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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based on the strategic demand of the trans-
formation of old industrial cities and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agri-
culture. As an old industrial city, Zibo is facing the task of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s also facing 
problems like the weak ecological awareness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and farmers, insufficient 
support of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s well as imperfect legal systems and policies. Therefore, we 
must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grass-roots cadres and farmers, 
strengt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work, perfect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crease 
government funding, guide 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develop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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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是基于老工业城市转型的战略需求，是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山东省淄博市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正面临着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任

务，目前生态农业发展建设还面临着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生态意识薄弱、科技与人才支持不足、有关法

律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生态意识，加强科技研发和人才培育

工作，完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引导企业投资和发展现代生

态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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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鼓励和引导生态农业发展不仅有利于农民提高收入水平，而且可以改善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促进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山东省淄博市是鲁中地区一个依托

资源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城市，长期以来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目前资源逐渐枯竭、生态

环境问题日趋突出的背景下，发展生态农业无疑成为一个农村绿色经济增长点，在实现经济与产业转型

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淄博市不同地区农业资源、生态环境和工农业布局差异性较大，最北端的

高清县属于黄河三角洲地区，南部的淄川区、博山区和沂源县属于山地丘陵区，位于中部的张店区、周

村区、临淄区和桓台县接近中心城区，主要是平原地貌特征，也是工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因此，本文

选取淄博市中部地区的张店、周村、临淄和桓台四个区县为代表，对当地生态农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

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当地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起到一定的理论

借鉴意义，同时希望对其他老工业城市发展生态农业促进经济转型有所启示。 

2. 淄博市农业资源的基本状况 

淄博市地处中国华东地区、山东省中部，位于北纬 35˚55'20"~37˚17'14"，东经 117˚32'15"~118˚31'00"，
地处暖温带，属半湿润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据《2017 年淄博市统计年鉴》数据(具体参

见表 1)，从选择的该市桓台、临淄、张店和周村等四个区县情况来看，年平均气温在 13℃~15℃左右，

热量较为充足，年降水量张店区最多为 715.5 mm，临淄区和周村区皆为 630 mm 左右，桓台县最少为 587.0 
mm。根据对水资源总量统计，张店区在四个区县中最少，总量为 0.69 亿 m3，水资源相对缺乏；从全年

供水工程供水情况来看，临淄区最多，为 2.48 亿 m3，周村区最少，为 0.47 亿 m3，说明各地区水资源分

配不均衡。从总耕地面积、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和农业灌溉面积来看，桓台县

和临淄区较高，说明两个区县的农业发展较好，但消耗能源也较高。从园林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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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人均绿地面积综合来看，这 4 个区县中周村区生态环境建设最好，桓台县、临淄区次之，张店区园

林绿化面积最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小。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four districts of Zibo city in 2016  
表 1. 2016 年淄博市四个区县农业资源的基本情况 

区域 年均气温

(℃) 
年降水量

(mm) 

水资源 
总量 

(亿 m3) 

全年供水

工程供水

(亿 m3) 

农业机械

化总动力

(万 kw) 

化肥 
施用量 
(万 t) 

农村 
用电量 

(亿 kw/h) 

总耕地 
面积 

(万 hm2) 

农业灌溉

面积(万
hm2) 

园林绿地

面积
(hm2)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m2) 

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
(%) 

桓台县 15.1 587.0 2.69 1.82 57.28 1.89 2.22 2.99 2.53 1066 26.4 45.0 

临淄区 14.8 639.7 3.78 2.48 54.05 1.51 4.09 3.54 3.03 3397 18.2 45.0 

张店区 13.2 715.5 0.69 1.40 10.03 0.08 0.86 0.69 0.67 5907 17.4 44.2 

周村区 13.9 626.8 2.35 0.47 13.69 0.28 3.23 0.94 0.87 2143 22.1 45.8 

资料来源：《2017 年淄博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 

3. 淄博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总体而言，淄博市生态农业的发展起步较早，在生态农业的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但是，

淄博市作为老工业城市，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非

理性行为增多，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制约了农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1. 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良好 

