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45

生态农业视角下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发展与质量保障研究
侯嘉骅

内蒙古阿拉善盟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内蒙古 阿拉善盟  750306

DOI:10.61369/SE.2025040035

摘      要  ：   本文基于生态农业发展的大背景，针对有机农产品市场发展中的瓶颈及质量保障的难题，从生态农业核心特征出发，

分析了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发展方向，包括数字溯源溢价、定制基于用户体质检测的有机食品方案等；阐述了“重金属

钝化 + 微生物菌群技术”协同调控、“声光电物理防控 + 昆虫信息素干扰”阻截网、“生产数据链 + 物流温湿链”交

叉验证、“飞行抽检 + 消费者众包”监督替代年审质量保障策略。通过对生态农业核心特征、市场发展方向与质量保

障策略的系统梳理和关联研究，总结出有机农产品在生态农业框架下实现市场拓展与质量提升的协同路径，为有机农

产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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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eco-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bottlenecks 

and quality assurance challenges i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Starting 

from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eco-agriculture, it analyzes the market development trends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luding digital traceability and premium pricing, and customized organic food 

solutions based on user health detection. It also elaborates on several strategies: the coordinated 

regulation of "heavy metal passivation + microbial flora technology", the interception network of 

"sound, light, and electricity phys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insect pheromone interference", the 

cross-verification of "production data chain + logistic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hain", and the 

replacement of annual quality inspection with "random spot checks by air + consumer crowdsourcing" 

supervis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correlated research on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eco-agriculture, market development trends, and quality assurance strategies, this art icle 

summarizes the collaborative path for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achieve market expans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co-agriculture, providing insigh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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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是一种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将传统农业精华与现代科技结合的农业模式，其注重种养结合、资源循环利用，在保护

生态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农产品优质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有机农产品逐渐成为市场热点。然而，当前有机农产品市场存在着发展模式不清晰、质量难以有效保障等问题，制约了产业的壮大。生

态农业作为一种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农业发展模式，为有机农产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生态农业

视角下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发展方向与质量保障策略，对于推动有机农产品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态农业核心特征

（一）种养循环配置闭环系统

种养循环配置闭环系统是生态农业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

友好的基础特征，其核心在于构建物质能量梯级利用的生态链

网。该系统通过科学设计动植物种养结构，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

转化，形成“养殖排泄物—发酵处理—种植养分—产品产出—

加工副产物—养殖饲料”的闭环流转 [1]。在技术层面，采用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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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解技术对畜禽粪便进行腐熟处理，转化为有机肥反哺农田，

通过秸秆还田、菌渣利用等方式，将种植业产生的有机废弃物转

化为养殖饲料原料或能源物质。系统运行中需精准调控物质转化

效率，通过监测土壤肥力变化、养殖废弃物排放量等数据，动态

调整种养比例与废弃物处理工艺参数，确保输入与输出的物质能

量平衡，既避免废弃物过量造成的环境污染，又能满足作物生长

与养殖需求，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消耗的最小化与循环利用

的最大化。

（二）环境承载刚性约束

环境承载刚性约束是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边界条件，

强调农业生产活动必须控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阈值范围内。这一

特征要求从生态容量测算入手，综合考量区域水资源总量、土壤

重金属容量、大气环境自净能力等自然要素的承载上限，将其转

化为可量化的农业生产约束指标 [2]。在实践中，通过建立环境监测

网络，实时追踪农田灌溉水质、土壤有机质含量、养殖废水排放

指标等关键参数，确保各项指标不超过预设阈值。对于超出环境

承载预警线的生产行为，需启动削减养殖规模、调整种植结构、

暂停特定生产环节等强制性调控措施，直至环境指标恢复至安全

区间。结合生态修复技术，通过种植固氮植物、构建人工湿地等

方式提升环境承载能力，形成“监测—预警—调控—修复”的动

态管理机制，使农业生产始终与生态环境保持协调共生关系。

（三）“农业 - 旅游 - 康养产业链”增值共生模式

“农业—旅游—康养产业链”增值共生模式体现了生态农业

的多元价值融合特征，通过产业间的功能互补与价值协同，实现

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统一。该模式以生态农业生产为基础，

将农产品生产过程转化为旅游体验资源，开发农事体验、田园观

光等旅游项目，依托生态环境优势与特色农产品资源，延伸出健

康养生、食疗保健等康养服务 [3]。在产业链构建中，需注重各环节

的有机衔接，农业生产为旅游提供原生态场景与绿色食材，旅游

活动为农产品开辟直接销售渠道并提升品牌价值，康养服务则挖

掘农业生态价值与健康价值，形成相互促进的增值循环。建立产

业融合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协调农户、旅游经营者、康养服务

提供者等多方主体的权益分配，确保产业链各环节能够共享增值

收益，通过标准化建设规范服务质量与产品品质，提升产业链整

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生态农业视角下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发展方向

