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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场的成功运行研究

——基于重庆山区的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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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国小农”基本国情下，为更好推动全域有机农业的全民化发展，以重庆山区的生态农场个案为研究

对象，结合访谈、实地走访和活动参与等方式，梳理生态农场成功运行的关键，探索生态文明新时代下“小农”开启

生态农业的可行性。结果表明生态农场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1）生态农产品的优价、稳产及多元功能体现，经营者

在与消费者“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和回访交流中精准沉淀会员，通过组织生产者提供丰富多样的农产品，开发各类

体验活动，充分发挥生态农业的多功能性；2）新型产消合作模式的低成本建设，经营者深度挖掘会员资源实现运营

团队的低成本建设，通过项目制引入消费者并赋予其多元化身份，实现“一体多元”的共创共享；3）生产者与消费者

之间超越了传统的买卖关系，通过品牌化建设搭建“熟人”社群，加强了会员粘性。综上，生态农场的成功运行在于

产品服务、合作模式和社群关系，运营者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组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本研究

可为“小农”低成本开启生态农业之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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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ecological farm: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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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hole-area organic agriculture have 

become an organic food bridge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effe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organic produc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 has established a new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nd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Under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great power and small peasant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area organic 

agriculture，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an ecological farm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Chongqing.  

Interviews， field visits and activity participation were combined to clarify the key to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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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cological farm，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small-scale farmers’ start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the new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key to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ecological farm as follows： 1）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excellent price， stable yield and multi-

function embodiment， and operators can accurately accumulate members through ‘one-to-one’ intimate 

service and return visit with consumers， which maximizes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by 

organizing producers to enric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develop various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2） The low-

cost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ooperation model.  Operators dig deeply into the 

member resources to achieve the low-cost construction of the operation team， and introduce consumers 

and give them diversified identities through the project system， realize the co-creation and sharing of ‘one 

and multip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buying and 

selling relationship， and builds an ‘acquaintance’ community through branding， strengthening the 

stickiness of members.  In conclusion，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ecological farm lies in the product 

services， cooperation models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the operato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ual organization’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mall-scale farmers’ to start the road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t a low cost.

Keywords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bi-directional enabling； membership system； 

project system； ecological agriculture

生态农场是依据生态学原理，遵循整体、协调、

循环、再生和多样性原则，通过整体设计和合理建

设，获得最大可持续产量，同时实现资源匹配、环境

友好和食品安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当前，“三

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

进生态农场建设意义重大［1］。农业农村部在 2019
年提出“加快形成一批以绿色优质为特色，集科技

创新、休闲观光、种养结合的农业产业集群”［2］。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把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3］。生态农

场的建设，融合多种业态，有利于休闲农业、种养结

合等多种形式发展，有利于推进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经营主体转向绿色可持续发展［4］。“大国小农”是

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农情，也是理论研究与政

策制定必然考量的客观实际［5］。作为“大国小农”，

我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原住民，从古至今都是原住

民的小农经济，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农业

在以规模化为特征的 1. 0 到以设施化为特征的

2. 0，产量增加的同时出现了食品质量劣化、生态环

境退化等严峻问题。农业 3. 0 以三产化为特征，强

调立足现有资源进行绿色创新，转变规模化和工业

化的思维，以景观农业为基础，将休闲旅游和养生

农业作为绿色经济的主题，以三产带动一产和二

产，促进增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农

业 4. 0 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为特征［6］，利用互联网

工具挖掘乡土本地化题材，吸引市民下乡，推动农

业进城，构建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的新型产消合作

关系。

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经

营的主体力量［5］。事实证明，走欧美式道路发展大

规模农业，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适

度规模、多种经营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基本方

向。面对原住民的历史格局和“大国小农”的基本

国情，一个个“小农”如何开启农业的生态化建设并

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值得探究。“小农”可以参

与的经营主体建设主要有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按

照《“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有关要求，

推进绿色科技成果转化和绿色技术先行先试，引导

小农户应用绿色技术［7］。农业农村部制定的《推进

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到 2025 年，通

过科学评价、跟踪监测和指导服务，在全国建设

1 000 家国家级生态农场，带动各省建设 10 000 家

地方生态农场［1］。生态农场是实现全域有机农业

的重要载体，通过合理的种植结构、养殖结构等措

施建立起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注重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因此，推进生态农场建设是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政策措施精准落地的重要载体，可以为

