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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获知和分析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在中国的发展现况及存在问题!根据 6423 年中国 5 个

省份两种主要稻田种养模式的调查数据!采用 X17#8,&*R,&&(#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分析了不同

稻田种养模式在生产投入%经济效益上的差异以及在化肥%农药减量等方面的效应$ 结果显

示!稻田综合种养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稻蟹%稻鱼两种种养模式的平均利润为水稻单

作的 6553 <35/6 倍!化肥成本减少 65:Y<5/56Y!农药成本减少 356Y<:358Y!但技术成熟

度及产业化程度的差异使种养户在最终经济收益及生态效益上的极差较大$ 研究表明!中国

稻田综合种养规模化程度不够%成本投入偏高%综合种养生态%社会效益提升有限是目前面临

的主要问题!因此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加强种养关键技术的研究!因地制宜将规模化的现代

农业与传统稻田种养相结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稻田综合种养& 稻蟹共作& 稻鱼共作& 成本效益& 非参数检验

中图分类号& ;/885200000000000 文献标志码'C

00稻田综合种养是一种水稻与水产养殖动物互

利共生的稻田生态养殖模式"该养殖模式不但可

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而且可在稳定粮食生产

的前提下增加稻田的产出"使农民的收益得到提

高"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生态稻作模式
)2 ?5*

& 近

年来"随着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对优质粮

食和水产品需求量的增加"稻田养殖也从原来单

纯的,稻鱼共生-向,稻鱼%稻虾%稻蟹-等多种模

式发展"其中稻蟹共作和稻鱼共作的养殖规模最

大"是我国目前主要的两种稻田综合种养模

式
)9*

& 辽宁盘山地区的稻蟹共作模式是国内发

展最快和影响力最大的养殖模式"并在我国辽宁%

宁夏等北方地区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稻鱼共

作模式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在南方省份有较

广的应用分布"但这两种种养模式均受到技术成

熟度%地理气候条件及农机农艺水平等方面的制

约"各地的稻田综合种养户效益差异较大
)8 ?/*

&

因此"如何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降低种养投入%提高

农民的收益是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稳定发展的关

键& 本研究以 6423 年辽宁 #盘山%大洼$%宁夏%

福建%湖南 5 省不同区县稻蟹%稻鱼种养户成本收

益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在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和

常规种稻模式下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和分析"旨

在为不同地区稻田种养模式的发展与改进提供理

论依据&

20材料与方法

D"D$调查内容及方法

本实验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

法"根据各省稻田综合种养组成实际情况以及历

年统计的收益情况设置调查样点& 选择北方地区

辽宁%宁夏的稻蟹种养户以及南方地区湖南%福建

的稻鱼种养户作为调查对象& 每个省份以区县为

单位"在每个区县内选择当地有代表性乡镇的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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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种养田块进行调查"同时选择周边常规种植水

稻田块进行对比填写相关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样

品分布为辽宁盘山 92 户"辽宁大洼 96 户"宁夏 55

户"湖南 56 户"福建 3: 户"分别占总样本的

6659Y%665/Y%2/55Y%2:59Y和 2851Y& 本次

调查了 5 省共 54 个乡镇"共发放调查问卷 694

份"回收有效问卷 661 份"占总回收问卷数的

/45:Y&

本实验基于 6423 年的调查数据"对 5 个省份

主要稻田种养模式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经济效

益调查主要从被调查户自身利益出发"以实际市

场价格衡量其收支状况& 其中直接生产成本主要

包括!苗种%饲料%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材料的

购买费用以及机耕%劳力等其他直接生产成本'间

接生产成本包括!土地承包费%农具购置费%修理

费%租赁费%管理费等'收入部分主要包括!水稻%

水产品收益以及政府补贴费用等&

D"!$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 <>3%&对分析数据进行整理及简单的

统计计算"为了进一步了解各地区投入产出的

状况"我们选择 X17#8,&(R,&&(#检验方法进行

数据处理和比较"利用 BC=?CA软件进行相关

分析!

给定 7个个体用以9#9

#

3$ 种处理方法效果

的比较"将这 7个个体随机地分为 9组"使第 ,组

有 4

,

个个体"并指定这 4

,

个体接受第 ,种处理方

法的实验#,D2"6"2"9$"这时
&

9

,D2

4

,

D7"当实验

结束后"将这 7个个体放在一起根据处理效果的

优劣排序得到每个个体的秩&记第 ,组的 4

,

个个

体的秩为

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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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H

,4

,

",D2"6"2"9

并设观测值中无结点且 .