从 1978 年我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已经经历了 40 年时间，淄博市农业总体发展良好，在

平原地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主要农作物包括小麦、玉米、棉花、蔬菜等，还有一定面积的果园种植。

根据对淄博市四个平原区县的农作物播种面积统计，小麦和玉米播种面积较大，其次是蔬菜种植；从不

同区县情况来看，临淄区蔬菜和果园种植面积较大，形成农业优势产业(具体参见表 2)。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sowing area of main crops in plain area of Zibo city, Unit: mu 
表 2. 淄博市平原地区四区县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基本情况，单位：亩 

区县 小麦 玉米 棉花 蔬菜 果园 

桓台县 350,422 350,334 443 14,819 1571 

临淄区 370,240 371,548 894 145,582 7050 

张店区 26,615 24,496 43 4301 3561 

周村区 90,636 87,398 99 9869 3769 

资料来源：《2017 年淄博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 

3.2. 生态农业发展成效显著并形成几种典型模式 

淄博市作为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化城市，在新时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生态农业

在城市转型和农业产业升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淄博市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开始提出发

展生态农业，经过 20 来年的努力，淄博市生态农业发展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了多种典型的生态农业发

展模式。 
1) “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通过处理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及污水杂物产生沼气，利用沼气发

电和燃气能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沼液、沼渣可以肥田种粮和种果蔬，形成“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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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1]。目前淄博市户用沼气池保持量已达到 9 万多个，大型沼气工程 28 处，建成“千池镇”20
多个、“百池镇”150 个，发展“猪–沼–果”、“猪–沼–菜”和“四位一体”等生态农业模式 1000
多个[2]。大力发展沼气生态农业模式，不仅可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能进一步促

进城市转型升级。 
2) 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和要求，均追求社会、经济、

生态等效益的统一[3]。淄博市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以淄博市西单村为例，从庭院经济起步，后

又大胆调整农业结构、更新生产技术、购买先进机器、建立沼气池和成立专业化合作组织，逐步发展形

成了粮、经、饲相结合的三元结构和农业内部的良性循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种养加工、

贮藏、运销、服务一体化的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西单村仅用 10 年时间从贫困走向小康，生态循环农

业迅猛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农业现代化初期阶段。 
3) 生态观光旅游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淄博市通过建造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集“生产 + 旅游 +

绿化”三位一体的生态观光农业园区，把农业生产、观光旅游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同时赋予生态农业

一定的教育、休闲、体验等属性，可以吸引大量城市的居民到农村观光旅游、体验农业生活和品尝新鲜

果蔬。生态观光园作为生态农业发展的一大特色，不仅可以增加经济效益，还可以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也能释放人的工作生活压力、保持身心健康，取得较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等综合效益。 
4) 生态农场休闲农业模式。近年来，在淄博市张店区等城市郊区兴起众多生态休闲农场，由于生态

农场具有距离城市近的地理优势且受其经营规模限制，难以进行大规模农业耕作，主要种植花卉、苗木、

草莓、火龙果、猕猴桃和药材等经济作物，或者进行一定量的稀珍名特动物养殖，且大多数生态农场将

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集生产、加工、供销、旅游服务于一体，一些中小型规模的生态农场还拓展餐饮、

采摘、体验和休闲参观功能。 
5) 特色品牌生态农业模式。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蔬菜产业高度发达，逐步形成了规模种植，并形成

多种蔬菜名牌和品牌效应，还被誉为“中国西红柿第一镇”的称号。长期以来，当地农民立足于生产实

际，依托农业科学技术，通过科学施肥、有机施肥、合理分配养分比例等措施促进生态特色农业的发展，

进行蔬菜产业品牌建设，提高农业竞争优势，绿色蔬菜远销海内外许多城市和地区，使之成为当地一个

绿色经济增长点。 

4. 淄博市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淄博市生态农业的发展虽然呈现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总体上还处于成长

阶段，在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中还面临着不少发展困境，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

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4.1. 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生态意识淡薄 

