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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发展循环农业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  
孙立婷   曹俊杰

摘  要 ：农业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重要产业，农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而循环农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总结黄河三角洲循

环农业发展典型模式的经验，发展循环农业可以将农业生产劣势转为优势条件，实现农业与农村的

可持续发展，但当地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也制约着循环农业的发展，循环模式的选择应

该因地制宜，循环农业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需要探索循环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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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及实施路径研究”（19BJL032）。

黄河三角洲位于黄河入海

口处，泥沙淤积而成，因此多为

盐渍化土壤，农业低产且发展质

量不高。随着我国盐碱地农业技

术发展取得新突破，以及抗盐碱

作物品种的培育成果，对于黄河

三角洲地区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但农业带来的环境

污染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距离

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差距较

大。近年来，当地兴起的循环农

业发展模式在遵循生态规律的同

时减少了面源污染，保护了农业

生态环境，实现了资源绿色高效

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农业发展的理论

与实践

（一）循环农业的内涵及其

特征

循环农业重点在“循环”

二字，意为反复利用，充分整合

利用各环节资源，使各类农业物

质资源作用发挥到最大。其根本

意义在于实现农业农村的可持续

发展（参见表 1 所示）。

（二）黄河三角洲循环农业

发展的理论探讨

黄河三角洲地区也是我国

开展循环农业实践活动较早的地

区之一，取得了不少成绩和开创

了一些典型模式，一些学者也进

行了理论总结。高明秀（2018）

指出了黄河三角洲农业开发受制

于盐碱地的自然环境，针对性地

提出了促进农业绿色开发的对

策。杨红生（2020）认识到了黄

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现状，提出

“生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

的口号，探索产业融合的多种模

式。李广杰（2007）分析了黄河

三角洲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

题，提出加快科技进步，促进农

业发展增质提效。

位于黄河三角洲经济带的

山东省东营市对循环农业进行不

断探索和尝试，为黄河三角洲实

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探索

路径。曹俊杰（2013）在分析黄

河三角洲地区农业生产状况的同

时，总结了多种循环农业发展模

式，要实现农业资源开发与生态

环境保护相结合，达到社会和经

济效益的双赢。王雪琦（2010）

以黄河三角洲的滨州市滨城区为

研究背景，指出循环农业发展存

在循环观念尚未全面树立、缺乏

技术和资金支持等问题，并给出

了建设性建议。

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一

方面，大部分学者意识到了当前

制约黄河三角洲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问题，提出茶旅融合、发展高

效生态农业的策略 ；另一方面，

表 1   循环农业的主要特征及发展意义

特征

高循环

低污染

经济与生态

效益双赢

模式多重

将各类资源充分整合利用起来，提高资源

的重复利用率

发展循环农业是实现农业
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有利于节约整 合资源，延
长 农 业 生 产 链 条， 实 现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延
伸出农 业 发展的新模式 ；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实
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农业全过程实现清洁生产，降低生产过程

中的废物排放，变废为宝

农业生产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的

绿色高质量发展，经济和生态效益实现了共赢

多重农业模式可供选择，做到因地制宜

具体表现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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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农业的开展是如何改善了

