杏鲍菇 、白灵菇培养后

的菌棒可作为中档食用菌金针菇等的培养基, 金针

菇生产后的菌棒可继续接种大众化食用菌 ———平

菇和草菇;生产过程后利用菌棒废渣木质含量高的

特点, 通过秸秆气化生产清洁能源沼气 (CO), 有效

解决农村生活能源问题, 菌棒废渣加工后可作为城

市屋顶绿化植物佛甲草的底肥。该村食用菌产业

废弃物资源利用型循环农业模式流程见图 1。

该村食用菌产业实现了良好的经济 、生态和社

会效益 。 2005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1.1万元,其中食

用菌产业收入占 60%以上;食用菌菌棒利用的农业

废弃物资源占菌棒生产原料的 70%左右, 改善了秸

秆遍地堆, 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的状况;解决劳动力

就业 500人 。房山区为农业大区,食用菌菌棒原料

十分丰富, 且有多年生产食用菌的优势与基础, 在

史家营一带山区林地还有成片的野生食用菌资源

有待开发。因此, 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 建设集菌

种研发 、试验 、示范 、推广及菌袋生产 、标准化反季

节生产 、工厂化周年生产 、产品深加工 、物流配送 、

废料综合处理 、科技服务体系于一体的产业链, 是

未来几年房山区循环农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3.2　集优质豆类生产 、加工及高端产品研发于一

体的循环农业园区模式

豆类产业是房山区农业 4大主导产业之一, 主

栽大豆和红小豆两种 。 2005年房山区豆类栽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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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房山区青龙湖镇庙耳岗村食用菌产业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图

Fig.1　SketchofcircularagriculturepatternofediblefungusindustryinMiaoergangVillage, FangshanDistrict

实线框表示已实现,虚线框表示待开发。下同。 Thecontentswithreal-linehavebeenfinished, thosewithdashedareprogramming.Thesamebelow.

积达到 8 000 hm
2
, 总产量达 2万 t, 产值 7 200万

元,出口创汇 400多万美元 。目前, 红小豆已成为

房山区涉及土地面积最大 、带动农户最多 、促进农

民增收的特色出口创汇型农业主导产业
[ 3]
。其中,

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采用现代的

经营管理模式, 开辟国际市场, 建成国内最大的小

宗粮豆品种科技示范园 。公司在豆类种植上实现

了规模化生产,推行公司统一供种 、统一供应广谱

高效生物农药 、统一提供有机肥 、统一提供播种机

械 、统一技术规程 、统一收购检测的配套服务模

式;在加工过程中采用有机大豆原浆制成出口日

本的高档豆制品,工艺简单 、技术规范 、节约资源;

生产过程所剩的豆渣和下脚料及采收后的豆秸等

剩余物用于农户畜禽养殖, 而加工过程产生的污

水经特殊处理后用于养鱼浇花 (图 2) 。但从循环

农业理论和产业实践看, 产品深加工和豆秸资源

化利用还存在开发深度和资源利用程度不够的

问题 。

未来房山区豆类产业发展方向:一是继续实施

异地带动战略, 充分利用房山区豆类生产加工的经

验和基础, 继续扩大异地种植并拓展异地加工, 继

续扩大豆类标准化生产和加工规模;二是继续开发

豆类深加工产品, 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大豆蛋白 、大

豆纤维 、大豆异黄酮等休闲食品 、保健食品的精深

加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三是加强豆类

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将豆秸集中收集与处理, 或作

为养畜的优质饲料, 或作为秸秆气化原料, 同时畜

禽粪作为有机肥返还豆田。总之, 房山区豆类产

业有待形成从豆类生产 -加工 -废弃物资源利

用 -有机肥肥田 -豆类有机生产的闭合产业环。

3.3　集畜禽养殖 、产品精深加工和清洁生产为特

征的循环农业模式

畜禽养殖业是房山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

业,全区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 300多个,

图 2　房山凯达恒业有限公司豆类产业物质循环流程图

Fig.2　SketchoflegumeindustrysubstancecirclingofKaidahengyeLimitedCompanyofFangshan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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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3万多户, 占总农户的

19%;以畜牧为主的养殖专业村 45个, 建成农民畜

牧业合作组织 122个, 各类养殖场 (小区 )及专业

村 、合作组织带动农户 1.2万户;固定资产规模在

100万元以上的畜产品加工企业 14家,这些龙头企

业带动 8 000多户农民发展养殖。例如, 鸭业是房

山区养殖业的重点产业,以琉璃河镇天鸿顺鸭业有

限公司和三江宏利牧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肉鸭养

殖 、加工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重点的循环农业发

展模式,是延长产业链条, 农业废弃物资源再利用

的典型代表。其生产模式是集 “种鸭饲养 、肉鸭孵

化 、肉鸭加工 、出售 、鸭粪废弃物资源利用等为一

体 ”的循环农业模式 。该模式实现了 “设施现代化 、

饲养技术科学化 、屠宰加工机械化 、产品市场国际

化 、废弃物资源化”, 不仅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 、农

民增收致富,同时改善了生态环境 (图 3)。

图 3　房山三江鸿利鸭业养殖加工物质循环流程图

Fig.3　SketchofduckbreedindustrysubstancecirclingofSanjianghongliLimitedCompanyofFangshanDistrict