影响生态农业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和农业经营组织都是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主体。目前淄博市一些基层干部、农民，甚至部分相关企业组织的经营者和管

理者，普遍存在生态意识淡薄问题，农业生产重视获得经济利润或者片面追求产量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

常常不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的副产品和生活垃圾任

意丢弃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对生态农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 

4.2. 生态农业发展的科技与人才支持不足 

淄博市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长期以来干部群众有意无意中形成了重工业轻农业的思想，在以生活

的舒适性与体面性为基本要求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农业的偏见逐步扩大，导致了农业科技与人才支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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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农业科技研发机构与从业人员偏少，农业科研投入及其成果相对不足，特别是高水平生态农业科研

人才的短缺限制了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发展。同时，淄博市农机化新技术推广涉及范围较小且地区间存

在明显差异(参见表 3)，乡镇一级的农业技术推广员较少，平均每个乡镇拥有 4 名左右(一般农、林、牧、

渔各一名)，学历大多为大专，农业技术推广范围有限，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后继无人，这与发达国家每 100
个农业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农业技术推广员相比差距甚远[4]，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水平低和人才短缺严重限

制了当地生态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Table 3. The situation of the promo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echnology in plain area of Zibo city in 2016 
表 3. 2016 年淄博市平原地区四区县农机化新技术推广情况 

 机械深施化肥面积 
(公顷) 

机械化秸秆还田面积

(公顷) 
机械化饲草料加工数量 

(万吨) 
机械化青贮秸杆数量

(万吨) 
机械初加工农产品数

量(万吨) 

桓台县 10,460 43,080 18.4 18.4 33.1 

临淄区 29,180 48,280 46.5 12 29.4 

张店区 2680 3247 2 1 2.9 

周村区 5860 10885 5.9 4.5 7.4 

资料来源：《2017 年淄博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 

4.3. 农业面临着生态脆弱和人为破坏环境的双重压力 

淄博市存在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水土流失严重，经过长期流失冲刷和其他外营力的作用，

发育成丘陵起伏，支离破碎的缓坡地段，原土壤结构疏松、土壤容易随地表径流流失，“跑水、跑肥、

跑土”现象严重存在，造成地力衰退[5]。二是自然灾害的威胁，该地区易受台风、暴雨、冰雹等恶劣天

气影响，对农业生产造成危害。三是土壤退化，工业化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高效的生产要素，同

时也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农民不合理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化学农

业生产资料(参见表 4)，造成土壤板结或者土壤严重污染[6]。另外，由于淄博市受黄河渗透影响，部分地

区形成了众多盐碱地，这些盐碱地盐碱风化严重，形成了大片的不毛之地，不适应农作物的种植和生产

[7]。除了发达的工业长期给当地农业带来生态环境压力以外，农村规模养殖形成的粪便和生活垃圾未得

到合理处置而对土壤和河流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Table 4. 2010-2016 use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 inputs in Zibo city, Unit: tons 
表 4. 2010 年~2016 年淄博市农业化学投入品使用情况，单位：吨 

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6 

化肥折纯量 45,221.34 44,483.17 41,053.23 37,715.23 

农药使用量 2224.10 1719.96 1561.39 1406.91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3662.35 3652.75 3646.86 3696.16 

资料来源：根据淄博市农业局调查统计数据整理。 

4.4. 生态农业专项资金投入不足及转化成果较低 

资金的投入是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财力保障，缺乏资金的投入将严重制约生态农业的发展。基于目

前生态农业获利较小的特点，企业和农户缺乏对农业投资的兴趣，农业的投资资金大多数来自政府，农

业获得资金的渠道单一。虽然近些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但大部分农业

资金流向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应用于生态农业的资金被严重削减。根据淄博市统计数据，虽然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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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淄博市对农林水等财政支出逐步增加，但农林水支出占财政比重一般低于 10% (参见表 5)，生态农业

资金投入更为严重不足，而且大部分投入到生态农业的资金，无法有效转化为科技成果，制约了生态农

业的发展。 
 

Table 5. 2007-2016 Zibo city partial financial expenditure situation 
表 5. 2007 年~2016 年淄博市部分财政支出情况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林水事物支出

