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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

刘 军

( 湖南省农业经济和农业区划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125)

摘要:农业资源评价是农业资源区划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湖南农业资源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有必要

以新的视角对农业资源进行评价。在阐述农业资源评价综合原则的基础上，构建湖南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

价的方案，得出 2001—2008 年湖南农业资源利用的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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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Hunan

LIU Jun

( Hunan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Regional Planning Research Institute，Changsha 410125，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resources evaluation is a basic task for the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Hu-
nan’s agriculture resources have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eval-
uat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e comprehensive principle was drawn up，the scheme
was established to assess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Hunan，and a conclusion was
reached about th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between 2001 and 2008 in th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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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业资源评价是农业资源区划一项重要

的基础性工作，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

速发展，我国农业资源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展

农业资源评价研究很有必要。湖南于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的第一轮农业区划摸清了湖南当时的农

业资源，但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开发性生

产的不断深入，原先与农业资源相关的地貌、气

候、资源等自然要素，生产现状、经济区位、市场营

销、产业化等经济要素和社会稳定、生态保护、旅
游休闲、文化传承等农业多功能要素等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同时其原有的评价方法与技术、手

段、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也不适应新时期农业开

发的要求，经济体制和市场需求主体的变化更为

新时期的农业资源评价提出了新的要求
［1 － 2］。

为适应新形势下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为实现湖南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四化两型”和“绿色湖南”、“数字湖南”、
“法治湖南”的发展战略，为各级政府制定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和依据，很有必要以

全新的理念、全方位的视角、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对湖南的农业资源进行重

新审视，全面科学地摸清湖南农业资源的家底，进

一步掌握湖南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存在问题

和开发潜力，分析农业资源变化特点和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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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农

业资源综合管理评价体系，为提出合理化的农业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与措施提供依据
［3］。

一、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原则

(一)综合评价原则

本研究只对湖南农业资源进行整体评价，构

建整体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为提出具体对策

提供参考依据，不再单独对某一项农业资源进行

评价。
(二)“三效”同评原则

“三效”同评是指农业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

( 经济效益) 、农业资源利用与农业生态环境整体

性维持( 生态效益) 、农业资源利用与农村社会发

展( 社会效益) 三种协调关系的同步评价。其目

的是促进农业资源三大效益的均衡与协调，推动

良性循环的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机制的构建。
在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其三大效益

常处于冲突状态。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现代无机

农业常导致农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及农业资源的浪

费、污染和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生态效益

为代价; 同时由于农业资源禀赋差异、社会经济发

展所用农业资源效率差异，加上农业资源利用效

率高的地区对农业资源系统的经济投入和维护能

力强，导致农业资源利用效益的地区差异拉大，很

难体现以公平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效益。
(三)“三生”同评原则

“三生”同评是指生活、生产、生态三类农业

资源需求的同步评价。
(四)“二性”同评原则

“二性”同评是指影响农业资源的自然因素

和人为因素的同步评价。农业资源评价是一个既

有一定时间特征，能反映独特的地域特征，又有一

定普遍性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的概念，要求从

经济 － 社会 － 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中去考虑农业资

源高效利用的评价内涵和外延，才能兼顾上述同

步评价
［4 － 5］。

二、湖南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方案

(一)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

建立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

于对农业生产系统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全面的评

价，避免对某些方面过度偏重，防止片面性; 有助

于用统一的尺度将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的定

性指标和定量指标进行综合; 有助于体现各种资

源在整个农业复合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进而能

较好地进行农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最终确

定。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是由若干相互

联系、相互补充、具有层次性和结构性的指标构成

的，它直接影响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评价结果，指

标体系的代表性和完备性是正确评价农业资源可

持续利用水平的前提
［6 － 7］。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应当从农业发展的战略

目标和指导思想出发，结合被评价地区农业生产

的特点以及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实

际，尽量做到科学、全面、简便、易行。( 1 ) 科学性

原则: 指标的概念和物理意义要明确，测定方法要

科学，统计方法要规则，能够反映湖南省农业资源

的涵义和实现的目标，并能度量和反映区域复合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 ) 系统全

面性和相对独立性原则: 指标体系能够全面反映

湖南省农业资源的主要特征、发展状况及其目标

要求，层次分明并尽可能避免指标间信息重复。
( 3)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指标设置应力求简

练，涉及数据应真实可靠并易于量化，指标及其权

重的设置要体现湖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 4) 可比性和针对性原则: 指标数据选取和

