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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y economic and ecolog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Jingshan Qiaomi rice industry from the ecological model. It begins from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agri-
cultural economy about Jingshan County and the Qiaomi rice industry;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
try community, industry system, industry chains and industry system net. It concludes that Qiaomi rice indus-
try system is stable, complete. However, the industry chains and network need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
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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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现代农业、产业经济学和生态学原理分析京山桥米产业发展中的生态模式。以京山县农业

经济与桥米产业发展现状为出发点，深入分析京山桥米产业生态系统内的产业群落、产业系统、产业链、

产业系统网络的特点，得出京山桥米生态产业系统较稳定、组分较完善，而产业链和产业网络则需要进

一步完善与提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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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 80 年代年代以来，产业生态学的产生和

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想概念。产

业生态学作为研究产业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

动优化与配置、调控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环境效益

和经济效益。京山桥米生态产业化的研究实质是通过

现代农业、产业经济和生态学原理，把产业组织融入

生态学理论中，通过构建生态产业链和产业系统网络

来探索兼具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新模式。 
由于缺乏对京山桥米产业发展过程中关于生态化

和产业化相结合的研究，因此本文初探京山桥米生态

产业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该系列研究的进一步发

展，而且也在探索中逐步认识生态产业的现实运营模

式，同时对于实现农业产业化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2. 研究现状 

对于产业生态化的研究，芬兰学者 Korhonen 在

《产业生态学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模式：产业生态

学的应用策略》中提出产业生态学为研究物质与能量

流动的系统与网络提供了技术与手段[1]。李慧明等在

《产业生态化及其实施路径选择——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中指出我国更应该注重将产业结构调

整、主导产业选择、产业布局调整作为产业生态化的

重要内容[2]。而对于京山县桥米以及稻米产业化的研

究，王树婷等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京山桥米的保护

分析》中提出鼓励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的生产者，

使用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以此来提升地理标志*资助信息：国家星火计划项目(2010GA7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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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品牌效应[3]；陈正行等在《延长水稻产业链改

变“强稻弱米”现状》中指出中国水稻产业在品质、

产后处理与加工技术、产业链价值充分挖掘等方面还

处于较低水平[4]。上述研究表明，京山桥米通过生态

桥米产业化的道路提升桥米的品牌竞争力势在必行。 

3. 京山桥米及原产地研究区域概况 

京山县地处鄂中，位于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

端。京山县地处鄂北岗地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低

山、丘陵、平原兼而有之，其中岗状平原、河谷平原

是水稻集中产区。京山县是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县、

商品粮基地县和绿色食品建设示范县、全国绿色小康

县、是湖北省农业产业化建设试点县、优质稻生产示

范县和高产农田建设示范县[5]。 
桥米原产于孙桥镇蒋家大堰一带，明朝嘉靖年间

定为贡米[6]。1998 年经过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

为绿色食品。2004 年 12 月 23 日，京山桥米获得国家

原产地域产品(即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京山桥米由原产于京山孙桥等乡镇的优质稻“鉴

