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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应用①

王松林　郝晋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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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区域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包括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指

标、评价方法以及评价的一般程序。并对曲周县 1996—1998 年期间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系统评

价。结果表明, 曲周县农业2农村系统总体基本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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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paper p resen ts the genera l evaluat ion system of SA RD. T he aim , con ten t,

criteria, m ethod and p rocess of the genera l evaluat ion system w ere discu ssed. A case study

w as carried ou t fo r Q uzhou Coun ty of H ebei P rovince by the period of 1996—1998. T he

resu lt show s that the developm en t reg ion of Q uzhou Coun ty is su sta inab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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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对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 加

快我国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步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 国内外对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标的选取和评价方法方面。自从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 世纪议程》号召各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和

运用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以来, 已有许多指标被提出。从已进行的评价工作中可以看出, 现

在的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大致有 2 种模式: 货币化评价模式和非货币化评价模式[1 ]。货币化评

价模式: 如世界银行的“国家财富”衡量指标[2 ]; 联合国统计局 1993 年提出的力图把自然资源

和环境成本反映在传统的国民经济帐户的“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系统”(SEEA ) , 其核心就是

从 GN P 中减去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等等,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部

成本内部化。只是随着对外部成本分析的不同, 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非货币化评价模式认为可

持续评价涉及多层次、多方面、不同质的要素, 难以统一度量, 因此, 应建立一套多维、多层次的

评价体系。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 CSD ) 的“驱动力2状态2响应”(DR S) 指标体系, 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 P ) 1990 年提出的人文发展指标和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1999)提出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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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 目前可持续评价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 而关于农业2农村系

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工作进行的较少。从现有的评价工作看, 基本上属于非货币评价模式[3 ]。

且主要是对农业系统的评价[4, 5 ]。从整个农业2农村系统全面考虑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社

会及农村生态建立指标评价体系的尚不多[6, 7 ]。本研究试图以曲周县农业2农村持续发展能力

评价为例, 建立一套全面反映农业2农村持续发展状态的指标体系。

1　评价体系的建立

具有一般意义的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应包括评价目标、评价内容、指标选取、评

价方法以及评价的一般程序。

1. 1　评价目标

通过区域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 全面客观地评价区域持续发展能力, 使人们了解该

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为政府制定该区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各种中长期可持续发

展规划提供客观依据。

1. 2　评价内容的确定

区域农业2农村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态的复合系统, 包括农业生产子系统、农村经济子系

统、农村社会子系统和农村生态子系统, 农业2农村系统的整体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系统内各子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还包括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因此, 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内容为农业

生产子系统、农村经济子系统、农村社会子系统和农村生态子系统的持续发展评价和协调机制

子系统协调度评价。因此, 评价的内容是对系统的持续性、发展度和协调度的综合评价。

1. 3　评价指标的选取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是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区域系统的状态参量信息进行“运算”, 得到区

域持续发展能力高低的诊断过程。区域可持续发展包含持续、发展和协调等属性, 没有持续的

发展是难于持久的, 而没有发展的持续也是毫无意义的, 既可持续发展是协调的。因而, 在区域

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状态参量 (评价因素)的选取中, 既要有反映系统持续性的状态参

量, 又要有反映系统发展的状态参量。除此之外, 评价因素的选取还应遵循如下原则。

动态性原则: 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是对一个动态过程的评价, 因此, 选取的指标应

能反映系统的发展变化。

主导性原则: 由于可供选择的反映系统状态或性质的因素有许多, 而评价因素选取过多,

则不能突出系统存在的问题, 同时会使计算变的困难。因此, 应对评价因素进行遴选, 在兼顾全

面性条件下选出主要因素。

独立性原则: 由于选取的指标较多, 指标间往往出现反映区域复合系统的信息重叠的现

象, 因而在选取指标时, 应尽可能选择具有独立性的指标, 以确保评价的科学性。

区域差异性原则: 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不同, 同时人们关注的问题

也各有侧重, 即偏好不同, 因此评价因素的选取必然有所差异。

可获取性原则: 虽然有些因素对评价工作很重要, 但由于其不具有获取性, 因此在实际评

价工作中只能放弃选取。

1. 4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区域农业农村系统是一个社会2经济2生态的复合系统, 具有复杂的递阶层次结构。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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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可以把农业2农村复合系统划分为农业生产子系统、农村经济子系统、农村社会子系统、

农村生态子系统。但评价时面对的农业2农村系统都是具有特定时空意义的区域系统, 不同的

区域系统不仅其资源环境条件不同, 而且其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因此, 对持续和发

展内涵的解释必有所不同。虽然这些解释都可以划分为上述子系统, 但同一子系统在不同区域

系统中的结构、功能、地位是不同的, 即使是同一子系统, 在不同发展阶段其结构、功能、地位也

必然不同。因此, 对其持续性及发展度进行评价的指标也不是惟一的。

一般性的具有递阶层次结构的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结构图

1. 5　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

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模式有关, 货币化评价模式一般以帐目

核算的方法来进行评价, 而非货币评价模式则通过对反映评价对象的多个指标进行分析来进

行评价。

就非货币评价模式而言, 评价方法相对较为复杂, 但一般来说可分为 2 种类型, 一种类型

是对反映评价对象的单项指标或复合指标分别进行评价, 最后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待评价

