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循环农业研究进展（第1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循环农业研究进展（第1辑）>>

13位ISBN编号：9787565500312

10位ISBN编号：7565500313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高旺盛，贾敬敦　主编

页数：593

字数：11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循环农业研究进展（第1辑>>

前言

　　目前，我国循环农业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
科技部于2007年通过“十一五”支撑计划启动了“农田循环高效生产模式与技术体系研究示范”重点
项目，开始了我国循环农业的研究与实践。
通过全国近千名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总体上，循环农业的研究与示范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①在广泛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通过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循
环农业技术研究框架，有力推动了我国循环农业的技术研究与实施；②在循环农业的科技创新上，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尤其在一些关键技术的研究上，取得的明显进展；③在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示范
上取得了一定成就。
在14个省开展了研究与示范工作，建立了近50个不同类型的循环农业技术核心基地，初步形成各种循
环农业技术模式65项。
这些研究与示范基地支撑了我国“十一五”循环农业科技研究；④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
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也包括地方有关部门支持，一些大学、科研院所以及部分企业积极参与了项目研
究和基地的建设。
通过项目研究和基地建设，凝聚了一大批从事循环农业研究的科技人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国家农村和农业工作进行了战略考虑，强调要推进我国
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基本理念。
循环农业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新的国家战略部署背景下，进一步突出重点找准
定位。
面对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农业的长远战略需求，加强循环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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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从战略上把握循环农业科技发展方向以及交流近年来循环农业研究进展情况，科技部农村司联合
中国农业大学循环农业研究中心、安徽农业科学院，于2009年11月在安徽召开了“循环农业科技发展
研讨会”，有来自全国农业科技界、产业界等代表近300人参加，这是一次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会议
。
     本次大会提交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全景式的展示了我国循环农业理论与技术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
果，论文总体质量和水平较高。
会后，大部分代表极力建议，遴选一批高质量论文编辑出版，以促进循环农业研究不断发展。
为此，中国农业大学循环农业中心牵头，对提交的论文进行遴选、整理，许多作者对论文再次加工提
高，共选出90余篇论文，汇集形成本书，包括发展战略、秸秆直接循环、农田复合种植、农牧结合循
环、秸秆菌业循环等重点循环模式及其配套技术等，突出了新观点、新试验、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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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二者相互联系但有不同　　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近10年来由发达国家主导提出的旨在转变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两个经济理论。
这是我们进行循环农业研究必须考虑的共同理论基础。
所谓循环经济，简而言之，就是改变过去我们产业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单向线性发展模式，
成为“资源-产品-废物再利用”的多次、多级、多梯度发展模式，这是循环经济的本质。
它是从产业体系的角度，由废物回收这项技术发展逐步拓展为产业经济理论。
低碳经济是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首先倡导提出的概念。
它的主导思想是针对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不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而提出的，更宏观
地强调了要走一条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可持续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能源高效利用
系统和减少气体排放。
这两个概念提出的背景有所不同的，出发点也有差异，但都是围绕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的实践
。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全球共同追求的发展理念，我们要满足当代人类生活生产需要，不至于破坏后代人
的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都是围绕这一个人类追求的核
心发展理念展开。
　　从历史角度来看，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生活富裕，追求环境优良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
循环经济理念出现的比较早，它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美国等发达国家首先提出。
其产生的重大背景是世界能源危机，导致对常规经济模式的反思。
其核心关切是强调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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