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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简要回顾都市农业、生态农业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炼了都市型生态农业的定

义与内涵 ,研究了都市型生态农业产生的背景 ,总结了其功能及主要特征 ,并对国内外都市型生态农业系

统评价研究的动态进行了归纳和评述。

关键词 :都市农业 ;生态农业 ;都市型生态农业

中图分类号 : F30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9) 07 - 0077 - 05

收稿日期 :2009 - 05 - 27

作者简介 :关海玲 (1972 —) ,女 ,山西临汾人 ,太原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研究
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技术经济 ;陈建成 (1964 —) ,男 ,山西芮城人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 ,研究方向 :农林经济管理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会员登记号 : I030100638S。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扩展 ,城市扩张的“极

化”效应导致了农业要素的流失、农业的衰退和农村

的贫困。农业发展受到巨大影响 ,大部分城市面临

着农业用地减少、环境压力增大、生态系统失衡而导

致的严峻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 ,也面临着建立生

态型城市的战略选择。面对这些“多难”的选择 ,如

何使城市稀缺的水土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使植物和

动物养分资源能可持续利用以及使面源污染得以有

效防治等多项任务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也

是每一位都市农业工作者密切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1 　都市农业、生态农业与都市型生态
农业的关系
111 　都市农业的溯源与内涵

作为一种崭新的农业形态 ,都市农业的提出有

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以俞菊生[1 ] 为代表的学者认

为 ,都市农业一词于 20 世纪 30 年代就出现在日本

的杂志 ———《大阪府农会报》(1930 年) 和日本学者

青鹿四郎的著作 ———《农业经济地理》(1935 年) 中。

以党国印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都市农业率先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于美国 ,而后迅速向其他发达

国家传播和普及。都市农业一词传入中国大陆以

后 ,学界、政界、业界未能达成共识。为深入探讨我

国都市农业的发展 ,首先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一

番深入系统的剖析。

都市农业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牵涉面广 ,涉

及的问题错综复杂 ,关于其内涵 ,国内外众说纷纭 ,

至今尚无定论。诸多国内学者试图对都市农业下定

义 ,见表 1。

以下这些国内学者主要从地域特征及空间形

态、功能分工、发展水平、生产经营形式及本质特征

等方面来定义都市农业。由于都市农业行为主体的

多样性和地区的差异性 ,我们更需要因地制宜地定

义都市农业 ,而不是总囿于已经存在的定义。

表 1 　国内主要学者关于都市农业的定义一览表

提出者 提出时间 所下定义

顾吾浩 1996
在高度城市化的大都市和市郊的农业区 ,依托都市的辐射和按照都市的需求 ,建设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
现代化大农业系统 ,是一种高度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市场化的农业。

周德翼 1997
在城市市区间隙地带或周边地区 ,利用城市中的生产要素 ,由市民经营 ,服务于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需要的农
业生产。

张占耕 1998 当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时 ,农业同工业进一步结合 ,城乡之间差别逐步消灭过程中的一种发达的农业形态。

党国印 1998
都市农业是一个总概念 ,其他提法 ,如生物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度假农业、体验农业、生态农业、创汇农业、工厂
化农业、设施农业等 ,都在某一方面反映了都市农业的发展水平或特点。

李永强[2] 1999
指地处都市及其延伸地带 ,依托并服务于大都市的农业 ,它是适应现代化都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现代化农业
的综合概念。它集高效型生产农业、能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农业于一体 ,对内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
供服务功能 ,对外则为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于战平 2001
处于都市市区或其周边地带 ,与都市的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互利互助、融为一体 ,并具有经济性、生态性、文化
性等多种功能的可持续现代农业。

彭朝晖 2006 地处城市化地区及周边延伸地区 ,紧密依托并服务于大城市的农业。

黄映辉、
史亚军

2007
位于城市内部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 ,是一种包括从生产、加工、运输、消费到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和服务的完整经济过
程 ,它是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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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生态农业的内涵

20 世纪 60 年代盛行的“石油农业”暴露出日益

严重的生态危机 ,促进了国内外对农业未来发展出

路问题的关注 ,“生态农业”概念即为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一种。以下是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态农业

进行的定义 ,见表 2。
表 2 　中国主要学者对生态农业概念的不同理解[ 3]

研究角度 代表学者 生态农业内涵

从生态学

的角度
曲仲湘

利用生态学原理 ,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 ,利用不同的技术提高太阳能的转化率 ,生物能的利用率及废

物的再循环率 ,使农、林、牧、副、渔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等得到全面发展 ,以满足和提高城乡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从生态经