-2

;.

-6

;2 ;.

-3

-

"#->

2"6" 2" )$"并根据上述的秩来检验原假设!

@

4

(((,各地区投入产出效果无明显差异-能否

被接受&

X17#8,&(R,&&(#检验所构造的统计量的思路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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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3

是第 -组个体秩的平均值".

33

是总的平

均值& 如果各方法处理效果之间有显著差异"则

各 .

-3

相互差异较大'反之"若 @

4

为真"由于分组

的随机性"则各 .

-3

相互差异应较小"且均匀分散

在 .

33

附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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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X17#8,&(R,&&(#统计量&

注意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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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是 X17#8,&(R,&&(#统计量可以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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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时"X17#8,&(R,&&(#

统计量的零分布趋向于自由度为 )?2 的
$

6

分

布"即

P

M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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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

6

#9F2$

#

-5 #2L3$

给定
#

"取临界值 6

($

6

#

#)?2$"即自由度为 )?2

的
$

6

分布的上侧
#

分位数& 根据各组个体的秩

求出 O的观测值 O

4

"若 O

4

#$

6

#

#)?2$"则拒绝

@

4

"否则接受 @

4

'或者通过#293$式计算出概率"

若1 ;

#

"则拒绝 @

4

"否则接受 @

4

&

60结果

!"D$不同种养模式的经济效益分析

依据调查统计数据"将各种费用汇总计算得

到不同地区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与水稻单种模式下

的投入%收益和利润状况& 辽宁的大洼县和盘山

县虽同为稻蟹种养模式"但两县的实施及收益差

异较大"故将两县分开统计&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

计算所得稻田综合种养及水稻单作模式利润数据

的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等数据特征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辽宁大洼%盘山的综合种养的

最小利润均大于水稻单种的最大利润'综合种

养的平均利润是水稻单种平均利润的 65:: 与

6553 倍"福建的综合种养的平均利润是水稻单

种平均利润的 65:4 倍"湖南的综合种养的最小

利润 38 928 #元!$"

6

$是水稻单种的最大利润

/ 34159#元!$"

6

$的 35/6 倍"宁夏综合种养的

平均利润是水稻单种平均利润的 6593 倍"由此

表明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的经济效益优于水稻单

种模式&

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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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不同种养模式利润描述性统计

%&'"D$%:)1*45+,0)2=*+1,+6)2,&,+2,+=2450+55)*)/,*+=)1*407=,+4/1&,,)*/2 元V:3

!

地区

1%0(-.

生产模式

:1-)73*(-. :,**%1.

最大利润

",>("7" :1-+(*

最小利润

"(.("7" :1-+(*

平均利润

,L%1,0%:1-+(*

标准差

#*,.),1) )%L(,*(-.

利润极差

:1-+(*1,.0%

辽宁大洼

?(,-.(.0 9,',

稻蟹种养 PD 21 854 23 3/9 28 3/5 2 636 5 659

水稻单种 PB 8 :54 5 3/9 9 8/3 :19 6 559

辽宁盘山

?(,-.(.0 F,.#$,.

稻蟹种养 PD 93 9:4 66 449 32 692 8 638 32 919

水稻单种 PB 28 349 1 98: 26 :96 3 624 : 13:

宁夏

6(.0>(,

稻蟹种养 PD 69 929 9 534 29 1:6 8 855 64 4:9

水稻单种 PB : 144 /4 8 659 3 339 : 824

湖南

S7.,.

稻鱼种养 P@ 16 2:: 38 928 59 6:1 23 545 39 816

水稻单种 PB / 34: 1 63: : 485 112 6 414

福建

@7E(,.

稻鱼种养 P@ 9: 6:5 23 1// 6/ /6: 28 62: 55 5:8

水稻单种 PB 28 366 9 :69 24 8:: 3 86/ 24 5/1

注!PD代表稻蟹种养"P@代表稻鱼种养"PB代表水稻单作"下同

6-*%#!PD"%,.#1(3%431,2 3-37&*71%"P@"%,.#1(3%4+(#$ 3-37&*71%"PB "%,.#1(3%"-.-37&*71%"*$%#,"%,#*$%+-&&-'(.0

!"!$不同种养模式投入产出的非参数检验

用编号 2%6%3%5%9 分别代表辽宁大洼%辽宁

盘山%福建%湖南和宁夏 9 个地区"然后利用

BC=?CA软件对两种不同种养模式的投入%产出

数据进行非参数检验#表 6$&

无论是综合种养还是水稻单种模式"9 个地

区之间的投入与收益都存在高度显著差异#表 6%

表 3$&

表 !$各地区不同生产模式的投入产出

%&'"!$%:)*)8+4/&-1*407=,+4/+/17,@47,17,450+55)*)/,*+=)1*407=,+4/1&,,)*/2 元V:3

!