真二号”加工而成，其色泽透亮、糯而不腻、柔软可

口、回味悠长等特点享誉全国。京山桥米原产地域范

围以《关于界定京山桥米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范围的函》

(京政函[2002]44 号)提出的地域范围为准，为湖北省京

山县现辖行政区域。其品种要求为“鉴真二号”，其质

量特色为稻谷有芒，色泽金黄、纯正；大米粒型细长

而弯腰翘尾，腹白小，青如玉，白度 ≤ 0.08%，胶稠

度 ≥ 71%，米饭松软略糯，喷香扑鼻，可口不腻。 

4. 桥米产业的生态模式的探讨分析 

4.1. 桥米产业模式的构建方法 

京山桥米产业生态化模式就是通过以产业运营的

各个环节作为节点，以系统内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

密切联系来建立桥米产业生态系统。京山桥米产业生

态化模式是通过生态学的原理构建包括产业群落、产

业系统、产业链和产业系统网络的相关产业的企业、

产品、市场的综合系统。 
京山桥米生态产业化发展模式的建立应该依托当

地的生态资源和桥米资源，在生态物质循环的基础上

围绕桥米进行一系列的规模化、产业化和生态化探索

实践。该模式应该把生态学理论融入产业经济发展中，

以追求市场效应为前提，通过提高农产品质量，突出

发展桥米品种的优质化、生产的集约化以及相关企业

管理的科学化来使桥米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生态系统的

良性循环[7]。 

4.2. 桥米产业群落的分析 

在生态学中，生物群落是指特定空间或特定生境

下生物种群有规律的组合[8]。因此通过生态学与产业

学结合定义产业生态群落为在特定区域与特定产业环

境下相关企业所组成的产业联合体。段宁[9]在《我国

制糖(甘蔗)生态工业模式及典型案例分析》中通过对

制糖产业与群落生态学的结合建立了制糖行业的产业

生态群落。因此，基于制糖行业的产业生态群落来组

建京山桥米产业的生态群落模式。 
如表 1，根据京山桥米产业特点，桥米产业包括

桥米谷物生产、桥米加工和综合利用三个部分，米业

加工后的副产品谷糠不仅可作为饲料，而且还可以作

为食品、饮料、发电、发酵等多种产品的原料。因此，

桥米产业的发展特征说明了桥米产业是可以向生态化

产业方向发展。而基于经济和环境的基础上，桥米加

工业以及综合利用的相关产业如食品企业、饮料企业、

发电企业在特定的区域集聚、共生，从而形成了一个

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共同体，即产业生物群落，它

们与周围环境因素构成了桥米生态产业系统。 
同时，根据生态群落中优势种群和关键种群理论

可知，在一个群落中，优势种群对群落的结构和群落

环境有明显的控制作用。而在产业生态群落中，一些 
 

Table 1. The industry community of Qiaomi rice 
表 1. 桥米产业群落表 

产业

类型 产业公司 产品类型 

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 
中谷集团香谷坊八方米业有限公司 

桥米

加工
京山县京和米业有限公司 

桥米 

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 米汁饮料 

京山县三元桥米食品有限公司 桥米营养粥 食品

制造
京山惠峰酒业有限公司 小曲白酒、大曲白酒

湖北裕丰糖业有限公司 饴糖、饲用大米蛋白

京山恒盛油脂有限公司 米糠毛油 综合

利用
湖北凯迪绿色生物质能有限公司 生物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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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在群落中通过提供物质和能量，推动和影响其他

相关产业，进而通过群落共同体的联接对产业生态系

统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种产业往往就是该产

业生态群落中的“主要种群”。根据京山桥米产业系统

特征以及产业生态群落的特征，可以认定桥米加工企

业为该系统的“主要种群”，食品企业、饮料企业、发

电企业等综合利用是该系统的“次要种群”。 

4.3. 桥米产业系统的组分分析 

桥米生态产业系统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

以及外部的环境构成的，其中稻谷生产农田、米业加

工以及相关企业是桥米生态产业系统的基本组成单

元，它们之间以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形成了一种生态

柔性系统。 
农田子系统主要是为桥米加工提供基本原材料，

是桥米生态产业系统的“生产者”，而桥米加工企业则

是以米业加工工序为主导，因此成为桥米产业系统的

初级“消费者”，而其他相关的以桥米加工过程中产生

的“废物”谷糠为原料进行生产活动的则属于次级“消

费者”。而产品进入市场以及生产流程中的“三废”环

境综合治理则是通过对该系统的各个生产环节和生产

过程中的一些废物进行 终处理，则是该系统的“分

解者”。 

4.3.1. 产业的初级生产环节 

按照桥米生态产业化的模式要求，京山县以“优

质、专用、特色、生态、安全”为前提来提升农田生

产子系统。其特点是首先在粮食主产区建立了十大优

质稻生产基地，其中以鉴真二号、鄂中五号、杨两优

6 号、丰两优一号等优质稻品种为主的种植品种，全

部实现无害化栽培。其次优质稻基地运营按照“协会 + 
公司 + 基地 + 农户”或“公司 + 基地 + 农户 + 技
术部门”等产业化经营模式，全部实行订单生产。再

次通过“稻谷不落地”式的收割方式确保初级生产的

生态性原则。 

4.3.2. 产业的消费环节 

4.3.2.1. 米业加工 
桥米的生态产业化过程需要以龙头企业的规模

化、产业化、标准化、生态化和市场化来实现，即通

过“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以及结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来生产和开发安全食品，从而确保产品的生态型。通

过龙头企业带动了京山县米业的加工增值以及规模化

运营。 
4.3.2.2. 食品加工 
提供健康、安全、生态的桥米产品是京山县桥米

生态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同时在坚持食品质量保

证的基础上针对桥米产品创新性突破也是体现其依托

科技优势，以科技推动生态桥米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4.3.3. 综合“分解”利用 

4.3.3.1. 产业的“分解” 
桥米的生态产业化内涵就是通过产业生态设计，

发挥因地制宜的区域优势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

保护。因此，通过稻壳和谷糠的综合利用，使稻壳和

米糠资源化，同时探索米糠制油及米糠综合利用、稻

壳生物质能源和稻壳气化、净化技术，使稻壳作为重

要的循环资源，提高桥米产业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4.3.3.2. 市场的“分解” 
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树立“京山桥米”、“京山

米”整体形象，通过重点打造品牌来提高京山桥米的

市场竞争力。“京山桥米”、“京山米”注册为知名商标，

“京山桥米”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定为“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同时，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

的“国宝”牌大米先后被评选为“中国名牌产品”、“中

国放心大米”，“国宝”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京山县京和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京和”牌大米先后