济学的

角度

金鉴明 [4 ] 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 ,在某一定和区域内 ,因地制宜地规划、组织和进行农业生产。

叶谦吉
从系统思想出发 ,按照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 ,运用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

建立起来 ,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

边疆
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 ,系统工程方法 ,进行经营和管理的良性循环 ,持久发展 ,低耗高效 ,集约化的现代化农业发展体

系

从生态学

和生态经

济学的

角度

石山 [5 ]
根据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农业 ,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 ,利用动植物及微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与现代科

技 ,实行无废物生产和无污染生产 ,提供尽可能多的清洁产品 ,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 ,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

丁举贵
根据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 ,遵循生态与经济规律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应用系统工程方法 ,因地制宜规划、组织和

进行经营的一种合理利用资源、一业为主、综合发展、多级转化、良性循环的高效无废物农业体系

庄翠玲 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规律建立起来的太阳和生物能多级转化、废物再循环 ,资源永续利用的良性循环体系

从生态学

生物共生

和物质再

生角度

黄国勤 [6 ]

根据生态学生物共生和物质再生等原理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工程方法 ,因地制宜 ,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的优化模

式。通过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 ,使物质在系统内部得到多次重复利用和循环利用 ,以高效和无废料等特点来组织和发

展农业。其主要目的是 :提高农产品的质和量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不因农业生产而破坏

或恶化环境 ;增加农民收入

从生态工

程的角度
马世骏 生态工程应用于农业 ,就是生态农业

从农业现

代化角度

张壬午 [7 ]
运用生态学及生态经济学原理 ,通过系统工程方法实现高产、优质、高效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其本

质就是将农业现代化纳入生态合理的轨道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赵其国 [8 ]
以现代生态农业技术为手段 ,通过农业与环境、生态与经济的平衡 ,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安全和人类健康的最终

目标 ,即现代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现代生态农业的核心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重要内容是农业安全

　　以上这些定义在表述上略有差异 ,但其本质和

内容是一致的。概括起来说 ,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

述定义 :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系统工程学理论为

指导 ;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共生”的基本原

理 ;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环境保护为基础 ,以实现

“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有机统一为目标 ;运用

科技手段 ,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率、能量转化效率 ;进

一步优化农业体系结构 ,进行农业系统综合开发 ;建

立综合协调发展经营管理体系。

113 　都市型生态农业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20 世纪 60 年代 ,都市型生态农业首先出现于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我

国上海、深圳、北京等地也相继开展了都市型生态农

业的研究和规划建设[9 ] 。都市型生态农业兴起是城

郊农业和现代都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具有

历史必然性 ,它已成为城市生态体系和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程度和水平也已成为衡

量一个城市综合环境优劣的重要评价指标[10 ] 。

张强[11 ]认为 ,都市型生态农业是指地处大都市

边缘的区域 ,依托大城市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

设备 ,为都市经济和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优良产品的现代农业。与传统的城郊农业不同 ,

“都市型生态农业”是高层次、高科技、高品位的绿色

产业 ,是按照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需求培养

和建立的融生产、生活、生态、科学、教育、文化等于

一体的综合高效农业 ,它更加突出农业的休闲功能、

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 ,是对原有城郊农业副食品生

产基地功能的提升和拓展。

张淑焕[12 ] 认为 ,都市生态农业直接依托大城

市 ,有科技、资本等现代生产要素的支撑 ,集中体现

了现代生态农业的特征。它在功能上除具有经济功

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以外 ,更重要的是还具有辐

射功能 ,可以辐射周边地区 ,利于优良品种的普及和

推广 ,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农民掌握和应用现代农

业高新技术 ,促进区域农业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

顾海英[13 ]认为 ,都市生态农业是指运用现代生

产方式和生态学原理 ,对大中城市周围自然资源、环

境资源以及城市市场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新型

农业经营生产方式。

陈克亮和朱晓东[14 ]的研究表明 ,都市型生态农

业更能强调生态上的意义 ,它是指在城市空间地域

范围内 (含功能辐射区域) 具有一定生态空间格局 ,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在生态上能够自我维持 ,在经

济上切实可行的农业生产系统 ;它体现了城乡的融

合 ,是服务于城市的具有多功能、高科技、高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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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市场化等特征的生态农业系统。

以上这些定义在表述上略有差异 ,但其本质和

内容是一致的 ,概括来说主要是从以下方面阐述定

义 :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 ;遵循“协调、循环、

再生、共生”的基本原理 ;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

境保护为基础 ,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的

统一为目标 ;树立“现代化农业”、“生态科学化”的思

想 ;运用科技手段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率及能量转化

率。

114 　各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以 L ucJ1 A1 Mougeot [15 ] 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外

