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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农业示范区开发效益的
综合评判方法

石 金 贵①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摘 要 科技农业示范区的综合评判是一个多目标和多因素组成的多层次复杂系统
。

根据规划系

统工程学理论建立了示范区综合评判指标体系
,

并确定了各指标的合成权重
。

提出了科技农业示

范区综合评判的数学模型
,

为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和农业规划以及示范区综合评判开发决策提供了

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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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技农业示范区是一项推动我国农业发展
,

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新举措 但示范

区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对它进行开发效益评判
,

仅用若干部门的个别指标很难获得

准确满意的效果
。

笔者通过反复调研
,

反复试算
,

并征求多方意见
,

本着全面性
、

可操作性
、

综合

性的原则
,

建立了科技农业示范区综合评判指标体系以及综合评判模型
。

科技农业示范区指标体系

综合评判指标体系的建立

科技农业示范区的建立和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

它涉及我国当前的行政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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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管理体制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

以及区域经济政策
,

涉及农村经济
、

环境
、

社会发展 目标与战

略
,

涉及国家
、

地区乡镇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

因此对示范区的评判是一项复杂的
、

困难的工

作
。

为了科学地
、

全面地评价示范区的开发效益
,

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
。

建立该

指标体系时除从示范区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
、

生态环境效益考虑外
,

还对示范区的一些专项

指标即农村工业化
、

农业现代化
、

乡村城市化 个方面拟定了具体的评判指标
,

据此设计了科

技农业示范区开发效益评判体系表 见表
。

指标体系设 级评价指标
,

其中一级 个
,

二级

个
,

三级 个
。

表 科技农业示范区开发效益综合评判指标体系

万农竺人挣粤民生产总值
·

“。’

双界全理坚入 ’

⋯平下睁丝奎
’

‘ ,

⋯科砰华资粤 望
,

、

一 双村纷侨外间 度 “ ,

一 恩格尔系数
·

综合性评判指标

⋯
匕

示范区生态环境合格率

人 口 自然增长率

人均住宅使用面积 。

业机械化程度

水灌溉旱涝保收率
·

业劳动生产率
·

度规模农业比重
·

地生产率

业综合生产力

农节农适土农

万州巨

示范区综合评判指标

农村工业化
圣

乡村城市化
羞

工业产值比重

职工人均固定资产

职工全员劳动生产率

工业产值利税率

先进设备率 。

技术增值率

人均工业总产值

非农劳力比重

人均第三产业产值
·

邮政强度

交通运输强度

城镇人 口率

人均商品零售总额

户均家庭现代化设备价值

每万人拥有服务业机构数

专项性评判指标俨

综合评判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指标体系中
,

由于各指标在内容
、

量纲以及取值优劣标准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

无法按照多

目标规划的基本思想进行综合评判
,

所以必须对各种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

不同指标的标准化

方法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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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比例指标
,

其标准化值即为其本身值
。

“
正效应 ”指标值的标准化公式为

‘

—
‘

工
。

一 工

“

负效应
”

指标值的标准化公式为

凡
,

,

一
,

飞 一

式 和 中 为评价指标实测数值
,

和 分别为实测数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综合评判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各不相同
,

因此综合评判时必须对各个指标进行加权处

理
,

赋予较重要的指标以较大的权重
,

较次要的指标以较小的权重
。

综合评判中权重的确定是

一项重要而又困难的工作
。

到 目前为止
,

确定权重主要依靠专家的评定
。

如何处理专家意见以

获得所要的指标权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

笔者在 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

建立了在专家

咨询基础之上的优化方法
。

法的判断矩阵及其标度

根据指标体系分层递阶结构
,

组成两两判断矩阵
。

设上层 目标为
,

分解后的下层子 目标

为
, ,

⋯
, , 。

对 而言
,

下层子 目标的两两判断矩阵的一般形式为

表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含 义

、

与
,

同样重要

比
,

稍微重要
、

比
,

明显重要

比
,

强烈重要

比
,

极端重要

相对
,

的重要程度处
于上述相应 个数之间

叭

,曰八﹄
,人
,一刃

, , ,

⋯
,

其中
。

表示对 而言
,

对
,

的相对重要性
,

其值采

用 经过科学 比较 后而选 出的
“ 一 ”

标度

方法
,

见表
。

显然上述判断矩 阵有如下性质
, , 认 ,

, 、 “ 。

, , ,

在评判过程中为了评判结果的准确性
,

一般取用多个专家的综合评判结果
,

即
·, , 一

厉式中 为专家人数
, ‘幻 为第 个专家对 和

,

相对重要性的判断
。

隶属于 的各子 目标的权重

首先计算两两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几何平均数 平
, ,

有

、
,

一

何
, ,

一
对向量 俪 一 评

, ,

评 ⋯
, ,

作正规化处理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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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寻生
艺风

