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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刘一苏 刘朝晖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根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确立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利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场力分析理

论,构造了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的综合评价指数---可持续发展度,对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评

价,结果显示: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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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农业自然资源得以持续利用和环境承载力不断提高为前提的,既能满足当代人对

农产品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既满足一定区域内的人群对农产品的需求,又不损害其他地区的人群满足其需

求能力的农业生产发展方式。准确地评估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及潜力,是正确实施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途径和手段的依

据。本文拟通过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对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评价,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资料的获取 

1.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介于北纬 27°12′～ 31°31′和东经 118°00′～ 123°00′之间。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呈阶梯

状倾斜,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5℃ ～ 18℃。年降水量 1000～ 2200毫米。河流水源充足,地表水平均年径流总量 900

多亿立方米。全省土地总面积 10.18 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 70.4%,平原和盆地占 23.2%,河流和湖泊占 6.4%,地貌结构

为“七山一水二分田”。现有耕地 2399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仅 0.53亩。 

1.2 资料获取 

研究资料来源于 1995— 2005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有些指标的数据经过换算以

后得到。 

2 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系统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包括几者的有机协调与统一。在这一理

念指导下,本文根据完备性与代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独立性、层次性、动态性等基本原则,构建了由 5 个子系统、30 个指

标构成的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 5 个方面来反映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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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见表 1。 

 

3 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 

3.1 区域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度 

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仅仅为系统评价建立了一个良好基础。但是如何将指标体系量化,不同领域研究学者并未达成共

识。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成为目前研究较多采用的方法,也有学者从系统论或复合生态系统的场论角度建立可持续发展

度(Lehr, 2001;胡聃, 1997)。其中采用复合生态系统场论建立分析框架为可持续发展研究建立了全新的视角。本文采用闵庆文

和李文华的场论分析框架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度
[1]
。 

3.2 可持续发展度定义及构成 

可持续发展度是建立在复合生态系统的场论基础上,通过分析复合生态系统中复合生态位(发展位)、复合生态势(发展势)和

组成成分之间的耦合关系(协调度),判断系统的状态和运动方向。定义可持续发展度(D)以描述特定时间内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强弱,它是发展位(L)、发展势(P)和协调度(H)的函数,即:D= f(L, P, H) 

3.3 可持续发展度的计算方法 

3.3.1 发展位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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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变量某一时刻的绝对值相对于标准值来表示该时刻系统的发展位。 

 

其中, Lij为变量 ci在第 j 时刻的发展位 xij为变量 ci在第 j 时刻状态的绝对值; ai为标准值;系统在第 j 时刻的综合发展位

(Li)为:  

 

3.3.2 发展势的计算 

定义为一定时段内区域实际发展速率(现实发展速)与参照发展速或理想发展速之间的差值。在本研究中,取比较发展位为该

区域的远景规划值。具体地,某一要素(即状态变量 ci)在某一时刻(j)的值为 xij则其发展势(Pij)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式中,各符号意义同前。上式中,当 xij≥αi时,取 Pij= 10
- 4
。对于人口增长率、环境污染程度等具有负功效的变量,其计算式

改为: 

 

而且当 xij≤αi时,取 Pij=10
- 4
。系统在第 j时刻的综合发展势(Pj)为: 

 Pj=  

3.3.3 协调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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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为正功效变量;当 xij≥αi时,取 Hij= 1,当 xij≤βi时,取 Hij= 10
- 4
; 

ci为负功效变量;当 xij≥βi时,取 Hij= 1,当 xij≤αi时,取 Hij= 10
- 4
; 

其中, Hij为变量 ci在第 j时刻的协调度; xij为变量 ci在第 j时刻的绝对值;αi为标准值,βi为基础值,系统在第 j时刻的综

合协调度为(Hj)为: 

3.3.4 发展度的计算 

其中 Lj、Pj、Hj分别为系统在第 j时刻的综合发展位、综合发展势、综合协调度。 

4 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4.1 指标界限的确定 

在本研究中,各单项评价指标目标值,参照国内外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考察标准、《中国 21 世纪议程》以及区域“十五”

规划和 2010年远景规划综合分析确定
[2-3]

,见表 1。 

4.2 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度的计算 

采用上面介绍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分别测算了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位、发展势和协调度,在此基础上,计算了浙江省农

业可持续发展度。 

4.2.1 分别计算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位、发展势和协调度,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2。 

 

4.2.2 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度,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2。因篇幅所限,计算过程略。 

4.3 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结果分析 

图 1表明,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位的基本变化趋势是逐渐上升的,说明浙江省在人口、经济、社会水平是不断发展的同时,

资源、环境条件也是在不断得以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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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势的基本变化趋势是逐渐下降的,说明浙江省在资源、环境的资源约束下,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

综合发展潜力受到制约。 

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协调度的变化呈增长趋势,这说明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的发展处于相互协调阶段,并且协

调性不断增加。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度的多年变化趋势是逐渐上升的,说明该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趋于提高。 

参考文献： 

[1]闵庆文,李文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及其在山东五莲的应用.生态学报,2002,22(1):1- 9 

[2]陈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国际比较研究[ J].世界经济,1997.(6):62- 68 

[3]毛汉英.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初步研究[ J].地理研究,1996.(4):16-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