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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农业的参与，但我国低碳农业并没有大面积推广。本文以天津市武清区魏家

堡村为主体，在魏家堡村的产业基础上进行规划改造。一方面，通过对大面积的传统农田进行改造，发

展低碳农业，建设低碳农庄；另一方面，在当地旅游业基础上，坚持农旅结合方针，拓展旅游业发展空

间。通过规划和改造，推进一二三产联动发展，建立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出可行的、可复

制的低碳农业农村发展模板，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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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requi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agricultur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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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carbon agriculture has not been widely promoted in Chin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Wei Jiabao 
Village in Wuqing District, Tianjin, and plans to transform the village based on its existing indus-
tries. On the one hand, traditional farmland is transformed to develop low-carbon agriculture and 
construct low-carbon agricultural resorts.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agriculture with tourism is adhered to in order to expand the devel-
opment space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planning and transformation, the integrated de-
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s promoted, and a mechanism for shar-
ing the benefits of this development is established. Feasible and replicable templates for 
low-carb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re introduced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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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与日俱增，目前该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项共同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不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不断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贡献。2020
年 9 月，我国明确提出了 2030 年“碳达峰”与 2060 年“碳中和”目标，合称为“双碳”[1]。为落实这

一重大战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21 年 8 月颁布的《“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将

“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农业产业体系”作为农业领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重点。同样，2021 年

10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也明确

提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任务，以促进农业固碳增效。这些政策表达了农业在推动“双碳”目标实

现过程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政府对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农业产业体系的决心。 
魏家堡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然景观丰富，交通便捷，其田、

林、水、草特色突出。本项目以魏家堡村为主体，在魏家堡村的产业基础上进行规划改造，以“双碳”

为核心，打造独特的魏家堡低碳农业、旅游业互联发展新模式，建设集低碳农业、生态旅游、人文康养、

文化体验、农事体验、科教基地为一体的城郊基地，将魏家堡打造成现代农旅生态村，为我国乡村振兴

事业提供一个具有可行性的新模板。 

2. 农业“双碳”研究现状 

2.1. “双碳”研究现状 

“双碳”是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未来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为了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近年来，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首先，为了减少使用传统能源所带来的影响，我国对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

投资不断增加，大力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其次，通过推动技术创新、科技进

步带动工业水平提高，建立碳排放交易所，出台碳排放指标，对碳排放量进行控制来达到减少碳排放的

目的。此外，我国也在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引导资金流向低碳环保项目，推动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514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布玉兰 等 
 

 

DOI: 10.12677/sd.2024.145145 1263 可持续发展 
 

型。截至 2019 年年底，我国碳强度与 2005 年相比降低约 48.1%，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比例 15.3% 
[2]，基本扭转了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提前完成了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作出的自主减

排承诺[3]。 

2.2. 农业“双碳”研究现状 

随着“双碳”话题的热度一路高涨，农业“双碳”也备受关注。中国用占世界约 9%的耕地养活世界

约 20%的人口，农业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同时也存在着减排降碳、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4]。人类

活动导致的碳排放引发了全球气候变化，而农业是全球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占据了总排放量的 13%。

根据全球人为碳排放序列，农业仅次于能源行业和工业。如果将土地利用所带来的碳排放也计算在内，

与农业和农产品生产相关联的行业则会成为全球人为碳排放的首位，占总排放量的 30% [5]。农业碳排放

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土地利用碳排放，包括农业用品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以及处理剩余农产品如秸秆

燃烧所产生的碳排放；稻田甲烷排放；畜禽养殖碳排放，通过反刍类家畜消化和排泄产生甲烷、氧化亚

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6]。然而，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还具有独特的固碳能力，通过推动农业技术发展，

可以提升农业的碳汇功能。 
我国双碳生态农业现有规模小，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传统农业，双碳生态农业产业链存在很多空白。

为了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低碳农业将成为新农业发展模式的一大趋势，也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必然道路。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农业的转型升级应以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同

时以促进农产品安全和生态安全为主要着力点，建立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

从而更好地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7]。除此之外，农业农村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领域之一，推进农