,

⋯
,

则
, ,

⋯
, , 丁

即为指标
, , ,

⋯
, 。

在单一准则下的相对权重
。

进行一致性检验
。

①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孤
,

有

一艺白不瓜不
式中

,

表示 向量 的第 个元素
。

②计算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

有

弋
二

一

一

其中 为判断矩阵阶数
。

③根据判断矩阵阶数
,

按表 查找出相应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

表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阶数

④根据 和 的值
,

计算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例系数
,

计算式为

一

当 可放宽到 时
,

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成立
,

否则应重新构造两两判断矩阵
。

计算各层指标的合成权重
。

为了得到递阶层次结构中每一层次所有分指标相对于总 目标的合成权重
,

在计算了子层

次的各指标在单一准则支配下的权重数值以后
,

需要进一步计算各子指标相对于总 目标的合

成权重值
。

设某一个层次 包含 个指标
, ,

⋯
, , ,

各指标相对于总 目标的权重为
, , ,

⋯
, , ,

一层次
’

含 个因素 川
, ,

⋯
,

土
,

它们对于因素 的单一指标权重

为
。一 。‘

一 , , , ,

⋯
, , 丁 ,

因此
,

层的各因素对总 目标的合成权重为 一 , , ,

⋯
二 丁 ,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且有

艺酥 一以

计算科技农业示范区各指标合成权重
。

根据上述确定权重的方法
,

根据多处农业示范区规划以及多位专家的意见
,

确定了各项指

标的合成权重
。

现将 一衅 层的权重计算过程列于表
,

其他各项指标权重值见表
。

表 一 子层权重计算表

俨 呈
,

评
,

以

蛋

人。

该矩阵一致

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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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农业示范区综合评判模型

在科技农业示范区综合评判指标体系已建立
,

各评判指标实测值已标准化处理
,

各层评判

指标对总 目标的合成权重 已确定后
,

就可以通过下述的综合评判模型计算出科技农业示范区

开发效益的综合评判值
,

并据此进行综合评判
。

线性加权和模型

一艺以
,

式中 为综合评价值
,

为第 个评价指标对总 目标的相对权重
‘

为第 个指标值的标

准化值 为评价指标的个数
。

该模型适用于 个评判指标之间相互没有影响
,

各 自独立地为总 目标作出贡献的情形
。

该模型简单
,

实用
。

、、了、,卢
任一从、了、

对数加权和模型

、 ·

一习
,

尸
。

式中符号意义同式
。

该模型适合于评判指标对于总 目标的贡献相互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情形
。

所谓贡献不可替

代是指总 目标取得好成绩依赖于所有指标共同取得好成绩
,

只要其中 个指标处于低水平
,

则

整体成绩也降低
。

实 例

某科技农业示范区占地面积
,

包括 个 自然村
,

总人 口 人
,

分别设有
“

三

高
”
农业粮食区

、

农副产品加工区
、

养殖区
、

蔬菜区
、

管理中心区等功能区
。

经测试
、

调查和计算

得到的各项评判指标的标准化值见表
,

根据模型 一 即可从下向上逐层计算评判指标

值
。

,

下属的 个指标
, ,

⋯
, 。

独立地为 作贡献
,

有

尸 ‘ 一习
, , , ,

一
·

‘

川
,

码
,

下属各指标
, , ,

均符合线性加权和模型
,

有

一习
,

召
,

一

尸 一艺
,

尸
, , ,

一

一乙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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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某科技农业示范区评判指标值

。

。

。

。

一
。

⋯⋯
曰八曰︹门︸甘八︺

了苦、了‘了、了‘、了、了‘、

以遥或

一

一
刀

任今曰气口月冷

⋯
︵︸

‘

下属的 个指标
, ,

具有不可替代性
,

尸 习
‘

一
·

总 目标 的下属指标 和 具有不可替代性
,

则示范区综合评判值

尸 卜且尸 一 只 。 “ 一 呢

结 论

科技农业示范区的综合评判
,

是一项复杂的多 目标系统工程
,

建立完整
、

准确
、

全面的指

标体系是评判的基础
。

文中建立了一个涉及经济
、

社会
、

环境等多方面的由 个群体指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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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体系
,

对 已建示范区的具体计算结果表明
,

利用该指标体系进行评判是可行的
。

应用 法计算各指标的相对权重
,

方法简单
,

可靠
。

根据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相互关系
,

建立了 个评判模型
,

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一或

综合考虑
,

正确地计算出总评判值
,

据此评判示范区的开发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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