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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川中丘陵区盐亭县的农业循环经济发

展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盐亭县 2003〜2015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除了 2006年有所下

降外，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主要促进因素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的升高，而制约

因素为资源减量化投入和资源环境安全两个指标。盐亭县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绵阳

市其它丘陵区县有较大的差距。应调整农业结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耕地占用，增加林地

面积，加强科技、资金和政策支持等，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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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循环经济以 3R 原则为指导，降低资源和物质的投人量，减少农业生产中废弃物的排放量，提髙资源的

循环利用率，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农业

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上的一场重大变革，是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优选模式。川中丘陵

区位于四川盆地的中部，农业经济处于主导地位，该区是传统的农业区，仍然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髙投入高

产出、髙排放）为主，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和破坏。盐亭县为川中丘陵区的典型

农业大县，是四川省产粮产油大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产粮大县、四川省现代畜牧业重点县，农业经

济发达。农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

改变，许多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本文对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识别限制其发

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促迸其发雇的对策与建议。

1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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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农业循环经济 3R原则，从农村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协调等多方面的角度，依据相关性、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构建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包括 4项分类指标和 16

个单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赋予权重。

1.2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采用参考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1）

（2）

式中： 分别为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原始值和参照值。

1.3 评价指数

采用加权函数法确定农业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数，公式为：



（3）

（4）

式中：为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Wj为各单项指标权重；Zi为第i项分类指标指数；Wi为第i项分类指

标权重；Z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

1.4 障碍度

用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三个指标对农业循环

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进行识别，计算公式为（5）至（10）。

（5）

（6）

式中：Uj为因子贡献度，Ri为第 i项分类指标的权重，Wij为第 j个单项指标的权重；Vj为指标偏离

度，Yij各单项指标通过极值标准化法得到的标准化值，计算公式为（7）、（8）。

（8）

（9）

（10）

式中：、min、max分别为第j项指标的原始值、最小值、最大值；Mj为单项指标障碍度，Bi为分类指标

障碍度。

1.5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3～2016年《绵阳市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盐亭县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盐亭县统计局、绵阳市农村能源办公室调研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2003～2015年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2015年的综合评价指数为2003年的

1.52倍，年均增长速率为4.30%。2006年，由于川渝地区受高温干旱的影响，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指数比2005

年下降。2006～2015年间发展迅速，其综合指数持续增长，从2006年的1.04增加至2015年1.52，年增长速

率为9.6%（见图1）。

图1 2003～2015年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2.2 分类指标评价结果



图2 2003～2015年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分类指标评价结果

2003～2015年分类指标评价结果如图2所示，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两个指标的指数均呈现上

升的趋势，其指标指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7%和4.6%；资源环境安全指标指数增长缓慢；资源减量化投入

指标指数2003～2008年呈现减小趋势，2008～2014年稍有增加，2015年又减少为0.99。对盐亭县农业循环

经济推动作用较大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资源循环利用指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源环境安全指标的

推动作用较小，而资源减量化投入指标制约了其发展。

2.2.1 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评价与分析。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指数自2003年的1.000增长到2015年的

2.882，年均增长速度为15.7%。其中贡献度最大的是农村人均纯收入，自2003年的2123元增长到2015年的

11809元，年均增长率为38%，反应了盐亭县市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位畜禽产品率、

农机总动力、单位面积农业GDP产值三个指标也呈现上升的趋势，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评价指数的上升也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单位畜禽产品率自2003年的11元/kg增加至2015年的41元/kg，年均增长速率为20.9%；

农机总动力由2003年的1.4kW/hm2增加到2015年的4.3kW/hm2，年均增长速率为17.8%；单位面积农业GDP产

值2003年为22969元/hm2，2015年增加到68592元/hm2，年均增长速率为16.5%。粮食单产指标对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贡献较小，由2003年的4525kg/hm2增加到2015年的5179kg/hm2，年均增长速率为1.2%。由此表明，

盐亭县农业经济发展迅速，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提升现代农业产业竞争力，培育各种新产业和发展特色种

植业，产业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为资源的循环利用提供了基础，促进了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见图2、图3）。



图3 2003～2015年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评价结果

2.2.2 资源循环利用指标。化肥有效利用系数和废弃物资源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2003～2015年资源

循环利用指标指数的上升。化肥有效利用系数从2003年的22kg/元增加至2015年65kg/元，年均增长率为

15.6%。沼气池工程的普及和利用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农业废弃物的排放，盐亭大力推广“三沼”综合利用，

2015年沼气池数量达58万口，平均每万人拥有1259口沼气池。复种指数从2003年的2.24到2015年的2.30，

变化不明显（见图2、图4）。

图4 2003～2015年盐亭县资源循环利用指标评价结果



2.2.3 资源环境安全指标。资源环境安全指标评价指数曲线走势比较平缓，变化较小，评价指数仅从

2003年的1.00增加到2015年的1.05。在资源环境安全的三个单项指标中，仅有人均耕地面积和有效灌溉面

积的指标指数稍有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自2003年的0.0584hm2/人增加到2015年的0.0641hm2/人，但应加强

