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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农业新概念 

内容摘要：本章主要介绍现代农业的新概念，包括设施农业、休闲农业、

三色农业、创汇农业、都市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数字农业的概念和基

本知识。 

第一节  设施农业 

一、设施农业概念 

设施农业是在环境相对可控条件下，采用工程技术手段，进行动、植物高

效生产的一种现代农业方式。设施农业涵盖设施种植、设施养殖和设施食用菌

等。在国际的称谓上，欧洲、日本等通常使用“设施农业（Protected Agriculture）”

这 一 概 念 ， 美 国 等 通 常 使 用 “ 可 控 环 境 农 业 （ Controlled Environmental 

Agriculture）”一词。2012 年我国设施农业面积已占世界总面积 85%以上，其中



 

 

95%以上是利用聚烯烃温室大棚膜覆盖。我国设施农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面

积利用太阳能的工程，绝对数量优势使我国设施农业进入量变质变转化期，技

术水平越来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设施栽培是露天种植产量的 3.5 倍，我国人

均耕地面积仅有世界人均面积 40%，发展设施农业是解决我国人多地少制约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最有效技术工程。 

二、设施农业简介 

设施农业是采用人工技术手段，改变自然光温条件，创造优化动植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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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因子，使之能够全天候生长的设施工程。设施农业是个新的生产技术体

系，它的核心设施就是环境安全型温室、环境安全型畜禽舍、环境安全型菇房。

关键技术是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覆盖材料，做到寒冷季节透光保温，炎热

季节降温防暑；具有良好的防尘抗污功能等。它根据不同的种养品种需要设计

成不同设施类型，同时选择适宜的品种和相应的栽培技术。 

三、设施农业分类 

设施农业从种类上划分主要包括设施园艺和设施养殖两大部分。设施养殖

主要有水产养殖和畜牧养殖两大类。  

1．设施园艺 

设施园艺按技术类别一般分为连栋温室、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小拱棚（遮

阳棚）四类。国际上塑料农膜占整个覆盖面的 97%，我国占到 98%，其他为玻

璃/PC 板覆盖。 

我国设施农业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是引进国外具有自动化、智能化、机械

化并具备人工改变温度、光照、通风和喷灌的设施，可进行立体种植，属于现

代化大型温室。这条道路不仅没有普及开来，由于其高成本甚至难以实现商业

运营。另一条道路是我国农技推广部门推动农膜生产企业和农民联手，从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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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和拱棚开始，逐渐发展为日光温室和连栋温室，形成快速发展，其优点在

于采光时间长，抗风和抗逆能力强，主要制约因素是建造成本过高。福建、浙

江、上海等地的玻璃/PC 板连栋温室在防抗台风等自然灾害方面具有很好的示

范作用，但是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几种温室的特点分别如下。 

（1）连栋温室以钢架结构为主，主要用于种植蔬菜、瓜果和普通花卉等。

其优点是使用寿命长，稳定性好，具有防雨、抗风等功能，自动化程度高；其

缺点是一次性投资大，对技术和管理水平要求高，多用于现代设施农业的示范

和推广。 

（2）日光温室的优点有采光性和保温性能好、取材方便、造价适中、节能

效果明显，适合小型机械作业。天津市推广新型节能日光温室，其采光、保温

及蓄热性能很好，便于机械作业，其缺点在于环境的调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较差，主要种植蔬菜、瓜果及花卉等。青海省比较普遍的多为日光节能

温室，辽宁省也将发展日光温室作为该省设施农业的重要类型，甘肃、新疆、

山西和山东日光温室分布比较广泛。 

（3）塑料大棚是我国北方地区传统的温室，农户易于接受，塑料大棚以其

内部结构用料不同，分为竹木结构、全竹结构、钢竹混合结构、钢管（焊接）

结构、钢管装配结构以及水泥结构等。总体来说，塑料大棚造价比日光温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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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安装拆卸简便，通风透光效果好，使用年限较长，主要用于果蔬瓜类的栽