（一）数字溯源溢价

作为生态农业背景下我国发展有机农产品市场的主要方向之

一，数字溯源溢价主要利用全链条数字化追踪方式，对消费者信

任体系进行建立健全，不断提升产品的价值。在种植农产品的过

程中，可借助物联网技术，对真实的土壤种植环境、水源灌溉质

量、肥料施加种类及用量等数据展开全面采集，利用区块链技

术，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加密处理与保存，保证整理出的生产记

录不可被篡改。在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的过程中，需对采取的加工

工艺、添加的具体物质、农产品存储条件等关键参数进行准确记

录，使加工过程与有机标准高度统一。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

应 借 助 射 频 识 别 技 术（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或二维码技术，对农产品的运输方式、运输路径、

储存环境、物流时间等信息展开实时追踪 [4]。消费者通过扫描农产

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对商品进行溯源，明确了解目标产品从种植到

销售流程中所有数据信息，判断该其是否为有机产品。

（二）定制基于用户体质检测的有机食品方案

以用户实际体质检测结果为依据制定针对性有机食品方案，

能够使有机农产品市场朝着个性化推荐、精准化服务方向全面转

型的发展趋势得到充分体现，促使有机农产品与健康管理互相融

合，确保消费者的差异化健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在此过程中，

需加强对用户体质数据库的建立健全，与专业医疗机构、健康检

测单位积极合作，对用户的身体代谢能力、过敏原类型、营养元

素需求等多种体质指标进行精准采集。根据采集的数据信息，从

营养学理论、生态农业产品特点等角度出发，将多元化有机食品

组合方案推荐给不同用户，为用户制定专属饮食 [5]。对于患有糖尿

病的患者，可为其推荐含糖量低的有机杂粮、蔬菜、水果；对于

需要补充膳食纤维的用户，可为其搭配膳食纤维含量较高的有机

果蔬、粗粮谷物。

（三）城市农业综合体直供周围鲜食圈

建立城市农业综合体鲜食圈，为周围用户直接提供新鲜农产

品，能够为缩短有机农产品市场供应时间、保证有机农产品新鲜

程度创造良好环境。在城市周边规划并建设农业综合体，确保其

能够使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得到集中，借

助城市周边的土地资源，对有机农产品进行科学种植和养殖，最

大程度缩短农产品运输时间，尽可能降低长时间运输造成的农产

品损耗和污染。在综合体内部，需设计高效的物流配送路线，结

合周边鲜食圈市场的实际需求与发展情况，按照每日或隔日的方

式制定进行配送，在短时间内将新鲜的有机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

中，保留相关产品的营养成分与新鲜品质 [6]。农业综合体还应与时

俱进，同步开设消费者线下体验店、农产品线上预订平台，二者

的结合，能够与消费者进行直接对接，省略农产品的流通环节，

实现降低流通成本、避免资源浪费、提升服务质量、促进产业发

展的目标。

（四）主导国际有机互认体系

国际有机互认体系能够为我国有机农产品市场朝着国际化方

向发展提供积极助力，积极参与国际有机标准的制定，大力引领

各个国家对相关标准的认可，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有机农产品

国际市场中的综合竞争能力与权威性 [7]。加强与国际有机农业组织

的交流与合作，深入研究欧盟的有机农业标准、美国的国家有机

标准等国际主要有机标准，分析其差异和共性。在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生态农业的特点和优势，完善我国的有

机标准体系，推动我国有机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积极参与国

际有机认证互认谈判，推动我国有机认证结果在国际市场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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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减少我国有机农产品出口过程中的贸易壁垒。

