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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邱乐丰  方豪  龙文莉  胡伟 

(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a． 农村发展研究所， 

b． 数字农业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摘 要】采用气候资源利用效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经济资源利用效率 4个指标

组、8 个具体指标，对 2014 年浙江省 11 个地市的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区域内农业资源

利用水平不一，杭嘉绍地区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处于省内最高水平，属于高投入、高产出和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高水平区。省内部分地区由于土地、劳动力资源短缺，化肥利用率不高和农村废弃物资源浪费这些因素的制约，导

致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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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七山二水一分田” 是浙江省农业资源匮乏的真实写照
①
。近年来，围绕农业资

源利用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等问题是困扰浙江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农业资源总量下降和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口、资源、农业、

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农产品成本，去除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紧箍咒，成为浙江

农业发展的最佳选择
②
。走这种低耗高效的发展路径，首先就要对现阶段的农业资源利用状况和发展对策进行分析研究

③
。基于

这样的背景，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统计资料查询、GIS 分析等技术方法
④
，从农业生产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出发，以气候资

源、农业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利用效率为指标，对浙江省区域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并在评价的

基础上对浙江省农业资源利用的地域格局和存在问题进行剖析，提出提高浙江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对策措施，从而为推动浙

江省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依据
⑤
。 

1 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评价 

1. 1 指标体系 

依据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内涵特征及系统性、可执行性、复合性等原则，建立浙江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的层次和总体

框架 ( 图 1) ，评价具体表征指标是在对各项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指标筛选后形成的层次分明、结构完善的指标体系。为了

全面体现研究区特征，本研究将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 3 个层次，目标层即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综合指数，功能层可分为气候资源

利用效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经济资源利用效率 4个方面
⑥
，评价层是对准则层中气候、水、土地、

社会经济投入四要素的进一步细化和描述 (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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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评价模型利用线性加权求和模型构建浙江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综合评价模型
⑦
: 

 

式中，S 为浙江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综合评价指数，指数的大小反映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程度，Qi为各评价指标权重

系数，Si为标准化评价指标值，n 为评价指标个数。 

1. 3 评价结果 

1. 3. 1 指标值 

本研究依据 2014 年数据和资料，以地级市为单位，对 2014 年浙江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进行综合评价。 

8 项指标值评价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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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指标权重 

通过德尔菲法结合 AHP 层次分析法
⑧
，确定浙江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指标权重 ( 表 1)。 

 

1. 3. 3 评价结果 

基于上述评价方法，得到浙江省各地市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综合评价指数，具体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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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结果分析 

采用等距法将浙江省各地市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综合评价指数 ( 图 2) 划分为 3个等级，即高效利用区、中效利用区和低效

利用区 3 级 ( 图 3) 。其中高效利用区包括绍兴、嘉兴和杭州，空间分布连续，自古为 浙江省农产 品主产区，光、热、水、

土、肥资源丰富，且协调一致，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也处于浙江省最高水平，属于高投入、高产出和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高

水平区。中效利用区包括宁波、湖州、衢州和台州，这些地市空间分布上不连片，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各自存在的制约因素

也有所不同。宁波的热量利用效率较低，湖州的光能利用率、土地生产效率和化肥生产力较低，衢州的降水效率和劳动力生产

率较低，台州的化肥生产力和劳动力生产率较低。低效利用区包括丽水、金华、温州和舟山，丽水、金华、温州为南部丘陵山

地集中区，土地和社会经济资源是这一地区农业资源利用的主要限制因子。舟山为海岛区，各方面农业资源利用均存在不足。 

 

2 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对策 

2. 1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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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农村废弃物资源严重浪费 

据调查，杭嘉湖平原地区 50% 的秸秆被直接焚烧，不仅会导致环境污染，而且也大大造成资源浪费。随着农村住宅居民化，

人畜粪尿已经不再是农田用肥的主要来源，有机肥用量锐减，人畜粪尿没有出路，造成污染的同时也极大地浪费了资源。 

2. 1. 2 化肥不合理使用带来面源污染 

浙江省化肥平均施用强度为 570kg·hm－ 2左右，远高于全国平均 441kg·hm－ 2的施用水平。化肥的大量施用，使部分

化肥随着降雨、灌溉和地表径流的作用进入河流、湖泊，不仅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而且还造成土壤结构变差，肥力下降，农作

物减产。 

2. 1. 3 人均耕地资源紧缺 

根据 2006 年的统计数据，台州、衢州和宁波的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260，420 和 367 m2，均大大低于联合国公布的人均

耕地 534 m2的警戒线。随着这些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及建设用地对优质农田大量占用，耕地总体数量和质量仍将呈减小趋势。 

2. 1. 4 人口流动导致农业劳动力资源短缺 

由于城市和农村发展速度不平衡，农村中的青壮年更愿意到城市发展，而不是留在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向城市转移，农村

劳动力普遍弱化，农业人口向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发展，缺乏有能力、有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导致农业劳动力资源短缺。 

2. 2 对策建议 

2. 2. 1 构建农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系统 

根据区域面积、人口、农业生产、生活垃圾、雨水、污水等各类废弃物资源总量，合理规划，充分利用土壤的自然净化能

力，使种植业、林业和养殖业相结合，科学配置配套农田，林地、养殖，沼气池、雨污收集池体量，最大限度转化农村废弃物，

实现农业有机废弃物 “减量化、资源化” 利用，使农业有机废弃物变废为宝。 

2. 2. 2 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 

提高化肥利用率，优化用肥结构，增施有机肥，发展绿肥种植，完善畜禽粪便处理，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培肥地力，科学

合理地降低化肥施用量。结合农业、物理、生物等多种防治措施，推广诱虫灯、色板、防虫网等无害化防治技术，同时，引进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新品种，以减少用量，提高防治效果，减轻环境污染。 

2. 2. 3 严格加强耕地资源保护 

着重加强杭州、绍兴、嘉兴等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区的耕地保护，减少道路、城镇等对基本农田的侵占。推进农业 “两区” 

建设，依靠农业科技进步，种植高产作物，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土地生产能力，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2. 2. 4 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研究职业农民的政策及标准，探索农业技术能力等相关认定作为未来职业工作的支撑。同时，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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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并定期进行培训，提高农业系统的职业培训和绿色证书制度，完善农业技能认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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