培和种植。其缺点是棚内立柱过多，不宜进行机械化操作，防灾能力弱，一般

不用它作越冬生产。 

（4）小拱棚（遮阳棚）的特点是制作简单、投资少、作业方便、管理非常

省事。其缺点是不宜使用各种装备设施的应用，并且劳动强度大，抗灾能力差，

增产效果不显著。主要用于种植蔬菜、瓜果和食用菌等。 

随着蔬菜农药残留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安全型温室建设

成为无毒农业、设施农业、蔬菜标准园建设的核心设施，使用这种设施可以生

产出没有农药污染的蔬菜瓜果，是今后设施农业重点发展的对象。 

2．设施养殖 

设施养殖主要有水产养殖和畜牧养殖两大类。 

（1）水产养殖按技术分类有围网养殖和网箱养殖技术。在水产养殖方面，

围网养殖和网箱养殖技术已经得到普遍应用。网箱养殖具有节省土地、可充分

利用水域资源、设备简单、管理方便、效益高和机动灵活等优点。安徽的水产

养殖较多使用的是网箱和增氧机。广西农民主要是采用网箱养殖的方式。天津

推广适合本地发展的池塘水底铺膜养殖技术，解决了池塘清淤的问题，减少了

水的流失。上海提出了“实用型水产大棚温室”的构想，采取简易的低成本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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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增氧、净水等措施，解决了部分名贵鱼类越冬难题。陆基水产养殖也是上

海近年来推广的一项新兴的水产养殖方式，陆基水产养殖技术是一种全面摆脱

自然海、淡水水域，采用全封闭式水循环，运用高新技术组装的环保型、集约

化养殖技术，体现了节水、环保和高密度养殖的要求。但是投入成本高，回收

周期长，较难被养殖场（户）接受。 

（2）在畜牧养殖方面，大型养殖场或养殖试验示范基地的养殖设施主要是

开放（敞）式和有窗式，封闭式养殖主要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开放（敞）式

养殖设备造价低，通风透气，可节约能源。有窗式养殖可为畜、禽类创造良好

的环境条件，但投资比较大。安徽、山东等省以开放式养殖和有窗式养殖为主，

封闭式相对较少；青海设施养殖中绝大多数为有窗式畜棚。贵州目前的养殖设

施主要是用于猪、牛、羊、禽养殖的各种圈舍，以有窗式为主，开敞式占有少

部分，密闭式的圈舍比较少。黑龙江养殖设施以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养牛和养

猪场为主，主要采用有窗式、开放式圈舍。河南省设施养殖以密闭式设施为主。

甘肃养殖主要以暖棚圈养为主，采取规模化暖棚圈养，实行秋冬季温棚开窗养

殖、春夏季开放（敞）式养殖的方式。 

自 2008 年开始，随着动物疫病的不断增加和疫苗难防问题的日益严重， 空

间电场生物效应的发现以及空间电场防疫自动技术的发明，环境安全型畜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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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就成为集约化畜牧业的建设重点。 

第二节  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是利用农业景观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的一

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也是深度开发农业资源潜力，调整农业结构，改善农

业环境，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途径。在综合性的休闲农业区，游客不仅可观光、采

果、体验农作、了解农民生活、享受乡土情趣，而且可住宿、度假、游乐。 

生态休闲农业起于 19 世纪 30 年代，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急剧增加，

为了缓解都市生活的压力，人们渴望到农村享受暂时的悠闲与宁静，体验乡村

生活，于是生态休闲农业逐渐在意大利、奥地利等地兴起，随后迅速在欧美国

家发展起来。关于其概念，休闲农业一词来源于英文的 Agritourism / Agro- 

Tourism，是由农业（Agriculture）和旅游（tourism）两个词组合起来翻译的，

对于休闲农业目前有都市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说法。 

第三节  三色农业 

三色农业是指绿色农业、白色农业和蓝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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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生态农业 

绿色生态农业是以绿色植物借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生产食品的农业。我们

只有总结行之有效的农业科研成果，大力加强推广力度，才能起到吹糠见米的

效果。专家说，我国耕地面积中有三分之二的中低产田，近 5 年已改造 1 亿多

亩，这是一条很有潜力的增产途径。只要在全国三分之一的高产田普遍采用吨

粮技术，21 世纪再增产 1000 亿斤粮食有可能实现。农田水利专家分析了我国

节水灌溉对增产粮食的作用后认为，如果采用低压输灌溉、渠道防渗技术和喷

灌技术，可提高水的利用率 30%以上，能增产粮食 10%～30%。为此要重点抓

好优质高产品种、地膜覆盖、配方施肥，旱作农业、节水灌溉、模式化栽培、

中低产田改造、病虫草鼠综合防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副产品贮藏保鲜、

农产品深加工、蔬菜等反季节栽培等推广项目。 

二、白色工程农业 

白色工程农业是以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为基础，以基因工程全

面综合组建的工程农业。由于它是在高度洁净的工厂内进行生产，人人都将穿

戴白色工作服从事劳动，所以形象化地称之为“白色工程农业”。微生物生产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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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比一般植物蛋白质质量高，有营养价值超过动物蛋白。我国农作物秸秆每