地区

1%0(-.

生产模式

:1-)73*(-. :,**%1.

投入

(.:7*#

产出

-7*:7*#

生产模式

:1-)73*(-. :,**%1.

投入

(.:7*#

产出

-7*:7*#

辽宁大洼 ?(,-.(.0 9,', 稻蟹种养 PD 63 848

7552

,2

3/ //2

72 2/6

, 水稻单种 PB 2/ 418

72 :66

,

65 189

7:6/

2

辽宁盘山 ?(,-.(.0 F,.#$,. 稻蟹种养 PD 64 //6

73 846

,

96 661

78 56/

2 水稻单种 PB 25 2:/

73 25/

2

61 439

7988

3

宁夏 6(.0>(, 稻蟹种养 PD 6: 886

73 989

2

55 539

78 399

,2 水稻单种 PB 64 299

78 352

,

68 3/1

75 5::

23

湖南 S7.,. 稻鱼种养 P@ 6/ 2/:

722 21:

,2

15 582

733 623

2 水稻单种 PB 26 1/5

72 :8:

2

64 :95

72 895

,

福建 @7E(,. 稻鱼种养 P@ 36 625

728 931

,2

86 268

768 35/

2 水稻单种 PB 23 2/3

76 3::

2

63 :18

76 353

,2

注!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代表有显著性差异#!;4549$

6-*%#!R(*$(. ,3-&7"."L,&7%#'(*$ )(++%1%.*&%**%1#)(++%1#(0.(+(3,.*&/#!;4549$

表 #$各地区投入产出 B*72Q&-(Y&--+2检验

%&'"#$%:)B*72Q&-(Y&--+2,)2,45*)8+4/&-+/17,@47,17,

类别

(*%"

方差来源

#-713%-+L,1(,.3%

平方和

O7,)1,*(3#7"

自由度

9Q@

均方差

B;<

D$(统计量

D$(#*,*(#*(3#

F1-2 FD$(4#O

综合种养投入

(.:7*-+1(3%42,#%)

3-437&*71%

01-7:# 3 :69 5 /985696 : 255/43 1 45445 /

%11-1 24 435 94 644581/ :

*-*,& 23 :9/ 95

水稻单种投入

(.:7*-+1(3%

"-.-37&*71%

01-7:# 9 664549 5 2 349542 64539 45444 56

%11-1 : 8335/9 94 21658:

*-*,& 23 :95 95

综合种养产出

-7*:7*-+1(3%42,#%)

3-437&*71%

01-7:# 8 /2/5:9 5 2 16/5/8 685/8 45444 46

%11-1 8 /54529 94 23:5:4

*-*,& 23 :84 95

水稻单种产出

-7*:7*-+1(3%

"-.-37&*71%

01-7:# 9 554592 5 2 384523 62566 45444 3

%11-1 : 54655/ 94 28:549

*-*,& 23 :53 95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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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综合种养模式投入差异是由辽宁盘山与

宁夏两地区所引起"宁夏的平均投入 6: 886#元!

$"

6

$显著高于辽宁盘山 64 //6#元!$"

6

$& 辽宁

盘山%宁夏分别与其他 3 个地区进行比较时均无

显著差异&

#6 $ 水稻单种模式投入差异体现在宁夏%

辽宁大洼的投入显著高于与辽宁盘山%福建%

湖南 3 个地区"宁夏与辽宁大洼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

#3$ 综合种养模式产出上"辽宁大洼的综合

种养模式的平均产出为 3/ //2 #元!$"

6

$显著低

于辽宁盘山 96 661 #元!$"

6

$%福建 86 268 #元!

$"

6

$%湖南 15 582#元!$"

6

$3 个地区& 宁夏平均

产出为 55 539#元!$"

6

$"与其他 5 个地区无显著

差异&

#5$ 水稻单种模式产出上"湖南的平均产出

64 :95#元!$"

6

$显著低于辽宁大洼%辽宁盘山与

宁夏"湖南与福建之间无显著差异& 辽宁盘山的

平均产出 61 439 #元!$"

6

$"显著高于辽宁大洼%

福建和湖南& 尽管宁夏的平均收益为 68 3/1#元!