生态环境，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这种模式能否成为黄

河三角洲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之一？”等也成为亟待探究

的问题。

二、黄河三角洲循环农业

发展优势及其典型发展模式

（一）黄河三角洲发展循环

农业的优势条件

1. 区位优势独特。黄河三角

洲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

季雨水多，四季交替明显。全年

无霜期长，高达 200 多天，且光

照充足，可以满足农作物生长需

求。黄河三角洲水系发达，水资

源充足，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充足

的水源。黄河三角洲近海处有机

质多，为多种鱼虾类的繁殖生长

提供了饵料。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可以满足各地差异化的区位条件。

2. 土地资源丰厚。黄河三角

洲是黄河入海口泥沙冲击形成的

平原地区，平原面积广阔，入海

口处土壤含盐量高，盐碱化程度

高，需要培育耐盐碱作物。同样

土壤中矿物质元素含量高，土壤

肥力高，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天然

的肥料。循环农业的推广可以将

土地资源最大化地整合，培育出

耐盐碱作物，推广适合不同环境

生长的农作物。黄河三角洲一些

相关区县农用地面积占比较高，

耕地面积较大（参见表 2），这

也说明了黄河三角洲为农业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

3. 经济基础雄厚。黄河三角

洲涵盖了 6 个城市的 19 个县区，

这几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在

稳步提升，滨州市经济发展水平

最低，2022 年烟台市地区生产总

值为 9515.9 亿元，经济发展水平

最高，潍坊以 7306.4 亿元位居第

二，滨州市生产总值仅为 2975.15

亿元。其它几个城市地区生产总

值在 3000 亿元至 5000 亿元之间，

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

中游水准（参见图所示）。地方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循环农业推广

的基础。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略有增

加，未来还会保持一个增长态势。

政府政策的支持也会投入更多的

资金用于循环农业的推广和发展。

（二）黄河三角洲循环农业

典型发展模式

随着循环农业在黄河流域

的开展，演变出了以下几种模式

（见表 3）：

表 2   黄河三角洲部分县市土地资源状况

城市

东营区

河口区

垦利区

利津县

广饶县

滨城区

沾化区

寒亭区

寿光市

昌邑市

高青县

117818

226745

233099

130102

116563

104117.25

211593.33

83785.67

199737

163081

83066.67

土地总面积（公顷）

42.43%

45.21%

49.81%

61.47%

69.45%

71.17%

51.50%

58.72%

64.02%

61.30%

80.58%

农用地占土地
总面积的比重

25793

43249

46585

53687

59861

56822.73

49103.07

44984.73

102400 

73333.33

52466.67

耕地

49996

102518

116115

79976

80956

74104.25

108966.67

49197.93

127862

99954

66933.33

农用地

资料来源 ：2021 年黄河三角洲部分县市统计年鉴和农业农村局官网等。

图  黄河三角洲 2021-2022 年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表
资料来源 ：黄河三角洲 2021-2022 年部分县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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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河三角洲循环农业

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由上述案例分析可以看出，

循环农业能够因地制宜地选择农

业模式，实现农业的绿色高质量

发展。循环农业的不同模式适用

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模式

通过不同的机理来促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在对上述案例的调研中

发现，黄河三角洲的地理环境会

影响循环农业的推广，需要克服

一些困难。

（一）循环农业推广慢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优先

发展工业战略的提出使得黄河三

角洲开始大力发展工业，过度重

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工业废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河流，

导致小清河、孝妇河等地水资源

受到了严重污染。东营市石油资

源较丰富，胜利油田等大型油田

的过度开采使得当地生态环境更

加脆弱，空气污染严重，农业一

直无法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优

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使得黄河三

角洲涉及的县市或多或少受到工

业发展的影响，工业发展造成的

环境受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

修复。一方面受制于环境的影

响，工业污染后的水资源直接利

用，加剧了淡水资源的匮乏 ；另

一方面过度开采石油使得地下水

位下降，黄河三角洲地区生产、

生活和生态用水无法得到满足。

（二）循环农业推广难度大

大量泥沙淤积而成的黄河

三角洲，土壤盐分含量过高，使

得土壤盐碱化程度较高。盐碱化

土地制约农业种植作物的选择，

需要加强技术投入培育耐盐碱作

物，保护国家粮食安全，这使得

在循环农业推广时具有一定的选

择性。大面积毁林开荒，使得植

被破坏，地面失去庇护，抵御风

沙能力减弱，导致耕地沙化碱

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不利于将

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同样这也

要求循环农业的模式选择应该更

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三）循环农业的推广受制

于农民素质低

有知识有能力的大学生毕

业后多留在外地发展，因此留在

家里的多是文化水平低的农民。

他们大多采用粗放的生产模式，

使用高污染农药和化肥，很容易

表 3    黄河三角洲五种典型循环农业模式比较

编
号

1

3

4

5

2

垦利县

一邦公

司

广饶县

凤义农

民合作

社

东营润

松农业

公司

寿光三

元朱村

利津县

新发循

环农业

示范地

案例

在实现生态循环
利用的同时，增
加了经济效益。

打造了一种上联

养殖业、下联

种植业的生态

循环农业新格局。

将各类资源充

分整合利用，

实现了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

将农业和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实

现农旅结合，探

索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模式。

秸秆资源充分利
用，避 免了燃烧
秸秆所带来的农
业污染。

对农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贡献

在种植水稻的同时，水中放养
小龙虾、螃蟹等，一来稻田里
的杂草和害虫可以被解决掉，
节省了除草和除虫带来的人力
和财力；二来，这些动物可以
给稻田松土，他们的排泄物成
为有机肥料，促进稻田的生长。