　　从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的角度,房山畜禽养殖产

业的发展方向:一是通过对畜禽养殖小区的全过程

环境管理, 实现畜禽养殖小区的清洁生产, 推动畜

禽养殖污染物处理和利用技术的创新, 探索综合治

理养殖污染的运行模式和机制, 使畜禽养殖真正实

现绿色养殖;二是以农村能源开发 、粪便资源利用

为纽带, 利用养殖业畜禽粪便资源生产沼气, 解决

农村生活能源问题, 并利用沼渣肥田, 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三是探索新的畜禽产品深

加工领域和途径,提高畜禽产品利用率。

3.4　集果品种植 、加工 、果文化旅游及果品加工废

弃物资源利用为一体的循环农业模式

随着农业发展,农业与二 、三产业融合 、产业集

聚现象逐渐明显 。果业生产与果品加工及果文化

旅游相结合, 延长产业链条, 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文

化内涵, 是发展特色农业,实施综合效益多赢的举

措 。目前,虽房山区果品资源极为丰富, 但稀有品

种和高端果品少, 如直接走大路产品市场化道路,

不利于果品产业综合效益的发挥 。而多数观光采

摘园项目单调, 文化品位和层次较低, 不利于吸引

游客。充分利用房山的果品资源,开发果品深加工

并积极与民俗旅游相结合是房山果品产业发展的

必然选择 。以城关镇八十亩地村为代表的以葡萄

种植 、葡萄酒酿造 、酒文化乡村民俗游为载体的循

环农业模式,是房山区实现发展生产和保护生态环

境的双赢战略 (图 4) 。

目前, 房山区在发展集农业种植 、农产品加工 、

农业文化乡旅游为载体的循环农业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农业种植业特色和新意挖掘不够, 乡村

旅游业缺乏文化品位和特色,种植业与乡村旅游产

业脱节或衔接不够, 农产品附加值开发挖掘不够,

乡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不够,使乡村旅游业缺乏可

持续性 。未来房山区以种植业为基础,一 、二 、三产

业联动的循环农业发展方向是:首先注重开发极具

本土特色的农产品资源 (包括果 、蔬 、特色营养品 、

绿色畜产品等 ), 重点发展观光农园 、观光果园 、观

光花卉园 、休闲渔场 、特禽养殖园等农业观光游及

果品蔬菜采摘休闲游;二是充分挖掘旅游文化特色,

发挥资源优势, 打造民俗文化精品, 重点发展以吃

农家饭 、住农家院 、观自然景 、赏民俗情 、享田园

乐和体验农业劳作为特色的体验型民俗游, 同时鼓

励民俗户开展刺绣 、编织 、根雕 、蜡染 、布艺 、干花等

手工艺品制作, 拉动游客消费,增加农民收入;三是

延长产业链条 、增加产业融合, 开发高科技 、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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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房山区城关镇八十亩地村葡萄产业种植 、加工 、酒文化乡村游物质循环流程图

Fig.4　Sketchoffruitindustrysubstancecirclingofgrapeplanting-processing-grape

culturetourofBashimudiVillageofFangshanDistrict

以农业生产 、农产品加工 、高文化品位体验 、农业乡

村旅游为特色的综合性休闲农业园区;四是配合新

农村建设, 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 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促进农业综合效益提高 。

3.5　资源节约利用与清洁社区建设为主的新农村

建设循环农业模式

随着社会发展, 我国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与人

口增长的矛盾日益尖锐 。房山区人均水资源量只

有全国的 19.6%, 人均耕地面积 0.06 hm
2
, 仅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 62.5%, 水 、土资源稀缺与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 。房山区依据本区特点,在

“亮起来 、暖起来 、循环起来 ”的新农村建设工程中,

选择长阳镇牛家场村和十渡镇九渡村为平原和山

区新农村建设水治理工程试点, 进行了污水治理和

改厕工程示范。牛家场村水循环利用流程见图 5。

图 5　房山区长阳镇牛家场村节水与废水循环利用模式图

Fig.5　Sketchofsavingwaterandliquidwastecircular

utilizationofNinjiachangVillageofFangshanDistrict

牛家场村安装了日处理污水 20万 m
3
的智能

化小型污水处理装置及排污管道, 水表入户, 使人

均日用水量由原来的 143 L减少为 66 L;每户安装

污水收集装置, 实行洗菜洗碗水冲厕, 污水集中处

理后中水回用于村街道两旁的绿化灌溉 。同时, 以

农户为单位,通过对厨房 、厕所 、猪圈的改造与新建

的户用沼气池 、太阳能浴室有机结合, 形成做饭用

沼气 、种地用沼渣 、种菜用沼液, 达到生产 、生活 、生

态的良性循环 。建立的资源节约型循环农业模式

节地 、节肥 、节劳, 并注重解决农村生活能源, 减少

环境污染,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 循环农业是一个全新的农业增长方

式,我国各地资源状况 、产业基础千差万别, 循环农

业模式也须因地制宜, 类型多样 。都市农业是现代

农业的试验田, 都市型循环农业也必然是大农区循

环农业的先进代表 。在以现代农业为主的新农村

建设进程中, 抓住产业这个关键点, 充分发挥资源

和产业优势,延长产业链条, 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使

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真正循环起

来,是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生产方式根本转

变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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