$"

6

$与辽宁盘山无显著差异"但是由于其投入较

大"从而导致利润减少&

!"#$不同种养模式主要支出情况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造成各地收益差距的原因"

我们对各地区种养户在稻田种养与水稻单作模式

下的投入情况做了调查和分析& 调查内容主要包

括种养户在农药%化肥%设施改造等方面的投入%

各地区稻田种养规模化程度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力

度等方面#表 5 <表 8$&

调查数据表明各地的水稻单作模式均使用化

肥和农药"但在稻蟹%稻鱼种养模式下化肥和农药

的施用量明显减少"使用有机肥的稻田比例增大

且使用量增加"综合种养模式总体呈现化肥%农药

成本减少"有机肥成本增加的趋势& 因此"在表 5

中综合种养模式与水稻单作模式的化肥按成本投

入的减量百分比表示"有机肥的变化按单位面积

成本投入的每公顷的实际增量表示& 各地区综合

种养模式下化肥农药成本减量地区差异较大"稻

鱼共作农药化肥成本总体低于稻蟹共作& 开展稻

蟹共作的地区中"宁夏的化肥农药成本减量和有

机肥成本增量最高"但极差较大仍反映出该地区

农户的种养技术差距较大"开展稻鱼共作的福建

也存在类似问题"而在辽宁盘山%湖南种养技术成

熟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种养户间差异小&

表 ;$各地区化肥$农药及有机肥使用的变化

%&'";$])8+4/&-6&*+&,+4/2+/,:)72)45=:)3+=&-5)*,+-+U)*2%1)2,+=+0)2&/04*8&/+=5)*,+-+U)*2

地区

1%0(-.

辽宁大洼

?(,-.(.0

9,',

辽宁盘山

?(,-.(.0

F,.#$,.

宁夏

6(.0>(,

湖南

S7.,.

福建

@7E(,.

化肥成本减量!Y 3$%"(3,&+%1*(&(N%13-#*1%)73*(-. 65: 2/51 3656 5152 5/56

化肥成本减量极差!Y +%1*(&(N%13-#*1%)73*(-. 1,.0% 2:54 865/ 24454 :951 24454

农药成本减量!Y :%#*(3()%3-#*1%)73*(-. 356 3553 5355 8/58 :358

农药成本减量极差!Y :%#*(3()%3-#*1%)73*(-. 1,.0% 3553 9853 1255 9454 24454

有机肥成本增量!#元!$"

6

$ -10,.(3+%1*(&(N%13-#*(.31%"%.*

2356 :5/54 2 15559 83159 8159

有机肥成本增量极差!#元!$"

6

$ -10,.(3+%1*(&(N%13-#*(.31%"%.*1,.0%

34454 225454 1 39454 3 29454 2 8:159

00除农药%化肥%有机肥外"稻田种养的其他主

要支出项目如表 9 所示"稻蟹种养设施改造成本

相对较低"辽宁两地区与宁夏支出相近& 稻鱼种

养除了设施改造费高于稻蟹种养外"劳力成本的

支出也相对较高"该情况在湖南地区最为明显&

盘山县政府对稻蟹种养的支持力度最大"所

有种养户均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其次为宁夏"有

845:Y的种养户得到政府补贴"福建的稻鱼共作

则有 2851Y的种养户得到了政府补贴& 由于政

府的规模化推广"宁夏的稻蟹共作均以合作社形

式开展"在盘山以合作社和企业形式开展种养的

占种养户的 2158Y#表 8$& 稻鱼共作模式因存在

时间较长"在湖南和福建分别由 3:52Y和 8356Y

的调查对象以合作社和企业形式开展种养&

以上数据显示"辽宁大洼地区稻蟹种养重心

仍在水稻生产上"其政府支持及规模化程度均较

低"在进行稻蟹共作时化肥%农药以及有机肥的投

入与当地的水稻单作基本无差异& 辽宁盘山及宁

夏地区得益于政府支持力度及规模化程度相对较

高"在经济效益和减少化肥使用等方面有更好的

表现& 稻鱼共作技术相对成熟"经济和生态效益

相对较好"其中湖南的稻鱼共作虽然在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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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程度上不如福建"但在田间设施上的高投

入为其带来了更好的最终收益"而其存在的主要

问题则是劳动用工投入偏高&

表 >$各地区稻田综合种养的其他支出

%&'">$%:)4,:)*+/17,2450+55)*)/,*+=)1*407=,+4/1&,,)*/2+/&--*)8+4/2 元V:3

!