“畜 - 沼 - 菜”绿色生态循环
农业发展模式，在农场建了
沼气池，在种植之外开辟了
养殖领域。羊粪进入沼气池
后发酵产出的沼渣、沼液作
为有机肥料还田。利用农业
生产废弃茎叶进行肉羊养殖。

将畜禽饲养在林地的不同生
产单元，养殖粪便等废弃物
自然分解为林地吸收。枝条
和 作 物 秸 秆 等 林 地 废 弃 物
用作种植菌类，增加土壤肥
力。改良后的土壤又可以种
植中草药和作物。

将 传 统 农 业 高度 融 合成 新
型业态，探索传统农业与旅
游业融合新模式，开发采摘
游、农家乐、民宿等新模式。

将农作物秸秆加工成青储饲
料喂羊，羊粪经过有机肥厂
进行有机发酵，玉米“吃”
了后，产量高、品质和口感好。

这种模式主要是 水稻种
植和鱼类养殖的结合，适
用于水稻种植区域。水稻
为鱼类营造一个良好居住
环境，鱼类为水稻除虫、
施肥。两者相辅相成，达
到一种生态平衡的状态。

这种 模 式主 要是以沼气
池为中介，将畜禽排泄物
发酵成为农作物的肥料，
农作物秸秆成为畜禽的饲
料。在打造现代化高效绿
色循环农业的同时，保障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
了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这种模式主要是分为畜 -
林 - 菌和鱼—桑—鸡两种
方式，根据当地环境所拥
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利用，
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 链
条，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

这种模 式主 要利用当地
特有的资源与旅游业相结
合，打造农旅融合创意产
品，实现产业化发展。

这种模式主要是以秸秆为
纽带，将秸秆资源收集利
用，加工成饲料喂羊，羊
的排泄物发酵成为农作物
的肥料。种植成本大大降
低，在改善碱地土质的同
时，避免了环境污染。

内容 特征

种养共

生生态

循环模

式

畜禽排

泄物综

合利用

模式

立体复

合循环

模式

创意农

业循环

经济模

式

以秸秆

为纽带

的循环

模式

循环农
业模式
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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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农业的面源污染，农业土地

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也较低。同

样，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速度

受制于文化水平。习惯传统农业

耕作模式的他们对于循环农业持

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排斥这

种新模式，这也阻碍了循环农业

的推广。另外，农业科技型人才

匮乏，科技服务水平不高，使得

耐盐碱作物的科技研发受限，产

业链短且附加值低，循环农业推

广受到技术和人才的阻碍。

四、黄河三角洲发展循环

农业的对策建议

（一）促进特色循环农业发

展，延长农业产业链

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条

件和农业资源状况选择不同的循

环农业模式，因地制宜地发展高

质量农业产业，实现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的双赢，使各种模式具

有地方特色。同时，延长农业产

业链条，将各类农业资源整合循

环利用，提高资源的重复利用率。

（二）转变农业发展模式，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

政府要加大对循环农业发

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修复工业发

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积极推广循

环农业模式。首先，政府要当好

领头人、宣传人，对循环农业的

发展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大力

宣传发展循环农业的重要意义，

借鉴国内外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经

验，积极引导农户和其他农业经

营主体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

式，积极探索循环农业的更多模

式。其次，要制定循环农业发展

规划，有计划地稳步推进区域循

环农业发展，推动农业与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打造“农业 +

旅游”的休闲农业模式，推动乡村

游、农家乐等发展，在促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农民增收。

（三）加大农业技术投入，

培育耐盐碱作物品种

循环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技

术的支持，尤其是耐盐碱作物的

培育。因此，黄河三角洲地区各

地方政府要加大科技投入，引进

高素质农业技术人才，打造一支

高质量农业技术研发团队，积极

投身到优良品种的培育与研发推

广中，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农产

品加工、包装、储存、保鲜等技

术水平，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

和附加值。在农业技术方面要舍

得投入更多的资金，引进先进农

业机械，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促进现代农业和智慧农业的普及

推广，推动农业向着更高更快更

绿色的方向发展。另外，要完善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打造农业信

息交流平台，及时发现和解决循

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四）提高农民文化技术素

质，培育新型职业化农民

政府要对大学生给予优惠政

策，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将所

学知识应用到农业中，带动乡村

振兴。同时，积极传授农民相关

农业知识和实用技术，加大农民

技术培训和考核，派农业技术员

帮扶农民，促进农业生产结构多

元化，推动农业向着绿色、循环

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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