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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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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是一个农业大市，三农问

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生态农业对于

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全

国生态农业发展水平，湛江生态农业的发展还相对比较

落后，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解决和改善。1

一、湛江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湛江地势地平，平原面积较广，纬度较低，四季温

和，降雨充沛，农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地

理优势。湛江是广东省的农业大市，农业产品的种植面

积、产量和产值在广东省都居前列，是广东粮食、蔗糖、

花生、蔬菜等农产品的主要产地。2020 年湛江地区生产

总值初步核算数为 3100.22 亿元，同比增长 1.9%，第一

产业增加值 622.06 亿元，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 1005.91

亿元，同比增长 0.6%，粮食作物、花生、蔬菜种植面积

同比实现正增长，粮食产量、蔬菜产量及园林水果总产

量均为正增长。湛江市农业的种植及发展模式根据各个

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进行，在传统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发

展特色农业，如：雷州青枣、稳村番薯、遂溪火龙果等

特色农产品对当地的脱贫致富、带动就业都起到重要作

用，产出的热带水果如覃斗芒果、廉江红橙、释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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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菠萝更是全国文明。生态农业规模呈现扩大的态势，

2020 年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达 191 家，期中有 20 家

以上的有：廉江 34 家，遂溪 26 家，雷州 24 家，吴川 25

家，麻章区 21 家；根据 2020 年底省农业厅公布的广东省

“菜篮子”基地申报和复审结果，湛江共有 35 个基地上

榜；广东省第三届名特优新农产品，湛江有 10 个农产品

上榜。生态农业模式不断丰富，打破原有的沼气综合利

用及林下经济模式，发展生态观光型农业，带动相关产

业的发展，增加农业生产效益，化肥及农药的使用量都

有所减少，降低了对土壤肥力的破坏。相关产业的发展

带动老人、文化水平低的群体也积极参与进来，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民生问题，践行了国家的扶贫政策，解决

了就业问题。湛江的生态农业发展充分体现了地方特色，

运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结合当地的地势、

自然条件、人文条件、特色作物等因素，因地制宜发展

林下经济、旅游观光经济等，使生态农业模式和类型多

样化。

二、湛江生态农业发展的SWOT分析

1. 优势

湛江市有发展生态农业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劳

动力成本优势、交通优势。湛江地处南亚热带地区，光

热资源充足，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湛江具有

发展生态农业的种植资源优势，热带水果和热带经济作

物在全国及世界都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湛江现代交通基

础设施逐步完善，已形成海运、空运、铁路、公路运输

的网状运输，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极大促进了湛江生态

农业的发展；湛江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力

成本较低。

2. 劣势

目前湛江市生态农业发展显著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生

态农业发展模式未得到推广、技术人才不足、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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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由于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

约，农民的种植没有得到统一规划和部署，未形成规模

经济优势，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的浪费；从事农业

生产和种植的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造成农村专业性

技术人才不足，限制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设施不完

善，抗旱和抗洪能力较差，生产过程机械化水平较低，

都限制了生态农业的发展速度。

3. 机遇

政策支持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国家

出台政策支持和鼓励生态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发展的

可持续，湛江市利用政策保障措施，建立了一批生态农

业基地和生态农业种植园；湛江经济发展为生态农业的

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科技进步为生态农业

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4. 挑战

生态农业发展市场竞争激烈，湛江市周边地区生态

农业发展重视程度较高，农产品生产标准化程度较低，

在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容易遭受技术壁垒，增加出口难

度，对生态农业的发展形成了市场约束；生态农业发展

资源配置要素不合理，城镇化的发展，耕地不断被占用，

农业发展所需的土地逐步减少，土地资源流失不利于生

态农业的发展。

三、湛江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生态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

湛江有发展生态农业的自然资源优势，雷州半岛是

我国唯一的一片台地平原，资源优势显著；湛江·东盟农

博会的举办充分说明了湛江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湛江过半的砖红壤土壤特别适合种植热带作物。自

然环境和地理优势使得特别适合大规模发展高效农业，

然而现在的发展情况对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带

动作用，农业规模经营及单位产出效益仍处于较低水平，

农业龙头企业数量较少，农业加工企业仍以初加工为主

要经营项目，缺乏深加工和精加工企业。因此农业种植

应该提高对土地的使用效率，根据地方特色发展不同的

农业生态模式，达到经济效益提升，生态农业优化，社

会效益增加相统一的良性循环状态。

2. 农业地位边缘化，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未得到普及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等优势，吸引大批有能力、有文化、有学历和