耕地资源保护，减少耕地占用；有效灌溉系数自2003年的57.1%增加到2015年的59.7%，对资源环境安全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仍须改善农田，增加有效灌溉面积。森林覆盖率自2003年的49%下降到2015年的47%，

成为资源环境安全指标的制约因素，应通过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增加森林覆盖率（见图2、

图5）。

图5 2003～2015年盐亭县资源环境安全指标评价结果

2.2.4 资源减量投入指标。资源减量化投入指标2003～2008年呈现下降的趋势，自2009年开始才有所

上升，但是其上升幅度甚微。其中，农药使用水平、柴油用量、农村用电量三个指标对资源减量化投入指

标具有促进作用：农药使用水平2003年为31kg/hm2，2015年下降为23kg/hm2；2003年农业柴油使用水平为

41.3kg/hm2，2015年为36.2kg/hm2；农村用电强度自2003年的294kW﹒h/万元下降为2015年的1944kW﹒h/

万元。化肥使用水平2003年为843kg/hm2，2015年为1174kg/hm2，其年均增长率为3.3%；农膜使用水平2003

年为18.4kg/hm2，2015年为37kg/hm2，其年均增长率为8.3%，化肥和农膜使用水平的增加，成为资源减量

化投入指标的制约因素（见图2、图6）。



图6 2003～2015年盐亭县资源减量投入指标评价结果

2.3 障碍因素诊断

2.3.1 单项指标障碍度。根据公式（5）～（10），对盐亭县2015年农业循环经济单项指标障碍度进

行诊断。从表2中看出，主要障碍因素依次为复种指数、化肥施用水平、农膜使用水平、森林覆盖率、有效

灌溉系数、农业柴油使用水平、农村用电强度、粮食单产、人均耕地面积、单位畜禽产品率。在盐亭县的

农业生产中，生产要素投入过多，且利用率低，耕地被占用。应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封山育林等增加森

林覆盖率，保证资源环境的安全，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2.3.2 分类指标障碍度。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分类指标障碍度见图7。2015年盐亭县农业循环

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依次为：资源减量化投入（其障碍度为59.62%）、资源环境安全（28.99%）、资源循

环利用（7.39%）、经济与社会发展（4.00%）。因此，盐亭农业生产应减少资源的单位面积投入量，提高

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和提高森林覆盖率。

表 2  2015年绵阳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障碍因素排序    

次序 障碍因素 障碍度（％）

1 C12复种指数 33.82

2 C6化肥施用水平 23.65

3 C8农膜使用水平 15.78

4 C16森林覆盖率 12.05

5 C15有效灌溉系数 8.98

6 C9农业柴油使用水平 2.56

7 G10农村用电强度 2.12

8 C2粮食单产 0.94

9 C14人均耕地面积 0.08

10 C4单位畜禽产品率 0.03



图7 2015年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分类指标障碍度

2.4 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分析盐亭县、游仙区、三台县、梓潼县同属于绵阳市下辖的

丘陵区，以2015年绵阳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参照，通过盐亭县与其他丘陵区县的循环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对比，正确评估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见表3）。盐亭县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

综合评价指数仅为0.905，均低于绵阳市和其它丘陵区县。而四个分类指标中，资源减量化投入和资源循环

利用指标指数为四个区县的最低值，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安全指标也较低。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盐亭县2003～2015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除了2006年有所下降外，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主要的促进

因素为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循环利用水平的升高。资源环境安全指标增长缓慢，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资源的减量化投入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制约了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盐亭县在政府的引导下，

通过农业结构调整，提升现代农业产业竞争力，发展特色农业，推广“三沼”综合利用等措施，提高了环

境保护和循环利用意识，加强了资源的节约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了盐亭县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水平。

表3 2015年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与周边丘陵县的对比情况

地区 综合

评价

指数

分类指标指数

经济与

社会发

展指标

资源减

量化投

人指标

资源循

环利用

指标

资源环境

安全指标

绵阳市 1.000 0.171 0.276 0.346 0.207

盐亭县 0.905 0.168 0.245 0.284 0.208

游仙区 1.157 0.202 0.384 0.377 0.194

三台县 0.998 0.155 0.310 0.326 0.208

梓潼县 1.195 0.172 0.366 0.418 0.238

各分类指标障碍度分别为：资源减量化投入（59.62%）、资源环境安全（28.99%）、资源循环利用（7.39%）、

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4.00%）。单项指标主要制约因素为复种指数、农膜使用水平、化肥施用水平、有效

