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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9/2021_2022__E6_94_BE_

E5_BC_83_E5_B9_B4_E8_c67_159895.htm 一身黑肤色是经常在

田间劳作的标记，一副眼镜和一个公文包则显示了一个书生

出身在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的“绿色蔬菜园”里有个“农民

”，是中国农业大学、自考双学士和南京大学MBA硕士，他

叫陈效绘。 学农出生的陈效绘自己动手，建了个有趣的生态

链。 生态链的循环方式是：蔬菜园的次菜给100头家畜当食物

→家畜粪制沼气→沼气发电点灯→沼气灯“捉”虫喂鱼→鱼

塘泥当肥料贡献给蔬菜园。 在这条链里，家畜、鱼从不吃配

合饲料，算得上是有机鱼和有机家畜；虫子少了，地里的蔬

菜也不需除虫，成了有机蔬菜；沼气还能灌溉、烧饭、烧水

，足够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 放弃年薪10万 MBA“投笔从

农” 1993年，陈效绘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毕业后他在温州

浙江禾艺农化有限公司工作，1个人管理4个部门，从事农药

营销和技术开发，年薪7~8万元。这期间，他参加了江苏省自

学考试，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陈效绘又从2001年开

始，在南京大学MBA研究生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两年

后，陈效绘拿到了硕士学位，同时也应聘到余杭浙江天一农

化有限公司当办公室主任，年薪8~10万元。可是，他并不满

足这份安闲的工作，“不能老是当打工者、高级白领，”陈

效绘对记者说，“那些都不是我的目标。” 2005年，陈效绘

终于下定决心，拿出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

，出资120万元，“投笔从农”，注册“南湖绿色蔬菜园”，

开始了他建设生态农场之路。 别说我是“农民” “大农业”



风靡全球 “请不要把我简单地理解或定义成一个‘农民’。

”陈效绘对农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见解，咀嚼他的见解也隐隐

能感觉到他的野心，“世界上不少大企业，同样也可以理解

成属于‘大农业’农产品的深加工，他们凭借着良好的服务

成为风靡全球的产业。” 陈效绘秉持“大农业”的观念，认

为农业不仅仅是指种植方面，它更应该包括农产品深加工、

农业观光等，经营农业应该汲取服务业、工业等其他行业的

理念。 服务业看重营销、售后服务、品牌，农业也应在这些

方面进行改进。 而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工业理念则支

撑农业走得更远，规模更大，效益更大。 陈效绘还很看重综

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他告诉记者，综合利用就是要做到“每

个环节的产出都有用”。而循环利用则是“上一个环节的废

物会成为下一个环节的饲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