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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农户“四位一体”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实例分析
王晓荣 , 郭文娟 , 张 琪

(榆林学院 ,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 : 以米脂县对岔村一农户为研究对象 ,对该户的“四位一体”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产生的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 ,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 ,有利于解决农

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种养分离 ,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分离造成的农业效益低 ,农民收入低和环境污染等问

题 ,为农村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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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Quaternity”Mode of Ecology , Agriculture , Circulation , and

Economy for a Peasant Household in North Shaanxi Province

WAN G Xiao2rong , GUO Wen2juan , ZHAN G Qi
( Yulin Col lege , Yulin , S haanx i 719000 , China)

Abstract : By taking a peasant household in Duicha Village , Mizhi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as an st udy ob2
ject , economic efficiency , ecological benefit s , and social efficiency f rom t he“quaternity”mode of ecology ,

agriculture , circulation , and economy are analyzed. Promoting t he met hane is found to be t he link of ecologi2
cal agricult ure circulation economy. The measure is of benefit to solve some problems existed in agricult ural

p roduction , such as low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 low farmer income ,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long2term planting and cultivation separation and energy use and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separation. The

st udy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 he develop ment of count ryside ecological agricult ure circulation economy.

Keywords : North Shaanxi Province ;“quaternity”mode ; ecological agriculture ; circulation economy

　　农业循环经济 ,就是把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农业

系统 ,以达到资源的低开采 ,低消耗 ,高利用和废弃物

的低排放 ,从而实现“资源 —产品 —消费 —再生资

源 —再生产品”的环形流动的目的 ,从根本上解决资

源、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1 ] 。随着科技

的发展 ,沼气技术已从传统“一位”模式过渡到与农牧

业紧密结合的多种多样的以沼气为纽带的农业循环

生态经济模式。如北方的“四位一体”模式、西北“五

配套”模式和南方的“猪沼果”模式等[2 ] 。自从 2001

年农业部启动和实施了以沼气综合利用建设为重点 ,

符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生态家园富民计

划”以来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农户沼气生态

经济建设 ,为解决“三农”问题及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

提供了有效的途经。陕北作为此项目的推广地区之

一 ,现已形成了以沼气工程为纽带的生态农业循环经

济模式 ,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本文以米脂县对岔村

一农户为研究对象 ,对该户的“四位一体”生态农业循

环经济模式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

行分析 ,目的是鼓励和带动更多的农户能够从事生态

农业循环经济 ,以促进农民增收 ,为该地区和相似地

区的农业发展找到一条高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 　研究区域及典型代表户概况

1 . 1 　自然概况

米脂县对岔村是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典型农

业村 ,位于榆林市区南 30 km ,属南部丘陵沟壑区。

全村共 240 户 ,1 208 人 ,耕地面积较大 ,大多为沟坝

地 , 全村人均高标准农田 011 hm2 ,农作物主要以玉

米、马铃薯、谷子、红葱为主。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

该村从 2000 —2007 年共完成“一池三改”、“四位一

体”生态农业工程 125 户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笔者以该村典型代表户张加忠家为例进

行相关分析。该农户是米脂县甚至陕北“四位一体”