业农村向“双碳”方向发展是加快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更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 

3. 魏家堡村“双碳”发展分析 

3.1. 魏家堡村介绍 

魏家堡村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见图 1)，在北京、天津 1 小时出行圈内，邻近高速公路，交通

便利。同时，魏家堡村具有丰富的农业和旅游资源，其区域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现有乡间院墅区 7 千平

方米、乡创中心区 3 千平方米、农耕体验区 19 万平方米、荷塘垂钓区 3.6 万平方米、林下农场区 6 万平

方米、田园采摘 2 千平方米、蔬菜品种达百余种。魏家堡村的村落原始形态完整，周边视野开阔，空气

指数优秀，附近有天津南湖景区、凯旋王国主题乐园、天鹅湖温泉度假村、君利农业示范园、天津伊利

酸奶健康产业园、北运河休闲旅游驿站等旅游景点。魏家堡村内又有剪纸、花灯等民俗文化。 

3.2. 魏家堡村“双碳”发展情况 

魏家堡村的地区生产总值集中于第一产业，2014 年村集体收入 10.82 万元，收入主要来源主要为土

地、厂房承包费等。武清区人民政府在 2023 年 12 月根据魏家堡现状发布了文件：魏家堡村作为上马台

镇的文旅服务中心，重点发展现代农业观光研学、乡村文旅休闲等功能，打造三产融合，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8]。但随着第一产业的发展渐渐受阻，第二、三产业发展不完善的情况出现，魏家堡村的“双碳”

发展面临着以下一些问题。 
1) 农业方面 
近年来，魏家堡村在政策的引导与鼓励扶持下，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乡村生态旅游开发等方面得

到一定发展。但在农业方面，仍然存在着大量使用化学肥料所造成的土壤以及水资源污染；规模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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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生的排放物污染；农业废弃物处理如秸秆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除去这些农业因素，魏家堡的

农业还缺乏高效、经济的低碳农业技术，村民们缺乏对于“双碳”目标的理解，难以推动低碳农业发展

[9]。 
2) 旅游业方面 
旅游作为一项能耗较高的社会经济消费活动，旅游业的碳排放问题也较为突出。魏家堡村拥有丰富

的农业资源及生态环境资源，这些都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当地旅游业的低碳意识薄弱，

低碳设施建设滞后，旅游产品较为单一，同时也缺乏规划与管理，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3) 用能结构方面 
目前，魏家堡村的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农村生活生产中传统能源消费的比例较大，清洁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小，农业领域的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一直呈上升趋势，能源结构调整困难。 
 

 
Figure 1. Diagram of Wei jiabao village 
图 1. 魏家堡村示意图 

4. 魏家堡新型双碳农旅基地规划与设计 

4.1. 规划原则 

国务院在 2023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3 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实验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要创新乡村产业发展机制助力乡村振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打造具有创新力的联农带农

机制，积极探索具有可行性的、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城乡一体化共赢模式[10]。 
基于双碳视角的魏家堡经济生态双循环发展模式，以“双碳”为核心，发展重点在于改变原有农业

模式，推行前景广阔的低碳农业，利用当地文旅基础将魏家堡建设成一个毗邻京津的绿色低碳农旅基地。

在规划中(见图 2)兼顾农业、旅游业，结合魏家堡村的农旅基础，秉持“低排放、低能耗、高碳汇、高效

益”的农业目标，打造一套具有可行性、可推广性的新型农旅基地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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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evelopment planning diagram of Wei jiabao village 
图 2. 魏家堡村发展规划图示 

4.2. 规划设计 

根据外部环境以及魏家堡实际情况，魏家堡规划(见图 3)基本思路分为相互联系的两部分，即农业和

旅游业。 
 

 
Figure 3. Low-carbon circulation agro-tourism base planning diagram of Wei jiabao village 
图 3. 魏家堡村低碳循环农旅基地规划图 

 
1) 农业方面 
魏家堡的农业用地占比约 70%，第一产业是魏家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想要推动魏家堡的整体