地区

1%0(-.

生产模式

:1-)73*(-. :,**%1.

设施改造

+,3(&(*/ (":1-L%"%.*

机耕%机收

",3$(.%1/

劳动用工

&,2-1

其他支出

"(#3%&&,.%-7#(.:7*#

辽宁大洼

?(,-.(.09,',

稻蟹种养 PD 4 3 :14 723/ 6 85: 72:8 4

水稻单种 PB 4 3 /63 722/ 6 85: 7296 4

辽宁盘山

?(.0.(.0F,.#$,.

稻蟹种养 PD //8 7231 6 469 73:1 6 958 72/9 1/: 7239

水稻单种 PB 4 6 261 7268 2 /94 7251 4

宁夏

6(.0>(,

稻蟹种养 PD 2 6/4 7862 6 8:2 72 6/3 3 285 72 1:: 2 4:: 7125

水稻单种 PB 3:2 76:9 6 964 72 324 6 119 72 813 :32 7513

湖南

S7.,.

稻鱼种养 P@ 29 542 73 581 5 3/5 72 9/9 8 6:6 72 831 569 798

水稻单种 PB 4 5 :84 7264 5 92/ 72 223 594 74

福建

@7E(,.

稻鱼种养 P@ 9 492 73 /64 6 858 7/36 3 194 76 98/ 4

水稻单种 PB 4 6 858 7/36 6 892 72 839 4

表 W$各地区稻田综合种养的政府

支持力度及规模化程度

%&'"W$%:)846)*/3)/,27114*,&/0,:)0)8*))45

41)*&,+/8 2=&-)45*+=)@'&2)01*407=,+4/

1&,,)*/+/0+55)*)/,*)8+4/2 ^

地区

1%0(-.

种养户获政府

补贴的比例

:1-:-1*(-. -+

0-L%1."%.*#72#()(%#

+-1+,1"%1#

合作社和

企业占的比例

:1-:-1*(-. -+

3--:%1,*(L%#

,.) %.*%1:1(#%#

辽宁大洼 ?(,-.(.0 9,', 4 4

辽宁盘山 ?(,-.(.0 F,.#$,. 244 2158

宁夏 6(.0>(, 845: 244

湖南 S7.,. 4 3:52

福建 @7E(,. 2851 8356

30讨论

本实验两种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稻蟹%稻鱼$

在经济收益上均比水稻单作模式高"也有更好的生

态%社会效益& 新一轮稻田综合种养在稻田养殖品

种上强调特种化"通过高值产品的养殖来提升种养

效益"但很多新品种在稻田中的养殖技术尚未完

善"养殖品种在稻田养殖中如何与新农机和农艺相

结合仍值得深入研究
)9*

& 本研究中综合种养模式

利润的标准差与极差都大于水稻单种模式的标准

差和极差"这说明种养户对综合种养技术的掌握程

度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综合种养模式的技

术要高于传统的水稻单种模式"养殖户在综合种养

过程中如果未能做到田间结构的合理设计"尤其是

发生了投放密度过大%化肥施用过量和养殖成本偏

高等技术或管理问题时同样会造成养殖产量和养

殖效益的下降& 已往的研究
)24 ?26*

均已表明"综合

种养模式的投入要远大于水稻单种的投入"如果不

能确保技术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控制养殖过程中

的生产成本"推广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仍将承受较高

的养殖风险& 因此"在各种养模式成熟的过程中"

新技术的利用%标准化的技术%规模化推广与产业

化经营是改善我国稻田综合种养实施现状%提升效

益的关键&

#"D$新型种养模式的成熟与综合效益的提升

目前"在水稻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产

生了严重的面源污染"是目前稻作防治面临的主

要生态和社会问题
)23 ?25*

& 表 5 显示各地稻田综

合种养模式在化肥%农药的成本投入上较水稻单

作模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有机肥的使用比例也

正在逐步增大"但不同种养户间较大的极差仍然

反映出技术成熟度较低的问题& 其趋势表现为综

合种养模式规模化推广较好的地区"化肥和农药

的成本减量效果好'模式实施时间长%技术成熟度

较高的地区"种养户间的差距相对较小"这种趋势

在不同地区的稻蟹和稻鱼种养上均有体现& 例

如"宁夏的稻蟹种养从辽宁盘山引进成熟技术"在

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企业和专业组织在适宜地区进

行规模化的推广和经营
)29*

"所以"宁夏的稻蟹种

养在化肥农药减量和有机肥的增量上总体较高&

但因引进时间短"相关技术在本地区的成熟度较

低导致宁夏种养户间的差异较大& 在稻蟹种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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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多年%技术成熟度较高的辽宁盘山地区"种养

