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生态学理论和生态规律为基础的农业循环经济，是

在农业发展领域借用其他领域的循环经济理论来指导组织

农业生产，实现大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与危害最小化，达

到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理想状态。通过发展农业

循环经济，可以有效进行资源化综合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
对降低农业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增加农民的整体收入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农业循环经济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农业废弃物是指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被丢弃的有机

类物质。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农业生产中对水资源的利用仅

仅为 35%，秸秆、粪便等再循环为 40%，每年有大量可回收

再利用资源因被丢弃而浪费掉 [1]。而通过大力推广农业循环

经 济，可 以 对 农 业生 产 中 的 农 业 废 弃 物 进 行再 循 环 利 用，
进而减少大量相关农用物资、劳动力的投入，达到缓解资源

不足、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目的。
2 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途径

2.1 能源化利用

近年来，广大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数量、种类和结构发生

变化，人们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加重视。其主要是利

用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为原料，通过发酵和热解产

生能源，例如建立沼气池。
2.2 肥料化利用

通过利用农业废弃物肥料化技术，将废弃物处理后制

成肥料和土壤改良剂，形成有机肥还田，提高土壤的有机质

含量，保证了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有机矿物质，改善了土壤结

构，减少化肥农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施用量，减少了开支，
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与品质，使其发展为有机绿色食品。
2.3 饲料化利用

农业废弃物中含有大量蛋白质和纤维类物质，经过适当

的技术处理，便可作为饲料应用 [2]。其中，主要是将秸秆、玉

米秆等农产品废料通过微生物处理转变成适宜饲料，以满

足家禽等饲养需求。
2.4 材料化利用

可以利用农业废弃物中的高蛋白资源和纤维性材料生

产多种物质材料和生活资料，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又一

个拓展领域。秸秆是高效、长远的轻工、纺织和建材原料，其

表面安度小、韧性大、抗冲击能力强，是很好的工业材料。

3 农业废弃物循环经济利用形式

3.1 以沼气为纽带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以沼气生产为纽带的农业生态循环经济模式是循环经

济在农业生产方面应用最广泛的形式之一。通过农业废弃

物的循环利用生产沼气，将作物种植、动物养殖、微生物发

酵和农村环境建设等合理结合起来，解决了现代农业及农

村环境所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生态破坏等问题，实

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循环利用和农业生产的高效经济利

益，达到家居环境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

化的目的。
3.2 以绿色农业为基础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通过发展以绿色农业为基础的农业循环经济，可以减少

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的投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少环

境污染，最终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3.3 以有机农业为抓手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有机农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施用大量有机肥料，对种

植 业、养 殖 业 的 废 弃 物进 行 发 酵，将 其 作 为 有 机 肥 料 施 入

农田，不但可以解决农业废弃物的环境污染问题，还可以变

废为宝。因此，有机农业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链，发展成循

环经济，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3.4 以休闲农业为依托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休闲农业是目前农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通过整合农业

生产和景观资源，吸引游客来体验农业生产过程和进行休

闲度假等旅游活动，使农业资源可以在不同时间段内得到充

分利用。同时，使农民在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通过从事以种、
养、加工为主的商品经营活动获得收益，增加了收入，促进

了经济发展。
4 存在的问题

4.1 废弃物总量不清

据文献资料 [3]指出，目前我国没有全面和详细地统计农

业废弃物年生产量，农业废弃物经过何种方式进行利用处理

缺乏明确数据。即使有一些大数据可以粗略估算，但与相关

农业部门登记在案的信息不符。
4.2 宣传力度不够

农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循环利用意识较差，相应的技术宣传推广力度不够，没有

充分认识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

及社会价值，绝大多数农业废弃物未被作为一种资源加以

利用，导致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策略

邓 忠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农业局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广西贺州 542800）

摘要 本文通过阐述农业废弃物能源化、肥料化、饲料化和材料化利用途径，依照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结合资源、废弃物、再生利

用的物质循环和流动模式，提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对策。指出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需要以政府政策作为导向，建立相

应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体系，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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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D 组样品回收率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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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C 组和 D 组样品回收率平均数统计

的样品能够获得更高的提取效率。索式提取法与快速溶剂

萃取仪相比，索式提取条件较难控制，试验结果的提取回收

率波动较大，而快速溶剂萃取仪萃取能够较好地控制提取

环境，提取结果数据更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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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转化落后

我国一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已经较为成熟，但目

前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研究

相比，依然存在很多不足，如知识产权方面、创新性方面等

比较落后，同时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宣传不够，相关

技术推广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阻力，导致我国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化程度不足，发展缓慢。
5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对策

5.1 建立健全农业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政府必须建立长期的工作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宣传发动，使农业循环经济理念深入人心。同时，政府应制

定能适应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障

农业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制订一

系列优惠政策，鼓励、调动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利用农业废弃

物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对农业循环经济建设做出重

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确保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向集约化、规模化、商品化、高效化、洁净化方向发展[4]。
5.2 制订农业循环经济长远发展规划

政府部门应从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思路、途径、目标、模

式及相关工作措施等方面制订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重

点打造粮食和农产品加工型循环经济产业链、畜牧和水产加

工循环经济产业链、林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及秸秆综合利用循

环经济产业链，为农业循环经济的长效发展建立长远目标。
5.3 推进农业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针对目前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不足，应将工作重点放

在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和休闲农业的推广和研究方面，

加大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解决我国在相关方面

研究的薄弱点；要注意引导市场，鼓励企业自发介入，以及

对国内外相关经验和技术的消化吸收，最终建立以相关龙

头企业为发展主体，通过市场经济引导的农业循环经济技

术研发创新体系。
6 结语

在农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

用技术和相关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但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农业废弃物

所带来的污染状况仍然不能忽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潜

力还有待开发。因此，应加强农业废弃物综合循环利用的意

识，制订相应的法规政策，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产业提供技

术支持，最大程度地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发挥

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快制订有利于促进废弃物资源化的相应

政策，明确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方向是发展循环经济

和生态农业的根本。积极鼓励创新技术的发展，增加资金和

政策扶持力度，使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农业循环经济持续发

展的动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促进农业循环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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