学者认为 ,都市农业融入了城市经济和生态系统 ,并

与之相互作用。而融入城市系统是都市农业持续存

在的关键。一些国内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认为

都市农业就是按城市生态系统要求 ,人们在一定时

空范围内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和生物种群之间的互

相作用建立起来的 ,并在人和自然共同支配下进行

农业生产的综合体 ,属生态农业的范围。

还有一些国内学者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

发 ,认为在都市农业的规划与建设中应特别强调农

业对城市的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功能 ,因此 ,都市农

业是都市型的生态农业 ,是带有都市地区特点的生

态农业。同样的观点还有 :都市型生态农业在于把

都市农业生产涉及的方方面面置于生态系统中 ,按

照生态原理和生态规律 ,因地制宜设计 ,是以实现人

与自然的协调、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为目的

的一种新型的农业。

本研究认为 ,都市农业面临着“多难”选择 ,即如

何实现水资源和土资源的合理利用、植物和动物养

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面源污染的有效防治及社会

公平等。要解决上述问题 ,可能且有效的出路是实

行生态农业 ———中国生态农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 ,生

态农业是都市农业的一种模式。

115 　本文对都市型生态农业的界定

归纳国内外学者对于都市型生态农业的分析 ,

本文将都市型生态农业定义为 :地处大都市中心及

边缘的区域 ,依托大城市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

设备 ,按照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需求培养和

建立的融生产、生活、生态、科学、教育、文化等为一

体的 ,为都市经济和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休闲服务

以及农产品的一种新型农业。这一界定有以下几个

基本特征 :

第一 ,都市型生态农业所包括的范围是指都市

城市化地区与周边间隙地带的农业 ,它要求将农业

的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功能结合于一体 ,并实

现多功能性的大农业。

第二 ,都市型生态农业要遵循“协调、循环、再

生、共生”的基本原理 ,利用人、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能

量转换定律和生物之间的共生、相养规律 ,来促进物

质的多次重复和循环利用 ,形成农业循环经济。

第三 ,都市型生态农业要求社会、经济、生态三

大效益相统一 ,实现经济与生态良性循环。

第四 ,都市型生态农业要求依托城市、服务城

市、适应城市发展 ,并纳入城市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

建设。根据城市需要来决定农业发展 ,体现了大都

市对农业的依赖性 ,两者进而建立相互依存、相互补

充、相互促进的一体化关系[15 ] 。

第五 ,都市型生态农业要融合于“三产”。其发

展应以“农”为基础 ,又要超越“农”,范围不仅应涉及

包括农林牧渔在内的大农业 ,还应融合大量第三产

业 ,是一个典型的交叉融合性产业。

2 　都市型生态农业系统评价研究动态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

理论 ,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 ,用数学方法定量

地描述其功能 ,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

原则和数学模型 ,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

兴的科学。其基本思想方法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

象当作一个系统 ,分析其结构和功能 ,研究系统、要

素、环境三者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

从系统论的角度讲 ,都市型生态农业作为一项

复杂系统 ,通过社会 —经济 —生态各个子系统之间

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组合而成。该系统要求从经济与

社会发展、城市规划和生态健康的角度来重点评价

不同城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程度以及规划

的合理程度。都市农业的发展应以生态学的基本原

理为基础 ,以系统科学方法为手段 ,将城市社会、经

济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耦合系统 ,探讨其耦合机理、

规律及调控措施。都市型生态农业各子系统之间的

相互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都市型生态农业与社会 —经济 —生态

各子系统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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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农业生态系

统、宏观经济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相

互协调与制约关系 ,解决由于变量之间的不确定性、

非定量性、复杂性为生态农业最优化模式建立所带

来的困难 ,以期为理解长期的人类活动对农业生态

系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理解生态经济系统的复杂

性和动态变化及为制定合理的规划和管理方法提供

重要工具。

211 　国内研究动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有关农业系统生态

经济评价的研究已前进了一大步 ,从单纯的效益评

价发展到涉及系统结构、功能和效益的综合评价。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建立一套既能全面反映系统