被评选为“湖北品牌产品”、“中国放心大米”。截止

2009 年，京山县现有 2 个大米品牌的有机食品，24
个大米品牌的绿色食品和 109 个大米品牌无公害食

品[10]。 

4.4. 桥米产业链分析 

如图 1 所示：桥米生态产业系统是有若干生态产

业链所组成，系统中通过物质(秸秆、稻米原料、谷糠)
循环流通建立了生态联系，通过该联系又形成了若干

产业链。根据桥米产业的特点，从谷物生产开始，可

以形成了“桥米种植–秸秆利用”、“桥米种植–桥米

加工–谷糠综合利用”两大模式，其中后者又可细分

为“桥米加工–生物制糖”、“桥米加工–生物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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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industry chains of Qiaomi rice. Note: The dashed part are left for lacking plate of Qiaomi rice industry 

图 1. 京山桥米产业链模式图(注：虚线部分为京山桥米产业暂缺板块) 

 
“桥米加工–生物发电”、“桥米加工–饮料生产”、“桥

米加工–食品生产”等多条生态产业链， 终以产品

进入市场和“三废”环境综合治理为终端。 

4.5. 桥米生态产业系统网络分析 

如图 2 所示：第一阶段，农田通过谷物生产以获

取谷物为主要目的，同时产生的谷物秸秆可以通过生

态循环利用的原则作为原料进入造纸生产，从而增加

的谷物生产过程中的资源 大化利用。第二阶段，通

过米业加工和造纸生产使一部分产品直接进入市场实

现“分解”，同时由于米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谷糠通过

综合利用程序实现 大化利用相应的衍生品。第三阶

段，将之前的谷物生产、米业加工以及造纸生产还有

综合利用环节中的产品投入市场中，同时将以上环节

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渣、废气进行环境综合治理后，

所产生的经过处理后的废物排放或者产生的有机肥料

投入到农田生产中实现 终循环。 

5. 京山桥米生态产业化模式分析的结论 

通过桥米产业的生态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1) 基于桥米产业生态群落的特点分析，以桥米加

工产业为“主要种群”，其他产业为“次要种群”所形

成的桥米产业群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即京山桥米产

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2) 桥米产业系统的组分较完善，通过整个产业系

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共同作用，使得桥

米产业中的各个环节衔接充分。同时通过桥米和谷糠

的循环流动使整个产业系统兼具环境效益和经济效

益。 
3) 桥米产业系统拥有较多的产业链，通过产业链

再加上桥米、谷糠在各个链条中的循环与流动，由此

形成了整个产业系统网络。但是在整个桥米产业系统

中，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偏低，废物利用产业链单一。

研究表明在桥米生产废物的各环节中，现有开发利用

的产业链以谷糠综合利用为主，缺乏对农用秸秆以及

相关的综合利用产业链条的开发。而根据桥米生态产

业化模式的构建，对于农用秸秆的综合利用，可以开

发出纸业或生物饲料等相关产业链。 
环境综合治理环节也不完善，尤其是再生资源的

循环上缺乏有效利用途径。按照桥米生态产业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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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model of Qiaomi industry net. Note: The dashed part are left for lacking plate of Qiaomi rice industry 

图 2. 桥米生态产业系统网络的构想模式(注：虚线部分为京山桥米产业暂缺板块) 

 
通过对桥米生产全过程中的废物综合处理后，能形成

以废弃处理物为原料的有机肥料产业，通过有机肥料

连接废物综合利用与有机农田的初始生产。 

6. 讨论与建议 

京山桥米生态产业化模式具有多种生态产业链和

产品，能够柔性应对市场，通过系统内各“种群”产

品、生产规模来增强来自市场的随机波动，从而提高

了桥米产业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从而提高产业竞争

力。 
产业生态系统是京山桥米生态产业化的主要特点

之一。京山桥米产业生态系统主要是以农田子系统中

输出的稻谷产品为原料，以食品加工为基础通过物质

流通构成了生态柔性网络系统结构。系统中以资源代

替废物，以充分利用来取代污染排放，使桥米产业各

个环节实现了资源共享，因此使桥米产业中的污染负

效益为资源正效益，从而减少了污染从而实现了桥米

产业发展的环境效益。 
然而通过京山桥米产业现行运营模式与生态模式 

的对比发现，桥米产业化过程中存在不足及缺陷。针

对京山桥米产业现状，提出以下建议：1) 提高桥米产

业废物尤其是秸秆综合利用率；通过延长秸秆利用产

业链开发相关产品来增加桥米产业系统产业链，进而

更加完善桥米产业系统网络。2) 拓展与深化相关产业

链，提升产业链的综合性；通过深化产业链中的大米

蛋白生产和谷糠生物质发电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来挖

掘生物产业和高新产业的潜质，从而提高整个桥米产

业系统的综合性和技术性。3) 开发环境综合治理后的

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增强环境综合治理效力，开发环

境综合治理后的废物再循环、再利用从而减少桥米产

业系统的环境负效应，从而提高桥米产业系统的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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