发展就要从农业的改变开始，抓住发展趋势，抓住低碳智慧农业的核心，以农业物联网技术为核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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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生态高地、农业慧谷。魏家堡总耕地面积 1218 亩、林地面积 150 亩。根据分布情况，将魏家堡的耕地

进行整合和划分(见图 4)为两部分：农业体验区、农业种植区。 
 

 
Figure 4.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Wei jiabao village 
图 4. 魏家堡村农业发展规划 

 
农业体验区保留魏家堡部分共享农田，结合新型的生态模式将其改造为连接旅游业的农业体验区[11]。

一方面，通过采取立体农业的形式，利用时间、空间、物种等因素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将那些小面

积、零散的土地资源整合共享，带来盈利增收，响应国家号召，给与游客体验农耕生活、了解农业文化

的选择。 
智慧农业种植区则通过采用现有的低碳农业方式结合部分智慧农业设施，建设一片低碳农业种植基

地，种植各类作物及当地的特色蔬菜：“黄玫瑰”白菜。传统农业既是碳源，也是碳汇[12]。通过方式选

择和技术改造，弱化其碳源属性，增强碳汇功能，同时也通过推动构建绿色农业技术创新和普及，培养

村民的绿色低碳意识[13]。 
智慧农业种植区的建设从三方面进行：一、种植业减排固碳。采取稻田甲烷减排技术，选择新研发

的高产量、低碳排放的水稻新品种；保护性耕作固碳技术，结合对土壤无伤害的除虫、除草技术，减少

因反动土地而造成的土壤碳排放率增高，有利于保持土壤肥力，提高土壤的固碳效率；农作物秸秆还田

固碳技术，将作物收割后剩余的部分进行粉碎，使其作为肥料将所含的碳元素留存在土壤中，有效提高

土壤肥力、降低肥料投入成本，达到绿色低碳[14]。二、畜牧业减污降碳。采取反刍动物肠道甲烷减排技

术，调整饲料组成成分、丰富食物种类、提高粗饲料的质量等方式，减少因反刍造成的碳排放，增加畜

牧业的经济收益；畜禽粪便管理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粪污干湿分离、固体粪便覆膜静态好氧堆肥、液体

粪污密闭贮存发酵、粪肥深施还田等[15]，降低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牧草生产固碳技术，对中轻

度退化草地切根改良、重度退化草地免耕补播、多年生人工草地混播建植等，提升草地生产力，增加牧

草产量，提升牧草所在土地的固碳能力。三、农业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利用秸秆能源化技术，如

推广秸秆打捆直燃供暖、成型燃料清洁燃烧等方式，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含碳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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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取农光互补的模式以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同时，应用农村沼气综合利用技术，通过厌氧发酵处理有

机废弃物，实现沼气集中供气、发电上网、提纯制备生物天然气，以及综合利用沼渣和沼液，不仅提供

清洁能源，还可增强土壤固碳能力，从而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通过在种植大棚顶部架设太阳能电池

板，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同时，通过智能平台对用电量进行统计，计算种植生产的碳足迹，并利用大数

据进行平台的自我学习，进一步节约能源消耗，推动农村电气化改革。 
2) 旅游业方面 
魏家堡村拥有丰富的旅游业资源，农田、林地、池塘，面积广阔。由于魏家堡耕地面积大，因此对

于旅游业的规划来说，以“农旅结合，以农带旅，以旅促农”为核心，将旅游和农业相互联系起来，通

过差异化定位和特色化发展，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特点，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按照“绿色、生态、宜业、宜居、传教”的理念，旅游基地的项目主要分为生态旅游、人文康养、

文化体验、农事体验、科教基地等五大部分。 
场地方面魏家堡区域内有广阔的田野、葱郁的林地、清澈的池塘，受污染程度低，环境优美、空气

清新，周围还有各种休闲旅游场所。文化方面，魏家堡村受到当地政府支持，大力发展剪纸、花灯等民

俗文化。政策方面，魏家堡村还响应政府号召，要与教育部门密切合作，开展研学参观活动。 
因此，在规划中按照因地制宜、响应政府号召、发挥魏家堡村最大优势的原则，场地方面，开发户