(亿元) 
7.38 9.12 14.27 17.94 24.28 29.56 31.41 29.93 35.23 33.50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亿元) 
117.6 141.44 161.97 201.87 253.19 290.88 324.54 342.53 382.89 418.43 

农林水等支农支出

财政占比(%) 
6.3 6.4 8.8 8.9 9.6 10.2 9.7 8.7 9.2 8.0 

资料来源：《2017 年淄博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 

5. 关于淄博市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建议 

针对淄博市生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应从农业具体情况出发，在充分考虑经济、生态、社

会三大效益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农业，并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5.1. 通过宣传教育逐步提高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生态意识 

改善生态环境，必须从思想观念上入手，从本源上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发展生态农业和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首先，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微信、手机短信等多种媒体和各种媒介，广泛介绍发展生态农业和保护

生态环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对农民的传统发展思想进行改造重塑，树立生态环保的新发展理念。

其次，通过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法等强制性手段保护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促使基层单位和农户搞好清

洁生产、文明消费和保护环境，使一些人不敢、不愿、不想乱为。最后，政府应设法提高农民的社会地

位，通过舆论导向，缓解以至消除社会上的“轻农”思想，通过重点扶持、典型示范等培育生态农业发

展样板，让农民看到发展生态农业是有前途、有潜力、有奔头和有实惠的产业。 

5.2. 加强生态农业的科技研发和人才培育工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态农业发展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因此，新时代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必须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发和人才培育工作。一是要提高农业科研人员的待遇，吸引外地优秀科技人才

落户扎根，通过建立科技奖励机制，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运用各种方式培养本土的农业科

技人才，将本地优秀生源转化为生态农业的智力支持；二是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投入农业行业之中，年轻人容易接受新思想、新理念和新发展模式，以此促进生态农业的蓬勃发展；三

是要因地制宜，发挥特色，根据该地区生态农业的模式及特点，研发出与之相匹配的科技成果和技术，

提升该地区生态农业的效益。 

5.3.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首先，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为建设和发展生态农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完善工

业防范污染政策，限制工业企业排污，减轻工业给农业带来的污染，同时完善农业生态环保政策，指导

农民科学生产和文明生活，减少农药及化学用品使用量、减少乱扔垃圾乱象等行为，减缓人类活动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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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污染，促进生态农业发展。其次，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内、外两方面改善生态农业发展环境，

改善广大农村的内部环境，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改善灌溉条件，改革种植

制度，推广复合种植模式，增加绿色覆盖面，减少水土流失，以有机肥代替化肥来修复农田土壤肥力，

实行秸秆还田来提升地力减少污染；提高生态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主要通过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

率，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8]。另外，生态农业政策应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不应一

刀切，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盲目施用行政权力而忽视市场作用，避免造成扭曲市场信号的不

利局面。 

5.4. 加大投入力度和引导企业发展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首先，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支农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助力生态农

业的发展，财政支农支出应向生态农业方向倾斜，避免农业专项资金的浪费和低效，如果财政资金在农

业其他领域投入比重过大，相应造成了生态农业的资金投入比重减少，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阻碍生态农

业的发展。其次，促进工商企业下乡与农民产生合作，促成企业和农业的有机结合[9]。一要加快农村土

地流转速度，使生态农业向着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和科技化方向发展，根据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国情，

土地流转规模要根据实际情况，否则容易造成农民无地无业的结果，政府有关机构在土地流转时需特别

注意规范企业行为，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防止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贱卖和企业违约；二是要保护

我国耕地粮食生产安全及生态环境，要预防农业企业将流转所得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对于下乡经营

农业的工商企业，建立和完善严格的动态跟踪监管机制，重点监督企业对流转土地的用途、资本注入情

况和土地利用程度和进度[10]，以及是否存在改变土地用途等；三要吸引社会资本对生态农业的建设，进

一步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资本支持力量，以社会投资主体和农民联合实现合作双赢，延长农业产业链，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保证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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