全域有机农业提供实践经验和示范，推动全域有机

农业的发展。以往研究多集中在对大规模农场、农

业园区等带有强资本性或政府引领的经营主体的

案例研究［7］，而对小规模农场的研究较少；对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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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及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研究多集中在常

规化学农业的组织化发展，而缺乏对生态农业理念

指 导 下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的 成 功 个 案 梳 理 及 对 比

分析［8］。

重庆是个山城，具备天然的立体自然生态环

境；重庆又是个大城市与大乡村的融合体，具备城

乡融合发展先天优势。在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的

大时代背景下，本研究聚焦生态“小农”的建设与发

展，以产消组织化为视角，引入“双重组织化”概

念［9］，详细梳理 A 生态农场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凝

练其成功的内在机理，以期对山区小规模生态农场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理论依据。同时，增

强“小农”生产者的生态意识和信心，唤醒市民消费

者的健康意识，建立产消对接的新模式，助力全域

有机农业。

1　案例简介与资料说明

A 生态农场成立于 2016 年，位于重庆市涪陵

区，距重庆主城约 60 km，共有 5 个基地：主基地、土

猪基地、土鸡基地、黄牛基地和蔬菜基地。其中主

基地属于农场独资流转土地，以体验、教育为主，

占地约 1. 67 hm2。土猪基地为农场独资建设，占

地约 0. 33 hm2，土猪采用散养和圈养相结合方式，

主要饲喂玉米、麸糠等，年出栏 300 余头。土鸡基

地依靠自然山林，土鸡采用完全散养模式，主要饲

喂玉米、糠麸、天然草和有机矿物质，先以产蛋销

售鸡蛋为主，后期再销售土鸡。黄牛基地采取与

农户合作形式，利用天然林草资源放养黄牛。蔬

菜基地采取合资共建方式，蔬菜种植过程中不使

用任何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按有机农场标准组

织生产。

2016—2017 年 A 生态农场投入资金 70 万元先

后建立了土鸡基地、黄牛基地和蔬菜基地，现有合

作自然教育机构 10 余家。农场现有稳定会员 500
余人，每年招募会员，定期为会员配送土猪肉、生态

牛肉、土鸡、土鸭、土鹅、禽蛋和生态蔬菜。A 生态

农场成立以来的资金投入及收入情况如表 1 所示，

从 2018 年开始农场实现盈利，2020 年实现回本，成

立 7 年来实现可持续稳步发展。

本研究采用探索式单案例的研究方法［10］，通过

农场负责人访谈、实地考察、参加农场活动、开展学

生实习实训、开发课程等方式收集 A 生态农场发展

历程资料，并按时间顺序对农场的发展历程进行梳

理，提取关键事件进行分析，从整体性和动态性 2 方

面揭示农场运行的机理，总结“小农”低成本、可持

续生态化转型之路。

2　A生态农场的创设与运行

2015 年中央农村会议强调着力加强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

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

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

给［11］。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逐渐向高、精、尖方

向转变。从地理环境上看，A 生态农场位于重庆涪

陵，地形崎岖，地势以山地丘陵为主，开展规模化农

业种植成本高、风险大，劳动成本高。如图 1 所示，

A 生态农场在运营模式上主要打通了“农业进城”和

“市民下乡”2 条线路，农产品会员配送与消费者乡

村体验持续推进，2023 年起陆续开启了有机农产品

深加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表 1　A生态农场 2016—2023年投入、经营收入和利润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inputs， operating income and revenues of A ecological farm from 2016 to 2023 万元

指标

Index

投入  Inputs
经营收入  Operating income
利润  Profit

年份 Year

2016

40
2

―38

2017

30
6

―24

2018

3
12

9

2019

1
15
14

2020

6
50
44

2021

10
25
15

2022

2
25
23

2023

1
25
24

注：2017 年后投入部分主要包括场地维修、折旧维修、基地建设等固定投入。

Note： After 2017， the main part ofinvestment includes site maintenance， depreciation maintenance， base construction and other fixed 
in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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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定位生态猪，免费品尝刨猪汤实现引流