对象进行评价; 另一种类型是综合指数评价法, 即, 通过消除量纲的影响, 使各指标值间具有同

等效用, 能够统一度量, 最后得到一个综合评价指标值。这 2 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单指标多角

度评价法能够反映待评价系统存在的不同问题, 而综合指标法则不易于揭露这些问题。但单指

标多角度评价法使人对整体把握不够。因此, 在选取评价方法时, 可以把 2 种方法结合在一起,

或在不同层次上相互交叉使用, 以做到全面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

2　评价体系在曲周县的应用

曲周县地处河北省南端, 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降雨量为

55612 mm。因处于漳河冲积扇、漳河2滏阳河冲积平原和黄河冲积平原交汇处, 是一个四方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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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地, 历史上, 曲周县是一个盐碱地非常严重的地区。现在, 经过中国农业大学几代人在试区

攻关的努力, 通过改水制碱, 已使绝大部分盐碱地变为良田。

2. 1　评价目标

本次评价工作的目标是通过曲周县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工作, 全面系统的评价试区

长期攻关所取得的成就, 同时找出试区持续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为今后试区攻关指明工作方

向。试区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工作也可为各级政府、个人、社会团体制定各种发展规划提

供依据。

农业2农村是生产、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 曲周县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为生产

持续性发展、社会持续性发展、经济持续性发展、生态持续性改善及其相互之间的协调等的综

合。曲周县是典型的农业县, 农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有明显的系统边界。本项研究将从农

业、农村 2 个系统分别对其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

2. 2　因素及指标的选取及指标权系数的确定

由于将农业从农村中独立出来, 因此, 将分别建立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2 套评价因素指

标体系, 根据前述评价因素选取原则得到评价因素。对各评价子系统及各评价因子的权系数采

用德尔菲法确定。选取的“老手”包括试区专家、当地政府官员、当地农业大户等共 15 人, 经过

多轮投票, 最后得到满意方案 (见表 1)。

由于我们所选取的各子系统持续性发展评价指标, 不仅在上述子系统内相互间具有较强

的独立性, 即使在子系统间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因而, 上述子系统持续性发展评价结果间同

样具有相互独立性。因此, 可直接把其作为上级系统, 即农业、农业2农村系统持续发展评价的

指标。

2. 3　方法的选取和评价标准的确定

鉴于曲周县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复杂性, 采取综合指数评价法和单指标多角度评

价法相结合的方法, 对曲周县农业2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

评价标准是评价指标量化时的依据, 评价标准选取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

准确性甚至是科学性。由于本研究选取的指标较复杂, 各自的意义不同, 有些指标其值越大越

好, 有些指标其值越小越好, 还有一些指标取值在某一个适当值的附近为宜, 因而, 评价标准也

表现出多样性, 但总体来说可分为下列 3 类; 第 1 类为国家标准; 第 2 类为科技共识; 第 3 类为

经验常识。评分采取 10 分制, 对于能够数量化的指标, 以最优值 (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科技共识

为最佳值、经验为最好)时取 10 分, 最劣值时取 0 分, 其他状态取相应分值。对于不能数量化,

只能定性的指标, 好则赋值 10 分, 差或坏则赋值 0 分。因具体指标的量化标准较多, 且多数不

具有普适意义, 因而, 具体详细标准在后面的量化过程中给出。

2. 4　综合指数评价数学模型的确定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 确定本次指标评价的数学模型如下:

y j = ∑
n

i= 1
a i r i, 　 Y = ∑

n

j= 1
A j y j

式中: y j 为 j 子系统持续发展评价综合指数分值; a j 为第 2 层第 i 指标的权系数, i= 1, 2, 3,

⋯, n; ri 为第 2 层第 i 指标量化值; Y 为区域系统持续发展评价综合指数分值; A j 为第 1 层

第 j 个指标的权系数, j = 1, 2, 3,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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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指标 (权系数)体系递阶多层次结构

目标层 Y 1 指标层 1, R 1 (目标层 2, Y 2) 权系数 指标层 2, R 2 权系数

曲周县农业可
持续发展指数

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指数 0. 29 气候资源的稳定性指标
实物投入的稳定性指标
土壤肥力水平指标
劳动者素质指标

0. 31

0. 32

0. 17

0. 20

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权系数 0. 26 资金生产率指标
土地生产率指标
农业经济总量增长指标
农业产业结构

0. 22

0. 25

0. 21

0. 32

农业生态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权系数 0. 23 盐碱地面积比率指标
地下水质量指标
秸秆还田面积比率指标
农田林网面积比指标
水资源供需平衡水平指标

0. 20

0. 21

0. 17

0. 16

0. 26

协调子系统协调度 0. 22

曲周县农业2
农村可持续发

展指数

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指数 0. 22 气候资源的稳定性指标
实物投入的稳定性指标
土壤肥力水平指标
劳动者素质指标