灌溉系数、森林覆盖率。农业生产仍然是以资源的高投入、低利用率为主。应减少化肥、农药农膜等的生

产要素投入，提高利用率，减少带给农业的环境污染。



在与绵阳市其它相邻丘陵区县的对比中，盐亭县的农业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仅为0.905，均低于绵阳

市和其它丘陵区县的综合指数，盐亭县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其它丘陵地区有较大的差距。

3.2 建议

（1）资源的减量化投入是制约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的首要因素，应严格控制化肥、农药、农膜的投入

和使用强度，提高其利用率。虽然化肥的有效利用系数在不断提高，但化肥的使用基数较大，N、P、K的施

用比例不合理，造成土地板结和土壤酸化，且流失进入水体造成富营养化，应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减

少高毒和残留性农药的使用；使用环保型可降解地膜，加强废旧农膜回收再利用。

（2）资源环境安全是盐亭县农业循环经济中的第二个制约因素，应加强土地管理，统筹兼顾各种用地

的开发与保护，整合利用土地资源，科学安排各类用地。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减少耕地占用。通过立体种

植以及间作套种技术，提高复种指数和综合产出效率。

（3）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西部花都和西部水产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品牌。积极发展中药材、优质水果、优质蔬菜、蚕桑丝绸、肉牛羊、生猪、现代渔业等特色优势产业。

综合开发利用沼气，发展“规模养殖＋沼气工程＋优质农产品生产”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4）加大资金、政策、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发节水、节能、节地等环境保护新技术，并加速科技成果

以及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实施。对于如秸秆、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沼气工程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项目，盐

亭县政府要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支持。

5.1 有效利用乡村资源，开发地区特色化旅游产品乡村旅行活动带有两面性，如果管理规范使用得当，

便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推动地区文化的发展，反之则会使得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导致资源污染，当地

经济水平下降，所以在开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生态资源环境，保存和发扬地区特色文化以及民

俗活动，并加大对资源景区和民俗文化的保护力度和监督力度，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的行为，同时，加强当

地居民和游客的环保意识，杜绝一些破坏环境的不文明行为，实现乡村旅游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众所周知，

日本乡村旅游能取得成功有很大的因素在于日本政府对其本国丰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开发独具特

色的乡村旅游多元化产品，用于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从日本的乡村旅游类型来看，单纯的观光旅游型产

品比较少，更多都是融合观光、体验、教育、休闲娱乐等综合性旅游产品。并且按照不同群体进行细分，

如儿童教育类，养老疗养类。来吸引旅客，提升乡村旅游的人气。鉴于此，我国要根据国家的基本国情在

保护乡村生态的前提下，开发更为多元、带有该地区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旅客的物质层

次及精神层面的需求。如对具有特色饮食文化的乡村可以从饮食入手，开展品尝、DIY等体验项目。对于农

耕特色的地区可围绕劳动体验项目进行开发，打造其地区独有旅游产品。总而言之，根据地方特色开发合

理的旅游产品，以增加旅客的感知价值进而提升旅客的让渡价值。

5.2 重视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培养专业型人才重视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和村

民自治的发展，乡村精英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乡村旅游开发与经营过程中，

应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示范，带动周边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当中，形成规模效应与联动效应。其次，

加强对专业性人才的培训以提升乡村旅游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文明意识，促进思想的转变，使其掌握服

务工作的技巧，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再次，强化教

育和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规范及从业人员行为。由于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当地农户素

质相对较低，可以通过经常性的教育逐步造就一支数量适当、结构合理、素质较好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队

伍。同时坚持现代管理理念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行业协会组织形式等做法引入乡村旅游管理以增强管理



活力和管理的有效性，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5.3 利用多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创建品牌特色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各地特色乡村的旅游宣传推广工作，

通过建立地区级的农村观光协会，设立专门的宣传部门负责推广本地区旅游特色资源。基于此我国应开展

多元化、多渠道的乡村旅游宣传与推广。首先，利用传统的营销渠道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方式在国内

外逐步提升旅游场地的知名度，让旅客在脑海里面产生一定的认知度。其次，利用微博、微信、FaceBook

等社交软件以宣传短片的方式进一步宣传乡村旅游地的特色资源及风土文化，并在各大论坛发一些乡村旅

游类的话题等等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地区特色资源的影响力。再次，各大旅游局、旅游协会应完善自己的

网站建设，让网站更好地提升本地区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尽量的提供“一站式服务”。最后，还应在节假

日积极进行线下的推广活动，使得线上与线下更好的结合，以期提升旅客的旅游消费欲望进而推动乡村特

色旅游的发展。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村落建设、服饰装饰、

节日活动、音乐舞蹈等，这些都能吸引大量的游客。不同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其区域

独特旅游特征，可以作为旅游产品打造地区品牌，进一步促进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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