外体育运动、自然体验、池塘垂钓等活动，发展生态旅游、人文康养的路线；在文化方面，抓住文化发

展机遇，盘活当地文化特色，通过定期开设文化体验节，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廊对当地民俗文化进

行展示，盘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给予消费者文化体验；政策方面，通过推动

农旅结合，开发出农事体验与科教基地，以现代种养为基础，延伸产业链，为游客提供体验农业耕作活

动和了解农业知识的机会，以建设现代农旅生态村为目标，深度开发现有资源，建立教体研学融合发展

项目；基础设施方面，通过推进农村电气化改革，将光能替代化石能源进行发电。推进全村使用光伏发

电，打造零碳排、绿色、生态、宜居的新农村(见图 5)。 
 

 
Figure 5. Energy structure diagram of Wei jiabao village 
图 5. 魏家堡村能源结构图 

 
3) 魏家堡低碳循环模式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循环作为魏家堡村规划

的重要部分主要体现在魏家堡村的能源循环与产业体系循环上。 
在打造能源循环体系的规划中(见图 6)，团队十分注重能源结构的改善和农业剩余物的能源化处理，

将单线程的能源消耗和废弃物处理系统转化为循环系统，从而提高能源、农业废弃物的利用效率，减少

传统能源的使用以及农业剩余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碳输出量，从而构建低碳态势良好的能源体系和产业

模式，推动乡村“碳平衡、碳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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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Energy circulation mode of Wei jiabao village 
图 6. 魏家堡村能源循环模式 

 
在产业循环体系的构建中，以“双碳”为核心的六芒星结构(见图 7)将“种培销”、“产研学”联系

成了一个整体，通过将“产研学”所诞生的新科技、新模式、新方法应用到“种培销”中，并根据“种

培销”各环节所反馈出的数据、问题进行研究，得出新发展方案后再加以实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Figure 7. Wei jiabao village’s “Dual Carbon” Hexagram 
图 7. 魏家堡村“双碳”六芒星 

 
一方面，以魏家堡村为基地，团队为其提供规划与设计，魏家堡为消费者提供场地，消费者将需求

反馈给团队，团队再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和具体实际进行设计的细化，逐步完善农旅基地的建设。另一方

面，团队通过规划，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在魏家堡村进行旅游消费，带动魏家堡村的经济发展。

魏家堡村则向团队提供资源支持和农业数据，团队将这些数据提供到检测机构、高等院校，通过相关领

域人才的研究，对魏家堡村的低碳农业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获得新成果，再将其应用于魏家堡村。如此

往复，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循环体系(见图 8)。 
 

 
Figure 8. Industrial circulation model 
图 8. 产业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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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基于融入全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目标，本项目在魏家堡村的产业基础、自然条件上，以

“双碳”为大方向，结合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理念，通过对农业重新分区推行低碳智慧农业，对旅游

业实行“农旅结合”拓宽发展方向，将其规划改造为一个以低碳为核心的新型农旅基地。该规划不仅可

以带动农村经济增长、促进农业、旅游业协同发展，还可以作为乡村振兴模式的新尝试。 
但该规划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建立完善的智慧低碳农场成本高，要求技术高，人才少，维护成本大；

分散的小农户难以发展认知并承担碳减排责任；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能顾此失彼，找到一个平衡比较

困难；降碳减排效果测算困难，从传统耕作业向新型农业的转变并不容易等。虽然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发

展问题，但低碳农业产出的产品质量好、单位面积产出率高、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是农村现代化转型

和绿色化转型的一条必经之路。在技术人才方面，可以通过与京津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深入发展“产、

学、研”模式。在成本盈利方面，除了发展旅游业，还可以通过冷链运输将魏家堡基地产出的有机绿色

农产品向京津售卖。 
纵观发展前景，“双碳”是避不开的潮流。低碳农业的发展虽然艰难，但作为“双碳”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低碳农业顺应着国家发展趋势。以天津市武清区魏家堡作为试验田，建立农业农村发展新模

式，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全国农村低碳改革，为其他农村实现“双碳”改革提供参考，打造一个可行的

“双碳”新农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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