户间化肥农药减量和有机肥增量的极差较宁夏低

近 54Y& 与稻蟹共作相比"稻鱼共作在我国实施

的时间长"种养技术较成熟
)2 ?6"28*

"所以"湖南%福

建的稻鱼种养在化肥农药成本减量上高于辽宁%

宁夏的稻蟹共作模式& 目前"我国南方很多地区

的稻鱼共作多为人工为主的传统种养模式"其种

养技术尚不能满足当前发展需要
):"21*

& 因此"如

何改进传统技术%优化田间工程与新型农机的配

套"如何改变组织形式将个体种养转变为企业%合

作社的规模化生产是提升新型稻田综合种养效益

的关键&

#"!$通过标准化和产业化提高种养收益

辽宁是我国北方稻蟹共作发展快%实施面积

大的省份"但大洼和盘山两县在成本投入和最终

收益上存在较显著的差异& 该差异与稻蟹种养的

产业化程度有关"盘山县通过农业科技入户并结

合多年实践经验总结出了,盘山模式-"在政府的

支持下进行区域化的布局和规模化的发展"并通

过与企业的联合进一步提升了该模式的产业化和

品牌效应"使生产的稻米和河蟹价格大幅提高%增

效明显"凭借 ,盘山模式-盘山县在 6422 年还一

举成为中国稻蟹综合种养第一县
)2:*

& 本次调查

结果也显示"盘山县以企业%合作社形式开展稻蟹

种养的比例要高于大洼"虽然在成本投入上无显

著差异"但在最终收益上盘山显著高于大洼& 宁

夏虽因苗种%灌溉成本高使其最终收益降低"但宁

夏的稻蟹种养均以企业%合作社形式开展"通过标

准化稻蟹共作养殖技术的实施使其在减少农药%

化肥投入方面好于盘山和大洼"生态效益显著提

升& 盘山和宁夏的两组数据表明"标准化技术及

产业化经营能使稻田综合种养经济效益及生态效

益显著提高"符合我国新一轮稻田综合种养规模

化%特种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的发展趋势&

#"#$传统模式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稻田养鱼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如浙江青

田县%贵州从江县都有悠久的稻鱼养殖历史"浙江

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还被联合国列为,全球重

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
)2/ ?64*

& 本研

究中"湖南%福建的稻鱼共作系统在生产投入上与

稻蟹共作技术较成熟的辽宁省没有显著差异"但

在生产总投入中劳动用工费用所占比重过大& 现

代化程度不够"新农机%农艺的应用相对滞后正是

目前我国南方稻鱼种养普遍存在的问题"刘某承

等
):*

的研究也表明"现在我国南方地区稻鱼种养

较低的现代化%规模化程度制约了综合效益的提

升"@1%(等
)62*

的研究证明"传统稻田种养模式的

缺陷可以通过合理的田间工程改造来规避& 本研

究认为"除了受地理环境因素制约或如浙江青田

等已成为民俗传统的模式外"现有的稻田综合种

养应更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的发展才能在

保证产品安全和品质的同时有效降低成本& 本研

究显示"湖南地区稻鱼共作正逐步向此方向发展"

虽然在田间设施改造和机械使用上成本投入较高

#表 9$"其政府支持力度和规模化程度也不如福

建#表 8$"但其稻鱼共作的最终收益高于福建#表

2$"足见新技术应用的重要性& 因此"陈欣等
)66*

学者提出的借鉴传统农业的经验"应用新农机对

田间设施进行改造"同时结合信息化管理以打造

现代农业产业的观点
)66 ?63*

应是我国新一轮稻田

综合种养模式的发展方向&

本研究仅核算了稻鱼共作系统的主要经济效

益及部分生态效益"对该系统的社会效益等服务功

能的评价和估算"尤其是对传统农业生态和社会效

益的认识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如何在发展稻田综

合种养现代化%规模化%信息化生产的同时"保证该

种养体系的生物和景观多样性"使种养系统具备较

高生产力和较好的生态%社会效益也是新一轮稻田

综合种养需要解决好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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