年约有 5 亿 t，如用 1 亿 t 通过微生物发酵变成饲料，则可得相当于 400 亿公斤

的饲料粮，是我国每年饲料用粮的 50%。微生物工业生产是节约土地型工业，

一座年产10万t 单细胞蛋白质的微生物工厂，能生产出相当于 180 万亩耕地生

产的大豆蛋白，或 3 亿亩草原养牛所生产的动物的蛋白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绿色农业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必须摒

弃单靠绿色露天植物生产的模式，创建“白色农业工程”。 

三、蓝色农业 

向大海要粮，正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之一。将海洋种植业、养殖业、捕

捞业形象地喻为“蓝色农业”，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开发食用蛋白质。我国 18000km

的海岸线，仅大陆海岸线 200m 内的近海可开发利用的至少就有 22 亿亩。据

目前研究测算，两亩近海面积可与陆地一亩良田相当，这 11 亿亩蓝色良田正

等待我们去开发利用。因此，必须要由单纯的捕捞转向养殖和耕种。专家们提

出的主要对策是，抓好资源开发利用，加强海水和内陆河湖的养殖业以及低洼

地、荒滩、荒水、稻田养鱼的开发，还要抓好渔港、良种、原种场和病虫害防

治，并开发外向型渔业，增加水产品科技含量更是实现水产品发展目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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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第四节  创汇农业 

创汇农业又称外向型农业，它指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出口创汇为目标而

建立形成的一种农业生产结构和包括农产品加工、销售、科研、金融等各种服

务体系在内的农业经济体系。创汇农业主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引进国内外优

良品种、先进技术装备，同当地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和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

劳动力资源及灵活的家庭经营等以最佳方式组合起来纳入社会化专业生产体

系，建立起各种名优特农副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规模生产基地，并以基地为

中心形成一个高技术、新品种、多种类、大批量、低成本、高效益、出口创汇

能力强的外向型农业生产体系，其发展有助于推动传统农业及其生产手段的改

造和推动整个农业现代化进程。 

我国的出口创汇农业基地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创汇农业基地有：长江

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山东半岛。 

第五节  都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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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的概念是20世纪 50～60 年代由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首先提出

来的。都市农业是指地处都市及其延伸地带，紧密依托并服务于都市的农业，

它是大都市中、都市郊区和大都市经济圈以内，以适应现代化都市生存与发展

需要而形成的现代农业。都市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

汇农业、高科技现代农业为标志，以农业高科技武装的园艺化、设施化、工厂

化生产为主要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求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于

一体，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 

第六节  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简称 ECO，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

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

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

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

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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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有机农业 

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是指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

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

的种植业，或采用有机饲料满足畜禽营养需求的养殖业。农业的发展所导致的

众多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担忧，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植物病理学

家 Howard 在总结和研究中国传统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倡导有机农业，并在 1940

年写成了《农业圣典》一书，书中倡导发展有机农业，为人类生产安全健康的

农产品——有机食品。 

有机食品是目前国际上对无污染天然食品比较统一的提法。有机食品通常

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的标准生产加工

的，通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一切农副产品，包括粮食、蔬菜、水

果、奶制品、畜禽产品、蜂蜜、水产品等。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逐步提高，有

机食品所涵盖的范围逐渐扩大，它还包括纺织品、皮革、化妆品、家具等。 

有机食品需要符合以下标准： 

（1）原料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或野生天然产品； 

（2）产品在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有机食品的加工、包装、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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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运输要求； 

（3）生产者在有机食品的生产、流通过程中有完善的追踪体系和完整的生

产、销售档案； 

（4）必须通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的认证。 

第八节  数字农业 

数字农业是 1997 年由美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士正式提出，指在地学空

间和信息技术支撑下的集约化和信息化的农业技术。 

数字农业是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技术、通讯和

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与地理学、农学、生态学、植物生理学、土

壤学等基础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壤从宏

观到微观的实时监测，以实现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状况、病虫害、水肥状况以

及相应的环境进行定期信息获取，生成动态空间信息系统，对农业生产中的现

象、过程进行模拟，达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

提供农作物产品和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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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牧业生产与经营管理 

 

1. 现代农业的概念是什么？ 

2. 什么是设施农业？ 

3. 什么是休闲农业？ 

4. 什么是三色农业？ 

5. 什么是创汇农业？ 

6. 什么是都市农业？ 

7. 什么是生态农业？ 

8. 什么是有机农业？ 

9. 什么是数字农业？ 

10.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