2016 年，A 生态农场开始设计建设并定位为

“订单生态农业”，农场根据与消费者之间签订的订

单，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有效控制了成立初期经

营风险。“订单生态农业”的模式定位有利于 A 生态

农场平衡资金和生产风险，保证养殖生态化、高效

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农产品供应质量上提高

自身核心竞争力。如以黑猪养殖为主要发力点，与

当地农民合作养殖黑猪 30 余头，为了提高农场知

名度，推广生态土猪肉，A 生态农场设计了年底免

费 品 尝 刨 猪 汤 活 动 ，建 设 第 1 年 便 实 现 了 保 本

养殖。

2. 2　模式会员制，定期配送不降价沉淀客户

2017 年，A 生态农场正式进入常态化生态土猪

肉供应模式，该模式遵循 3 个原则，即：“会员制” 
“每周屠宰配送”“绝不降价”。“会员制”指消费者

向 A 生态农场预付一定的农产品费用成为农场会

员，A 生态农场按计划生产，承诺坚持全过程有机

种养，每周为会员配送猪肉；“每周屠宰配送”指每

周坚持屠宰、配送 1 头黑猪，保证农场土猪肉屠宰

供应稳定，提升会员信任感，从而建立稳定的会员

群 体 ；“ 绝 不 降 价 ”指 土 猪 肉 定 价 始 终 保 持 在

76 元/kg，确保 A 生态农场在经营中的定价权，控

制养殖风险。在服务内容方面，主要包括配送上门

和乡村体验。2017 年 10 月，农场策划了乡村体验

活动，体验费用为 100 元/人，截止 2017 年年底，A
生态农场共举办了 6 场乡村体验活动，共计接待约

500 人次。

2. 3　生产合作化，双向赋能多样性提升服务

2018 年，A 生态农场根据市场需要在生产端

与重庆 B 农场合作建立了蔬菜基地和黄牛基地，

通过合建丰富了农产品种类。在消费端与重庆 10
余家自然教育机构合作，逐步探索“双向赋能”，即

A 生态农场提供有机农产品和研学基地，会员和

合作教育机构为农场进行品牌宣传，提供新的消

费需求和发展思路，双方既是买卖关系，又是合作

伙伴，彼此互相赋能、互相支持，共同参与有机农

业生产链。通过生产合作和“双向赋能”，A 生态

农场客户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逐步

显现。

2. 4　布局分区化，高效物流独立性增加收益

2019 年，A 生态农场将养殖基地与体验基地分

离，一方面避免猪瘟的影响，另一方面为用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同时增加了观赏场地。随着客户群体

的增加和农场运作不断完善，为更高效进行产品配

送，更大范围拓展客户，A 生态农场建立专门的物

流配送，进一步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农场周边的

基础设施如停车场、公共厕所、陈列馆等的建设得

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基础建设产权属于村集体

所有，A 生态农场负责运营，每年按照农场收益情

况支付给村集体相应的费用，提升了村集体经济

收益。

2. 5　管理组织化，公开定价合理性扩大产消

2020 年，A 生态农场发起并成立了本乡镇的生

态农业联盟，在生产端积极与农户、村民代表及村

支书等探讨有机种植方案与产品定价，在消费端与

图 1　A生态农场运营模式

Fig. 1　Operating model of A ecological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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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开展价格听证会，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价格达

成一致后再开展订单生产，规避了 A 生态农场的生

产风险。

2. 6　高校参与式，科学赋能专业性提升影响

2021 年，A 生态农场开始积极与重庆地区高校

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建立链接，搭建了以该农场为

产学研基地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及实习实训基地，同

时不断探索生态农业消费者社群，与客户进行高效

互动，精准定位不同产品的受众，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宣传。

2. 7　全域有机化，城乡融合公益性稳步推进

2022 年，A 生态农场发起了有机生活联盟组

织，其核心理念是：喜悦同频，天然补拙，温暖滋养，

感恩良心，觉行好友机。该联盟以川渝地区的生态

“小农”和消费者代表为主，带动了绿色消费和健康

生活的理念，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参与，也为“小农”