计算采取通行口径与标准，保证评价指标与结果

具有类比性质，其建立与选择应针对特定目标和

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矛盾
［8 － 9］。

(二)构建指标体系

( 1) 指标体系构建。区域农业资源可持续利

用系统是由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组成的

复合开放系统，目前还不可能用少数几个指标就

能描述清楚该系统的状态和变化，因此需要多个

指标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

描述系统的状况。为了全面准确描述该系统特

征，将区域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划分为多

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可持续利用水平，第二层次分解

为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截面，第三层次是对第二层

次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截面的进一步分解和描述，

如需要详细全面可继续分第四层、第五层等
［10 －11］。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社会耦合

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

展》，同时参考其他多个相关指标体系，并根据湖

南省农村和农业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湖南省农

村的自然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情况及其他多方面

因素，构建湖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指

标体系( 图 1) 。
( 2) 权重确定。在认真研究湖南省农业及农

村具体情况后，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湖南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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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比较判别矩阵

标值 含义

1 表示两个指标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3 表示两个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稍微重要

5 表示两个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明显重要

7 表示两个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强烈重要

9 表示两个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两个相邻判断的中值，需要折中时采用

表 2 生态、社会、经济三要素权重

生态因素 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同行之和 正规化

生态因素 1 3 0． 5 4． 5 0． 397 1

经济因素 0． 33 1 2 3． 333 3 0． 294 1

社会因素 2 0． 5 1 3． 5 0． 308 8

表 3 系统分要素权重

土地 水 生物 经济 社会 同行之和 正规化

土地 1 0． 5 2 2 2 7． 5 0． 244 6

水 2 1 2 3 3 11． 0 0． 358 7

生物 0． 5 0． 5 1 1 1 4 0． 130 4

经济 0． 5 0． 33 1 1 2 4． 833 3 0． 157 6

社会 0． 5 0． 33 1 0． 5 1 3 0． 108 7

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权重。
①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将评价指

标层次化，即农业资源可持续利

用水平为第一层次; 生态、经济、
社会因素为第二层次; 土地、水、
生物资源利用水平、经济水平、社
会水平为第三层次; 其他具体指

标为第四层次。②构造两两比较

判断矩 阵。指 标 层 次 结 构 建 立

后，上下层指标间的隶属关系就被确定了，对同一

层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其比较结果用 1 ～ 9 标度法

表示( 表 1) 。
这样对于同一层次的几个评价指标可以得到

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A = ( aij ) n × n，它具有以下性

质: aij ＞ 0; aij = 1 /aji ; aii = 1。③采用求和法计算

各评价指标的相对权重: 根据湖南省农村自然、经
济、社会、环境等实际情况，并参考相关专业资料，得

到判断矩阵。经计算得出湖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

用评价指标的权重，因各系统各指标团中具体指标

间相互独立又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权值相差甚

微，因此采用均权法确定其权值
［12 －13］( 表 2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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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评价指标权重

系统要素权重 ai

要素名 权重

分系统要素权重 aij

分要素名 权重

系统指标权重 ajk

指标名 权重

生态因素 0． 641 3 土地资源 0． 346 2 人均耕地 0． 115 4

水土流失面积 0． 115 4

农村受灾面积 0． 115 4

水资源 0． 302 9 人均水资源 0． 101 0

有效灌溉面积 0． 101 0

旱涝保收率 0． 101 0

森林资源 0． 144 2 森林覆盖率 0． 048 1

自然保护区面积 0． 048 1

林木积蓄量 0． 048 1

社会因素 0． 237 5 社会资源 0． 120 2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0． 040 1

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0． 040 1

农村用电量 0． 040 1

经济因素 0． 121 1 经济资源 0． 086 5 农林牧渔总产值 0． 028 8

化肥使用强度 0． 028 8

农业机械总动力 0． 028 8

表 6 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标准谱Ⅱ

综合指数 评价标准

综合指数 R2i R21 ＞ 0 R22 ＞ 0 R23 ＞ 0 R21 ＞ 0 R22 ＞ 0 R23 ＜ 0

指标 综合协调型可持续 生态经济型可持续

综合指数 R2i R21 ＞ 0 R22 ＜ 0 R23 ＜ 0 R21 ＜ 0 R22 ＞ 0 R23 ＞ 0

指标 生态型可持续 社会经济型可持续

综合指数 R2i R21 ＜ 0 R22 ＞ 0 R23 ＜ 0 R21 ＜ 0 R22 ＜ 0 R23 ＞ 0

指标 经济型可持续 社会型可持续

综合指数 R2i R21 ＞ 0 R22 ＜ 0 R23 ＞ 0

指标 生态社会型可持续

①R21 = 生态水平综合指数; R22 = 经济水平综合指数; R23 = 社会水平综合指数。②R21 ＜ 0 时，社会经济难以可持续

发展。

(三)评价方法

( 1) 模型选择。在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指标权

重后，运用以下模型进行评价，得出结果
［5］。

R = ΣaiΣaijΣajkRjk ( 1)

