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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南省地方标准 

《生态农场建设与评价规范》 

编制说明 

 

 

 
 

 

 

 

 

 

 

 

 

 

海南省地方标准《生态农场建设与评价规范》起草工作组 

2023年 8月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生态农场建设与评价规范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海南省 2022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

目计划，2022-Z023。 

（三）起草单位：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四）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 16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土壤研究所、上海交通

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勤富实业有

限公司、万保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六）标准起草人：易伟鹏、曹启民、邢建平、曹林奎、蔡汇丰、曲超、邓

克强、喻子才 

表 1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1  易伟鹏 
海南省农业生态与 

资源保护总站 
副主任 农艺师 

负责主持方案编制，标

准起草、征求意见等 

2  曹启民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

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负责编写标准框架制

订、征求意见稿与编制

说明 

3  邢建平 
海南省农业生态与 

资源保护总站 
站长 无 

主持征求意见稿的征

求意见 

4  曹林奎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

物学院 
无 教授 

指导标准框架制订与

编制说明 

5  蔡汇丰 
海南省农业生态与 

资源保护总站 
副站长 

高级 

农艺师 
参与编写及编制说明 

6  曲超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无 

参与标准制订，提供海

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生态农场

的有关情况 

7  邓克强 海南勤富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助理 
无 

参与标准制订，提供海

南勤富实业有限公司

农场生态农场的有关

情况 

8  喻子才 万保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无 

参与标准制订，提供万

保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生态农场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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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拓展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协同的绿色发展之路，建

立健全生态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为贯彻落实《“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十四五”全国

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

总体方案》《海南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决策部署，根据《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结合海

南省实际，提出海南省省级生态农场建设的评价标准。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生态农场是要在持续获得最高产量的同时，

保持环境友好和产品安全，是保护环境、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推进生态农场

建设，打好“绿色牌”，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探索农业

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既能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又能保护生态环境，

既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生活质量又能夯实农村消费链条的丰富性，可

谓是一举多得，意义重大。 

生态农场是保护环境、发展农业的新模式。它遵循生态平衡规律，在持

续利用的原则下开发利用农业自然资源，进行多层次、立体、循环利用的农

业生产，使能量和物质流动在生态系统中形成良性循环。《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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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家国家级生态农场，带动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E8%87%AA%E7%84%B6%E8%B5%84%E6%BA%90/234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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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设 10000 家地方生态农场。2021 年 12 月评选出全国首批 132 家国家级

生态农场，海南省有 2家入选。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英国、美国、日本、菲律宾和印度等国，相继建

立了一些典型的生态农场，取得了很好的综合效益。中国从 20世纪 70年代

开始研究并建立了几个不同类型的、试验性的生态农场。在我国生态农场标

准化的建立目前处于初期阶段，有关生态农场的技术规范、标准等在海南省

目前尚属空白阶段。 

生态农场是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手段，以“农场”

作为农业生态系统的一个整体，并把贯穿于整个系统中的各种生物群体，包

括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间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

环联系起来，对环境—生物系统进行科学合理的组合，以达到获得最大生物

产量和维护生态平衡，改善土地利用环境特别是农业坏境质量为目的的一种

农业发展新模式。生态农业技术是在传统农业及常规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大致归为以下几种类型：良性循环多级利用技术，立体开发多层利用技术，

时空掩体合理配臵技术，系统调节控制技术。生态农业的概念于1970年由美

国土壤学家Albreche提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各国政府才正式将生态问题

引入农业发展领域。我国生态农业的概念由叶谦吉教授于1980年首次提出。

目前，我国的生态农业经过近30年的不断实践和发展已取得良好效果，大大

缓解了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目前生态农业技术在海南研究尚处于初

期阶段。 

生态农场建设可使农业资源持续高效利用，获得高产、优质、无污染的

农产品；有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开发气候资源和土壤生产潜力，有效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E7%94%9F%E6%80%81%E7%B3%BB%E7%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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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环境污染。生态农场种植作

物减少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节约生产和劳动力成本同时改善和提高农产品

品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经济效益显著；生态农场建设减少甚至避免农业

生产所需的土壤、灌溉水的污染，同时农业废弃物可以循环利用，全流程趋

近零污染，零排放，生态效益显著；生态农场建设可以带动农业创新，促进

就业，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社会效益显著。 

（二）编制过程简介 

2022年 9月 30日，收到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2 年

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后，于 2022年 10月 21日编制制订

实施方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召开工作组会议，会议明确标准主要起草

单位、进度安排、任务分工、确定编制标准等工作计划。 

2023年 1至 2月，查阅收集相关技术标准、专著、文献等资料，整理关

于生态农业、低碳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场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学习