三、生态农业视角下有机农产品质量保障策略

（一）“重金属钝化 + 微生物菌群技术”协同调控

对土壤进行全面检测，明确重金属种类、含量及分布状况，

根据检测结果选择黏土矿物、有机改良剂等适配的钝化剂，通过

均匀撒施与深耕翻土，使钝化剂与土壤充分接触，利用吸附、沉

淀等作用降低重金属生物有效性。同步开展微生物菌群筛选与培

育，选取具有重金属富集或转化能力的功能菌株，经扩大培养后

制成菌剂施入土壤，菌群通过代谢活动改变土壤微环境，增强重

金属钝化效果 [8]。在实施过程中，需动态监测土壤 pH 值、氧化还

原电位等指标，根据变化调整钝化剂用量与菌群投放频率，确保

协同作用处于最佳状态。后期持续跟踪作物吸收重金属的情况，

通过定期检测植株体内重金属含量，验证调控效果，从源头阻断

重金属对有机农产品的污染。

（二）“声光电物理防控 + 昆虫信息素干扰”阻截网

依据种植区域的地形与作物种类，规划物理防控设施的布设

密度与范围，在田间设置声波发生器，选用特定频率的声波干扰

害虫的生理节律；安装诱虫灯时，根据目标害虫的趋光特性调整

光谱与光照强度，搭配高压电网实现物理灭杀；铺设地面反光

膜，利用强光反射驱避某些对光线敏感的害虫 [9]。在物理防控基础

上，集成昆虫信息素技术，针对不同害虫种类释放性信息素、聚

集信息素等，通过干扰害虫的交配行为或觅食路径，减少害虫种

群数量。定期监测害虫种群密度变化，根据虫情动态调整声光电

设备的运行参数与信息素的释放剂量，确保物理防控与化学信息

素干扰形成叠加效应，构建多层次、无死角的害虫阻截体系，避

免化学农药使用对有机农产品质量的影响。

（三）“生产数据链 + 物流温湿链”交叉验证

在生产环节，通过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种植环境数据，包括

土壤湿度、空气温湿度、光照时长等，记录播种时间、施肥种类

与用量、病虫害防治措施等农事操作信息，形成完整的生产数据

链，数据实时上传至云端数据库并加密存储 [10]。物流环节则部署

温湿度传感器，对运输车辆、仓储空间的温湿度进行全程监测，

生成连续的温湿变化曲线，即物流温湿链。在产品到达终端后，

将生产数据链与物流温湿链进行交叉比对，验证生产环境参数与

物流过程是否符合有机农产品储存要求，若发现某段运输时间温

湿度超出标准范围这一类数据异常时，可追溯具体环节并评估对

产品质量的影响。通过这种交叉验证，确保有机农产品在生产与

流通环节均处于适宜条件，为产品质量提供双重数据支撑。

（四）“飞行抽检 + 消费者众包”监督替代年审

飞行抽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主导，采用随机抽取检测对象、

不提前通知的方式，对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加工场所、销售点

进行突击检查，检测项目涵盖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微生物指

标等关键质量参数，检测结果直接上传至监管平台，确保公正性

与时效性 [11]。搭建消费者众包监督平台，鼓励消费者在购买有

机农产品后，通过平台提交自愿检测申请，监管部门选取部分申

请进行免费检测，检测结果向社会公示。将飞行抽检与消费者众

包监督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形成动态质量评估报告，替代传统

固定周期的年审制度。这种模式能及时发现质量隐患，通过高频

次、广覆盖的监督方式，倒逼生产经营者持续保持有机生产标

准，使质量监督更贴近实际生产销售场景，提升有机农产品质量

保障的实时性与有效性。

四、结束语

上述研究发现，生态农业的核心特征为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发

展与质量保障奠定了基础。种养循环配置闭环系统为有机农产品

生产提供了资源高效利用的模式，环境承载刚性约束保障了生产

的可持续性，“农业 - 旅游 - 康养产业链”增值共生模式拓展了

市场空间。在市场发展方面，数字溯源溢价、定制化方案等方向

符合消费需求变化，城市农业综合体直供模式和主导国际有机互

认体系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质量保障策略中，各项技术与机

制的协同作用，能从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流通环节及监督层面

全方位保障有机农产品质量。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

同构成了生态农业视角下有机农产品发展的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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