其中，ai、aij、ajk为各层次指标权重; Rjk为量化

指标，Rjk = ( R评价年 － R基准年 ) /R基准年。
表 5 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标准谱Ⅰ

综合指数 R ＞ 0 = 0 ＜ 0

标准 可持续 临界可持续 不可持续

( 2) 评价标准。运用以上模型进行评价，还

需要确定评价标准。本研究以 2000 年为基准年，

分别计算各年度农业资源持续利用水平的综合指

数( R) ，根据 R 的数值来判断农业资源利用系统

的“持续性”状况( 表 5 ～ 表 7) 。

三、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果

利用以上模型，对湖南省农业资源的相关资

料进行运算，得出评价结果( 表 8) ，根据评价结果

得到湖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趋势( 图 2)。
(二)评价结论

( 1) 根据评价标准( I) ，湖南省农业资源可持

续利用水平 R 在 2001 年和 2002 年是不可持续

的，在这 2 年中湖南省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忽

视了保护资源环境，因此造成农业资源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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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标准谱Ⅲ

综合指数 评价标准

综合指数 R3i R31 ＞ 0 R32 ＞ 0 R33 ＞ 0 R31 ＞ 0 R32 ＞ 0 R33 ＜ 0

指标 综合协调型可持续 土地、水型可持续

综合指数 R3i R31 ＞ 0 R32 ＜ 0 R33 ＜ 0 R31 ＜ 0 R32 ＞ 0 R33 ＞ 0

指标 土地型可持续 水、生物型可持续

综合指数 R3i R31 ＜ 0 R32 ＞ 0 R33 ＜ 0 R31 ＜ 0 R32 ＜ 0 R33 ＞ 0

指标 水型可持续 生物型可持续

综合指数 R3i R31 ＞ 0 R32 ＜ 0 R33 ＞ 0

指标 土地、生物型可持续

①R31 = 土地资源综合指数; R32 = 水资源综合指数; R33 = 生物综合指数。②该谱系由谱系( Ⅱ) 进一步分解得到。

表 8 湖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R － 0． 000 7 － 0． 000 3 0． 000 8 0． 002 3 0． 003 4 0． 007 2 0． 010 3 0． 006 9

R21 － 0． 002 3 － 0． 002 0 － 0． 000 2 0． 001 3 0． 002 3 0． 010 2 0． 016 1 0． 004 8

R22 0． 000 3 0． 000 7 0． 001 2 0． 001 5 0． 002 7 0． 004 1 0． 004 1 0． 004 5

R23 0． 000 6 0． 001 0 0． 001 8 0． 004 3 0． 005 5 0． 006 3 0． 008 8 0． 012 0

R31 － 0． 001 2 － 0． 001 6 － 0． 003 2 － 0． 004 5 － 0． 004 9 － 0． 005 9 0． 043 1 0． 042 7

R32 － 0． 007 3 － 0． 007 1 － 0． 005 7 － 0． 002 9 － 0． 003 3 0． 017 4 0． 000 1 － 0． 030 7

R33 0． 004 3 0． 007 3 0． 019 9 0． 026 5 0． 035 7 0． 041 2 0． 042 4 0． 041 4

图 2 湖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

利用; 而 2003—2008 年是可持续的。
( 2) 根据评价标准 ( II) ，2001—2003 年是经

济社会型持续，但生态因素变化是不可持续的，这

是潜在的危险信号。因为没有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 是 不 会 长 久 稳 定 的。而

2004—2008 年属于综合协调型可持续。
2001—2003 年，由于长期人为因素影响，资

源为社会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生态环境

恶化已成现实，加上

气候性的自然灾害，

要使生态环境彻底改

善需 要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2004—2008 年

生态因 素 大 于 0，说

明人们保护资源环境

的意识逐步加强，我

们要加大对资源环境

的保护力度，使经济、
社会、生态和谐发展。

2001—2008 年，社会、经济因素相对来说比

较稳定，农村改革、农业结构调整、生态农业建设

推广普及、提高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等都

在如火如荼进行，说明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农业、

农村和农民问题，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到

农业税减免等一系列爱农护农政策的落实，使得

农民务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 3) 从资源角度考量，根据评价标准，2001—

2005 年是生物可持续; 2006 年是水、生物可持续;

2007 年和 2008 年是协调型生态可持续。土地资

源的不可持续现象最为严重，对整个生态系统的

影响比较大 ( 这里的土地主要是指耕地) 。一方

面是由于城镇化不断加快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

另一方面是非农用地的增加使耕地总量减少，同

时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还在

不断缩小。水资源是影响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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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最主要的因素，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最大

的。2001—2005 年水综合指数小于 0，主要是耗

水率高、用水效率低，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用水

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但从 2006 年转为正值，可能

是农业水利设施在不断改善，有效灌溉面积增幅

较大且节水灌溉也已提上日程
［1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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