结构和功能状况、又能反映地区间差异的 ,便于掌

握 ,方便管理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更好地促进生

态农业的发展普及推广[4 ] 。因此需要借鉴国内外有

关经验 ,应用已有研究成果 ,确定出一套实用的评价

指标体系。早期的评价指标体系由自然资源指标

组、系统结构指标组和功能效益指标组 3 组指标组

成[17 ] 。

在评价原则方面 ,袁从讳建议以生物学的合理

性、技术上的可行性、经济上的有利性、生态学的持

续性和社会上的可接受性作为生态农业综合评价的

主要原则 ;吴佐礼认为 ,生态农业综合评价的原则

是 ,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同

时应兼顾整体效应与各亚系统的效应[18 ] ;孙鸿良要

求把生态经济理论与系统科学原理相结合作为生态

农业评价的一般原则 ,坚持全面性与完整性、因地制

宜、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方

法相结合等原则[ 19 ] 。

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 ,孙鸿良[19 ] 指出生态农业

系统的生态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系统结构评

价、功能评价和效益评价 ,并提出了 22 个具体指标。

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中国生态

农业》一书中 ,把指标体系分为 4 个层次 :第一层只

有 1 个指标 ,即生态农业综合指标 ;第二层有 3 个指

标 ,即初级生产系统指数、次级生产系统指数和加工

生产系统指数 ;第三层为各子系统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四层由 36 个指标组成。后来有

学者将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划分为生态系统指

标、经济系统指标和社会系统指标 ,共包含 19 个具

体评价指标。此外 ,灰色关联分析评判法、系统聚类

分析法和网络图分析法也被应用于生态农业系统评

价中。

对于评价的方法 ,国内学者主要采用经验评估

法、主导指标评价法、综合分级评分法、多指标综合

评分法、模糊数学模型法、层次分析法、人工神经网

络、物元论、灰色关联以及多元统计等。

但是 ,国内对农业系统的综合评价主要侧重于

系统功能效益评价 ,欠缺对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结构

的评价研究。这样就更加限制了不同地区、不同类

型农业系统之间的横向比较 ,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不过生态系统安全及健康评价等方面研究工作的不

断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20 - 21 ] 。

212 　国外研究进展

近十年 ,国外对生态农业系统的评价日益开展

起来 ,内容通常注重于建设成效的评价 ,并且将经

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Bar2
net [22 ]等总结了可以用来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各

项指标 ,包括总因子生产力指数 ( TFP) 、与土壤健康

指数相关的输入输出比率 ,并认为 Tornqvist2Theil

指数最适合用来估计农业的可持续性。Conway、

Marten 等曾较早提出将生产力、稳定性、持久性等

指标作为衡量农业生态系统性能的标准 ,描写系统

的基本行为 ,并用于农业发展规划的设计[23 - 25 ] 。随

着环境科学、生态学原理和评价方法的发展 ,目前国

外在构建可持续生态农业综合效益指标体系上一般

采用框架体系 ,如“压力2状态2响应”( PRS) 框架等。

此外 ,还有总因子生产力指数、土壤养分状况系统研

究法 (ASI 法)及其他一些体系。

从评价方法来看 ,国外对生态农业系统的评价

逐渐由定性评价到定量分析 ,主要有指数方法、模糊

数学统计方法、灰色系统理论评价方法等。但是 ,这

些评价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3 　研究的不足

1)研究视角。

有关都市农业与生态农业的研究很多 ,每一个

系统的研究都有着庞大而繁杂的体系 ,吸引了众多

学科的注意。但真正将二者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

究 ,特别从系统的、动态的、定量化的角度来深入探

讨二者的关系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调控体系的专题性

研究还十分鲜见。

2)研究内容。

都市型生态农业作为一个复杂开放性系统 ,包

含经济、社会、生态 3 个子系统。首先 ,由于系统的

复杂性 ,使得评价中用少量、静止的指示因子往往并

不能很好地反映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 ;其次 ,采用何

种方法来模拟这个系统的过程在目前仍然处于研究

尝试阶段。

3)研究方法。

纵观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可以发现 ,在生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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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各个子系统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很多 ,但着眼于

系统的角度 ,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来解决问题的研

究基本缺乏。尽管国内外学者采用的评价方法多种

多样 ,且每位学者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了各自的

指标体系 ,指标数量从十几条到几十条不等 ,指标权

重与标准值的确定也各不相同 ,但目前为止尚无较

完善的都市型生态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

评价标准 ,这使得评价结果主观性强、可比性差 ,使

都市型生态农业的进一步深化和推广普及存在一定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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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 w on Urba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Guan Hailing1 ,2 ,Chen J ianche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aiyuan 030024 ,China ;

2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 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 Through reviewing t he concept on urban agriculture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 his paper furt her refines t 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2
tion of urban eco2agriculture1 Then ,it studies it s emerging background ,and summarizes it s main characteristics1 Finally ,it concludes and reviews

t he research t rend of urban eco2agriculture system1

Key words : urban agricult 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urban eco2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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