0. 31

0. 32

0. 17

0. 20

农业2农村社会持续发展指数 0. 18 人口增长率指标
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指标
社会安全状况指标
农民文化水平指标

0. 31

0. 26

0. 23

0. 20

农业2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指数 0. 21 人均纯收入指标
资金生产率指标
农村产业结构走势指标
土地生产率指标

0. 28

0. 24

0. 26

0. 22

农业2农村生态持续发展指数 0. 19 农村绿化率指标
乡企排污达标率指标
地下水质量指标
水资源供需平衡指标
农田林网面积比率指标

0. 18

0. 17

0. 21

0. 26

0. 18

协调子系统协调度 0. 20

2. 5　评价指标的量化及评价综合指数分值的计算

依据上述指标对曲周县 1996—1998 年期间的评价指标进行了量化, 然后利用综合指数评

价的数学模型计算各子系统持续发展评价综合指数分值。由于指标较多, 这里仅以劳动者素质

指标为例来说明各评价因子的量化过程。

劳动者素质指数: 劳动者素质可以用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劳动者对新技术、新品种的接受

程度等 2 个次级指标来反映。在这里, 根据当前我国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情况, 文化水平分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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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初中)以上、小学、未上学等,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视为优值, 赋值为 10, 小学文化赋值

为 7, 未上学为 0, 根据我们对成人劳力的抽样调查, 曲周县 28% 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 53% 具

有小学文化, 其余 19% 未上完小学。因此, 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分值为 0128×10+ 0153×7+

0119×0= 6. 5。在被访者中, 90% 的人表示主动接受新技术、新品种, 因此, 其分值为 019×10

+ 011×010= 9。2 个次级指标取相等权重, 最后劳动者素质得分值为: (6. 5+ 9) ö2= 7. 8。

计算每个评价指标分值后, 根据前述综合指数数学模型计算得到农业、农村各子系统综合

指数分值见表 2, 3。

然后计算曲周县农业、农业2农村系统持续发展协调度。计算公式如下:

h =
∑

n

j = 1
y j bj

∑
n

j= 1
y j

式中: h 为系统协调度; y j 为第 j 子系统持续评价分值; bj 为系统协调度计算因子。计算方法

为: 若 y j∈[ 8, 10 ], 则 bj = 10; 若 y j∈[ 6, 8 ], 则 bj = 7; 若 y j∈[ 0, 6 ], 则 bj = 0。

根据上面的计算方法, 曲周县农业系统持续发展协调度和曲周县农业2农村系统持续发展

协调度值分别为 7. 0 分和 7. 75 分, 见表 2, 3。

表 2　区域农业各子系统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分值

项目
农业生产持续

发展指数
农业经济持续
发展指数

农业生态持续
发展指数

协调子系统
协调度

权系数　 0. 29 0. 26 0. 23 0. 22

指数分值 7. 6 6. 5 7. 1 7. 0

表 3　区域农业2农村各子系统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分值

项目
农业生产持续
发展指数

农村经济持续
发展指数

农村社会持续
发展指数

农村生态持续
发展指数

协调子系统
协调度

权系数　 0. 22 0. 21 0. 18 0. 19 0. 2

指数分值 7. 6 7. 0 8. 1 7. 7 7. 8

最后根据前述综合指数数学模型计算得到曲周县农业和农业2农村 2 个系统的持续发展

评价综合指数分值分别为 7. 1 分和 7. 6 分。

2. 6　可持续发展判据

农业、农业2农村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分值的高低分别反映了区域农业、农业2农村系统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强弱, 分值越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 分值越低, 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弱。因此,

在这里我们建立可持续发展判据如下:

1)区域持续发展评价综合指数分值大于 8 分, 区域为强可持续发展。

2)区域持续发展评价综合指数分值在 6～ 8 分, 区域为弱可持续发展。

3)区域持续发展评价综合指数分值小于 6 分, 区域为非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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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及分析

曲周县农业、农业2农村系统持续发展评价综合指数分值分别为 7. 1 分和 7. 6 分, 根据判

据标准, 均为弱可持续, 说明曲周县农业、农业2农村系统总体上基本可持续。

从系统的内部看, 农业系统内部农业生产子系统持续发展能力最强, 农业生态环境次之,

农业经济子系统最差。这与曲周试区多年农业科技攻关中对农业环境的综合治理、农业生产关

键技术的攻克、农业新品种的引进分不开的。但由于大环境的影响, 农业经济子系统的持续发

展能力较弱。从农业2农村系统内部来看, 农村社会系统持续能力最强, 这说明农村居民的基本

需求的安全保障率较高。另外, 农村生态环境持续能力也较强, 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工业污染

较轻,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试区攻关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部分障碍因子得以消除和生态环

境改善的适应性技术的广泛应用, 如秸秆还田技术、无公害生产技术、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技术

等。同农业系统一样, 农业2农村系统中, 农村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能力最弱。因此, 今后的工作

重点应该是保持和发挥农业生产继续持续发展的优势, 全面推行无污染农牧业生产技术, 增加

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以此促进农业产业的提升, 提高农业农村经济效益, 否则农村经

济持续发展能力的落后将制约其他子系统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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