生态农业发展较早的农户 ,全家 6 口人 ,劳动力 4 人 ,



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 ,另一个上技校。拥有耕地 018

hm2 ,其中梯田 0147 hm2 ,水浇地 0133 hm2 ,农作物

以玉米、马铃薯、谷子、葱为主 ,每年养 4 头母猪 ,每头

每胎母猪生 10～14 头仔猪 ,一年两胎出栏数 80～

144 头 ,养牛 1 头 ,近几年纯收入中养殖业约 7～11

万元 ,种植业 1 万多元。

1 . 2 　生态农业模式

该户的“四位一体”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即

“粮食 —畜舍 —厕所 —沼气池”模式 (图 1) 。由于受

气温的影响该模式在陕北每年正常运转 9～10 个月。

该模式是以土地资源为基础 ,依据太阳能为动力 ,以

沼气为纽带 ,将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

式[3 ] 。同时实现了种植业、养殖业和沼气 3 个系统之

间能量和物质较快循环的生态农业工程 ,使其产气、

积肥同步 ,种养并举。人蓄粪便入池经发酵后产生沼

气和沼肥 ,沼气主要用于农户的生活用能 ,如照明、电

视用电等。沼肥作为玉米、马铃薯、谷子等农作物的

有机肥 ,再将粮食作物一部分输入市场 ,另一部分作

为家蓄家禽的饲料 ,或进入市场的部分粮食再经饲料

加工厂加工后供给农户 ,作为禽畜的饲料。

图 1 　“四位一体模式”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2 　经济效益分析

张加忠家 2007 年全年种植业的经济收支情况如

下。种植业以玉米、马铃薯、谷子、红葱为主 ,其中玉

米 0. 13 hm2 ,红葱 0. 20 hm2 ,谷子 0. 20 hm2 ,马铃薯

0. 27 hm2 。毛收入 12 000 元 ,纯收入 10 918 元。由

于沼渣、沼液可作为农作物的有机肥 ,从而农田可少

施 2 袋尿素和 4 袋磷肥 ,同时有机肥的使用可减少农

田病虫害 ,沼液也具有杀虫防病的作用 ,可节省 200

元的农药。因此此模式和传统农业相比多增加收入

530 元 ,共计该户的种植业比传统农业多增加收入

530 元。

养殖业中年喂 4 头母猪 ,每头每胎母猪生 10～

14 头仔猪 ,一年两胎出栏数为 80～144 头。此模式

中每头母猪饲料成本 700 元 ,4 头共计 2 800 元 ,卫生

防疫费每头 20 元 ,共需 80 元 ,与传统养殖业相比因

用沼渣喂猪可省去 4 头 ×300 元 = 1 200 元的饲料

费 ,禽畜舍环境卫生得到改善 ,所以可节省 4 ×20 元

= 80 元的卫生防疫费 ; 96 头仔猪饲料成本为 96 头

×(400 kg 玉米/ 头 + 240 元/ 袋饲料 + 70 元/ 袋麸

皮) = 75 840元 ,卫生防疫费每头 20 元 ,共需 96 头 ×

20 元/ 头 = 1 920 元 ,与传统养殖业相比可省去 96 头

×150 元/ 头 = 14 400 元的饲料费 ,节省 96 头 ×20

元/ 头 = 1 920 元的卫生防疫费 ;牛出栏数 1 头 ,年需

麸皮 5 袋 ×70 元/ 袋 = 350 元 ,原需卫生防疫费 50

元 ,比传统养殖业少用 20 元。由上可知猪和牛的总

投入、总收入分别为 81 020 元 ,107 300 元 ,比传统养

殖业多增加收入 17 620 元。

生活用能中 9 个月/ 年内 3 处照明灯、1 台电视

因沼气发电节省电费 100 元。传统农业中做饭、取暖

需柴草秸杆折合成煤 2 000 kg (9 个月/ a) ,省去1 200

元的燃料费。

由以上分析可知该农户年纯收入合计 118 218

元 ,比传统农业多增加收入 19 450 元 ,人均增收

3 242元。

3 　生态效益分析

猪、牛、人粪入沼气池经过沼气发酵处理不仅减

少了粪便的污染 ,保护了环境卫生 ,而且每年能为农

业生产提供优质的有机肥。由于有机肥施用量逐年

增加 ,化肥用量下降 ,对防止土壤板结有显著的作用。

所以自从发展此工程以来 ,该户农田作物几乎不用喷

施农药。家畜家禽的粪便及时进入沼气池使空气清

新 ,同时减少了蚊蝇在此场所的活动次数及数量 ,这

样对人蓄的健康都是有利的。由于猪舍和厕所的粪

尿为沼气池内发酵 ,消灭了病原菌 ,净化了空气 ,从而

形成无味无蝇无污染的环境[4 ] 。因此禽畜不易感病

健康生长省去近一半的卫生防疫费用。此外用沼气

能作燃料 ,还能减少烟雾对大气的污染 ,1990 年之前

该户做饭、取暖均用柴草、秸秆和煤 ,而现在进行生态

农业循环经济的农户 ,均以沼气供能为主 ,年节省燃

煤量 2 000 kg。可以有效地防止乱砍滥伐 ,巩固生态

建设成果。同时有利于人体健康并给人们提供一个

舒适的生活环境。

4 　社会效益分析

该模式使得农牧业有机结合 ,既加强了农业

的发展 ,又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粪便经发酵后

营养物质在沼液、沼渣中可保存 98 % ,沼液不仅可

施入农田作为肥料 ,而且可以浸种、壮苗提高作物

的抗寒能力 ,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 ,喷洒在果树上

可防止红蜘蛛、蚜虫等。这样就减少了 60 %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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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用量 ,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利于向绿色食品靠

近 ,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

平 ,更有利于广大消费群体的健康。另一方面 ,解

放了妇女劳动力 ,结束了农村妇女烟薰火燎的历

史 ,把妇女从繁忙的家务中解放出来。生态农业

循环经济模式发展要求的科技含量比较高 ,如不

掌握科学技术 ,难以收到好的效益 ,这就促使人们

不断地学习 ,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5 　结 论

从米脂县对岔村张加忠家的“四位一体”生态农

业循环经济模式分析可以看出 ,该模式与传统农业相

比取得了较大的综合效益。首先与传统农业相比年

多增加收入 19 450 元 ,人均增收 3 242 元。其次 ,该

模式在节省能源、资源的同时还改善了农村的卫生环

境 ,提高了人居环境质量 ,起到了较好环保作用。再

次 ,结束了农村妇女烟薰火燎的历史 ,把妇女从繁忙

的家务中解放出来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生活

质量。

所以发展农村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对巩固退耕还

林还草成果 ,保护生态环境 ,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农民

收入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改善环卫条件等都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适合在陕北大多数地区推广。

但是“四位一体”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的建设是

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仅涉及到农林

牧副渔的各个方面 ,同时牵涉到市场、财税、科教等

诸多方面 [ 5 ] 。因而该工程的发展还需要注意以下

问题。(1) 各地区在实施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的建设

时应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的原则 ,特别是对于陕

北这种特殊的气候条件 ,复杂的地理 ,地貌环境特点 ,

更应据其不同区域发展适合该地区、该农户具体实际

的生态农业模式。(2) 因陕北目前的人口状况在全

国来说是严重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 ,因此政府

部门应做好农户的技术指导工作 ,帮助他们解决此项

工程在实施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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