对接了更多的市场。该项举措填补了重庆有机生

活相关区域公益品牌的空缺。

2. 8　营销时代性，精准定位多元化迎合客户

2023 年，A 生态农场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主流

人群特性，尝试推出了系列深加工新品。如古法面

点馒头、包子、饺子等。在营销环节创新性设置了

会员“试吃-反馈-调整-上架”的订单预售模式，稳步

打开新产品市场。

3　A生态农场成功的关键与分析

3. 1　“双重组织化”建设降低成本

A 生态农场之所以能够 1年保本 3年飞跃 7年实

现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其运营团队的组织化建设。

组织化被认为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小农”等类似

分散主体市场参与能力的有效途径［12］。A 生态农场

探索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组织等多种

类型联合体，通过引导农户组建或加入联合体提高

组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重组织化”概

念，即服务需求端（服务需求主体）的组织化和服务

供给端（服务供给主体）的组织化，“双重组织化”是

建设联合体进而提高农户绩效的关键［13］。本研究中

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利用项目制管理与利益机制搭

建，实现了需求端（消费端）与服务供给端（生产端）

共同参与的服务联合体，形成了稳定的生产链条和

消费市场，同时打通了产-消对接，建立了城乡信任

关系，进而发起建立有机生活联盟组织，让更多消费

者参与进来，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3. 2　产消直接对接降低风险

如图 2 所示，A 生态农场在新型产消组织架构

中，首先通过征集目标客户（消费者）需求，与生产

图 2　A生态农场新型产消关系与传统产消关系组织架构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production-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of A ecological farm and traditional 
production-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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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协商确定合理的农产品销售价格，然后与消费者

反馈以销定产，以此开展生产合作化和管理组织

化。这种新型产消组织建设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

的多样化需求，而且为生产者理性扩大生产规模提

供市场依据。此外，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农产品

生产与消费服务社群，加强了产消信息流通。A 生

态农场的新型产消关系去除了中间商，打破了信息

不对称，避免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好价格找不

到好产品的矛盾，“小农”们不再盲目跟风生产或被

动销售。

3. 3　多元主体协同提升丰富性

在“双重组织化”建设中，A 生态农场实现了多

元化主体参与共创共享，即采用了多元主体协同治

理。“协同治理”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

提出，即由政府、企业、公民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社

会治理，使问题解决更优质更有效率［13］。A 生态农

场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表现在 2 个方面：第一，依靠

自身独特定位和高质量有机产品吸引多元化主体

参与农场运营并建立稳定的合作链接。A 生态农场

为会员提供有机农产品，会员为农场提供形象提升

路径，彼此赋能；政府为 A 生态农场提供场地和设

施支持；A 生态农场与高校合作开展教育研学活动，

发挥农业育人功能；A 生态农场与川渝地区生态“小

农”成立合作联盟，提高有机农产品的丰富度。第

二，A 生态农场与合作主体利用新媒体技术、文创设

计提升有机产品附加值，宣传有机生态理念，为农

场可持续发展赋能。如图 3 所示，A 生态农场与多

元化主体共同汇集成立生态农业联盟，为川渝地区

提供有机农产品，传播生态农业理念，“以小博大”

推动全域有机农业。

4　结论与启示

生态农场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

是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载体，是新时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主体［14］。目前重庆市生态农场数量仅

32 家 ，2022 年 度 被 评 为 国 家 级 生 态 农 场 的 仅 4
家［15］。本研究以 A 生态农场为研究对象，结合访

谈、实地走访和活动参与等方式，探究生态农场成

功运行的关键，探索生态文明新时代下“小农”开启

生态农业的可行性，主要结论如下：

1）A 生态农场的成功为“以点带面”推动重庆市

生态农场建设和合作化发展提供了有力参考。生

态农场成功的关键在于“双重组织化”的双向赋能

链接生产者和消费者，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有效性、

商品化。

2）A 生态农场构建生产销售的组织化建设是降

低交易成本、提升分散主体市场参与能力的有效途

径，组织多主体参与实现多种资源共创共享，为生

图 3　A生态农场多元化主体运营图

Fig. 3　Diversified entity operation of A ecological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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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农产品的绿色生产、稳定销售和价值提升提供了

路径。

3）A 生态农场将消费者引入农场治理中，让生

产导向与消费需求相适应，推动产消紧密衔接，同

时与政府、企业、生态小农、高校、会员等多元化主

体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协同治理，彼此互补，形成

一条生产多样、服务多元、监管有效的绿色生产

路径。

此外，本研究侧重于对 A 生态农场“双重组织

化”模式的阐述和分析，在生产环节缺乏对生态种

植、养殖技术体系的系统分析，如种子培育、立体循

环等；在流通环节尚未建立标准化的质量监管；在

乡村体验环节缺乏与本土资源的深度链接，体验教

育活动有待进一步系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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