标准编写的《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DB 46/T 74-2021）以及 GB/T 20001.6

等文件，为标准文件起草提供了参考。 

2023年 3月至 4月，对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临高龙洲一

号家庭农场、海南勤富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天然茶叶有限公司、万保农牧集

团有限公司等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实地调研，明确农场规模、生态环境、种植、

养殖等主要技术参数。为标准起草提供可靠的技术参考材料，并对标准主要

技术指标、参数进行论证。 

2023年 5月至 6月，在查阅资料、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收集的数据进

行整理分析，认真分析总结各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区域位臵、周边生

态环境、生产管理过程、应用新技术、节能降耗、废弃物循环利用等，确定

本标准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根据海南省地方标准的编写要求起草形成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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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讨论稿，经标准起草工作组和相关专家反复讨论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3年 7月至 8月，以函件、现场、会议等方式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

院、海南省标准协会等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与有代表性的标准利益方以及生

态农场经营主体代表等征求意见，收到回复意见 21条。 

 

图 1会议征求专家意见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在标准编写过程中，项目编写组遵循“科学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

性、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 

1.1 科学性。在对有关农业生产企业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我省申报

国家级生态农场实践经验，结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确定本

标准条款、技术参数等，确定本标准文件主要内容与主要指标。 

1.2 统一性。本标准做到标准结构、文体、术语、形式的统一。 

1.3 协调性。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与现行相关标准相协调。 

1.4 适用性。本标准内容以突出海南热带高效特色农业为目标，以科学

合理、绿色低碳、高效特色为原则，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路，形

成技术要求和评价规范，可操作性强，便于实施。 

1.5 一致性。本标准各部分之间，其结构及要素的表述均保持一致，各

技术指标均来自于实地调查和实践数据分析，并结合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确

定。 

1.6 规范性。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文本格式规范。 

2．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经检索，现行的农业行业标准 NY/T 3667《生态农场技术规范》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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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普施标准，不分气候区域，本标准针对海南热带气候特征，细化了具体技

术指标，突出了热带高效特色农业，更具针对性和地域化特色。因此，本标

准与我国现已颁布的相关标准无冲突。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条款 

本文件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生态

环境要求、种植要求、畜禽养殖要求、水产养殖要求和种养结合要求组成，

其中 “种植要求、畜禽养殖要求、水产养殖要求和种养结合要求”是本文件

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从农场建设、生态、环境、种植和养殖过程、管理体系规定了海

南省省级生态农场建设与评价的基本要求，并给出了海南省省级生态农场评

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农场建设与评价。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本文件的技术指标是与生态循环农业有关的生态农场的规模、生态环境

要求、种植技术指标要求、畜禽养殖技术指标要求、水产养殖技术指标要求、

种养结合技术指标要求、生产记录要求已经产品包装要求等，主要参数是农

场规模、土壤环境和养分参数、灌溉水质参数、肥料质量参数、养殖环境参

数、养殖饲料参数、水质参数、养殖用药参数、农产品品质参数、废弃物循

环利用参数、污染物排放参数等。 

3．试验验证的叙述 

    本标准无需试验验证。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及国内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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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实施日期等） 

1．及时进行宣贯和培训 

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具体负责标准的组织培训，培训对象为

有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各级政府农业单位相关人员、高校及科研院所技术专

家、农业公司及合作社管理和技术人员，申报生态农场单位有关人员、大中

小学生以及意愿参加培训的农民等。培训以授课结合生产现场技术指导的方

式为主，每年举行培训不少于 10期次，培训人数不少于 500人次。 

2．标准实施的组织措施 

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具体负责标准的实施，并委托相关科研

单位开展生态农场技术指导、申报评审、对获批的农场进行环境监测、总结

技术模式等。 

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具体负责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组织有

关单位对申报主体和获批农场开展不定期抽查（包括但不限于土壤、灌溉水、

投入品、生产技术、农业废弃物等检验测试、台账检查等）。 

（九）预期效果 

实施本标准后，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资料等形式宣传贯彻，可有效推

动海南农业经营主体申报海南省省级生态农场。 

生态农场建设可使种植作物减少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节约生产和劳动

力成本同时改善和提高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经济效益显著；减

少甚至避免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壤、灌溉水的污染，同时农业废弃物可以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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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全流程趋近零污染，零排放，生态效益显著；带动农业创新，促进就

业，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社会效益显著。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