有知识的的青壮年劳动力转向城镇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第一产业的发展潜能，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和

收益；现有的生态农业模式没有得到普及，规模较小，

农民种植农业的随意性较高，不能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造成了资源和技术的浪费。

3.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明显

根据湛江市 2019 年统计数据，2019 年湛江市总人

口 8541490 人，60 岁 及 以 上 老 人 有 1301692 人， 占 比

15.23%。根据人口老龄化的标准，60 岁及以上老人占比

达到 10%，这个地区就称为老年型地区。由此可见，湛

江市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湛江市属于农业大市，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即是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农业人

口的老龄化将会影响农民的农作时间、劳动力体力、农

业生产方式、农业种植模式、对先进技术的接受和适应

能力等，从而进一步影响土地的产出效率、产业发展模

式和发展规模。人口老龄化涉及面比较广，影响较深远，

加上受到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未富先老”的情况将

会较严重，对于从事了一辈子农业种植的农民老说，没

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养老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

4. 优势农产品竞争力较低

湛江优势农产品主要有红橙、菠萝、火龙果等，但

是优势农产品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再加上水果本身的特

性，对储存和运输都有较高的要求，水果深加工发展较

落后，因此市场占有率较低，市场知名度缺乏。消费者

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意识越来越

强，虽然农产品的标准化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

生产过程中农药残留问题、设备检验的速度和设施的落

后，导致农产品的安全稳定性较差，占有国内和国际市

场的占有率有限，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有一定的难度；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水资源和空气造成不同

程度的污染，农业环境也成为生态农业发展的瓶颈，农

产品的竞争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湛江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路径

1. 推进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户

经营为基础，借助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以提高经济效

益为中心，使农业的生产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达

到生产专业化，规模化和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的目标。

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依据带动主体不同分为：农业合

作社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和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

社带动型的优势是较为灵活，针对性强，根据市场分析

和企业订单协调农合按计划进行集约式种植、养殖等，

通过既定渠道销售农产品。中介组织带动型可以使分散

的小规模经营联合形成统一较大规模的经营群体，实现

规模效益。龙头企业带动型保证了生产企业的原材料供

应，使得农业生产的方向性明确、农业生产能够形成一

定规模、农民直接面对市场需求、企业与农户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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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利益能够得到基本保障等。农业的产业化有利于区

域内相关产业的耦合，可持续的农业发展可以加快农业

产业化升级的步伐，使农业发展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2. 推广生态农业模式

针对目前生态农业规模较小，经济效益低下等现状，

对农业发展合理规划，对资源进行重置，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生态农业规模化经营。大力发展立体种植、立体养

殖、种养结合的模式，充分利用时间、空间等多方面种

植实现优质、高产、高效、节能、环保的农业生态模式；

大力发展观光生态旅游农业模式，把生态农产品的生产

以及游客的观光体验相结合，做好旅游设施的建设，为

游客提供放心的餐饮、住宿、采购和学习的服务，促进

生态农业与旅游业共同发展。

3. 开发生态旅游业，深化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的耦

合度

劳动力老龄化，农村劳动力短缺，接受新技术缓慢

等对生态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这一

负面影响，应使老龄化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生态旅游

业为老龄化人口提供了合适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因此应

把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相结合，使依靠自然资

源的农业和依靠人为资源的旅游业充分融合，实现耦合

发展。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创新力度，深挖当地的历史文

化资源，使当地特色农产品以人文历史为背景，把传统

文化积极改良并优化，保护并发展，用特色农产品吸引

游客，通过特色农产品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民俗文化。

发展生态旅游业的进程中，引入新信息技术，通过新信

息技术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发展新型的农业智能

旅游服务，借助互联网技术向游客展示旅游资源和特色

农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当地消费，使农业与旅游业

的耦合度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逐步加深。

4. 加大科技投入，培育生态农业发展所需的技术

人才

科学技术在促进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湛江市生态农业的发展应走科技兴农的道路，把先进的

技术应用到农业发展中来，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技术依

托，注重科研平台的构建，培育高科技的科研人才，学

习先进的生态农业科学技术，孵化生态农业基地，把技

术运用到生态农业的种植和改进中，使高科技服务农业，

发展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积极研发

新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深化农产品的

深加工技术、储藏技术和保鲜技术，形成高效产业链；

多种方式宣传和推广农业技术，为农民和生态园区提供

技术服务和指导，扩大生态农业种植区域；制定农业人

才引进计划，扩大农业技术人才队伍，能够吸引进人才，

留得住人才，让科技人才对农民进行培训，了解生态农

业，发展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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